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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恺朗

珠 穆 朗 玛 峰 的 大 本 营 ， 海 拔

5200 米，白雪皑皑的山峰与稀薄的

空气之中，我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冲顶

做最后准备。当下，AI 时代的浪潮

席卷全球，每个人都在追逐着科技进

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一名 19
岁的大学生，正站在世界之巅的脚

下，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们年轻人到

底需要一种怎样的力量，行走在这个

飞速变化的时代？

其实，平时我也是一个在课堂上静

静听课的普通学生，但心中始终怀揣着

攀登的梦想。从慕士塔格峰，到如今的珠

峰，我在挑战自我极限。这些经历让我明

白，所谓“行走的力量”，正是每个年轻人

内心的坚韧与勇气，它真实而鲜活，不仅

推动我们前行，也展现了我们对于世界

的理解和对于未来的信念。

AI 时代带来了许多便捷，视频直

播、短视频、自媒体创作……人人都有机

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如何让这种力

量真正“行走”起来，去触动他人、影响社

会，才是我们最需要思考的。在登山的日

常训练中，我用视频和文字记录下了每

一天的点滴：凌晨出发的背包整理，暴风

雪中艰难前进的步伐，与队友合作共同

搭建帐篷，还有在高原反应袭来时咬牙

坚持的勇气。这些正是 AI时代我们所需

要的——真实、有力，激励人心。

“行走的力量”需要精神底蕴，一种

面对困难与未知时毫不退缩的勇气。在

登山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再先进的

科技也无法替代人类内心真正的坚韧与

执着。当我站在大本营仰望珠峰之巅时，

我知道，真正让人心动的，永远是那些真

实而真诚的故事。这些故事跨越地域、跨

越文化，连接着每个人的内心。

作为年轻一代，我们不仅从飞速发

展的技术中获得力量，更要能脚踏实地

地行动、拥有热情的生活态度以及

与时代紧密结合的思考。我们要

用 AI时代的工具去记录，迈出

真实前行的脚步，用真诚

的态度去感受生活。

亲 爱 的《中

国青年报》的朋友们，当你们看到这些文

字时，我可能已在冲顶的路上，或许已

经站在 8848.86 米的珠穆朗玛峰之巅。

我想告诉大家：每一个青年都拥有一

种属于自己的行走的力量，你们的故

事和经历，值得被时代聆听。

青年一代需要怎样的“行走的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余冰玥

95 后女生张潇文是“文博游”资

深爱好者。不久前，她刚去了位于北

京展览馆的“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

展。她观察到，很多戴着智能语音讲

解耳麦的观众，最后都在大大小小的

旅游团旁，跟随讲解员的手电筒光

“蹭听”讲解。“展览以 1∶1 的形式复

刻了敦煌经典石窟群，细节很多，我感

觉几乎没有一个智能语音讲解器可以

胜任。”张潇文说。

计算机专业大四学生李泽俊则在

清明假期打卡了云冈石窟。他发现，官

方讲解员申请窗口排起了长队，而隔壁

的智能讲解设备则少有人问津。他和朋

友花了 120 元请了一名见习讲解员：

“全程讲解和互动，比机械讲解有趣。”

作为连接文物与观众的桥梁，博

物馆和历史景区讲解服务需求直线上

升。许多景区在人工讲解基础上，提供

数字导览、语音讲解器等服务，还有的

运用 AI、VR 等新技术，推出了“虚拟

讲解员”“VR讲解”等服务。

尽管智能设备能够为景区讲解需

求“减压”，依旧有很多游客排长队请

讲解员。AI时代，我们为何依旧喜欢人

工讲解员？什么才是更好的讲解服务？

讲解服务应搭建有温
度的桥梁

在张潇文看来，花钱请一名专业

的讲解员，是看重人类特有的讲解温

度。“他们语音语调中带有的热情、由

内而外渗透出的感染力，是机器不能

取代的。”张潇文还记得，西安有一位

70多岁的导游爷爷杨建，手舞足蹈地

讲解碑林博物馆中草圣张旭的《肚痛

帖》。“他会模仿诗人肚子痛的场景，惟

妙惟肖地表演出诗人创造狂草作品的

过程，周围小朋友都听得聚精会神。”

张潇文说，“这种互动感，目前的机器

讲解做不来。人类的讲解，是临场感的

第一要义。”

“讲解服务应当是一座有温度的

桥梁。”张鹏从 2003 年开始在国家博

物馆为青少年做义务讲解，孩子和家

长们都亲切地叫他“朋朋哥哥”。2017
年，张鹏创立了“耳朵里的博物馆”品

牌，专职负责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

在他看来，讲解员应当扮演好 3 个角

色：翻译者、分享者、教育者。“要把博

物馆展览和文物所传达的信息翻译得

准确、恰到好处，让观众理解，同时将

中国的文物故事分享给更多人。”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吴若山告诉记者，在“博物馆热”

的推动下，人工讲解的持续升温，反映

了文化消费从“信息获取”向“情感共

鸣”升级的必然趋势。

人工讲解的不可替代性源于三重

核心价值。首先，它是“有温度的知识

解码器”。在博物馆调研时，吴若山发

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讲解员进行现

场解说时，游客对展品的注视时间比

使用电子导览更长，表明人工讲解能

有效构建“人-物-场”的情感联结。

其次，人工讲解具备“动态知识图

谱”优势。“我和团队在多地景区调研发

现，亲子家庭更倾向选择人工讲解，因为

讲解员能实时将传统工艺，如古建筑的

榫卯结构转化为‘古代乐高’等儿童可

理解的语言体系，这种跨认知维度的转

化能力，也是电子导览的技术盲区。”吴若

山说。

同时，人工讲解承担着“文化情绪导

体”功能，讲解员通过语气顿挫、叙事节

奏营造的集体情绪场域，对文化记忆的

形成至关重要。

讲解服务“一位难求”如何破

然而，很多热门景区讲解服务面临

着“一位难求”的情况。

“石窟、博物馆的展览都很专业，我

们家长也不太懂，如果没有讲解，孩子只

能走马观花。”黄文文是 6 岁孩子的妈

妈，她告诉记者，一些热门博物馆的官方

讲解较难约，如果约不到人工讲解，会租

智能讲解器，但这样孩子很难专注。

河北省沧州市博物馆馆员苏荟洁，

曾获评文化和旅游部“全国红色旅游五

好讲解员”。她告诉记者，讲解员能够通

过表情、语气和肢体语言传递情感，针对

不同游客群体灵活调整讲解风格。但讲解

员人力成本较高，淡旺季需求量存在较大

差异，且讲解员单次接待人数有限，讲解

效果容易受到个人能力水平的影响。

而人工智能讲解支持大批量游客同

时使用，可满足景区旺季参观量骤增的

需求。此外，机器讲解可覆盖多语种，有

效解决外文讲解人才匮乏问题。基于知

识库设定，机器讲解更为精准，理解不透

的部分可以重复播放。“但相较于人工讲

解，机器讲解较为呆板，情感沟通较差，

讲解内容只围绕设定内容。讲解路线单

一且容易受到信号干扰出现偏差，存在

同一内容重复播放的缺陷，不利于游客

获得良好的参观体验。”苏荟洁说。

为什么优质讲解服务稀缺？苏荟洁

表示，专业优秀的讲解员需要长期的培

养与投入，且后续的培养也需要景区提

供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但目前讲解员大

多属于合同制人员，工作不稳定，薪资待

遇低，无法吸引年轻人选择这一岗位，且

人员流动性较大，导致讲解队伍出现“青

黄不接”现象。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妥

艳媜建议，景区和文博场馆等要明确，讲

解质量是构成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重视讲解员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可

以与专业旅游公司合作，引入具备正规

资质的导游入驻景区讲解，并对其讲解

内容进行审核，还可以建立志愿讲解员

队伍和机制，通过向社会招募高水平历

史文化爱好者、熟悉景区相关知识和景

点的志愿者加入讲解团，缓解景区在旺

季的讲解压力。

AI 时代，未来的讲解服
务应是什么样

张潇文曾一度对智能语音讲解持负

面态度。但最近的一次新尝试，让张潇文

看到了智能语音讲解的新希望。她刚去

故宫看了《万物和生》展览，偶然在社交

媒体发现了一个小程序“博物岛屿”，发

现智能语音讲解已“进化到下一阶段”。

“不像平常博物馆里机械的讲解，它

的讲解词很好。”张潇文发现，在解说展

览时，这个智能语音讲解形容一条鱼的

动态是“跳跃旋转我闭着眼”，同时还会

通过声音提供清晰的行走动线设计：“观

众们现在不要着急进入内厅，我们先向

左转……”最近还上线了一个可以互动

的 AI“小瑞兽”。

张鹏认为，智能讲解和人工讲解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可以理解为一个是

‘快餐’，一个是‘精品餐’”。当人们扎堆

儿涌入场馆，智能讲解可以解决“吃得

上”的问题，人工讲解可以让人们“吃得

更好、更舒心”。

“未来，人工讲解和智能讲解一定是

相互配合，共同为观众提供基本的公共

文化服务。技术会越来越完善，人工服务

也会越来越聚焦和下沉。”在张鹏看来，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期待未来的 AI模
型能够发展出专业的文博行业模型，“可

以为 300 万名参观者生成 300 万种不同

的讲解”。

妥艳媜建议，景区的智能讲解设备

可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链接，游客在

聆听讲解过程中提出问题，讲解设备通

过搜集大数据给出较为快速高效完整的

回复。其次，可以在讲解形式上进一步优

化，不局限于“听”，增加“可视化”，通过

佩戴 AR、VR 等讲解设备，看到“活”起

来的文物。

“AI+文旅时代已然开启，未来，智

能设备的进化应朝着‘拟人化协同’的方

向迈进。”吴若山说，就智能讲解而言，它

应担当起“能力放大器”的角色。

“理想的文旅服务模式是，智能系统

负责高效处理海量的‘信息流量’，人工

服务则专注于创造富有温度的‘情感留

量’，二者形成共生共荣的生态，这才是

文博热在技术时代得以可持续发展的路

径。”吴若山说。

智能时代 我们为何依旧喜欢真人讲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从深度求索（DeepSeek）定制个

性化旅行攻略，到人工智能（AI）机器

人导游用多语言实时讲解；从人形机

器人在景区娱乐表演，到机器狗在民

宿驮行李；从外骨骼机器人化身“赛博

外挂”，让游客登山变得“如履平地”，

到景区利用 AI分析游客流动趋势，智

能调节人流密度……人工智能技术的

飞速发展，让智慧旅游升级到了新高

度，也让传统旅游业正经历一场颠覆

性的变革。旅游业应该怎样应对 AI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AI 时代，人们将如

何在“行万里路”中获得认知和成长？

颠覆性变革正在发生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重塑旅

游业，既为传统旅游业带来了效率提

升和体验创新，也对传统旅游模式形

成了冲击。”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院长徐虹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采访时表示。

“由 AI支撑的新型人机协同旅游

服务生产系统，正在改变旅游服务的

生产方式和服务方式，以及游客的决

策方式和出游方式，并不断创造新的

旅游体验，这一变革是颠覆性的。”中

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唐晓云对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说。

“AI的深入应用不仅为需求端的

游客带来了全新体验，也为供给端的

旅游企业以及监管端的政府带来全新

的思路。AI 正在通过资源活化、流程

优化、服务深化、体验强化等多重路径

重塑旅游业的未来。”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

院长厉新建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采访时说。

在厉新建看来，AI让静态资源更

加灵动：有了 AI助力，通过图像识别、

深度学习、虚拟再现、动态展示等方

式，可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动起来’”；

AI让行程规划更加便利：AI驱动算法

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时间长

短、预算约束等具体要求，即时生成行

程方案，很好地满足定制化需求；AI
让体验变得更加深入：通过自然语言

处理和虚拟现实技术，AI赋能的解说

系统可以有效解决传统导游面临的解

说内容广度和深度等方面的问题，通

过提供更加生动的、深入的、交互的、

沉浸的、更有针对性的解说服务，有效

改善旅游体验，实现旅游从“有意思”

到“有意义”的转变；AI让旅游运营更

加高效：通过AI的算法支持，旅游企业

可以了解旅游者的需求甚至提前预知

人们的消费选择，从而更有效地提高供

给匹配的精确度，在供求动态适配的过程

中获得高质量发展。

“AI对旅游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在

这些方面，随着‘会思考’向‘会行动’的

转变，AI 还将在更广的广度、更深的深

度、更强的强度上影响旅游业的发展。”

厉新建说。

传统旅游服务会被AI替代吗

AI赋能旅游业的优势显而易见：降

低人力成本、提升服务效率，通过大数据

满足个性化需求。目前，AI 在旅游业的

应用已渗透进多个环节，酒店预订、行程

规划、景区导览等部分服务正逐渐由 AI
替代。然而，在徐虹看来，AI无法完全取

代人类的服务。“虽然 AI能替代标准化

服务，但无法提供人际互动与情感体验，

而这恰恰是旅游的本质。”徐虹说。

“服务是旅游的核心。有温度的服务

是传统旅游服务的关键优势，这一点很

难为 AI所替代。社交需求、情绪价值是

游客参与旅游活动的重要动机之一，这

些目前是 AI无法提供的。”唐晓云进一

步解释说。

以导游服务为例，徐虹认为，AI 导
览器虽能输出海量知识，但无法捕捉游

客的实时反馈。优秀导游会观察游客反

应来调整讲解方式，会体贴地照顾老

人和孩子的需求，会激发游客的参与

感——这些细腻的人际互动，正是 AI最
难突破的瓶颈。

厉新建也表示，AI 赋能的解说系

统虽然善于提供大量具有针对性的信

息，但往往缺乏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

的传递与互动，而这种面对面的、即时

性的互动交流，恰恰是让游客在身体

与心灵深度融入旅游体验过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

徐虹认为，在人机协同的时代，共情

力、审美表达和社会交往能力将是导游

的核心竞争力。

未来导游的核心竞争力还在于情感

关怀、跨文化理解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在唐晓云看来，“这需要导游调整和扩充

知识结构，更加专注于专业领域知识的

深度拓展和横向知识的关联，提升学习

能力，提高专业素养；深化对文化的理

解，尊重不同游客的文化背景，提供更高

水平的跨文化、差异化服务”。

算法背后的隐忧

徐虹提出，AI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

数据处理能力和标准化服务效率，能够

为游客提供便捷的体验。然而，过度依赖

技术也可能带来隐私泄露风险和伦理问

题。此外，如果酒店、景区等旅游场所服

务全面 AI化，一些老年游客可能会存在

无法适应的状况。“效率不能以牺牲人文

关怀为代价。”徐虹认为，科技是工具理

性，但伦理是价值理性，二者需要平衡。

唐晓云提出：“尤其是违规采集数

据，算法黑箱带来的信息不透明、价格或

行程动态调整、错误决策，以及内容真实

性等问题，会引发公平问题、安全问题和

法律合规性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并规范

对算法的伦理审查和合规性监管。”

与此同时，游客在旅途中也不应过

度依赖 AI。厉新建表示，过度依赖 AI，可
能错过探索未知的乐趣。比如在行程规

划中，AI 算法虽能快速生成方案，但会

造成旅游过程的模式化。其实，一些无法

预测的“随机事件”才能构成旅游活动中

的深刻记忆，让旅游者获得“惊喜”。同

时，AI还可能因为算法“偏见”而在推送

方面过于迎合消费者既有的兴趣爱好和

信息偏好，导致消费者信息广度以及基

于此的产品选择等方面出现“信息茧房”

效应，不利于人们在“行万里路”中获得

新的精神生命和认知成长。

人机协同的未来需要
“心力变革”

人机协同将是未来旅游服务、旅游

市场治理和旅游企业生产及服务的基本

方式。唐晓云认为，从供给侧看，旅游服

务的供应链和产业生态可望形成以需求

为中心，经由数据分析和智能计算，跨部

门协同生产的个性化精准服务，以及满

足游客即时需求的交互式服务。从需求

侧看，游客对便利化、个性化、品质化的

需求将进一步增强，对人工智能支撑的

生产系统的知识和数据底座、服务的系

统感知能力和反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面对 AI浪潮，徐虹提出“心力变革”

的理念，她建议从业者培养 3种“心力”：

技术应用的洞察力、人机协同的创新力，

以及更深层的情感共鸣力。“最优秀的从

业者会借助 AI做得更好，他们用技术处

理信息，用智慧创造体验。”

人工智能技术在旅游领域的应用给

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带来巨大变化。唐

晓云认为，需要提升数据和技术应用能

力，增强专业知识，强化知识更新、人文

关怀、创新能力、人机协同能力。

对于旅游专业的学生，徐虹建议，既

要学习新技术，也要注重科技伦理，“AI
会替代重复性劳动，但也将创造新的岗

位。关键在于培养创造力和提出好问题

的能力”。

“真正的智慧旅游，不是用机器取代

人，而是让人和机器各展所长。”徐虹说，

“在这个人机协同的新时代，科技可以让

服务更高效，但只有人文关怀，才能让旅

行真正打动人心。”

人机协同的新旅游时代正在到来

□ 葛 磊

我 问 深 度 求 索（DeepSeek）：旅

行的意义是什么？

5 秒钟后，得到这样的答案：“旅

行的意义在于挣脱日常的引力，在陌

生坐标里重新校准生命——遇见沙漠

教会你荒芜中的丰盛，一场暴雨打乱

的计划让你学会与意外共舞，陌生人

的善意成为照见人性的棱镜。它用他

乡的月光解构偏见，用失控重塑从容，

让书本里的文明在神庙石壁上渗出温

度，最终所有跋涉都指向内心——我们

穿越山海，不过是为了看清自己如何在

世界中既渺小如沙，又辽阔似风。”

文字很优美，内容很有哲理，未必

是 所 有 人 心 中“ 旅 行 的 意

义”，但至少道出了旅行的 3
个表征：第一，旅行是日常生

活以外的“生活”；第二，旅行是

“人”和世界的相遇；第三，最动

人的旅行，来自“真实”。

毫无疑问，AI正在渗透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旅行也不例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可能会

感受到这样的场景：

AI 帮助我们极为妥善地做好旅游

的攻略和行程设计；

AI可以成为一个随身的，无所不通

的“小导游”；

AI可以让旅行中的照片随心而变，

接近“完美”；

AI 可以让酒店的房间瞬时转换为

你最喜欢的温度、湿度和明暗度，还播放

着你最喜欢的音乐；

AI可以突破语言的瓶颈，即时翻译

AI 将打破跨语言、跨文化的壁垒，让出

国旅游这件事变得极为简单；

在不同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和

被 AI复活的“李白”“苏东坡”“兵马俑”

数字人对话；

AI和机械人融合的“具身智能”，将

有可能成为酒店前台、餐厅服务员、行李

运送员……

显然，AI 正在让旅行变得更便利、

更贴心、更有趣，同时，也引发我们进一

步反思：AI时代，年轻人如何旅行？

AI时代，我们更要拥抱真实的山山

水水。AI 是个“导航图”，但终点一定是

这个美丽星球那些令人屏住呼吸的瞬

间——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你站在高山

上；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海边的第一缕阳

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草原上迎面吹来

的风；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江南的春雨、东

北的雪花。

AI 时代，我们要追寻文化的觉醒。

“甲亢哥”来了一次中国，被问到印象最

深刻的地方，他的回答不是城市的高楼

大厦，不是无人机的炫目震撼，而是在少

林寺修习功夫。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绝

不是一句空话，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穿

上了汉服，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弹起了

古琴古筝，我们应去到历史的现场，去到

诗词和画卷的原乡，去到秧歌、英歌舞还

在热烈舞动的地方。

AI 时代，我们要追寻自我的成长。

AI 提供了便利性，但年轻人要擅长在旅

行中“找苦吃”。要知道，孔子为何带着弟

子周游列国？司马迁为何赶着牛车深入民

间？徐霞客为何“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

梧”？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始终有“壮

游”的传统。年轻人要身体力行丈量世界，

将旅行中的收获内化成你的勇敢、坚韧、

宽厚，以及走向更长远人生的人格力量。

AI 时代，更要珍惜人和人的相遇。

日常生活里，我们已经习惯于在虚拟和

现实中跳转，甚至虚拟和现实的边界越

来越模糊。但在旅途中，没有任何东西比

眼神交汇的怦然心动更美好，比一句热

情的问候更温暖，比陌生人之间善意的

传递更动人。请勇敢地打开自己，勇敢地

接受善意，勇敢地释放善意，在人性的善

和美中找到“人间值得”的意义。

我的少年时代，生活在一个乡村。那

时候我的梦想很模糊，只是渴盼能够走

向远方，把生命带到足够远的地方。后

来，旅行变成了兴趣，远走山河，徒步、单

车、搭车，旅行让我成了一个更开阔的人。

再后来，旅行变成了我的终身职业，因为我

坚信，旅行就是人们对生命的理解——

当我们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那么，生命

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你的“体验”。

AI 关于旅行意义的回答，真的挺

好——“穿越山海，不过是为了看清自己

如何在世界中既渺小如沙，又辽阔似风。”

（作者系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

AI时代的旅行

岳恺朗在珠峰大本营。 作者供图

5月 2日，江苏盐城，建湖县淮剧小镇迎来

“五一”旅游热潮。古韵街区与数字科技交相辉

映，淮剧表演机器人以精准唱腔复刻经典选

段，机械水袖划破夜空演绎科技之美。

视觉中国供图

5月 10日，

上海博物馆“金

字塔之巅”古埃

及文明大展，讲

解员向参观者

介绍木乃伊的

人形棺。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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