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戏爷爷”超越年龄的热爱
本报记者 张洁

集章式旅行，指游人在旅行过程中将

当地景点或特色地方的印章盖在旅行本

或纪念册上，形成专属的旅途记忆。近年

来，随着集章式旅行的火爆，到景区、文博

场所、网红点打卡盖章，已经成为游人来

天津旅游的重要环节之一，一些博物馆、

文创商店，也因为文创印章而出圈，成为

新的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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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88岁 获 吉 尼 斯 世 界 纪 录 认 证 成 为“ 最 年 长 游 戏 博 主 ”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天津众多景区和
文博场所推出了相关集章活动，不仅丰富了游
览体验、吸引了人流，也通过文创印章让更多人
深入了解了天津的文化。

位于民园附近的大媚奶茶，是天津最早一
批推出原创印章的商店之一，创始人宋宝红介
绍：“春节期间，每天来店里打卡盖章的游客有
三百多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五百多客流量。
在店里任意消费饮品或文创产品，就可以免费
盖章，假期还未结束很多文创产品就售罄了。
我们假期前考虑到客流量会增加，铺货量已经
大大增加，但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游客，很多人
就是为了盖章而来的。”

在天津博物馆，7个特展的特展印章盖章
处和天博文创商店外的盖章处，春节假期也都
排起了长龙。天津博物馆展陈部副主任孙禹表
示：“我们推出了‘2024博物馆里过大年集章活
动’，春节期间一共制作并免费发放了2万册新
春纪念版参观指南手册，游人在手册上盖齐天
博7个特展的印章，就可以兑换一枚天博龙年
专属书签。这个活动吸引了大量游人和集章爱
好者参与。”

集章式旅行不仅仅是在景点收集印章，它
更是一种探索城市文化的方式。人们通过小红
书、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盖章
攻略，推动了“集章式旅行”的流行。与传统的拍
照打卡不同，集章活动能带领游客参观更多的
小众文博场馆、景点，形成独特的文化体验。

在小红书上，有集章式旅行爱好者会定期
发布天津最新的集章攻略，列出了分布在全市
各个区的170余家可以盖文创印章的场所，更

有爱好者准确标注出每个场所文创印章的数
量、是否收费、印章特色等信息。

集章式旅行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它
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其起源于City
Walk（城市漫游），也有观点认为其与邮政明信
片盖戳或集邮一脉相承，但不可否认，这种旅行
方式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其形式
新颖且有趣，游客可以在游玩的过程中收集印
章，这些印章“散落”在大街小巷甚至犄角旮旯，
这使得旅行变得更有趣味性、探秘性和挑战
性。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为游人提供了一个
新的视角，去探索和了解一座城市，从而让游人
获得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

在谈到集章式旅行为什么火爆时，孙禹认
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它满足了人们
收藏、纪念的需求。其实仔细回想，旅行与收
藏、收集一直是相伴而行的，原来大家收集照
片、门票、明信片、旅行纪念品，现在又发展出来
文创印章，其实这个需求是没有变化的，只不过
是承载物变了。比如博物馆门票，以前会有纸
质的门票可以供大家收藏纪念，现在随着电子
化门票的普及，纸质门票变得稀缺了，“打卡盖
章”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门票的纪念作用。如明
信片，以前人们到一个城市、地区旅游，会给自
己或朋友寄一张当地特色明信片，现在随着人
们生活习惯的变化，很多人会觉得邮寄麻烦，盖
文创印章就简单多了。集章可以让人们重新体
验到收集的乐趣。现在的章也是五花八门、各
具特色，相较于拍照留念，集章体验更具个性化
色彩和互动参与性。

作为一种最初流行于年轻人之间的新型旅
游消费行为，如今集章式旅行的覆盖人群已经
扩展至全年龄段，甚至发展出一批专业集章爱

好者，他们会为了收集个性印章多次打卡同一
地点。

宋宝红说：“从疫情期间因生意不好的顺手
而为，到把开发文创印章当作一项事业来做，我
们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大批集章爱好者的支
持。有些集章爱好者，隔一段时间就会问‘你们
出新章了吗’。这些爱好者也会在网上发攻略、
交流信息，一些外地章友会慕名而来。”

孟先生是一位天津本地集章爱好者，工作
之余他经常在津京两地“跑章”。为什么是
“跑”？孟先生表示，专业的集章爱好者对文创
印章有一些要求：一是要求新，印章是消耗品，
盖得次数多了会有磨损，章友们听说哪里出新
章了，会特别希望第一时间就盖到，那样效果会
更好，所以要“跑”着去盖章。二是要求稀缺性，
限时提供的章会更珍贵，比如一些节日章、活动
章，几天就下线了，所以章友们也会抓紧时间去
盖章。三是要求主题性，一些主题独特、成系列
的章，往往会吸引集章爱好者，比如北京某机构
推出二十四节气章，每个节气限时提供一枚章，
章友想要集齐要反复去二十四次。

据介绍，由于集章人群越来越大，与文创
印章相关的产业也越来越成熟，文创印章的种
类和制作技术以及配套的油墨、纸张都得到了
相应的发展。比如，文创印章从最开始的单
色、多色印章，发展到套印章，再而发展出DIY
颜色印章。一些厂商还开发出专门用来盖印
章的纸张和本子。在多个文创商店和文博场
馆，记者看到有些来盖章的游客自带活页本
子，孟先生表示，这样的游客多是有经验的集
章爱好者，活页本子更方便盖章或者淘汰效果
不好的页面。

近年来，随着集章式旅行的兴起，各大文化
场馆也纷纷推出文创印章，吸引了一大批集章
爱好者前去打卡。孙禹介绍，集章爱好者会更
青睐限时性的章或设计独特的章。天津博物馆
的特展会推出限时性的纪念章，还有一些章只
会在中秋、十一、春节等特定日子提供，这些章
更具纪念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有一部
分集章爱好者是为了盖章而看展览的。开发限
时文创印章也是博物馆的营销手段之一。比如
去年《缥缃琳琅——天津博物馆藏古籍珍品展》
展览期间，并不是往年高客流时间段。配合展
览，天博推出了5色套印章集章活动，该套印章
从图案到制作流程都复刻了一本古籍上所记载

的章，技术含量很高。为了方便套印，天博还免费
发放了15000张特制盖章纸，展览和活动吸引了
大量的本地和外地参观者，非常火爆，每天早上都
有一拨观众9点准时到博物馆盖章参观。

你去哪儿玩儿了？你打卡了哪些景点？这些
景点背后有怎样的文化与故事？当集章式旅行者
翻开集章手册，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会从印章中
找到答案。可以说，在集章式旅游中，游客对盖章
的体验和经验传播，也助推了当地文化的传播。

谈起开发文创印章的初衷，宋宝红说：“我去
南方旅游，遇到了景点盖章的活动，觉得这个事情
挺有意思，于是制作了几个五大道标志性建筑的
章，放在店里供游客免费盖章。原本这只是个店
内的辅助服务项目，后来有一次店里一位顾客在
盖章时，对她的孩子说‘看到这些章，你可以想起
去了天津，看到了天津哪些景点，旅行里遇到了哪
些有趣的事情’。这对我触动很大，让我第一次觉
得，小小一枚印章可能留存了游客对天津的一段
记忆，它是一个展现天津的窗口。也是从那时候
开始，我对制作文创印章这件事更重视了，再加上
章友总是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后来我发现这件
事从我的业余爱好变成了责任。天津市有很多人
文景观、建筑、传统小吃、文化习俗，都非常值得我
们通过印章的形式去展现。”

如今，文创印章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文化
内涵，逐渐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又一途径。文创
印章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纪念品，既带来了经济
效益，也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但是，目前文创
印章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也产生了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例如，有些文创印章缺少独创性、抄袭
现象比较严重。

作为集章爱好者，孟先生认为，人们集章的目
的，是通过印章来记录旅行路上和日常生活中的
体验，本质上是对自己生活的记录，这种记录是最
为追求独特性的，如果所有人的印章都一样，这件
事就失去了价值。还有一部分爱好者，是通过收
集某一类别的印章，来深入了解特定领域的知识
和文化内涵。这就对印章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不仅要画面精美，还要内涵丰富。

对于大部分游客来说，“集章”是“旅行”的一
部分，游客因此也更倾向于选择地标建筑、风物等
内容的印章。这种“命题作文”非常考验设计者的
审美能力和设计技巧。

孙禹在谈到天博特展印章的设计时说：“为了
避免重复或雷同，我们在设计时经常刻意地避开
‘展示文物’这个方式，而是通过对文物纹样、肌
理、文化内涵等元素的提取，去进行二次创作，还
有的印章会根据展览海报的内容进行二次创作。
有很多印章的设计图都是天博设计师手绘的，这
也增加了印章的美感和收藏性，比如最近正在展
出的《丝路昆仑新疆文物精品展》和《肇基文明天
津博物馆藏商周文物特展》，其特展印章就是由设
计师手绘的。”

如今，宋宝红每天不是在为设计印章寻找素
材的路上，就是在与设计师、工厂沟通的过程
中，“对于景观、地标性建筑等，我们会在设计印
章时加入个性化的元素，还会结合老照片去研究
其历史，提炼建筑的特色结构、纹样，而不是停
留在对现有建筑的描绘上。我们希望游客通过
我们的原创印章可以看出城市的变化，这将会非
常有趣。我们还会结合一些特定的节日，去设计
介绍天津传统文化的印章，比如春节期间，我们
推出了套印章‘贴倒酉’，画面中展现了天津的
特色年俗。这枚印章也是‘集章中国’活动中甲
辰龙年回家·过年系列印章中的一枚，‘集章中
国’活动是由全国各地的近二十家有印章设计能
力的机构联合发起的，会定期发布主题式的特色
印章，比如‘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遇见·非遗’
等，通过印章去宣传中国文化。”宋宝红要求公
司的设计师三天出一版新设计图，每个最后定稿
的新产品都会申请版权注册，虽然如此，还是会
遇到被抄袭的问题，而且抄袭者抄袭的速度很
快，给维权带来一定难度，“我认为文创印章的
价值更多地在于文化推广和引流，而非盈利。我
希望每家店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特色，百花齐放，
这样这个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骨灰级游戏玩家杨老头
“把本职工作做好再玩游戏”

1935 年，杨炳林出生在福建福州。1956
年他考进了北京石油学院，1961年毕业后，他
来到四川泸州，扎根到川南油气钻井的科研和
工程岗位。一直到1996年前后，他到广东出
差，第一次见识到游戏厅的繁盛和街机的乐
趣，大为好奇。退休后他从小霸王、俄罗斯方
块入手，之后喜欢的游戏发展成了冒险类的
《古墓丽影》《世界战争》《生化危机》《狙击手》
以及推理类游戏。

他跟年轻人一样时常想试新游戏、更新设
备，他经常去泸州、成都、重庆的电脑店买游戏
碟，他累积了500多张游戏光碟，他笑称比游戏
店的光碟还多。1998年，杨炳林买了自己的第
一台PS1游戏机，随着游戏的更新迭代，又逐步
添购了X-BOX360、PS1、PS2、PS4以及索尼公
司和“粉丝小朋友”赠送的PS5。
“对游戏我是很热爱的，也很专心去打单机

游戏”。杨炳林只玩单机游戏，在他看来，玩游
戏是一种脑力运动，而玩单机游戏最方便的是
不受时间、人员和环境的限制，“不会像其他游
戏，如果队友没打好就会拖后腿，或者说必须上
网才能玩”。杨炳林说，只要自己在家里就可以
玩，如果老伴儿有事叫自己，也可以暂停。

尽管他对游戏充满热情，但他也意识到长
时间的游戏会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在他最喜
欢的射击游戏《使命召唤》中，他曾经创下了连
续六小时游戏的记录，这让他感到头晕眼花，就
像喝醉酒一样。

杨炳林说：“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态和反应
能力不同，在电子竞技中的表现也各异。因此，
难以预测谁能够打得很好，或者能坚持多久。
以我为例，我在游戏中感受到游戏时间不能过
长，否则眼睛会感到疲劳，泪水也会不自觉地流
下。我身边有我妻子的提示，我下决心就停下
来了。”

探索和智取的动作冒险作品是杨炳林的最
爱，如《古墓丽影》《神秘海域》《孤岛惊魂》《刺客
信条》等。这些作品都是孤胆英雄叙事的，与他

年轻时的工作也有些关联。他把喜欢的《杀手》
重玩了3遍，把游戏里的目的地，从巴黎、摩洛
哥、一路玩到了美国的科罗拉多、日本的北海
道。他解释道：“你看，我年轻时是石油工程师，
现在老了，我就在游戏中冒险、寻宝，去游戏世
界的各个角落欣赏风景。”

从2018年起，杨炳林的外孙及其爱人开始
在视频平台分享游戏通关的视频。时至今日，
这些游戏视频的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800
万。几年来，自封为“骨灰级游戏玩家杨老头”
的杨炳林，在两个社交平台上共吸引了超过50
万“粉丝”。他亲切地称“粉丝”们为“粉丝小朋
友”，并通过视频及留言与他们互动交流。

提及这次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杨炳林坦
言：“我申请这项纪录时有个想法，现在玩游戏

的人群是以青年人为主，可我觉得退了休、事业
完成的老年人也可以对游戏有所了解，在游戏
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也想跟世界上的同龄人
比拼一下。”

退休后玩游戏
“游戏爷爷”的晚年生活挺充实

与一般人对“游戏宅”的刻板印象不同，这
位88岁老玩家的生活极为规律。他每天早起、
锻炼、用餐、午休、游戏，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日常
计划：清晨六点至六点半，他便醒来烧水、准备
早餐、做家务，然后乘坐公交车前往泸州老年乒
乓球俱乐部，参与老年活动中心的活动。在地
区老年乒乓球赛中，他荣获亚军。他坚信，即便

年逾八旬，坚持运动也是必要的。
杨炳林表示，乒乓球是一项能够充分活动四

肢的运动，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他坚信，通过锻
炼养好身体，也能让子女安心。“除非我无法行动，
否则我会坚持打乒乓球。”杨炳林笑着说。

杨炳林打完球后，总是沿着固定的路线回家，
顺路逛市场，购买蔬果。他习惯午睡，而每天下午
3点至6点的三小时，是他专注游戏的时光。尽管
游戏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他而言，这是保持
精神活力的重要方式。

在游戏过程中，杨炳林还会记录下游戏的关
卡技巧和心得，面对难关，他从不上网查找攻略，
而是独自反复思索。他热衷于重复玩老游戏，力
求收集所有宝物，解锁新成就。对于那些已经打
通关的游戏光碟，杨炳林会用标签纸清晰地记录

下通关时间和结局，然后粘贴在光碟上，并整齐地
收藏在盒子里。

老年人玩电子游戏，困难本就比想象更多，比
如找不到同龄的游戏伙伴。刚退休时杨炳林积极
给亲戚“安利”游戏，买PS2游戏机时想在附近找
些年龄相当的人一起玩，都不成功。他甚至向当
地的游戏店老板求助过，问对方“能不能帮我介绍
两个‘同伙’？”得到的答案则是：“没有，只有你一
个人。”

杨炳林表示：“打游戏需要逐步深入，在了解
和认识的过程中，一开始可能很困难，但当你掌握
其趋势后，难度会逐渐降低。”对于老年人而言，手
部反应可能不及年轻人敏捷，他们需更精确地操
作按键，这并不容易。

此外，杨炳林向老年人提出建议：“长时间玩
电子游戏后，手指可能会颤抖或疼痛。若决定玩
游戏，应关注安全，注意身体状况，如血压是否过
高等，这些都需要考虑到。”

杨炳林说：“游戏设计通常针对年轻人，尤其
是50岁以下的群体，这一点在国内外都相似。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像我这样的玩家，只要身
体状况允许，也能随着游戏机的发展而享受游戏
的乐趣。”

在外孙杨艺浣的眼中，他的外公在游戏里总
是显得年轻。“他热衷于学习新科技，探索新鲜事
物。外公并不过分沉迷于游戏，他非常有自制力，
每天都给自己设定了固定的游戏时间，以保持健
康的生活作息。”杨艺浣说，“外公特别喜欢记录，
不仅是游戏攻略，家中大小开支他都用电子表格
整理好。他还喜欢拍照，喜欢到处走走看看。”

在得知自己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后，杨
炳林决定在游戏博主的角色上继续努力，引导青
少年。他说：“成为博主后，我多了一份荣誉感。
我与成千上万的小朋友互相关心，赢得了他们的
喜爱。我也建议青少年朋友们，首先要把本职工
作做好，再去玩游戏。最好是等到退休后，像我一
样有计划、全心全意地去享受游戏。”他觉得自己
有责任传播一种科学的游戏观：不能沉迷上瘾，要
通过优质游戏锻炼自己的心智，增长见识。

杨炳林今年88岁，玩电子游戏已近

三十年。四年前，他开始以“骨灰级游戏

玩家_杨老头”的网名，在B站分享游戏视

频，他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游戏爷

爷”。2024年1月29日，杨炳林收到一张

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他被正式认证为“最

年长的B站游戏博主”。他把证书与妻子

的照片装裱在一起，并写上“勤劳加智慧，

能造就出未有的新纪录”。对于这位最年

长的游戏博主，有网友大呼“爷爷可爱”“泰

酷辣”，也有网友羡慕道：“是我理想的退休

生活。”日前，杨炳林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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