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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ch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our-
ists’ nostalgia. Taking Zhangguying village in Yueyang city, Hunan province as the case study site, 
this paper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explore tourists’ perception of nostalgia landscape in tra-
ditional villag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nostalgia landscape per-
ception of tourists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place and utensil, folk activities,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Tourists have the highest degree of recognition on the dimension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lowest on the dimension of “folk activities”. The demographic factors of 
tourists and tourist behavior variable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nostalgia landscape 
perception.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nostalgia landscap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scenic spot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creating homesickness atmosphere, displaying folk culture and develop-
ing experienc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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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村落中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是旅游者乡愁情感的重要依托。本文以湖南省岳阳市张谷英村为案例

研究地，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索传统村落乡愁景观的旅游者感知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传统村落乡愁景观的

旅游者感知包括场所与用具、民俗活动、建筑与环境三个维度，旅游者对“建筑与环境”维度认同度最

高、对“民俗活动”维度认同度较低，旅游者的人口统计因素与旅游行为变量对其乡愁景观感知具有显

著影响。提出了乡愁氛围营造、民俗文化展现、体验产品开发等传统村落旅游景区乡愁景观的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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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愁是人类所共有的指向家园的怀恋与依恋[1]。传统村落是乡愁的重要载体与栖息之所，传统村落

旅游是当今人们体验乡愁、记住乡愁的最好形式。但随着城镇化与旅游化进程的加速，传统村落面临着

过度商业化、严重空心化等问题。如何促进传统村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改善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

保护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情感记忆与留住“乡愁”是当今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2]。乡愁景观

是传统村落的重要历史遗存也是其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凭借，识别并保护好乡愁景观是传统村落旅游开

发进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已有学者对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构成及特征进行了研究[3] [4] [5]，并对

文化遗产景观、建筑景观、生态景观、声景观等不同类型景观资源进行过专题探讨[6] [7] [8] [9]，但对旅

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愁景观缺乏关注，特别是传统村落旅游景观的旅游者主观感知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

本文以传统村落乡愁景观为研究对象，探索旅游者乡愁景观感知的维度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传统

村落旅游者满意度提升及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案例地简介 

张谷英村位于湖南省岳阳以东的渭洞笔架山下，至今已有五百余年历史，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

的江南民居古建筑群落之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被誉为“天

下第一村”“民间故宫”。张谷英村古建筑群保存完好，拥有民居、巷道、桥梁、古井等多处古建筑，

总建筑面积达 5.1 万多平方米，整个古建筑群极具特色，其严谨神秘的排水系统、巧妙的建筑选址、清

晰的家庭脉络，体现了明清古民居文化的丰富蕴涵，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典范，也是研究湘楚文化的

“活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湘北风俗、张谷英礼仪、扎火龙等习俗是其文化瑰宝。张谷英村人

历来信奉孔孟之教，重视礼仪教育，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并形成了“孝当先、和为贵、勤耕读、崇廉

洁”的淳朴风情。数百年来，张氏家族中出外为官者多达三百余人，但张氏后裔中没有一名贪官，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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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家训因此获得了中纪委全国推广。张谷英村保存完好的文化遗产是典型的乡愁景观与乡村旅游资源，

选择其作为案例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测量传统村落旅游者乡愁景观感知的维度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共包括三部

分。第一部分为传统村落乡愁景观的旅游者感知量表，测量题项借鉴了已有乡愁景观研究成果[10] [11]，
主要从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景观两大方面构建传统村落乡愁景观要素，并结合张谷英村的具体情况遴选出

17 个乡愁景观因子，请被调查者对张谷英村的旅游景观勾起其乡愁情感的程度进行评价，并在问题后附

上了“乡愁指内心深处对家乡及儿时生活过的地方的追忆与怀念”的说明以便让被调查者更好地理解题

目。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法进行测量，选项“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和“非

常不同意”分别赋予 5、4、3、2、1 分。第二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张谷英村旅游消费情况，包括旅游的目

的、方式、花费、停留天数等内容。第三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本个人信息。 

2.3. 数据收集与样本概况 

本研究以张谷英村旅游者为调研对象，由调研人员在景区内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开展调查。调查前

调研人员向被调查者表明身份、说明意图，并征得被调查者同意后发放问卷，并在调查现场填写与回收

问卷。调查人员共发放问卷 128 份，回收问卷 125 份，有效问卷 123 份，有效率 98.4%。调查样本的人

口统计特征如下(表 1)：男性与女性基本持平，18~34 岁年龄段的游客较多(61.79%)，学生、自由职业者、

个体经营者与企业职工四类职业群体占 83.51%，本科(43.09%)与高中及职高(31.71%)学历的人数最多，

月收入 5 千元以下的居多(71.54%)，岳阳以外(73.98%)与农村长大(65.85%)的样本占大部分，约一半的被

调查者(50.41%)常年远离故乡(指从出生一直到 18 岁生活的地方)。 
 
Table 1. Sampl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表 1. 调查样本人口统计情况 

基本情况 类别 比例 基本情况 类别 比例 

性别 
男 50.41% 

籍贯 

岳阳本地居民 21.14% 

女 49.59% 岳阳以外的游客 73.98% 

年龄 

18 岁以下 18.7% 暂住者 3.25% 

18~34 岁 61.79% 其他 1.63% 

35~54 岁 17.89% 婚姻 

状况 

未婚 67.48% 

55~64 岁 1.63% 已婚 32.52% 

65 岁以上 0% 

学历 

初中及以下 7.32% 

职业 

企业职工 16.26% 高中及职高 31.71% 

政府及事业单位员工 8.94% 大专 12.2% 

个体经营者 15.45% 本科 43.09% 

学生 31.47% 硕士及以上 5.69% 

农民 0.81% 

月收入 

3 千元以下 38.21% 

退休人员 1.63% 3,001~5 千元 33.33% 

自由职业者 20.33% 5,001~1 万元 15.45% 

其他 4.88% 10,001~2 万元 9.76% 

农村长大 
是 65.85% 

远离故乡 
是 50.41% 

否 34.15% 否 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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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者的旅游消费情况如下(表 2)：出游目的主要是观光(50.41%)，停留时间为两天及以下(97.56%)
与消费金额 1000 元以下(95.93%)的占绝大部分，旅游花费主要用于餐饮(31.71%)、交通(29.27%)与住宿

(19.51%)，出游方式以与同事朋友一起游玩(34.15%)和参加旅行团(30.89%)为主。 
 
Table 2. List of tourism consumption behaviors of samples 
表 2. 调查样本旅游消费行为一览表 

基本情况 类别 比例 基本情况 类别 比例 

旅游目的 

观光 50.41% 

旅游形式 

一个人 10.57% 

度假 7.32% 与家人亲戚 24.39% 

回忆过去 5.69% 与同事朋友 34.15% 

科学考察 5.69% 参加旅行团 30.89% 

摄影/艺术创作 5.69% 

停留时间 

半天 33.33% 

其他 25.2% 1 天 28.46% 

花费用途 

住宿 19.51% 2 天 35.77% 

餐饮 31.71% 3 天及以上 2.44% 

交通 29.27% 

消费金额 

300 元以下 40.65% 

娱乐 4.88% 301~500 元 31.71% 

购物 7.32% 501~1 千元 23.58% 

其他 7.32% 1 千元以上 4.07% 

3. 研究结果 

3.1. 传统村落乡愁景观旅游者感知的维度结构 

采用 SPSS17.0 对传统村落乡愁景观旅游者感知量表的各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17 个题项的

KMO 值为 0.918 且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说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经过两次正交旋转因子分

析，分别删除在两个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的“磨豆腐、碾糙米、打菜刀等工艺”与“红灯笼、对联”两

个题项。对剩余的 15 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KMO 值为 0.902，结合碎石图共抽取出 3 个公因子，累计解

释的总方差达 74.76%。 
根据因子分析后各因子所包含的变量分别将其命名为场所与用具、民俗活动、建筑与环境。其中，

“场所与用具”因子为最主要的维度，解释了 58.62%的方差，包含 7 个观测变量，反映的是旅游者对传

统村落中场所与用具乡愁景观的感知；“民俗活动”因子为第二大维度，解释 9.71%方差，包含 5 个观

测变量，反映了旅游者对传统村落村规民约、习俗、技艺等非物质文化乡愁景观的感知；“建筑与环境”

因子包含 3 个观测变量，解释 6.42%方差，反映的是旅游者对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与自然环境乡愁景观的

感知(表 3)。 
 
Table 3. Factor loading and mean value of tourist perception of nostalgia landscap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表 3. 传统村落乡愁景观旅游者感知的因子载荷与均值 

 场所与用具 民俗活动 建筑与环境 均值 标准差 

1. 天井、池塘、河边洗衣地 0.876   4.37 0.899 

2. 收谷机、水车、石磨 0.872   4.29 0.956 

3. 青山、村头的古树、草垛、稻田、菜园、果园 0.813   4.29 0.930 

4. 田埂、青石板路、乡间小路、石桥 0.786   4.46 0.842 

5. 簸箕、扫把、箩筐、竹篙等工具 0.742   4.19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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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6. 灶台、水缸、木栏杆、长板凳、栅栏 0.702   4.35 0.923 

7. 鸡、鸭、狗、猪等动物 0.662   4.09 1.024 

8. 村规民约  0.861  3.85 1.178 

9. 祭祖活动  0.817  3.94 1.104 

10. 花鼓戏、皮影戏表演  0.713  3.89 1.154 

11. 油豆腐、霉豆渣、土鸡汤等特色小吃  0.713  4.04 1.043 

12. 绣花、纺纱织布、制作画扇等手艺  0.664  4.03 1.086 

13. 古屋、牌坊等民居建筑   0.861 4.37 0.977 

14. 巷道、长廊   0.820 4.33 0.979 

15. 门前小河、溪流   0.579 4.36 0.959 

各维度的均值/标准差 4.30/0.784 3.95/0.941 4.35/0.876 4.16 1.024 

3.2.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景观旅游者感知的特征 

乡愁景观感知量表的总均值为 4.16，说明旅游者对于传统村落乡愁景观的认同度较高，即旅游者认

为张谷英村的乡村景观能引发其乡愁情绪。各维度的均值中“建筑与环境”的均值最高(4.35)、“场所与

用具”其次(4.30)、“民俗活动”最低(3.95)，说明旅游者对于张谷英村的人文建筑与自然环境、场所与

用具场景等乡愁景观感知度很高，而对民俗活动类乡愁景观的感知度相对较低，表明传统村落物质文化

乡愁景观的旅游者感知强度要大于非物质文化乡愁景观。各观测变量方面，均值排名前五位的乡愁景观

分别为“田埂、青石板路、乡间小路、石桥”(4.46)、“天井、池塘、河边洗衣地”(4.37)、“古屋、牌

坊等民居建筑”(4.37)、“门前小河、溪流”(4.36)、“灶台、水缸、木栏杆、长板凳、栅栏”(4.35)，均

来自“建筑与环境”与“场所与用具”维度；均值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村规民约”(3.85)、“花鼓戏、

皮影戏表演”(3.89)和“祭祖活动”(3.94)，均来自“民俗活动”维度。 

3.3.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景观旅游者感知的影响因素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类型旅游者是否在传统村落乡愁景观感知上是否存在

差异，如果检验结果中的显著性水平低于 0.05 则认为旅游者在该乡愁景观的感知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检验

结果表明“场所与用具”、“民俗活动”、“建筑与环境”三个维度在性别、婚姻状况变量上独立样本 T
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概率值分布为 0.043、0.009、0.016 和 0.030、0.011、0.001，均小于 0.05，
说明不同性别与不同婚姻状况的旅游者在三个乡愁景观维度的感知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均值比较可知女性

旅游者的乡愁景观感知程度明显高于男性、已婚人士旅游者的乡愁景观感知程度明显高于未婚者。 
“民俗活动”维度在学历变量上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概率值为 0.004，说明不同学历人群对于“民

俗活动”乡愁景观的感知存在差异，学历为高中及职高人群相比较于其他学历群体对于传统村落民俗活

动的乡愁情感更高。“场所与用具”维度在月收入变量上单因素方差分析存在明显差异(显著性概率为

0.006)，月收入为 3001 至 5 千元的旅游者在“场所与用具”乡愁景观感知均值达到 4.60，表明中等收入

的旅游者相比较于其他收入群体而言更为认同传统村落中“场所与用具”方面的乡愁景观。“建筑与环

境”维度在职业变量上在存在明显差异(显著性概率为 0.020)，说明不同职业的旅游者群体在“建筑与环

境”乡愁景观维度上的感知存在差异，其中，职业为企业职工的旅游者群体的“建筑与环境”感知均值

高达 4.77，说明该群体更偏爱“建筑与环境”型乡愁景观。 
旅游消费行为变量方面，“建筑与环境”维度在旅游目的、停留天数两个变量上单因素方差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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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概率分别为 0.040、0.048，均小于 0.05，说明不同旅游目的与不同停留天数旅游者在“建筑与环

境”乡愁景观感知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旅游目的为“回忆过去”(均值为 4.62)、停留时间为 1 天(均
值为 4.50)的两类旅游者在“建筑与环境”维度上的感知均值明显高于其他旅游目的人群，说明怀旧旅游

者与停留时间较短的旅游者更为认同传统村落“建筑与环境”方面的乡愁景观。“民俗活动”在旅游方

式变量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显著性概率为 0.037，说明不同旅游方式的旅游者对于“民俗活动”乡愁景观

维度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旅行方式为“参加旅行团”的旅游者感知均值最高(4.24)，表明组团前

往传统村落旅游的旅游者更喜欢“民俗活动”类乡愁景观。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第一，传统村落乡愁景观的旅游者感知主要包括“场所与用具”、“民俗活动”和“建筑与环境”

三个维度。“场所与用具”维度主要指传统村落中的乡村生活与农业劳作方面的景观，“民俗活动”维

度主要包括传统村落中的村规民约、技艺、美食等传统民俗，“建筑与环境”指传统村落中的文化建筑

与自然环境。三个维度包括了传统村落中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方面的乡愁景观。“场所与用具”与

“建筑与环境”两个维度为物质文化乡愁景观，其中，“场所与用具”为最主要的维度，说明传统村落

中有形的乡村生活场所与劳作工具是旅游者乡愁情感的主要触发器。尽管“门前小河与溪流”属于自然

景观，但旅游者已将其视为乡村生活与乡愁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旅游者的“建筑与环境”乡愁维度感知度最高，说明旅游者对于传统村落的历史建筑与自然

环境类乡愁景观认可度较高。这可能与张谷英村独具特色、保存完好的明清江南传统民居建筑以及周边

优美的自然环境有关，因此，历史建筑与自然环境是张谷英村乡愁体验产品开发的重要资源依托。旅游

者的“场所与用具”乡愁维度感知均值较高，表明旅游者对于传统村落中的有形乡愁景观较为满意，这

与张谷英村保存较好的生活设施、农作工具、水体景观等密切相关。旅游者对于“民俗活动”的感知度

相对较低，说明旅游者对于传统村落中非物质文化型乡愁景观认可度不高，这可能源于调研期间张谷英

村旅游景区民俗文化及深度体验方面的旅游活动较少，但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力度不够、开发不足的问题。 
第三，传统村落旅游者乡愁景观感知在部分人口统计因素与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婚姻状

况、学历、月收入和职业的旅游者群体的传统村落乡愁景观的感知不同，旅游者旅游目的、旅游方式和

停留天数等旅游消费行为变量对其乡愁景观感知具有显著性影响。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不同人口统计

特征的旅游者在“乡景观赏”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12]，本文研究结果验证了该结论，但同时发现

旅游消费行为变量也是乡愁景观体验的重要影响因素。 

4.2. 旅游开发建议 

4.2.1. 营造原生态的乡愁氛围 
旅游者对于传统村落中的物质文化遗产感知强烈，传统村落应着力营造原生态的乡愁氛围，让旅游

在切身感受村落乡土气息中怀旧过往、忆起乡愁。传统村落应在保护较好的历史文化建筑中融入乡村元

素，在传统村落的生活与劳动场所中复原当年的场景与物品，如在民居建筑里陈列生活用品，在院落里

设置家禽家畜的雕塑，在稻田中放置农作用具。营造原生态氛围的同时一定要避免传统村落内部的商业

化，因为商业化不仅破坏了传统村落本身的氛围，同时会让旅游者感叹淳朴民风不再。传统村落内只能

允许少量餐馆、住宿、小卖店等简单的商业形式存在，购物店、咖啡馆等与传统村落氛围不符的商业场

所可集中设置在在村落入口处或停车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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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展现多样化的民俗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村落乡愁景观的重要维度，但其保护与开发却是传统村落旅游化进程中遇到

的难点问题，特别是民俗活动所具有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特点限制了其旅游产品开发的广度与深度。传统

村落旅游景区应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旅游开发模式，通过多样化的开发方式展现丰富多彩的

民俗文化。一方面，可通过讲解牌、影片、场景复原等形式将传统村落的节庆活动、村规民约、地方习

俗等直观地展现给旅游者，同时通过活动参与的方式让旅游者体验传统手工艺与文化。另一方面，将传

统村落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活动通过舞台化形式呈现给旅游者，从而突破民俗文化的时空限制，让

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的旅游者在民俗文化欣赏中体验乡愁。 

4.2.3. 开发差异化的体验产品 
不同的群体具有差异化的乡愁景观感知特征，因此，传统村落应针对不同旅游者群体的乡愁体验需

求采用差异化与定制化的产品策略。针对家庭市场主要推出知识性与趣味性强性的旅游项目，通过给小

孩讲解农村习俗、演示农业器具的方法增强儿童的农业知识与农村情感，同时设置吹糖人儿、放风筝、

滚铁环等童趣性强、参与性强的游乐项目，让家长在陪伴子女游玩的过程中回味童年、品味乡愁。针对

年轻人市场则可推出休闲型和参与性较强的旅游产品，让他们在进行乡村休闲游、骑行游的同时感受传

统村落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魅力，而对于年轻情侣则可向其介绍乡村特有的恋爱方式与传统婚俗，为情侣

们安排许愿树下许愿、共连同心锁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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