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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颖琦

在旅行中留下快乐的回忆

“在成为打工人之前，想好好享
受一下为数不多的轻松时光，希望通
过这次毕业旅行，为我的学生生涯画
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各地文旅推
出的一些新奇体验也非常吸引我
们。”在天津上学的运城姑娘昕昕刚
刚结束毕业答辩，毕业之前她选择与
大学好友、恋人一起去毕业旅行。

同学们有的去了北京、秦皇岛
等距离学校近的城市，有的去了重
庆、成都等与学校地域特色迥异的
南方城市。在谈到旅行选择时，昕昕
提到了 3 个要素：距离、温度和当地
特色。距离是为了方便随时返校，温
度是希望体感舒适，当地特色更是与
旅行体验感息息相关。综合考虑之
下，昕昕他们最后决定去东北旅游。

“因为我本身是在天津读的书，和运
城相比，这边离东北更近一点，这次
不去，工作以后再‘一路向北’的可能
性就不太大了。再加上暑假期间天
气太热，凉爽的东北感觉会特别舒
服，对于一个晋南孩子来说，那就
是我夏天的梦中情城。”她说。

在这次毕业旅行中，他们选择
了沈阳和哈尔滨这两个极具东北特
色的城市。出发前，昕昕在网络上
搜索了旅行攻略，还询问了在东北
上学的朋友的意见，确认了每天要
去的景点和当地的特色餐厅。做好
出行计划后，他们就订好车票和酒
店。在那里，锅包肉、烤冷面、烧
烤等满足了他们的味蕾；他们还专
门去看了东北特色民俗表演——二
人转，现场氛围非常热烈，演员们
的“大大方方”也感染了几人，看
完后几天，脑海中都回荡着二人转
的旋律；他们还专门带着自制的毕
业横幅，走到哪拍到哪，留下专属
于自己的旅行记忆。

当谈起毕业旅行对他们意味着
什么时，昕昕笑着对记者说道：“更
多的是和好朋友多了一份共同的回
忆。我们同样来自山西，她毕业后
选择留在天津，我选择回到了家乡

运城，下一次见面不知道会是什么
时候，我们都很重视我们之间的友
谊，所以对于这场旅行都非常期
待，希望很多年以后再想起来时都
是快乐的回忆！”

在家乡感受“慢行”的浪漫

“从小就从书本中‘读’到了
很多祖国美景，但是一直没有

机会亲自去看一看，所以就
顺理成章地用毕业旅行的
方式来实现这个愿望。”刚
考上研究生的柯柯感觉
终于可以卸下身上的重
担 ，好 好 享 受 一 下 生
活。“毕业旅行就像是
对我游戏通关的奖励，
也意味着对我的一种
激励，让我能够继续努

力。而下一阶段将面临
什么状况还未可知，所以

在此之前先去放松一下心
情，轻装上阵。”
柯柯邀请了外地好友来自己

的家乡运城，将家乡作为毕业旅行
的第一个目的地。“作为本地人，我
对当地的美景和美食有一定的了
解，而且以前在外上学，没有机会
好好领略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地方
和美食，这次毕业旅行正是个好机
会。带着小伙伴们避开高峰期，去
一些性价比高的小众景点，会增加
旅行的体验感，也能增进彼此的感
情，创造更多有趣的回忆。”柯柯
说。

在旅行前，作为东道主的柯柯
为大家安排行程。她选择了有故事
性、历史性的古建筑，还有一些可
以提供表演的热门景区，可以让外
地的朋友很轻松地了解本地的历史
文化。永济普救寺的行浸式夜游体
验剧《梦境·西厢记》就给朋友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朋友们边走边
看，不仅将景区游览完整了，而且
在故事的发生地观看这样的表演让
他们更有代入感。

之后，大家还一起在西侯度遗
址拍“大片”、在永乐宫观看“神仙
集会”、登鹳雀楼远眺玉带般的黄
河，还游览了解州关帝祖庙、万荣
李家大院，最后一站去了运城博物
馆。“因为先去游览了一些景点，所
以当博物馆讲解员讲到这些地方
时，我们更能理解运城的历史和文
化。在这场家乡‘慢行’中，我也
对家乡有了更深厚的感情。”她说。

在年轻人的旅行中，拍照也是
制造旅行仪式感必不可少的项目。
柯柯和同伴们一起拍好看的照片和
视频来记录这次独特的旅行。在出
发前，她在景区、交通等攻略之外
还加了一个拍照攻略，提前去了解
每个景点可以“出片”的地方，搭
配好了要穿的衣服和配饰，还带上
了手机、三脚架等拍摄工具。

跟团游、自驾游、自由行……
在今天，毕业旅行不仅是一次纪念
青春的旅行，更是一次难得的机
会，能够让他们在离开校园、步入
社会之前，通过旅行的方式来体验
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结交新朋
友，体验新鲜事物，感受世界的美
好，这些宝贵的时光将成为他们永
远的幸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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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6 月、7 月，毕业生的朋友圈里就会充盈着浓
郁的毕业氛围，大家纷纷晒出自己的毕业照，当然也少不
了毕业旅行的身影。毕业旅行是年轻人对过去学生生涯
的一个浪漫告别，也是与朋友们的一次美好约定，更是走
出象牙塔之前的一个重要仪式。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与
伙伴同行，毕业旅行让这些活力满满的年轻人窥见了世界
的绚丽多彩，也让他们能量满满地迎接人生新阶段。近
日，记者走近这些年轻人，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

□杨颖琦

在过去的2023年，“十大网络流行语”评
选结果公布后，“i人”“e人”作为社会标签，一
时间风靡于网络，相关话题更在微信朋友圈、
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火爆刷屏，“你是i人还是
e 人？”成了 Z 时代年轻人（主要指出生于
1995 年~2009 年的一代人）中最常用的社交
开场白。

这样的性格测试如今更被运用到职场
中。“3轮面试都过了，最后卡在了性格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我缺乏进取心和抗压能力，我
觉得不准”“因为性格测试，跟我的‘梦中情
司’擦肩而过，感觉很难受”……社交平台上，
诸如此类的职场求职者的心声让很多人意识
到：这场性格测试好像并不是那么“准”。

作为性格测试的代表之一，MBTI（迈尔
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缩写）近两年在年
轻人群体中备受关注。其测试共分为四个维
度，即：注意力方向、认知方式、判断方式、生
活方式，每个维度还被划分为两个方向：“注
意力方向”分为内倾型（i）和外倾型（e），“认
知方式”分为实感型（s）和直觉型（n），“判断
方式”分为理智型（t）和感性型（f），“生活方
式”分为判断型（j）和理解型（p），以此衍生出
16 种不同倾向的人格模式。相较于复杂的
16型人格的其他三组评判维度，“简单粗暴”
的“i人”和“e人”划分更加出圈，年轻人在日
常交往中纷纷主动为自己贴上了“i人”“e人”
的标签。

“工作能力是多方面的，不能片面认定”
“我的工作能力不由几个字母定性”……其
实，不同人格类型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显示
出不同之处。如果理解和接受自己与别人的
不同，也就能够用不同视角去理解和接受别
人。例如，在更多情境中，外倾的人可能更受
欢迎，但看起来更害羞、不善交际的内倾的
人，可能比外倾者更清楚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两者在不同情境中都可以发挥属于自己
的优势。而且，人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
有人在陌生的环境中可能显得内倾，但是和
朋友在一起时会显得外倾。

“与其在我们应该拥有什么特质上费心，
不如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特质，找到最适合自
己的环境。”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我们的人
格就像指纹、树叶一样，是独一无二的。生活
中也许能将“i人还是e人”当作社交娱乐，但
不必将它奉为圭臬。相信自己无论具有什么
样的特质，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都能拥
有人生的无限可能。

每个人都是不被定义的自己。

做不被定义的自己

▲16型人格展示（动物篇）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