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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印 尼 新 闻 网 站 Indonesia Expat

报道，巴厘岛考虑对外国游客实施限制

措施，想赴巴厘岛旅游的旅客需提前一

年申请。

消息传出后，引发全球旅友热议。

有人吐槽，过去几年间，全球各大旅游

目的地普遍因为新冠疫情原因受到严

重冲击，此时推出限制游客的“傲娇”举

措很不理智。毕竟，巴厘岛超过六成的

财政收入来自旅游业。疫情期间，巴厘

岛经济严重萎缩，增长率逼近-10%，在

印尼国内垫底。

这波操作，图个啥？

长远打算还是目光短浅

在当地人的描述中，游客素质良莠

不齐似乎是这次计划提出的“导火索”。

今年 3 月，在发生了一系列涉及违

反交通法规的案件后，巴厘岛开始禁止

外国游客骑摩托车。巴厘省省长瓦扬

称，许多人不戴头盔、没有执照，骑着摩

托车在巴厘岛上横冲直撞。此外，还出

现一些游客违法、不尊重当地文化的行

为，他对此深感不满。“如果你是游客，

那就表现得像个游客。”

瓦 扬 表 示 ，巴 厘 岛 要 推 动 优 质 旅

游，“不再欢迎大规模的游客，将通过实

施配额制度来限制游客人数”。

同时，巴厘岛也希望游客来旅游时

从腰包中掏出更多“真金白银”。

2022 年 5 月，巴厘岛对国际游客重

开大门。当时，巴厘岛已经因旅游产业

低迷而囊中羞涩了好久，眼看客流回

归，很多人都打起了旅游消费的主意。

有人建议，当地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签证

费用、吸引消费水平更高的会展游客来

增加收入；还有人建议，外国游客在飞

往巴厘岛之前必须在储蓄账户中存入

一定数额的存款。在不久前召开的巴

厘岛旅游协调会议上，有印尼政府官员

甚至动议限制某些国家的旅客入境，并

对所有外国游客征收 45 美元至 150 美

元不等的“旅游税”，旨在防止巴厘岛

“永远作为廉价旅游目的地”。

当地限制外国游客的措施似乎在

作长远打算，不过近年来当地旅游体验

饱受诟病却也是事实。

巴厘岛的旅游资源不可谓不丰富。

从 天 空 俯 瞰 ，整 座 岛 屿 被 山 脉 贯

穿，形成东高西低之势。北部山脉基本

是火山群的天下，3142 米高的阿贡火山

是 巴 厘 岛 最 高 峰 ，被 称 为“ 世 界 的 肚

脐”。相传诸神以群山为神座，最高的

神座即为阿贡火山，因此阿贡火山也被

当地人奉为圣山。

全岛最平坦的地方位于南部，坐落

在这里的乌布镇是巴厘岛的文化艺术

中心，市场上随处可见独具特色的木

雕、银器和绘画作品，街头巷尾的艺术

品店和小型博物馆让人流连忘返。

然而这些年，对当地旅游服务的吐

槽也不少。

非议最多的是“美颜”过度的网红

景点。巴厘岛有一处名为“天堂之门”

的景点。这个“门”是当地 Pura Lem-

puyang 神庙的一部分，两座巨石和天空

倒映在如镜子般的水面上，游客站在中

间，摆个造型就是大片。然而很多人去

了才发现，所谓的“水面”真的只是一面

镜子，不免大呼上当。

垃圾问题同样突出。在许多游客

的想象中，海边赏景是“湿润的海风夹

杂着细密的水沫轻抚面庞”。不过，踏

浪而来的除了水沫还有成堆的垃圾，即

便是豪华酒店的专属海滩也无法幸免。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早在 2018 年，巴

厘岛就宣布进入“垃圾紧急状态”，尽管

管理机构已经雇了不少人清理垃圾，但

垃圾围城现象依旧没有好转。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人身安全事

件频发。疫情之前，行贿勒索、飞车抢

劫就不时在巴厘岛上发生，还有多起女

性游客遭遇侵犯的恶性事件爆出，更遑

论近期发生的令人色变的命案。重新

放开旅游后，质疑当地治安水平和旅游

体验进一步下跌的大有人在。

陷于迷茫却也事出有因

和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旅游目的

地一样，巴厘岛真正成为地球人都知道

的度假胜地，前后也就短短数十年。爆

红的结果，除了管理一时半会儿确实跟

不上外，也难免会滋生出自满情绪。

20 世纪 80 年代，旅游热潮开始在

全球兴起。印尼政府也积极跟进，制

定了《巴厘岛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轰

轰烈烈的建设在巴厘岛上展开：钢筋

水泥取代了岛上的椰子树，各类现代

化建筑与古寺庙为邻，飞机取代飞鸟

翱翔于天空上。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还带动了服务

业大发展。除了传统的餐饮、住宿等，

最典型的莫过于婚庆行业，似乎一夜之

间，岛上就多了不少古典风格的西式教

堂。1991 年举行的太平洋亚洲旅游协

会会议也让会展行业嗅到了商机。

今天的巴厘岛已经不再是那个与

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外国游客数量暴涨

让这里与全世界迅速联通。2019 年，巴

厘岛接待外国游客 627.5 万人次，约等

于全岛总人口的两倍。据印尼国家统

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印

尼共接待外国游客约 224 万人次，同比

增长 508.87%，其中仅巴厘岛就接待外

国游客约 102 万人次。尽管从绝对数值

上看，巴厘岛旅游业还未恢复至疫情前

的水平，但这份成绩单总体上看还是很

不错的。

巴厘岛的“傲娇”表态让人不喜，

但也多少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

毕竟，处在漩涡正中的旅游业从业者

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感受发生了不小

的变化。

反对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其一是经济因素，蜂拥而至的游客

大大推高了当地的消费水平，还给当地

基础设施及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本

地居民苦不堪言；其二是人文因素，一

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确实严重干扰了

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加上拥堵的交

通、无休止的噪声，真是烦人。

这也是最近几年频频有旅游胜地

爆出“驱离游客”新闻的原因所在。比

如，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不仅要求游客提

前预约，而且还向一日游游客收取“入

城税”；克罗地亚古城杜布罗夫尼克用

摄像头监控人流，只要超 6000 人就关

门；冰岛不仅对外国游客实行“总量控

制”，而且限制本地居民出租房产供游

客居住；秘鲁世界文化遗产马丘比丘

只 向 外 国 游 客 开 通 3 条 固 定 参 观 线

路，而且要求必须有本地资质的导游

陪同⋯⋯

对巴厘岛来说，此番计划的提出还

有利益分配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等深

层次原因。

印尼被誉为“万岛之国”。巴厘岛

能从全国 1.7 万座岛屿里脱颖而出，靠

的不仅是碧海蓝天、沙滩密林的自然风

光，还有多如牛毛且价格明显偏低的

高级酒店。然而，与其他旅游目的地

相 比 ，巴 厘 岛 对 外 资 的 依 赖 更 为 严

重。据印尼旅游部门测算，在酒店、酒

吧、餐厅等设施建设方面，约 70%的投

资来源于外资，收益自然也大多进了

外资的腰包。巴厘岛本地居民虽然承

担了大量服务性工作，但收入水平并

没有质的改善。不仅如此，过于单一

的产业结构还使得当地人不得不承受

更大的风险，只要旅游业低迷，就会有

大批人失业。这也是当地人对游客又

爱又恨的原因所在。

如此看来，巴厘岛的“傲娇”虽然遭

人诟病，却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如何在

游客的美好体验和居民的平静生活中

找到平衡，确实是个考验人的难题。

“ 傲 娇 ”巴 厘 岛

□ 韩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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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以 为

韩国料理只有石

锅拌饭、参鸡汤，生

食 章 鱼 也 是 韩 国 地 道

美食。

蘸 着 麻 油 、盐 或 韩 国 特

制的“呛辣酱”，将刚刚剁成小段

的章鱼爪送入口中，边咀嚼边体验

其原生态的鲜美，同时还要用舌头和

牙齿“抵抗”它的吸附和蠕动，甚至还有可

能承担堵住气管或食道的风险，是不是有够

惊悚？

全罗道地区自古就是韩国食物资源最丰富的地

区，也是韩国美食文化的集大成之地。“吃在全罗”是韩

国人的共识，而生食章鱼就是全罗道人民餐桌上的一

道绝美佳肴。

不是所有章鱼都适合当生食章鱼。全罗南道海域

出产一种特别的细爪章鱼。它体长 30厘米左右，比一般

的章鱼要小得多，但是肌肉发达，腕足长度能达到头躯长

度的3倍，而且非常纤细，是做这道美食的专用品种。

与普通的海生章鱼不同，细爪章鱼生活在海边潮

湿的泥滩里。它们是夜行动物，白天将身体掩藏在海

岸附近的岩石或泥滩间，晚上会出来捕食鱼、蛤蜊、牡

蛎、虾等小型动物。正因为如此，细爪章鱼很多时候会

给养殖蛤蜊或牡蛎的渔民带来损失，渔民自然也乐于

抓捕它们。

细爪章鱼的口感很好，生食也没有腥味。韩国人

相信，这些生活在泥地里的章鱼吸取了土地的营养，是

滋补的佳品。事实上，细爪章鱼也的确营养丰富，它含

有丰富的氨基酸、牛磺酸和矿物质，有助于增强造血功

能，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和分解，据说还有补血益气、

收敛生肌的药用功效。而且，细爪章鱼体内几乎没有

脂肪，100 克章鱼的热量仅有 53 卡路里，绝对算得上低卡食物。此外，由于细

爪章鱼富含牛磺酸，高血脂人士也可以放心食用。

虽然说细爪章鱼对人体有不少好处，但品尝它还是需要点儿勇气的，尤

其是第一次吃，一定要顶住“视觉冲击”。和大多数头足纲动物一样，细爪章

鱼腕足神经发达且相对独立，即使被切断，还是会持续蠕动一段时间。想象

一下，新鲜的细爪章鱼被端上餐桌，长长的腕足已经被厨师切成了 2 厘米至

3 厘米长的小段，撒上了葱花和芝麻，淋上了清亮的麻油，但依旧在不甘地扭

动着。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恐怕一秒钟都等不了，只能落荒而逃。

正因为这道生食章鱼品相“清奇”，除了平时就爱吃生鱼片的日本人之

外，绝大多数外国人都对其敬而远之。曾经带领韩国男足进入 2002 年世界

杯四强的著名教练希丁克在当年世界杯开赛前就发过誓：“如果韩国队能够

进入本届世界杯决赛，我就会亲自品尝生食章鱼。”结果大家是知道的，当年

极具争议的韩国队最终止步于半决赛，希丁克也无需兑现当时的承诺。

很多外国人第一次见识到生食章鱼这道菜是通过 2003 年的一部韩国惊

悚电影《老男孩》。电影讲的是男主人公被绑架囚禁 10 余年后疯狂复仇的故

事。但在国外上映时，观众们普遍认为，电影中最恐怖的场面不是血腥暴力，

而是男主人公粗狂地生吞整条细爪章鱼的情节。

不过，如果你勇敢地将这段“生”“动”的“鱿物”放入口中的话，那感

触可能又完全不同了。柔嫩而有嚼劲的肉质，配上麻油的醇香、辣酱

的刺激，以及未经雕琢的鲜味，会让唾液不由自主地加速分泌。

当然，吃这样的美食也是得冒点风险的。就像日本的河

豚一样，生食章鱼也曾被外国媒体列入“世界死亡食物目

录”。因为一旦咀嚼不仔细，细爪章鱼的腕足就有可能

会吸附在食客的气管壁上，导致食客窒息。如果出

现这种情况，使用海姆里克腹部冲击法是无济于

事的，只能马上到医院接受手术。

据统计，韩国平均每年有 6 人因吃生

食章鱼而死亡。避免这种风险的最好

办法就是仔细咀嚼，甚至有人夸张地

说每口要嚼 100 次。看来，生食

章鱼又有了一个新功能——

培养细嚼慢咽的好习惯，

外加锻炼面部肌肉。

感兴趣的话，到

地道的韩餐厅去

尝尝吧。

生食章鱼如何下口

杨

明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学者李约瑟

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自那时

起，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

科 学 史 专 家 都 在 尝 试 给 出 自 己 的 解

答，阐释的角度涉及科技、制度、文化

等 诸 多 领 域 。 几 乎 与 李 约 瑟 同 时 代

的约瑟夫·熊彼特在《经 济发展理论》

中提出“创新理论”，或许能帮助我们

从 经 济 社 会 内 在 发 展 的 角 度 理 解 这

一谜题。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

本特征。他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通

过创新打破旧均衡，推进新方式的“创

造性的毁灭”过程。熊彼特认为，创新

是在生产过程中内生的，能够创造出新

的价值。其中，若干要义对当下的经济

增长理论和实践中的经济发展问题具

有很多启示。

正如从炼金术到化学的进化是突

破性的、马车再怎样高级也不会变成汽

车一样的道理，在熊彼特看来，人口和

财富的增长并不能被称为经济发展，因

为它没有产生质的变化。经济发展不

是要素数量的积累，而是一种突变，需

要通过对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实现。创

新是促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在因素，

包括创造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

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掌控原材料的新

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组织创新五种典

型形式。

熊彼特严格区分了“发明”与“创新”。

他的理由是，创新可以与发明无关，且发

明不一定会带来创新，毫无经济效果也

是有可能的。熊彼特认为，发明是新工

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

新方法的应用。如果发明没有得到实际

应用，那么经济上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够创造出新价值才

是创新的本质。

在熊彼特看来，能够执行创新的人

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创新的灵魂。企业

家不仅具备创造性、成功欲，更有“逆着

潮流游泳”的冒险精神。

企业家是理解熊彼特“创新理念”的

另一关键词。他们并不只是企业主、资

本家或者企业管理者，而是一种具有创

新使命的精神气质，是进行创新的动力

和主体。熊彼特指出，创新存在阻力和

未知数。“习惯的惯性”会形成无形的障

碍，阻碍人们发挥想象力，并偏向于抗拒

新事物。同时，社会环境对创新也有重

要影响，偏离常规轨道的行为往往会受

到社会排斥，如果上层建筑没有给予创

新足够的空间，法律、制度就会阻碍创新

发展。在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希望和可

能性的时候，只有真正的企业家才能坚

持下来。他们勇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

传统，从而达成并且塑造了创新。

熊彼特创造并解释的创新理论，不

仅对解答“李约瑟难题”具有参考价值，

也 非 常 契 合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的 时 代 主

题。书中的诸多观点，包括创新是

经济发展 的 动 力 、重 视 企 业 家

精 神 、营 造 良 好 创 新 环 境

等，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启

示意义。

创 新 突 变
□ 孙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