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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博 物 馆 寻 找 刺 激
杨海泉

在瑞士，提起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交

通博物馆必定位列其中。

这个博物馆既是瑞士不同时代交通

工具的实物展示地，又是交通工具演变

历史及机械知识的科普园，还是“穿越”

体验从古至今人类交通发展足迹的游乐

场。凭借此三大特征，它赢得了瑞士参

观人次最多博物馆和欧洲最大交通博物

馆的美誉。

瑞士交通博物馆是一个以交通工具

历史演变为主题的多功能博物馆，位于

瑞 士 卢 塞 恩 市 风 光 旖 旎 的 卢 塞 恩 湖

畔 。 该 馆 于 1959 年 7 月 份 建 成 开 放 ，

2008 年扩建升级，占地面积为 2 万平方

米 。 博 物 馆 内 有 各 类 实 物 展 品 超 过

3000 件，展览主题涵盖公路、铁路、水路

和航空领域。展区分为 6 馆 1 场，即火

车馆、汽车馆、飞机馆、轮船馆、太空

馆 、瑞 士 舞 台 馆 和 儿 童 实 践

场 。 该 馆 还 收 藏 了 7000

多 件 历 史 遗 物 及 15

万 份 重 要 历 史

文献，展现

了瑞士自 19 世纪以来交通工具及相关

科技的发展进程。

如果说珍贵是各类博物馆藏品的

共同特征，那么有趣则是瑞士交通博物

馆的独特之处。数千年前的独木舟、中

世纪马车、19 世纪的蒸汽机车、20 世纪

老式汽车和早期船舶模型⋯⋯丰富多

彩的展品辅之以引人入胜的互动体验

项目，瑞士交通工具的过去、现在尽在

其中。

瑞士为什么要把交通博物馆建在

卢 塞 恩 ？ 众 所 周 知 ，卢 塞 恩 以 美 丽 著

称 ，彩 色 的 建 筑、穿 城 而 过 的 河 流、远

山、白云都是它的标签。实际上，卢塞

恩地区还与瑞士交通发展史上多项开

创性交通工具的诞生有关。比如，世界

上第一条登山列车轨道就建于卢塞恩

附近的瑞吉山上。如今，卢塞恩皮拉图

斯山上 48 度倾角的登山齿轨列车仍是

世界一绝。世界上第一条 360 度旋转

缆车也建在这里，位置就在卢塞恩湖以

南的铁力士山上。

不仅花大力气建设交通博物馆，而

且特意选址卢塞恩，当地人对交通发展

的关注与自豪可见一斑。

有 意 思 的 是 ，瑞 士 交 通 博 物 馆 并

不 是 免 费 参 观 的 ，但 这 并 不 影 响 其 超

旺 人 气 。 作 为 经 济 类 博 物 馆 ，该 博 物

馆 以 交 通 工 具 的 演 变 历 史 为 切 入 口 ，

将观察的视角拓展到工业、科技、经济

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同时，通过有趣的

布展设计，避免了硬邦邦的宣教方式，

实现了高科技与传统展示的交融。正

因为如此，博物馆不仅对 少 年 儿 童 很

有 吸 引 力 ，而 且 能 够 满 足 各 年 龄 段 游

客 的 需 求 ，组 团 参 观 成 了 很 多 家 庭 共

同的选择。

博物馆还提供很多精彩的附加项

目。这里有瑞士最大和最先进的天文

馆、瑞士最大的 3D 电影院和 360 度大

屏幕“瑞士全景图”。3D 电影院每天都

会播放 7 部不同主题的纪录片。在“多

媒体世界”展区，观众可以体验虚拟现

实等前沿通信技术潮流。在“瑞士巧克

力探险”展区，举世闻名的瑞士巧克力

也揭开了神秘面纱，从诞生、生产到运

输全过程一览无余。交通工具互动游

戏区堪称博物馆中的最大亮点，包括古

董汽车竞技场、模拟景观列车驾驶、划

船比赛、汽车驾驶测试及撞击体验、战

斗机模拟舱、模拟滑翔器和

机 车 维 修 等 。 展 区 还 设 有

供 少 年 儿 童 学 习 体 验 陆 水

空交通工具机械知识、交通

法 规 和 筑 路 工 程 知 识 的

项目。

有人说，瑞士交通博物馆

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关键是念

好了看、听、玩的“三字经”，这确

实不失为对该馆特色的一种精炼总结。

看古老的马拉列车、堪称艺术品的轮船

精巧模型、珍贵的古董飞机和各种现代

飞机模型；听各分类馆的讲解，了解各

种交通工具的“前世今生”；体验撞车的

瞬间有多吓人、驾驶火车和飞机有多刺

激⋯⋯这一切都给参观者带来了现

实生活中难以复制的感受。

从交通看经济全貌，用

科技赋能展览展示，让娱

乐代替教育宣传，瑞

士 交 通 博 物 馆

的经验值得

学习。

最 近 几 年 经 常 能 看 到 韩 国 媒 体 自

嘲，称韩国已经成了“奢侈品国度”。尤

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尽管韩国

经济整体陷入低迷，但奢侈品行业却进

入了繁荣期。

2020 年的数据最具代表性。根据国

际市场调查企业欧睿发布的数据，2020

年，韩国奢侈品销售总额达到 125.052 亿

美元，相比于疫情前 2019 年的 125.173 亿

美元并无太大差异。但比对全球数据可

以发现，2020 年全球奢侈品整体销售额下

滑了 19%，排名第一的美国市场奢侈品消

费降幅更高达 22.3%。目前，韩国在全球

奢侈品市场的销售份额已超越德国，升至

世界第 7 位，而且与位列第 5 位的英国、第

6位的意大利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奢侈

品还划分了韩国零售企业的层次。2020

年，韩国共有 11 个购物中心年销售额超

过 1 万亿韩元，其中隶属新世界百货的

有 4 个，隶属乐天百货和现代百货的各 3

个，隶属格乐丽雅百货的有 1 个。爱马

仕、香奈儿和路易威登是韩国最具人气

的 3 大奢侈品品牌。可以说，争取更多

世界知名奢侈品牌入驻已成为韩国各购

物中心提升自身形象、争夺高溢价消费

群体的关键。

数量可观的中产阶层是韩国奢侈品

消费的忠实群体。这一点很好理解。尤

其是受到疫情影响，韩国富裕家庭境外

旅游支出受到遏制，导致了对奢侈品的

转移消费。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另一个现象——

收入水平并不算高的韩国年轻人，正在

成为奢侈品消费的“黑马”，大有赶超

40 岁以上传统优势消费群体的势头。

根据新世界百货的销售统计，2021

年，20 岁和 30 岁年龄段顾客群体的消费

额 在 奢 侈 品 销 售 总 额 中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10.9%和 39.8%，合计达到 50.7%，已超

过整体销售额的一半。乐天百货也出现

了类似的情况，20 岁至 30 岁年轻人在奢

侈品总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由 2018 年的

38.1%提升到去年的 46%。

韩国社会学家将这一现象归因于韩

国年轻人对前途的迷茫。

自 2017 年开始，韩国房地产市场就

进 入 了 上 升 期 ， 全 国 平 均 房 价 近 乎 翻

番，首都圈一些地区的房价甚至涨了数

倍。这让很多韩国年轻人感觉，自己的

努 力 在 高 企 的 房 价 面 前 完 全 失 去 了 意

义。对未来的迷茫使他们转向对现实幸

福感的追求，并由此带动了此轮韩国奢

侈品消费热潮。

而从心理学角度来讲，韩国年轻人

对奢侈品的追捧源自凡勃伦效应和华服

效应。凡勃伦效应是指物品越昂贵、越

高级，越会被认为是特别的，从而出现

需求集中的现象。华服效应则指人们在

拥有特定物品时，会将自己归入使用该

物品的阶层的现象。首尔大学一名心理

学教授解释说，如果买下与知名艺人同

款的衣服、鞋子或挎包，就如同完成了

理想的“自我投射”，感觉自己如明星一

样，成就感、幸福感爆棚，自尊心也得

到极大满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妆

博主宋智雅用满身的奢侈品将自己“包

装”成成功人士后，迅速蹿红网络；而

当其用的多为假货的真相被曝光后，韩

国年轻人感觉受到了欺骗和侮辱，“人间

富贵花”滤镜破碎后的宋智雅，也创下

了爆火之后最快“翻车”纪录。

当然，韩国年轻人购买奢侈品也有

投资的因素。“爱香路”等不少奢侈品品

牌均采用惜售和提价的策略，导致一些

热销款往往有价无货、一包难求，极大

刺激了二手市场的发展。年轻人手中的

奢侈品不仅变现非常简单，而且升值潜

力也不小。特别是顶级奢侈品近年来提

价频繁，甚至出现了新款买入后使用一

段时间，在二手市场出售还可以获利的

奇特现象。奢侈品购买俨然成了一种财

富增值手段，难怪韩国人特别创造了一

个专有名词——“香 （香奈儿） 理财”。

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韩国的奢

侈 品 店 也 玩 起 了 限 购 。 韩 国 香 奈 儿 规

定，1 人 1 年内只能购买 1 个热销款提

包。“爱香路”店面每天都需要排号入

场。韩国的购物中心一般是上午 10 点半

开门，但往往从凌晨 5 点起就有人在奢

侈 品 店 门 口 排 队 。 如 果 当 天 有 新 款 上

市，排队时间会提早到前一天晚上。

如今，随着追求奢侈品二手溢价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奢侈品的稀缺属性被

削弱，想凭借“香理财”赚钱的难度也

越来越大。这也给那些透支购买奢侈品

的韩国年轻人泼了一盆冷水。

当“香理财”回报率越来越低，无

限接近甚至低于普通理财时，韩国年轻

人消费奢侈品的意愿还会如此强烈吗？

一切只有等时间告诉我们答案。

“ 香 理 财 ”还 能 香 多 久
杨 明

留学生经常把自己留学的地方亲昵地

称为“村”，英国曼彻斯特有曼村，诺丁汉有

诺村，还有位于加拿大东南沿海的狼村。

狼 村 的 全 称 为 沃 尔 夫 威 尔 市

（wolfville），位于加拿大东海岸新斯科舍省

金斯县的安那波里斯河谷，距离省会哈利

法克斯约 1 小时车程。

狼 取 自 英 文“wolfville”中 的 wolf

（狼）。然而，与野性的狼不同，狼村自然风

光宜人，人文景观和谐。

狼村主干道两边多为独立公寓，鳞次

栉比。自西向东而行，每隔几十米就会有

一个路口，向左或向右都会拐到岔路。岔

路两侧分布着和主干道两侧一样的房子，

大都自带半地下室，一层或者两层。当地

人会在自家门前种上各种花草，装点一下

道路。如果习惯了主干道的直来直去，不

妨来岔路走走，总会有一朵不知名字的小

花值得驻足。

主 干 道 上 没 有 红 绿 灯 ，所 以 司 机 看

到 行 人 总 是 会 提 前 减 速 。 因 为 这 个 规

则，很多人还闹过笑话。比如，初来乍到

的 人 碰 到 类 似 情 况 ，通 常 会 慌 忙 停 下 脚

步 ，然 后 左 顾 右 盼 地 寻找自己乱走路的

“证据”，而后才会意识到这只是司机传递

出的善意，这才点头或者招手向司机表示

谢意。至于长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则见

怪不怪，双方传递一个善意的微笑，便继

续前往各自的目的地。人行道上偶尔也

会 出 现 像 刺 猬 、松 鼠 或 是 小 鹿 这 样 可 爱

的家伙，看到汽车驶来，丝毫不会慌张，

悠闲自如。

继续向东，两边的房子逐渐减少，人也

逐渐多了起来，一所开放式的大学映入眼

帘 。 这 所 名 叫 阿 卡 迪 亚 的 大 学 成 立 于

1838 年 ，是 加 拿 大 历 史 最 悠 久 的 大 学 之

一。学生们的到来让小镇人口增加了近一

倍，也给这座小镇增添了许多活力。

道路两侧规划了人行道，每天来来往

往的大都是上下课的学生。因为挨着居民

区，所以相较于学校宿舍，很多学生都会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这样，通勤

时间最多也不过 20 分钟左右。

由于近海，新斯科舍省算得上是加拿大最温暖的省份，而狼村也称得

上是四季宜人。这里春日明媚，夏季凉爽，秋天自然是“枫”情万种。以红

色和黄色为基调的各色枫叶交叠在一起，错落有致地在各家门前的草坪

上、树下、人行道上铺陈开来。这里的景色虽不及“枫叶大道”壮观，但走

在人行道上，看着周围色调温暖明亮的叶片，听着脚踩在落叶上咯吱咯吱

的声响，总会有种人在画中游的错觉。

这里虽然比加拿大很多地方温暖，但冬季也经常能看到大雪。遇到

雪天，清洁工早早就会把主干道和人行道上的积雪清除干净，堆到道路两

侧，丝毫不会影响学生们正常的通勤。

下课之后，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到东边转一转。这里是狼村的市

区，虽远不如大城市的市区繁华，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超市、银

行、邮局、餐厅到电影院、服装店、理发店、照相馆，日常生活需求皆可

满足。

可别小看这里的西餐厅。按理说，这里地方不大、居民不多，餐饮业

应该不太发达才是。而且，因为大学的存在，这里外来人口比例很高，各

国美食都有，竞争对手众多。可即便如此，这里的西餐厅依旧红红火火，

因为可以吃到正宗的肉汁奶酪薯条。这是一种起源于 19 世纪 50 年代，来

自魁北克省的加拿大美食。黏稠浓郁的肉汁浇在酥脆的薯条上，和着奶

酪条一起，咬起来吱吱作响，令人垂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小型农贸市场。每周六上午和夏天的傍晚

都有集市。集市的举办地是一间老式仓库。在这里，商贩们卖着自酿的

葡萄酒或苹果酒以及自制的奶酪、面包。很多摊位前都会排起长长的队

伍，大家耐心等待着新鲜出炉的美食。

西边的居民区静谧而祥和，东边的市区充满着烟火气，在狼村这

样一个小小的地方，生活竟也如此色彩斑斓！当工作与娱乐在这里交

融、宁静与喧嚣找到了平衡，岁月便在这一

片静好中缓缓流逝——这或许就是小城的

味道。

小城的味道

张

烁

瑞士交通博物馆之所以受人喜爱，不仅因为其创意新颖，从交通这一个小切入口观察经济全貌；还因为时尚科技，引入高科

技赋能传统的展览展示；更因为氛围轻松，用体验探险的方式代替了一板一眼的教育宣传。

越来越多韩国年轻人迷上了奢侈品消费。仅从理性消费角度看，这是因为不少奢侈品品牌采用惜售和提价策略，导致

部分爆款存在升值空间，具备了投资品的属性，成了“香（香奈儿）理财”。不过，随着参与者越来越多，奢侈品的稀缺属性被

削弱，想凭借“香理财”赚钱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香理财”还能香多久，还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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