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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贾 露

早在 2021 年 8 月，杭州导游“小黑诸

鸣”就因为在某视频平台发布录制的一段

“共同富裕”短视频而爆火。经他之口，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

方案里一连串数字变得生动鲜活，短短几

分钟的视频，在该平台播放量接近一千

万，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等官方账号也

点赞、转发。截至目前，“小黑诸鸣”账号

下已发布1450个作品，拥有1250万粉丝，

获点赞数1.6亿。

去年 3 月，诸鸣拿着话筒用暗号劝游

客理性消费的视频，让他再度登上热搜。

面对再次“出圈”，他却很是平静。“我带的

是纯玩团，合同里并不涉及购物项目。”他

说，选择以“暗号”的方式提醒游客，一方

面是为了劝导游客们理性消费，另一方面

也是考虑到景区商贩们也要经营生存。

“出来旅游，主要是为了开心，如果游客跟

景区商贩起了争执，到时候也会影响整个

旅行团的气氛。”

对于走红后带来的争议，他表示并不

存在压力，“我创作的本意就是想让更多

网友看到各地的风景。”对于“网红的尽头

是直播带货”这一现象，诸鸣认为网红和

导游都是他的身份，但作为一名导游，他

的工作是给游客们讲解各地的历史文化，

不能因带货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自身

的口碑。

在网络世界，大众寻求旅游知识的渠道极为丰富，旅游类网红在传达旅游资讯、分享目的地风土人情和文化知识等方面，

已经起到了导游所无法达到的作用。有业内人士透露，也有一些网络旅游达人，将粉丝转化为消费者，通过平台发布旅游产

品，收取旅游费用，而后转交给旅行社操作，以此赚取佣金。他们游走在灰色地带，只要能变现，没有不敢尝试的。只是，这样

的流量，似乎变了味。

“泛娱乐”思潮，
在导游群体中掀起了怎样的浪花？

“泛娱乐”思潮，
在导游群体中掀起了怎样的浪花？

导游的“网红化”，

起始于 2016 年 10 月上

线的“携程当地向导平

台”，这是国内第一个开

展导游自由执业的网络

预定平台。随之疫情三

年，则进一步推动了导

游群体拥抱住互联网各

大自媒体平台，当中以

入驻抖音、小红书、快手

等短视频平台进行创作

为代表，全国各地出现

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导游

网红群体。但在导游网

红化的同时，也出现了

另一种有趣的现象，那

就是“网红导游化”。“网

红”现象的愈演愈烈，正

是整个社会泛娱乐化的

一个映射。

必须说明，如果“网

红”跨界带起了游客，则

是真正“越了界”，变成

了“野导”，属于有关部

门打击对象。

随着各大自媒体平台开通旅游频

道，大量热爱旅行的“旅游达人”纷纷

入驻。他们将自己旅行中的点滴，如

实、即时地分享至互联网，以获取流

量，当然，也会努力朝着变现迈进，以

继续支撑之后的内容输出。于旅游人

而言，互联网只是“旅游+”的其中一

个方向；而对于这部分旅游行业以外

的人而言，旅游则是他们在考量无数

款“互联网+”模式后，做出选择的一

个明确化的方向。他们支撑起了推荐

各地旅游资源的“重任”，并以其“始终

站在用户角度”为创作出发点的意识，

越来越成为旅游行业的头部“发言

人”。

在流量时代，高阅读量、高转化率

便是极强的吸引力。杭州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就曾在2022年授予主播“七爷”

“乡村直播推广大使”称号。作为职业

主播，“七爷”也展示了她超强的带货

能力，她以颇高的销售量，吸引更多消

费者走进浙江的美丽乡村，“流量”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记者注意到，目前比较火的旅游

自媒体账号，有“冒险雷探长”“ 一个人

穷游中国”“新视野号出发”等。以“冒

险雷探长”为例，目前拥有头条粉丝

400 多万，抖音粉丝 650 多万。在翻看

其作品后，记者发现，他创作的内容，

多能生动展示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能以用户视角

带着看视频的粉丝打卡世界美景、奇

观。这一路数也颇受粉丝追捧。他首

发于 2014 年 6 月的《冒险雷探长》，是

一部在网络热播的环球探索纪录片，

以第一人称的平民化视角向网民展现

了旅行中探索到的大量惊险遭遇，这

种高信息量，又能引起大众好奇心的

内容，为他赢得了极高的点击量。就

网友而言，谁传达的信息丰富、有趣，

就是关注谁的基本前提，至于直播的

身份是否是导游，或许并不重要。

初心和口碑才是立身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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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导游转战互联网自媒体平

台，还是旅游达人借互联网进入“导游”

的行列，“泛娱乐化”“唯流量是从”模糊

了专业度的界限。诸鸣说，“导游跟网

红一样，都属于中性词，关键看是我们

赋予这个职业怎样的能量。”流量是一

把双刃剑，它可以传递正能量，也可能

让人陷入困境。很多时候，网络平台那

些满屏的点赞和好评极有可能是“刷”

出来、“捧”起来的。

流量固然重要，但必须建立在取之

有度、用之有道、尊法守法的基础上。

才能让流量真正惠及行业，惠及大众。

无论如何，让“流量”回归真实和理性，

才是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