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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测度及其资源价值
——以苏南传统村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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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住乡愁”是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基于居民和游客视角，以苏南传统村落

为案例地，开发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量表，探讨乡愁的资源价值。结果表明：传统村落旅游地

乡愁是一个综合概念，是特定人地关系的体现，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乡愁主体、乡愁触点、乡

愁载体、乡愁情感、乡愁愿景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仅是离乡的愁绪，思乡的记忆，也体现

了一定的文化概念，是情感、记忆和文化的集合体；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探

讨并验证了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文化—情感—记忆”三维度量表；主客乡愁之间存在一定

差异：居民乡愁强度高于游客，居民情感维度均值最高，文化维度均值最低，游客文化维度均值

最高，情感维度最低；乡愁有一定的资源价值，主要体现在情感联结价值、文化认同和传承价

值、保护和开发价值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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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一直是人们心底最柔软最难以割舍的情愫[1]。2013年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

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作为传统文化审美层次的“乡愁”一词，首次出现在官方决策平台，彰显了中央坚持

“以人为本”的新型发展理念。以传统村落为载体的《记住乡愁》大型纪录片、民间版本

的乡愁地图、中国首家乡愁主题公园的诞生，反映了广大百姓的情感需求，但其出现的

根本原因却是中国人普遍的乡愁情绪。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留住乡愁记忆”“重现原生田园风光和原本乡情

乡愁”。记得住乡愁、保存乡村记忆、传承和活化乡村文化，成为乡村建设和文化复兴的

重要使命[2]。而传统村落记忆承载着文化传统和乡愁情感，具有社会认同与心理安慰的功

能[3]。乡村旅游也已成为城市生活空间压缩背景下城市居民选择的主要短途旅游方式[4]，

不仅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5,6]。因此，留住和记

住传统村落旅游地的乡愁，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获得大众的情感认同和社会的价值

认可具有重要意义。

乡愁对应的英文单词有homesickness、nostalgia。目前国外以nostalgia为题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怀旧方面[7-9]，思乡病（homesickness）主要强调离开家乡而产生的情绪和心理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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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等问题[10,11]，而恋地情结的对象中除了包含家乡和乡村之外，其他任何场所也均可成为

其情感的载体[12]，如咖啡馆、酒吧等。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乡愁与这些西方学术名词有一

定的关联但并不等同。汪芳等[13,14]、陆邵明[15]等学者认为中外研究的差异主要归结在“怀

旧”（nostalgia）与“乡愁”（xiangchou）的区别。国外主要是对宽泛的“怀旧”进行研

究，即怀念以往某个时刻自身构建的“精神世界”[1]，以及“怀念”过去国家或社会的

“历史”[16]，而中国学者的乡愁研究更多侧重于对“家园”“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依恋方

面。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乡愁指向“共同的家园”[17]，是基于特定地理空间的怀旧情感。

中国人的乡愁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情结，因此国内学者将乡愁的英文关键词用汉

语拼音“xiangchou”来表达[15]，这也体现了乡愁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和西方的社

会背景与学术理论不同。

目前，国外怀旧研究主要集中在触发因素[8]、载体要素[8,18] 、指标量化[7,9,19]、影响因

素[20,21]以及其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等[7-9,19,22]方面。国内乡愁研究起步较晚，早期主要集中

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2013年以后，乡愁逐渐得到地理学、旅游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的

关注。目前学者们在乡愁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化[23-26]、乡愁的影响因素和功能[25,27]、旅游者

乡愁体验[28,29]、乡愁价值开发[30-32]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乡愁的多维测度却

关注较少，已有研究仅集中在乡愁文化[33]或乡愁记忆[34]方面。此外，将乡愁作为资源[33]，

关注其价值显化和利用的研究更是鲜见。虽然传统村落旅游地已逐渐成为乡愁研究的主

要案例地[28-30,34]，但已有研究却较少兼顾主客视角。因此乡愁研究仍有些问题有待深入：

首先，乡愁到底是谁的乡愁？早期研究认为只是离乡游子的乡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乡愁不应忽视在地居民；其次，乡愁如何进行量化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

化；最后，乡愁的资源价值有哪些，如何挖掘并发挥其作用。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苏

南传统村落为例，借助扎根理论及因子分析，探讨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测度和资源价

值，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将传统村落建设成让人“记住乡愁”的

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提供参考，并为传统村落旅游地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苏南传统村落皆以吴文化为根基，因早期交通闭塞，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建筑。

近年来随着苏南地区经济迅速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发展，较多村落相继进行了旅游开

发，成为典型的传统村落旅游地，且开发程度也有所不同。截至2017年1月，苏州14个

村落、无锡2个村落、常州2个村落入选住建部传统村落名单。本文在苏州、无锡、常州

三市各选取2个共6个传统村落（陆巷、明月湾、礼社、严家桥、焦溪、杨桥）作为前期

扎根理论研究成果的区域样本。课题组于2016年7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先后多次前往

上述传统村落，对当地居民和游客进行深度访谈，并选择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探查阶段

的常州焦溪和发展阶段的苏州陆巷进行问卷调查。选择焦溪和陆巷两个传统村落进行问

卷调查的原因在于：首先两地的在地居民人口数量较多，能够保证问卷取样数量的合理

性；其次是两地的遗址建筑较多且保存较为完好，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了乡愁研究的开

展；最后是两个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处于不同阶段，有助于发现更具一般意义的乡愁维

度及其资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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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数据

1.2.1 量表设计

乡愁问卷共编制40个题项，主要来源于扎根理论研究（深度访谈），前人文献研究

成果和专家咨询建议。同时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游客和居民对40个初始测量题项的

内容效度及语义表述进行评价，最后保留了38个测量题项。为了便于居民和游客后期进

行比较，尽量做到题项一致，个别措辞有所不同，但不影响原意。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

将从文化、情感和记忆三个维度进行表达和测量：

（1）文化维度（Culture Dimension）：体现了乡愁中“乡”的意义，“乡”是文化建

构的结果[25]，许多具有“乡愁记忆”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中国特

色[23]，乡愁之情具有独特的地方性和本土性[26]。“乡”不仅代表家乡、故乡、也代表乡

村，因此，乡愁蕴含了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同时传承了地方的文化基因。如本文调查

的苏南六个传统村落具有的江南水乡街巷格局，以及具有的苏南文化特色的传统习俗

等。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3-26]，结合质性访谈分析内容，本文设计了7题：CD_1让我感受

到了典型的传统村落（乡村）文化；CD_2让我感受到（苏南）传统村落厚重的历史文

化；CD_3让我感受到苏南传统村落是水乡文化的典型代表；CD_4让我感受到了过去传

统的物质文化；CD_5让我感受到了过去传统的非物质文化；CD_6共有的乡村文化能让

我想起自己的家乡；CD_7旅游的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

（2）情感维度（Emotion Dimension）：乡愁作为针对特定空间即故乡家园和乡村的

怀旧情感，当居民和游客回忆起家乡过去的时光和思念家乡时，心中涌起的情感即乡愁

情感，情感是乡愁的核心部分，也是乡愁的表征部分。乡愁既有积极情感也有消极情

感，其中积极情感处于绝对优势[14,15]。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4,15,35]的基础上，结合质性访谈

的分析内容，设计了 14题：ED_1让我找到了熟悉的感觉；ED_2让我感到强烈归属感；

ED_3感受到乡村生活的宁静和平和；ED_4让我对乡村有种依恋的感觉；ED_5想起过去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很温馨；ED_6 想起自己的儿童时光很美好；ED_7 想起家乡（乡

村）过去的成绩很骄傲；ED_8想起家乡（乡村），会有一种责任感；ED_9想起家乡（乡

村），会有淡淡的忧伤；ED_10想起家乡（乡村）的现状，感觉很心痛；ED_11面对家乡

（乡村）现在的发展，很自豪；ED_12对所游传统村落的保护现状，感觉挺骄傲；ED_13

当我离开时，我会思念它（乡村）；ED_14相对城市，更向往乡村生活。

（3）记忆维度（Memory Dimension）：乡愁有一定的载体和依托。具体的物质环境容

易勾起人们对以往愉快活动的回忆，并成为牵引人们乡恋记忆和乡愁情感的有效载体[36]。

乡愁之情必须落在具体的乡村空间或特定地方的一草一木、山河景物、风土人情、童年

故事、乡土食品等等乡愁载体[26]。参考前人研究成果[14,23,26,35-38]和质性访谈的分析内容基础

上，设计了 17题：MD_1让我想到过去的自然景观；MD_2让我想到过去的建筑景观；

MD_3让我想到过去的地理区位；MD_4让我想起过去的街巷格局；MD_5让我想到家乡

的历史人物；MD_6让我想到过去生活中的人物；MD_7让我想到过去的诗文传说；MD_

8让我想到童年场景；MD_9让我想到过去的生活场景；MD_10让我想到过去的生产场

景；MD_11让我想到过去的商业场景；MD_12让我想到过去的人际交往；MD_13让我想

到过去的传统食物；MD_14让我想到过去的民俗节庆活动；MD_15现在的人不如以前朴

实了；MD_16现在的人际关系比以前复杂的太多；MD_17现在的人变得越来越功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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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问卷调查

针对三个维度设计问卷，第一部分为被访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等；

第二部分为被访者对乡愁题项的感知，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设计。在2018年9月29日至

10月8日对游客和居民进行了预调研，收回问卷分别为158份和68份。依据量表题项与

总分的相关系数、项目总体间的相关系数（CITC）以及共同性等指标判断原则，量表中

情感维度题项 ED_13 和 ED_14、记忆维度题项 MD_15、MD_16 和 MD_17 的共同性值

<0.20，因素负荷量小于0.45，同时CITC值小于0.4，且删除该项后，使其他α系数值增

大，因此删除 5 个题项，剩余 33 个题项。删除后，整体量表的信度检验显示，Cron-

bach's α系数大于0.8的标准，KMO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值为0.914，说明题项有较好

的鉴别度。

选择苏州陆巷和常州焦溪进行定量实证研究，对居民和游客进行了问卷调研。居民

样本采用抽样调查结合滚雪球方法，通过熟人寻找调查对象发放问卷。游客调研采用随

机现场调研，结合已去过的游客填写网络问卷的方式。实地调研于 2018年 10月 11日至

14日、19日至 21日、26日至 28日赴苏州陆巷、常州焦溪展开，游客发放 610份，有效

问卷为521份，有效率为85.4%；居民发放580份，有效问卷为422份，有效率为72.8%。

居民和游客的样本基本结构如下：（1）居民男女比例分别为 42.2%和 57.8%；出生

年份以 1979—1989 年间（36.7%）、1960—1978 年间（32.7%）最多，共计占样本总量

的 69.4%；以农民及其他职业所占比例较大，共占 41%；月收入以 2001~5000 元

（52.4%）居多；文化程度以大专及本科学历所占比例最高，为 40.0%；受访居民中有

80.6%的人现在居住在村落；受访居民中居住时间 20年以上的占 71.1%，其次是 5年以

下的，占比 17.8%。（2）游客男女比例分别为 47.4%和 52.6%；出生年份以 1960—1978

年间最多，占样本总量的 34.9%；职业以公司职员所占比例最大，为 21.7%；月收入以

5001~10000 元（34.9%）和 2001~5000 元（30.9%）居多；文化程度以大专及本科学历

居多，共占63.1%。

1.3 研究方法

首先，利用 SPSS 21.0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EFA）。居民抽取 200 份和游客抽取

229份；剩余数据分别为居民 222份以及游客 292份做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本文采

用限定抽取共同因素法，该方法需在萃取因素时限制因素的数目，也是一种事前准则

法 （a priori criterion），使用者在修订或编制量表时，可以根据研究明确的维度进行共

同因素的数目抽取，进行因素分析[39]。采用方差最大正交转轴法进行因子旋转。删除题

项主要依据为：（1）以0.40作为删除取舍项目的临界值则。题项因素负荷量有两个以上

大于 0.40则将删除；（2）一个因素只包含一个题项者删除；（3） Cronbach's α系数最好

高于0.80[39]。

其次，利用AMOS 24.0对EFA结果进行CFA验证，要求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大于0.6。

模型配适度指标综合判断的标准是：（1）2值作为参考指标，要求P＞0.05，即未达到显

著水平，则需要配合其他指标综合判断；（2）2/df<3 （可接受）；（3） GFI＞0.9 （良好）

或＞0.8 （可接受）、AGFI＞0.9；（4） CFI＞0.9 （良好） 或＞0.8 （可接受）；（5） RM-

SEA＜0.05（良好）或＜0.08（可接受）。信效度检验指标为：Cronbach's α系数最好在0.7

以上，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AVE值通常大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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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内涵解读

刘沛林[24]认为乡愁不仅是怀念家乡以及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和柔软情感，也是一种

文化感受、启迪或认同感。陆邵明[15]认为中国人的“乡愁”聚焦在空间和时间维度，是

对故土、家乡和家园的情感、记忆和期盼。Batcho等[40]提出“先行乡愁”的观点，认为

乡愁也可以是一种对现在家乡（家园）中即将消逝的事物的情感。Wilson[41]强调了乡愁

体验不仅是一种复杂的时空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社会、记忆现象。近年来，传统村落

成为人们寄托乡愁的主要场所和乡愁研究的主要阵地[2,14,26-30]。黄震方等[2]提出乡村是留守

的乡村居民和在外怀乡人士存放“乡愁”的精神家园。基于前人研究成果[2,13-28,41]和扎根理

论研究，本文认为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内涵发生了拓展和变化，区别于以往传统意义

上的乡愁概念，建立了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内涵的解释框架（图1）。传统村落旅游地乡

愁是一个综合概念，是特定人地关系的体现，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乡愁主体、乡愁触

点、乡愁载体、乡愁情感、乡愁愿景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文化、情感、记忆三个维

度构成，不仅仅是离乡的愁绪，思乡的记忆，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化概念，是情感、记忆

和文化的集合体。

首先，乡愁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时空条件。空间的变迁，即人的转移，家乡的变

化，时间的演化，即不同时期的传统村落和不同代际的人，都赋予了乡愁一定的新内

涵。其次，乡愁的主体进行了扩展。不仅离开家乡、漂泊异乡的游子会有乡愁，仍在家

乡生活的在地居民也是城镇化背景下乡愁的主体，家乡出现了巨大的改变，身在家乡也

会有乡愁[42]，同时前往传统村落旅游的游客也会触景生情，唤起乡愁，或因对乡村（原

乡）的向往和本能亲近，通过旅游得到一定的慰藉，满足对乡土文化的情感依恋。再

次，乡愁中“乡”的内涵出现新的解读。基于乡愁主体范围的扩展，因而乡愁中“乡”，

图1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内涵的解释框架

Fig. 1 Th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the connotation of xiangchou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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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包括故乡、家乡，也可以理解为乡村，即“原乡”[26]。最后，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

由文化、情感、记忆维度构成。本文访谈发现，在乡愁主体、触点、载体和情感中蕴含

着乡愁具有文化、情感和记忆等共性特征。

2.2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测度

2.2.1 乡愁的文化—情感—记忆维度

居民和游客样本数据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961和0.971，大于0.80，证明样本数

据信度可靠。居民和游客样本KMO度量值分别为 0.925和 0.948，通过Bartlett球形度检

验，P值等于0，小于0.05的显著性系数，说明存在显著差异，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探索

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和游客的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量表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65.420%和74.094%。传统村落旅游地居民和游客乡愁主要有三个维度，题项各保留14项

和13项，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见表1。从整体量表来看，居民/游客的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

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04 和 0.939，均大于 0.9，表示信度很高；从量表各维度来

看，文化、情感、记忆维度的 Cronbach's α值分别为 0.906/0.913、0.821/0.845、0.852/

0.918，均大于0.8，表示该量表构面信度较高。

运用AMOS 24.0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居民和游客的另一半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模型整体拟合情况较好（表 2）。其中居民/游客的绝对拟合指数2/df 为

1.731/2.476，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为 0.058/0.071，均小于 0.08；GFI 为 0.927/0.928，

均大于0.9；PGFI为0.653/0.632，均大于0.50。相对拟合指数CFI、NFI、TLI等都达到理

想水平0.90以上，两个模型中AGFI大于0.8接近0.9表明模型拟合基本良好[43]。可见，拟

合优度指标都在可接受范围内，表明设定模型结构合理。

表1 传统村落旅游地居民和游客乡愁维度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200/229）

Table 1 The results of EFA on xiangchou dimension of residents and tourists

潜在维度

文化维度CD

情感维度ED

记忆维度MD

测量题项

R1

R2

R3

—

R2

R3

R4

R5

—

R1

R4

R6

R7

—

R9

R12

R13

—

T1

T2

T3

T1

—

T3

T4

—

T8

—

T4

T6

—

T8

—

T12

T13

T14

因素负荷量

0.808/0.858

0.849/0.879

0.775/0.820

0.589

0.681

0.784/0.803

0.640/0.754

0.806

0.636

0.718

0.586/0.542

0.667/0.734

0.660

0.752

0.615

0.725/0.801

0.710/0.825

0.809

共同性

0.622/0.859

0.718/0.878

0.552/0.817

0.613

0.469

0.601/0.753

0.597/0.750

0.590

0.624

0.714

0.701/0.603

0.643/0.712

0.590

0.715

0.842

0.772/0.766

0.739/0.784

0.759

Cronbach's α

0.906/

0.913

0.821/

0.845

0.852/

0.918

特征值

2.648/

2.772

3.077/

2.820

3.434/

4.040

方差贡献率

18.912/

21.326

21.981/

21.692

24.527/

31.076

累计方差贡献率

18.912/

21.326

40.893/

43.018

65.420/

7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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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3。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及游客乡愁三维度潜变量和

总量表的Cronbach's α值都高于0.7，CR值均大于0.7。聚合效度检验结果显示，主客乡愁

观测变量标准负荷均大于 0.5，通过 t检验，在 0.001水平上显著，AVE值均大于 0.5。经

过EFA和CFA分析，乡愁量表得以验证。传统村落旅游地主客乡愁三个维度最终确定：

（1）文化维度：居民文化维度主要有三项：CD_R1、CD_R2、CD_R3。游客文化维

度也主要有三项：CD_T1、CD_T2、CD_T3。主客共同认为在苏南传统村落生活/旅游能

感受到典型的传统村落（乡村）文化、感受到（苏南）传统村落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受

到苏南传统村落是水乡文化的典型代表。即传统村落旅游地的乡愁记忆中带有乡村文

化、历史文化及地域特色文化如水乡文化的内涵。

（2）情感维度：居民情感维度主要有四项：ED_R2、ED_R3、ED_R4、ED_R5。游

客情感维度主要有四项：ED_T1、ED_T3、ED_T4、ED_T8。二者在产生乡愁时共同感受

到乡村生活的宁静和平和，对乡村有种依恋的感觉，如居民产生乡愁时感到强烈的归属

感、想起过去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很幸福、游客在传统村落找到了熟悉的感觉、产生对

表3 传统村落旅游地居民和游客乡愁维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N=222/292)

Table 3 The results of CFA on xiangchou dimension of residents and tourists

潜在维度

文化维度CD

情感维度ED

记忆维度MD

测量题项

R1

R2

R3

—

R2

R3

R4

R5

—

R1

R4

R6

R7

—

R9

R12

R13

—

T1

T2

T3

T1

—

T3

T4

—

T8

—

T4

T6

—

T8

—

T12

T13

T14

标准化负荷

0.860/0.890

0.938/0.918

0.806/0.850

0.757

0.737

0.625/0.751

0.858/0.834

0.733

0.736

0.716

0.751/0.782

0.835/0.796

0.719

0.808

0.713

0.775/0.864

0.802/0.888

0.864

t值

—/—

18.669/22.364

14.923/19.699

—

—

8.959/12.708

12.356/14.176

10.571

12.434

—

10.771/—

11.974/14.922

10.316

15.200

10.220

11.108/16.615

11.508/17.228

16.599

Cronbach's α

0.899/

0.929

0.828/

0.851

0.902/

0.915

CR

0.902/

0.916

0.829/

0.853

0.905/

0.932

AVE

0.756/

0.785

0.551/

0.593

0.577/

0.696

表2 传统村落旅游地主客乡愁维度验证性模型整体拟合指数

Table 2 The whole fitting index of the validation model of xiangchou dimension

拟合

指标

理想值

居民

游客

绝对拟合指数

2/df

(1, 5)

1.731

2.476

GFI

>0.9

0.927

0.928

AGFI

>0.9

0.896

0.895

RMSEA

≤0.08

0.058

0.071

增值拟合指数

NFI

>0.9

0.937

0.948

RFI

>0.9

0.923

0.934

IFI

>0.9

0.973

0.968

TLI

>0.9

0.966

0.960

CFI

>0.9

0.972

0.968

简约拟合指数

PGFI

>0.5

0.653

0.632

PNFI

>0.5

0.762

0.753

PCFI

>0.5

0.791

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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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家乡的责任感等情感。上述题项体现了传统村落旅游地主客的乡愁体现了依恋、宁

静平和、幸福、美好等情感。

（3） 记忆维度：居民记忆维度有七项： MD_R1、 MD_R4、 MD_R6、 MD_R7、

MD_R9、 MD_R12、 MD_R13。游客记忆维度有六项： MD_T4、 MD_T6、 MD_T8、

MD_T12、MD_T13、MD_T14。主客题项中包含当产生乡愁时，都会回忆起过去的街巷

格局、过去生活中的人物、过去的人际交往、过去的传统食物。传统村落旅游地主客乡

愁主要体现在对物质文化载体和非物质文化载体的记忆上，对家乡过去的回忆和乡村要

素的记忆。

2.2.2 主客乡愁异同点分析

（1）测量题项比较

① 文化维度方面：主客题项一致，共同认可在乡愁中带着村落文化、历史文化以及

当地的地域文化（水乡文化）。如 R-19 认为“焦溪的黄石半墙非常有特色，门是木的

……还有砖雕非常细致，每个巷子口都有圈门，起到安全的作用”；② 情感维度方面：

主客都感受到乡村生活的宁静和平，以及对乡村有种依恋的感觉，不同的是居民更能感

受到归属感，感到温馨，如居民R-7认为“陆巷最特别的是王鳌，而且村里出了很多教

授，碧螺春比较好，（还有）枇杷，我特别自豪”。而游客因为不是自己的家乡，触景生

情觉得熟悉，同时对自己家乡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如游客T-4提到“我的家乡在西北，和

明月湾村建筑景观完全不一样，但也有山有水有油菜花，来到明月湾会让我想起自己的

家乡，而且我也愿意来乡村旅游，可能在城市住久了，就喜欢乡村里的山山水水，烟火

气息”；③ 记忆维度方面：主客都能回忆起过去的街巷格局、生活中的人物、过去的人

际交往、过去的传统食物等乡愁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载体。如游客T-16提到“看到焦

溪的老房子，尤其是石砌的墙，让我想起自己家乡的石头墙，还有想起自己家乡的小

溪，（山西）姥姥家的村子卖了，大家都很伤感”。居民侧重回忆起过去的生活场景，游

客侧重回忆起童年场景。这说明触景生情往往都是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最熟悉的场

景，同时也是与人不可分割的亲情、师友情、街坊之情，如居民R-22提到“想起大家以

前聊天时，会拿着扇子，把门板拿出来，聊天过夜数星星，那时蚊香算是高档的，都用

烘干的蒲花点火，用来驱逐蚊子，……，大家都在河里逮鱼，男孩子在古桥上跳水”。如

游客T-3提到“路边旧房子、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这幅画面与我童年记忆重合”。不

同的是主客身份关注点各有侧重，居民由于在传统村落长久居住，耳濡目染，世代相

传，对过去的诗文传说记忆更加深刻，他们对村落的自然环境比较重视并进行了时间上

的对比，记忆也比较深刻。相比而言，游客对民俗节庆活动记忆更加深刻，这与游客较

多地选择在节假日出行，有机会接触到民风民俗活动有一定的关系。

（2）均值比较

居民和游客乡愁三个维度均值以及测量题项均值均大于3.5（表4），说明主客乡愁强

度均较高。居民乡愁强度高于游客，其情感、记忆、文化三个维度均值都大于游客。居

民三个维度均值从高到低分别为情感（4.23）＞记忆（4.18）＞文化（4.16），情感维度

均值最高，文化维度均值最低。无论是在地居民还是离地居民，都曾在或在所调研的传

统村落生活了较长时间，这里充满了他们过往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有回忆童年快乐时光

的美好，有对家乡历史文化悠久、人杰地灵的自豪和骄傲，有想改变现状，保护和开发

家乡的责任感，有回不到过去的淡淡忧伤，也有对故乡现状的悲伤、惋惜。因此居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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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三个维度中，情感均值最高，相比而言，文化维度均值较低，大多数居民在访谈时主

要倾诉对过去的回忆和情感的表达，并未对自己乡愁情感记忆中的文化符号进行识别，

这也是其感知较低的原因。游客三个维度均值从高到低分别为文化 （4.15） ＞记忆

（4.11）＞情感（4.06），文化维度均值最高，次之为记忆和情感维度。游客没有在所游览

传统村落生活的经历，因此相对居民而言其情感和记忆均值相对较低，但对乡村文化和

乡村生活有一定的共鸣和文化认同。

2.3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资源价值

乡愁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有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26]。所谓“资源”，《现代汉

语词典》认为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目前资源的定义已不局限在自然资

源方面，其概念相对泛化，凡可供人类开发利用且能产生效益的所有来源，都可称为资

源[44]。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它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32]。乡愁是人类共同的

情感，作为人的一种意识，也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价值。价值是特定客体对于主体需要

的意义判断[45]，因此，乡愁资源具有一定的价值。乡愁已经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怀旧情

绪，还是地方发展可依托的新型文化资源[1,33]。在乡愁多维测度基础上，结合主客访谈中

的“乡愁愿景”，本文认为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有情感联结价值、文化认同和传承价值、

保护和开发价值（图2）。

2.3.1 乡愁具有情感联结价值

乡愁是一种源自主体“人”的情感[26]，乡愁的“愁”是一种记忆与怀念，是内心深

处的一份柔软情感[24]，是人们情感对一个地方的映射[23]。乡愁记忆既能对游子产生一种

图2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资源价值框架图

Fig. 2 Framework diagram of resource value of xiangchou

表4 主客乡愁维度均值分析

Table 4 Mean value analysis of xiangchou dimension of residents and tourists

指标均值

（居民/游客）

维度均值（居民/游客）

文化维度

CD_R1/T1

CD_R2/T2

CD_R3/T3

4.16/4.15

4.13/4.16

4.14/4.15

4.20/4.13

情感维度

ED_R2/ED_T1

ED_R3/ED_T3

ED_R4/ED_T4

ED_R5/ED_T8

4.23/4.06

4.10/4.01

4.23/4.19

4.21/4.00

4.36/4.01

记忆维度

MD_R1/—

MD_R4/MD_T4

MD_R6/MD_T6

MD_R7/MD_T8

MD_R9/MD_T14

MD_R12/MD_T12

MD_R13/MD_T13

4.18/4.11

4.20/—

4.16/4.14

4.20/4.01

3.96/4.09

4.25/4.12

4.20/4.11

4.2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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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无形的磁力，也能够让栖居者与返乡人找到精神的原点与起点[15]。苏南传统村落作

为一种活态发展的人居型遗产，蕴含着独特的水乡文化底蕴和温情的人性关怀。情感联

结价值，是其基本价值，是乡愁的内在价值，蕴含了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后产

生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和情感[46]。

本文在对六个传统村落游客和居民乡愁进行调研时，发现主客双方都流露出比较强

烈的情感反应。有对过去时光回忆的美好、骄傲等积极的情感，也有对时光不可逆转、

再回家乡也无法追忆的淡淡忧伤。如居民R-11提到“后来在镇上上学，走到两排树时，

就知道快到家了，爸爸会骑摩托车接我回家，一路嘘寒问暖，非常温馨”。如R-23提到

“1941年解放焦溪村，解放军走到常州东大门大街时，以为焦溪街就是上海了”。这种对

家乡繁华的自豪，到现今却变成了悲伤和失望。家乡不仅仅是个“物质生活空间”，更是

一个“心理生活空间”，已经在人们的心里形成了一个具有依附作用的“心理场”[13]。居

民和游客产生乡愁后，都会对自己家乡或乡村（原乡）产生情感依恋，故乡愁有一定的

情感联结价值。

因此，在乡村振兴和新城镇建设中，要考虑保护自然环境，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主要内涵的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和恢复寄托乡愁情感的场所场景，如学校、街道等，

以及传承民俗文化等，不要切断居民对家乡的情感依恋，觉得陌生，同时可以让游客体

验乡村文化和当地特色文化，满足其对乡村的亲近和熟悉感。

2.3.2 乡愁具有文化认同和传承价值

文化认同和传承价值是乡愁的外在价值。“乡”是文化建构的结果[25]，乡愁具有独特

的地方性和本土性[26]，许多具有“乡愁记忆”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愁载体[23]。“留住乡愁”的前提就是保留和传承文化基因[24]。乡愁对象

常与传统村落体现的价值观相联系[14]。因此乡愁体现了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并传承了

地方文化基因。乡愁可视为游客（人）与旅游地（地方）之间产生的本土文化认同[1]。乡

愁的“愁”是一种文化感受、文化启迪或文化认同感[24]。

本文在传统村落质性访谈时发现，乡愁载体主要由物质文化载体和非物质文化载体

构成，具体类目分为自然景观、建筑景观、地理区位、街巷格局和人物传说、生活生产

场景、传统食物、民俗节庆活动，这些共同构成了乡愁资源，体现了地方文化特色和文

化基因传承。调查发现，苏南六个传统村落虽然在某些具体建筑外观上有些差别，但小

桥流水的江南水乡街巷格局基本一致，一些传统习俗等也保持了苏南文化的特色。居民

和游客在回忆时常常会提及，如R-16“还有我们杨桥的路，你看到没，什么形状？人字

形青砖，你再反过来看，什么形状，还是人字形，你知道什么意思嘛？不管哪个方向

走，它都是个人字形，寓意步步高升”。苏南传统村落会让当地居民和同属吴文化区域的

游客产生文化认同，认为这是村落所特有或该地区所共有的文化，由此产生文化自信并

进行文化交流。通过祖辈口头相传形式以及存有集体记忆的村史博物馆等建筑，乡愁起

到了一定的文化传承作用。

自乡愁概念提出以来，政府高度重视乡愁文化资源，挖掘乡愁资源[1]。传统村落文化

深深镌刻着乡愁文化，所以新城镇建设必须尊重和传承传统文化并坚持当地文化特色，

因为这样人们可以连接故乡情感，可以追寻故乡记忆，可以传承乡村文化。

2.3.3 乡愁具有保护和开发价值

保护和开发价值，是乡愁的衍生价值。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显著地受到他们赋

1611



35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予特定地方的情感、意义和价值的影响[47]。访谈中显示，居民和游客的乡愁愿景体现在

对家乡和乡村有一定的期望、保护行为及对旅游开发的意愿态度，故乡愁具有保护和开

发价值。目前国内各地围绕“乡愁元素（即资源）”打造乡愁经济，建设乡愁主题公

园，开发乡村旅游。

乡愁具有保护村落的价值。居民和游客产生乡愁情感后，都希望自己的家乡越来越

美好，主要体现在保护自然环境和建筑景观、传承民俗文化等方面。游客在传统村落旅

游时，对自己的家乡和所游览村落的旅游开发也有关注，如T-5认为“自己的根源在农

村，也希望自己的家乡变得富饶美丽”。T-16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在城镇化开发中得以留

存，同时得到保护和开发”。

乡愁具有旅游开发的价值。在访谈过程中发现，村民都不约而同地表达对家乡发展

旅游的态度。（1）期望发展旅游：主要是未开发旅游的传统村落村民持这种态度，如常

州焦溪。村民期望故乡得到发展，如希望政府加大保护历史建筑的资金投入，借助旅游

带动传统村落的恢复和发展。（2）支持发展旅游：已经进行旅游开发的村落中部分居民

表示支持发展旅游，如陆巷居民在旅游开发中获益很多，带来丰厚的收入，并且因为旅

游开发后抬阁、抬观音等民俗的恢复，唤起了他们的乡愁，故他们多支持旅游开发。

（3）认为旅游有利有弊或不支持开发旅游。如陆巷从事不同职业的居民认为受益程度不

均，因此持发展旅游有利有弊观点，而有些未从旅游业中受益或对自己受益却无感知的

居民不支持旅游开发。此外，游客在异乡产生乡愁时，也期望自己的家乡能够通过旅游

开发得以保护和发展，同时会对所游传统村落产生美好的愿景，如T-17认为“开发旅游

可以得到收入，更好地保护当地文化，开发旅游要以当地居民的需求为先，如在嵊泗列

岛坐轮渡时，居民优先，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需要借助乡愁的理念，为老百姓的乡愁留足记忆空间，实现

“记得住乡愁”的城镇人文复兴[15]。显化乡愁的情感联结和文化认同价值，进而吸引新乡

贤，推动人才振兴，培养文化自信，促进乡村治理、旅游开发和乡村振兴。“留住乡愁”

应就地城镇化，建设特色小城镇，优化“三生空间”[48]。乡愁旅游地建设已经成为留住

乡愁的积极尝试 [24]，以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旅游发展唤醒文化记

忆，构筑“乡愁”载体，促进乡村文化传承、本土特色塑造和旅游产业发展[2]，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以苏南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基于扎根理论研究，通过专家建议并参考已有量

表，提出从文化维度、情感维度、记忆维度对传统村落旅游地主客乡愁进行测度，经过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维度构成，最后阐述

了乡愁的资源价值，主要结论如下：

（1）传统村落旅游地的乡愁是一个综合概念和特定人地关系的体现，是在一定时空

条件下，乡愁主体、乡愁触点、乡愁载体、乡愁情感、乡愁愿景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文化、情感、记忆三个维度构成，不仅仅是离乡的愁绪，思乡的记忆，也体现了一定

的文化概念，是情感、记忆和文化的集合体。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

验，发现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文化—情感—记忆”三维度构成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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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答了传统村落旅游地的乡愁是谁的乡愁。不仅离开家乡、漂泊异乡的游子会

有乡愁，仍在家乡生活的在地居民也是城镇化背景下乡愁的主体，同时前去传统村落旅

游的游客也会触景生情，唤起乡愁，通过旅游得到一定的慰藉。基于乡愁主体范围的扩

展，因而乡愁中“乡”的解读，不仅包括个体具体的家乡，也可以理解为乡村（原乡）。

（3）主客乡愁之间存在差异。居民在情感、记忆、文化三个维度均值都大于游客，

说明居民乡愁强度高于游客。居民情感维度均值最高，文化维度均值最低。游客文化维

度均值最高，情感维度最低。这与居民和游客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在地居民或离

地居民在所调研村落生活过较长时间，家乡充满了他们过往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因此情

感较浓，虽然游客触景生情，但未曾在这里生活，因此情感维度均值较低，但游客对共

有的乡村文化有较强的认同，因此文化维度最高，而大多数居民在访谈时主要侧重过去

记忆和情感的表达，对自己乡愁中的文化符号感知较低。

（4）乡愁作为一种资源，其价值主要体现为情感联结价值、文化认同和传承价值、

保护和开发价值。在乡村振兴和新城镇建设中，需要借助“记住乡愁”的理念，体现乡

愁的资源价值，因此应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和恢复寄托乡愁情

感的场所，建设和营造乡愁载体，不要切断居民对家乡、游客对乡村的乡愁记忆和情感

依恋，将乡愁作为旅游资源为旅游开发服务，促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3.2 讨论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传统村落旅游地的乡愁问题对发掘乡愁旅游

资源，开发乡愁资源价值，将传统村落建设成为能让人“记住乡愁”的宜居宜游的美丽

乡村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在结合扎根理论研究和文献回顾基

础上对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量表探索，经过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仍需进一步

优化，以增强其适用性；第二，本文所开发的乡愁量表是否适合其他文化及类型的传统

村落旅游地尚需验证。未来可在扩大传统村落旅游地案例地选择的基础上，对比不同文

化区域乡愁维度构成，或者选择不同尺度的研究案例地，对比城乡旅游地乡愁之间的异

同，进一步拓展旅游地乡愁的研究范围，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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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ment of xiangchou and its resource valu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in Southern Jiangsu

CHEN Xiao-yan1,2, HUANG Rui3, HONG Xue-ting2, HU Xiao-hai1, LI Dong-ye2, SHEN Wei-li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Jiangsu,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Remembering xiangchou" (nostalgi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and tourists,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scale

of xiangchou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and discusses the resource

value of xiangchou. The results show that xiangchou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is a comprehensive concept, which is the embodiment of specific human-land relationship, un-

der a certain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dition, and that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xiangchou subject, xiangchou touch point, xiangchou carrier, xiangchou emotion and

xiangchou vision. Xiangchou is not only the sadness of leaving the hometown, but also the

memory of homesickness, which embodies a certain cultural concept and is a combination of

emotion, memory and culture.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paper discusses and verifies the "culture-emotion-memory" scale of xiangchou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xiangchou of

the residents and tourists: the intensity of residents' xiangchou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ourists.

The mean value of residents' emotional dimension is the highest, while that of cultural dimen-

sion is the lowest; the mean value of tourists' cultural dimension is the highest, but that of emo-

tional dimension is the lowest. Xiangchou has certain resource valu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emotional connection value,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heritance valu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value. Based on thi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xiangchou;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resource value;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

ism destinations; Southern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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