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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远方，追逐自由。这是小
佳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基因。

“你能想象吗？在那个
没有高速公路的年代，
我爸妈就已经骑着摩
托车走遍了云南。”提
起父母的旅行往事，小
佳说，家庭的支持与理解，
给了她选择旅居生活的底气和
勇气。

2016年以前，小佳和城市“上
班族”一样，穿梭于工作和生活的两
点一线。重复的劳动和复杂的人际
关系，让她感到压力很大，很不自
在。在尝试寻找出口的过程中，她
看到了一把打开困局的钥匙——手
作。

从小钟爱手作的小佳发现，她
可以把手作当成生活的经济来源。
经过一番思索，她果断选择成为一
名自由职业者。2016 年到 2020
年，她一边贩卖手作饰品，一边在世
界各地旅行，“那几年，我有一半的
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的”。

2020年，小佳已计划好去印尼
巴厘岛学习冲浪，但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乱了她的计划。“既然巴厘岛不
能去，那就去海南吧！”那时，小佳只
是把海南当作巴厘岛的“平替”。

等疫情防控形势稍微平稳后，
2021年5月，小佳来到海南陵水。
这次来海南，她的目的很明确——
在冲浪店做义工，置换免费学习冲
浪的机会。一个月后，小佳既完成
了义工的工作，又掌握了基本的冲
浪技能，满意地离开了海南。

“离开海南后，我发现我非常想
念这种面朝大海、每天冲浪的生
活。”踏上冲浪板，在海面上或驰骋、
或漂浮，小佳觉得这是她与大海、与
自我对话的方式，“在一望无际的海
面上，我找到了一种自由自在的感
觉！”

半年后，2021年11月，小佳再
次前往海南的冲浪店做义工。这次
她去的是万宁石梅湾，目的也很明
确——寻找旅居海南的契机。

小佳做义工的冲浪店就在海
边，她与大海朝夕相处，潮涨冲浪，
潮退而歌。这一次她很确定，自己
爱上了在海南的生活。

同时，她也发现，石梅湾附近有
一定的游客量和商业基础，可以支
撑她的手作生意。“那时我就下定决
心了，要来海南过旅居生活，为了冲
浪、为了大海、为了自由。”小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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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想过，过一段旅居
生活？晨阅山峰，暮读海浪，利
用汽车后备厢做点小生意，让旅
行的每一步都成为生活的注
脚。在海南万宁，来自云南的
“80后”小佳就过着这样的旅居
生活。

2022年12月，小佳一个人
勇敢踏上旅途，开着一辆车，带
着两只猫，从云南来到海南。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旅行，小
佳的旅居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的选择。她停留在万宁海边，
在后备厢售卖自己的手作饰
品，有时下海冲浪，有时坐在岸
边看海。冲浪、手作、看海，成
了她生活的主线。

一个人的旅居，会感到孤单吗？
“根本不会！”小佳的回答很笃

定。旅居海南的这段时间，她认识了
很多和她一样的朋友，“只要你想玩，
大家随时可以组局！”

一起冲浪、一起骑行、一起看海、
一起烧烤……小佳说，海南的旅居圈
有很多爱玩又会玩的年轻人，很容易
交到朋友。

刚来海南旅居时，小佳也不确定
会在海南待多久，所以只租了三个月
房子。后来，她觉得在这里的生活很
丰富，续租后不知不觉就待了一年半。

第一次来海南时，小佳把海南当成
“平替”，如今她早已不这样看。“我现在
觉得，海南是我的另一个家。”她说。

在这个家里，她足够放松，足够快
乐，可以尽情做自己。“这在很多境外国
家和地区是做不到的。”小佳去过很多
国家和地区，也曾在一些地方尝试边工
作边旅行，但因为政策规定、社会环境

等，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即便现在出
入境政策放宽，我还是选择留在海南，
这里是我的梦想驿站。”

“你的生活有什么烦恼吗？”面对
记者抛出的疑问，小佳思考了好一
阵，然后笑着说：“有吗？好像没有，
如果一定要有的话，那就是不能每时
每刻陪着我的猫。”

最近，小佳回云南待了近半个月，
见了许多以前的朋友。她发现很多朋
友有些焦虑，房贷、车贷、工作、婚姻、
育儿……生活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走好自己
的路。”小佳说，旅居绝不是逃避现实，
而是一种主动追寻。过几天，她又将
回到海南，回到蔚蓝的大海边，继续
自己的旅居生活。

“生活不只有工作和压力，还有
诗和远方。只要勇敢地去追寻、去尝
试，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小佳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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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佳在三亚乘坐游艇。

小佳准备去冲浪。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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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义工生活结束后，小佳回
到云南为海南的旅居生活做准备。

在云南，小佳创立了一个手作饰
品品牌“玲珑合”，并开了一家小店，用
手作设计表现七彩云南。为了迎合海
南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小佳专门设
计了品牌 LOGO、手作饰品。她把
LOGO的元素换成落日、椰树，将手作
饰品的风格调整为海洋风、海岛风。

为了便于旅居，小佳买了一辆二
手车，并在后备厢支起小摊销售手作
饰品，走到哪，卖到哪。

再次动身来海南前，她把车身刷
成蓝色，那抹蓝，是海南的天空蓝、海
水蓝，蓝得清新，蓝得让人放松。

小佳还带上了她养了多年的两
只猫。2022年12月，她正式开启在
海南的旅居生活，把落脚点选在石梅
湾，这是让她爱上海南的地方。

每天清晨，小佳开车来到海边，迎
着第一缕阳光，站上冲浪板，弓着腰，
张开双臂，像飞鱼一样出没于海浪

中。这是她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海
浪、飞鸟、白云，都是她的伙伴。

冲浪归来，小佳便开始了她的手
作时光。打开后备厢，她用灵巧的双
手将各种材料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制
作出独一无二的饰品。形似水母的
耳环、波涛形状的戒指、冲浪板造型
的挂件……这些小饰品充满艺术感。

小佳卖饰品很“佛系”，出摊时间
随心情而定，她不太关心每天的销售
额。“我喜欢和别人聊天，客人有没有
消费、买不买，我一点也不在意。”小
佳很享受和投缘的客人聊天的过
程。这种不功利的心态，让她更加松
弛，这也影响了很多顾客，反而提升
了她的饰品销量。

没有人光顾的时候，小佳就在后
备厢旁放一把椅、一张桌，静静地坐
着看海。她喜欢看海浪拍打礁石，听
海水冲刷海岸。

“如果说我之前是一年中有一半的
时间在旅行，现在在海南的每一天，我都
在旅行。”小佳说，她小时候的理想就是

开一家小店，自在地生活。现
在，她实现了这个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