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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韩国传统市场越来越受欢迎，

其中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地方，即便在工作

日的下午也会人满为患。传统市场究竟

有怎样的吸引力呢？

近两年，很多住在首尔的年轻人一到

星期五下班就会和朋友们一起冲向首尔

各大传统市场，目标主要集中于比较有名

的胡同市场；到了休假季，范围则会进一

步扩大到京畿道和江原道。

电视综艺节目起到了出色的“导游

作用”，社交网络平台的“种草”功能也功

不可没。笔者打开手机尝试了一下，输

入“市场美食店”“市场游戏”“市场参观”

后，数不清的实景“探店”体验立刻挤满

了屏幕。

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一种比较有代

表性的观点是，在新冠疫情流行的那几

年，人们的活动范围被大大限制，一些蜗

居在住家附近的胡同市场开始受到关注，

人们纷纷尝试并逐步习惯在小区周边深

度体验曾经被自己忽略的生活日常。旅

游行业专家进一步分析认为，市井生活与

旅游文化结合的倾向很大程度上代表了

旅游业转型方向。这意味着，未来将有越

来越多的人放弃单纯的景点游览模式，

“用味觉和触觉的深层次体验，触摸一个

地方真实的面庞”。

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发布的《2023 年

至 2025 年旅游趋势》肯定了这种倾向。报

告中公布的国民认识调查结果显示，游客

最喜欢的旅行不是“访问自然景观旅游地

（17.3%）”，而是“通过深度旅游接触当地

文化（27.5%）”。在 2023 年发布的《2023 年

旅游趋势展望问卷调查及数据综合分析》

中，“本地旅游”与“户外休闲旅行”“农村

旅行”“环保旅行”“停留型旅行”“兴趣旅

行 ”一 起 被 选 为 6 个 最 有 潜 力 的 旅 行 主

题。就此，韩国观光公社专家表示“对更

重视个体感受的价值消费的关注度正在

增长”“比起传统意义上的观光，年轻人表

现出更倾向于通过在旅游目的地吃、住、

玩来体验‘新日常’的趋势”。

说到体验“新日常”，各地区的传统

市场自然当仁不让。BC 信用卡新金融

研究所分析了从 2019 年到 2023 年位于首

尔、仁川、江原、大邱、釜山、忠南、济州等

地的 15 个主要传统市场的销售数据。结

果显示，传统市场的 访 客 比 5 年 前 增 加

了 42%。 研 究 所 相 关 人 士 表 示 ，原 本 习

惯在商超和普通餐厅消费的顾客群体，

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流入了传统市场，特

别 是 二 三 十 岁 年 龄 段 顾 客 的 访 问 量 激

增。这也成为传统市场销售额上升的主

要原因。

不仅是韩国人，外国游客贡献的销售

额也呈放量增长态势。2023 年上半年，外

国游客在韩国传统市场的消费额与 2021

年同期相比大涨 7 倍以上；与疫情刚刚暴

发的 2020 年相比也增加了 65%。

随着韩国年轻一代访问传统市场频

次增加，年轻的品牌和年轻一代的创业

者也被吸引到了传统市场，带动店铺结

构发生巨大改变。例如，位于首尔的广

藏市场，由于在电视综艺节目中频频曝

光 ，俨 然 已 经 成 了 新 崛 起 的 旅 游 景 点 。

不过，与以往相比，该市场的氛围已经明

显不同：在以明太鱼汤闻名的老铺旁边，

开起了挂着彩色招牌的炸货店；传统海

鲜酱店旁边，也出现了年轻人喜爱的“五

百元面包店”。

在广藏市场的中心位置，有一处叫作

“365 日集市”的区域非常醒目，这里是专

门为顾客提供新体验的特别企划空间。

该区域分为 4 层，1 层是以韩国传统酒为

主打商品的体验店；2 层是采用高品质食

材并配合独家菜单的“美食厨房”；3 层是

办公区域；4 层则藏着在其他传统市场上

很难见到的主题酒吧。由于这里的氛围

实在独特，尽管菜品价格不菲，但还是成

为首尔年轻人聚会和约会的好去处。

首 尔 面 积 最 大 的 传 统 市 场 京 东 市

场与韩国最大的药材市场毗邻，曾经是

中老年人集中的地方。如今，这里同样

显现出朝气。比如，星巴克对 20 世纪 60

年代建造的京东剧场进行了改造，全新

的“星巴克京东 1960 店”已经于 2022

年底开张。店面既保留

了当年的“古

早 味 ”，又 融

合了不少新元

素 ，堪 称 新 老

结 合 的 时 尚 典

范。很多老年人

都会携儿孙前来，

坐 在 充 满 现 代 工

业风的空间中追忆

往昔。

随 着 传 统 市 场

的“人气”越来越旺，

一些“嗅觉”敏感的韩

国老牌企业也投来了

关注的目光。去年，济

州啤酒在广藏市场开设了“快闪店（指在

商业发达地区临时设置的流动性铺位，又

称‘品牌游击店’）”，开业 3 周就接待了

5 万多人。

LG 电子也不甘落后，在京东市场开

设了一家特色体验店。作为一个同样以

复古为特色的体验空间，该店展示了 LG

电子首次推出的黑白电视、冰箱、洗衣机

等产品。正对 2 楼楼梯口的一整面墙还设

置了 LED 显示屏，放映京东市场的旧貌和

各季节的主题影像等。

总体上看，韩国的传统市场好像继

续“传统”着，但又似乎不再那么“传统”

了 。 可 能 正 是 这 种 对 传 统 的“ 若 即 若

离”，才使它们重新焕发了青

春吧。

传 统 市 场 不“ 传 统 ”

2024 年伊始，自然灾害不期而至。

1 月 1 日，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 7.6

级地震，地震引发火灾和海啸，当地死亡

人数不断攀升，道路、建筑受损严重。对

于久经自然灾害磨难的日本来说，抗灾

“能力储备”再一次遭受巨大的考验。

位于太平洋火山带的岛国日本，因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经常面

临 地 震 、海 啸 、台 风 等 自 然 灾 害 的 威

胁 。 回 顾 历 史 ，1923 年 关 东 大 地 震 达

7.9 级，造成 14 万人死亡，是日本死亡人

数最多的灾害之一。1995 年阪神大地

震达 6.9 级，造成 6400 人死亡。2011 年

“3·11”大地震，震级 9.1 级，是日本有记

载以来最强地震，造成 1.5 万人死亡。地

震还引发海啸，并酿成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泄漏事故。

灾难只是开始。自然灾害不仅会对

当地人民的生活安全构成威胁，还会给

基础设施带来巨大损失，并严重影响社

会经济的正常运转。

正因为如此，日本长期以来高度重

视 防 灾 减 灾 工 作 ，也 积 累 了 一 定 的 经

验。关东大地震后的 1925 年，日本成

立地震研究所，这是世界最早研究地震

的机构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末，日本

政府开始着手加强建筑的规范性，并制

定了一系列标准和法规，尤其是关注学

校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安全性。1961 年，

日本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明确了政

府在灾害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方面

的职责。自阪神大地震起，日本进一步

加强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力度，在神户等受灾地区推动大规模

老旧建筑抗震改造工程，进一步提升抗震设计标准，要求建筑

物必须能够承受特定强度的地震。按照规定，建筑物所使用

的材料，如钢材、混凝土等，必须符合特定的质量和耐久性标

准 ；建 立 紧 急 救 援 队 伍 ；强 化 地 震 应 急 响 应 系 统 等 。 此 外 ，

“3·11”大地震引发了日本对于核电站等关键设施安全标准的

关注。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日本着力构建地震监测网

络。目前，日本气象厅运营的地震预警系统已经能够在地震前

几秒至几十秒向公众发送预警信息。

日本还利用 AI 和大数据技术分析地震数据。不过，仅就目

前的技术而言，AI 预测还不太靠谱。在本次石川县地震中，日

本气象厅曾发布消息称，1 日晚间石川县将再次发生地震，一度

引发恐慌，但之后表示是误报。可以想见，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将

成为日本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攻关的难题。

此 外 ，对 于 灾 害 的 次 生 影 响 和 后 续 处 置 工 作 也 值 得 关

注。目前，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远未平息。据日本放送协

会（NHK）2023 年 12 月 18 日报道，东京电力公司称，福岛第一

核电站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将于 2024 年 2 月下旬开始，排海

总量预计为 7800 吨。而此次石川县地震后，志贺核电站外部

供电系统出现故障，其“乏燃料池水（乏燃料即燃耗深度已达

到设计卸料标准的燃料，安全贮存方式包括干式贮存和湿式

贮存。其中，湿式贮存是指在水或其他液体中贮存）”由于剧

烈晃动溢出。此外，新潟县一核电站也出现了乏燃料池水溢

出现象。对此，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表示，监测结果显示

核电站周边辐射强度处于正常水平，放射性物质未对外部产

生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专业机构一再确认其安

全 性 ，无 论 是 生 活 在 当 地 的 人 们 还 是 国 际 社 会 依 然 高 度

担忧。

从日本抗灾减灾的经验和教训看，抗灾减灾无疑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政策制定、科技研发、社会动员、人员培训、物资

储备等缺一不可。除此以外，从一次次防灾减灾工作中汲取

经验，不断完善应对机制也必不可少。仅就日本而言，面对灾

害时，处理好自己的“家事”还远远不够。作为太平洋上的岛

国，日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国际社会的神经。如何在

抗灾减灾的过程中更多考虑自己理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也是严

肃的课题。

灾难面前

陈益彤

粮 食 安 全 关 乎 全 球 稳 定 、人 类 福

祉，但直至目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依然

严峻。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最新

一期《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

示，目前，全球约有饥饿人口 7.35 亿人，高

于 2019 年的 6.13 亿人；陷于粮食不安全处

境的全球人口占比从 2019 年的 25.3%大幅

增长至 2022 年的 29.6%。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风险的人数

从疫情前的 53 个国家的 1.35 亿人增加到

2023 年的 79 个国家的 3.45 亿人，多达 7.83

亿人面临长期饥饿威胁。

有 没 有 什 么 办 法 能 够 缓 解 这 一 问

题呢？

最近，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上刊发了苏

格兰斯特灵大学的一篇研究成果。该团

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种蘑菇”。他们认

为，蘑菇可以有效缓解全球范围内的粮食

短缺和健康问题。一方面，蘑菇在食物界

中的生态位虽然低于肉类、鱼类，但高于

主粮和蔬菜，营养非常丰富；另一方面，蘑

菇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

能有效规避用地矛盾。

就拿南美洲来说。近年来，一些南

美 洲 国 家 为 了 开 垦 耕 地 ，大 量 砍 伐 雨

林。数据显示，仅 2020 年前 7 个月，在亚

马孙雨林，就有 1.32 万平方千米的树林

消失，面积相当于 17 个纽约。要知道，亚

马 孙 雨 林 一 直 以 来 都 被 称 为“ 地 球 之

肺”，不仅在气候调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而且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意义

重大。但问题是，假如不砍树，耕地从哪

来？大家吃什么？

此时，斯特灵大学的方案就派上用

场了。蘑菇与树木是共生关系，这意味

着种蘑菇根本不需要砍树。不仅如此，

蘑菇的菌丝还能帮助树木从土壤中吸取

养分，养护森林。目前，斯特灵大学团队

已经列出了一张清单，其中包括几十种

可食用菌类。按照他们的方案，假如能

在全球所有林区都种植这些蘑菇，那么

每公顷林地每年大概可以收获 1000 公斤

至 3000 公斤蘑菇，全球产量加起来能养

活 1900 多万人。

事实上，还有很多国家的专家和业内

人士也很看好种蘑菇的前景。

比如，非洲联盟委员会就对此颇为关

注。在 2021 年举办的菌草援外 20 周年暨

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上，非盟委

员会有关负责人高度评价了菌草的意义。

菌草是一种来自中国的高新技术，本

质上就是用草来培植蘑菇。根据资料，目

前，亚洲、非洲和南太平洋的 100 多个国家

和 地 区 已 经 引 进 了 该

项技术，非洲的卢旺达、莱

索托、南非、马达加斯加、厄立

特里亚、刚果共和国和尼日利亚

等国家已经开始推广，卢旺达、莱索

托和中非共和国还建立了专门的示范中

心。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如果能在非洲更

多国家和地区普及菌草科技，非洲粮食安

全问题一定能得到极大缓解。这也是该

机构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

李玉也持类似观点。作为一名长期致力

于菌物科学和工程产业化研究的专家，李

玉认为，当前的农业主要是二维农业，即

“种植业+养殖业”，如果能够把以食用菌

为代表的培植业加上，就可以形成三维农

业。不仅如此，种粮产生的秸秆、米糠废

弃物，养鸡养猪产生的粪便，均可以通过

菌类转化为天然肥料，养护地力，形成真

正的循环农业。

由此看来，种蘑菇还真是个不错的选

项。过去想到粮食安全问题，人们的解决

思路都是怎么增加产量，未来的解决方案

有可能是增加新的品种。

不 妨 种 蘑 菇
□ 肖 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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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杨 明明

市井生活与旅游文化结合的倾向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旅游业转型方向。专家判断，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单纯的景点游览模

式，“用味觉和触觉的深层次体验，触摸一个地方真实的面庞”。得益于此，既保留了“古早味”又融合了新元素的韩国传统市场，重新

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