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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的文化空间建设与语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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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民俗旅游的文化空间建设方法，实现旅游者、原住民、移民者在乡愁情感影响下

的不同精神诉求，并建立基于需求要素的民俗语境表达路径。方法 以语义学、民俗学相关理论交

叉研究实现文化场域的多级符码划分，以设计理论运用实现民俗事象在“音形色意”4 个层面的元素

提炼，完成特质化民俗语意表达。结论 通过对当代乡愁的意义解构，获得不同人群对民俗旅游空

间“归属感与特质化地域文化”的差异性需求，以此为契机建立多级文化符码体系，实现民俗旅游的

文化空间系统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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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pace Construction and Context Expression of the Folk Custom Tourism 

LI Yang, ZHANG Xu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space construction methods about the folklore tourism, to achieve different 

spiritual appeal of tourists, aborigines, migra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ostalgia emotions, and build folk semantic ex-

pression path based on demands elements. Multilevel codes division of cultural field is realized by the relevant theory of 

semantics and folklore. Four "sound, shape, color and meaning" level of elements refining of folklore is realized by design 

theory to complete semantic expression of characteristic folk custom. Through the meaning d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

rary nostalgia, people obtain the difference demands of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reg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for 

folk tourism space, which can establish multi-level cultural codes system and ultimately realize the culture space syste-

matic construction of folk custom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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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愁在社会、文化造成的多重因素影响

下，其敏感、温婉的思乡之美在民俗旅游中正成为

拨动旅游者心门的一股新力量 [1]。神秘的民俗祭

奠、朴实的乡土活动，似乎越接地气越受追捧。当

代乡愁在民俗旅游市场日趋强劲的发展，促使以此

为契机的民俗文化旅游不得不思考其发展的根本

是什么。民俗文化空间如何能依托当代乡愁的情感

内核，建立语意指向明确的文化语境，实现更丰富

和饱满的民俗文化体验，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1  当代乡愁解构 

新生活模式促使人们远离家乡，“当代乡愁”成

为“归属感”的载体。新生活模式颠覆了人们的传统

认知，交通、信息传播、经济产业结构等促使年轻

人远离家乡，体验着相对程式化的生活，感受着物

理空间的无限扩大，心理空间却不断缩小的信息时

代交流模式。世界各地的人，因工作学习等客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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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被迫汇聚于异乡，被迫融入社会、文化功能明确

且迥异的群体。个体为更快取得适应，实现文化与

身份的认同，不得不隐没某些个性再培养重建另一

些。这一过程中，人们因盲从、孤独、自我胁迫等

负面情绪，而极易寄思于“乡愁”，在对家乡的追忆

中找到情感寄托，当代“乡愁”成为异乡人“归属感”

的载体。 

趋同性城市建设缺少情感载体，“当代乡愁”需

要“地域性民俗文化特质”作为语境表达的载体。 

全球现代化、标准化的发展，迫使人们置身于

愈加“雷同”的社会大环境中[2]。在此现状下，人们

对“家乡”的描述很自然会涉及地域性民俗特征明

显的部分。如我国坝上草原旅游地区是承德市的标

志性景点。承德市民虽然也生活在高楼林立的现代

城市建筑环境中，但是他们对“家乡”的感怀，往往

源自儿时所见“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丽图景。当代

乡愁虽然也如传统乡愁般憧憬“旧时光”，其寄情于

“地域性民俗文化特质”的根本则源于当代城市化、

城镇化建设的趋同性，文化特色表达缺失，民众难

以找到情感载体。地域民俗文化特质对于当代乡愁

的语境表达，是必要性的存在。 

2  民俗旅游文化空间建设 

2.1  文化空间建设要素 

文化空间强调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举行传统

的民间文化活动[3]。民俗旅游的文化空间建设则需

要指向明确的文化语境表达。文化空间构成中，时

间空间与人紧密连接，旅游者、原住民、服务者与

特定时节、特定空间共同营造的旅游活动使旅游文

化空间具有明确意义，其文化语境表达将使置身其

中的不同人群获得共性与差异性均十分明确的情

感体验。 

文化空间建设要素可归纳为时间、空间、不同

人群及文化语境表达。在不同时空要素制约下，对

应旅游者、原住民以及服务者等不同人群所确立的

文化语境将具有特质明显的区别。不同时段在庙宇

燃香祈福这件事，对旅游者与信徒所传达的意义迥

然不同，虽然两者都存在“敬畏神明”这一共性语境内

涵，但是明显前者更注重“游”而后者执着于“信”。前

者对于在何时何地完成燃香的文化空间建设，提出

了直接、明了但浅显的行为导向需求，而后者则渴

望得到深刻、更尊重传统的仪式性空间内含表达。 

2.2  民俗文化体验与乡愁 

合理、恰当的文化空间建设，受众将可获得语

意指向清晰、情感体验连贯的良好感受[4]。反之，

语意指向模糊，受众情感体验断裂，对于民俗旅游，

将直接影响其旅游产品的良性发展，导致当地民众

参与性降低，企业获益减少，后续发展乏力等一系

列消极结果。 

在全球化发展、信息技术的肆意蔓延下，中国

正经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剧烈碰撞。文化与身份认

同的错位，使“当代乡愁者”囊括旅游者、服务者与

原住民等各个人类群体。去异国他乡、回归故里，

找寻钢筋水泥下缺失的古老文化及纯真自然，儿时

缩影是当代旅游的核心主题。我国诸多如“中国特

色民俗旅游景区建设标准模版”的文化旅游空间，

正在经历着旅游资源及模式单一、雷同，缺少核心

竞争力以及旅游服务水平发展缓慢的尴尬阶段[5]。 

3  民俗旅游文化语境表达 

文化语境表达需明确传统、过去、当前文化现

象作为完整语境建设的重要元素[6]，以何种方式协

同、取舍，服务于整体。通过建立民俗旅游文化语

境表达体系，最终实现基于当代乡愁的民俗旅游文

化语境特性表达，实现侧重于不同人群或时空要素

的文化语境创新表达。 

3.1  民俗旅游关联人群 

民俗旅游的主体是旅游者，与之密切相关的是

旅游活动服务者。而当地原住民则是民俗文化的传

承者及文化发展存亡的观察者与参与者。旅游者作

为民俗旅游的构成核心，其特征为具有对普遍意义

的社会价值观及文化审美认同，同时是异域文化的

载体者，其社会、文化、历史的认知基础存在不同

程度的差异[7]。原住民是本土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更是很多口口相传、手手相传的非遗传承者。对本

土文化如何发展和建设有绝对的发言权。旅游地服

务者，既有原住民又包括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本土

服务者一般已有较完整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对本土

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既深刻同时又坚持自我观点，甚

至颇为“固执”。外来务工人员则对当代乡愁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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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宿和文化、身份认同需求更为迫切。 

当旅游者与原住民、服务者置身于同一空间，

他们期待获得的文化体验是不同的。而文化语境表

达，则需要掌握共性层面精神需求的同时，由不同

空间构成要素通过多级符码层层推演分析，获得不

同侧重点下，特性明显的文化语境表达，并以此为

契机，完成文化空间的创新性建设。 

3.2  文化场域内多级符码 

文化语境表达，依托文化地特征与符号内涵意

义的准确诠释。各文化符号由各自的意义单体通过

语境空间场域，形成区别于单一代表的层次更加丰

富与内含意更为广阔的意义系统，则文化语境的表

达既能够实现旅游者、服务者、原住民、移民者各

自不同的文化认同需求，又能够为文化空间建设确

立统一、明确、深刻的目标。 

文化符码是由具有意义的文化符号构成的场

域。符码具有的意义系统，对于民俗旅游的文化空

间而言，可划分为强调共性表达的一级文化符码；

确立对文化空间的逻辑性语境表达的二级文化符

码；强调不同地域文化特质的三级文化符码。 

3.2.1  一级文化符码 

具有社会价值、美学鉴赏、历史评价等层面的

普适性符号意义，是对旅游地文化空间语境的共性

表达，如敦煌莫高窟的“神秘、苍凉、悠远”的普遍

性意义认知。此层面文化符码，是推演完成特性语

境表达的重要基础，旅游者与原住民、移民者，在

对传统、过去、当前文化现象的不同敏感度中，认

同性较高的是共性文化符码。其存在形式往往符合

人类本真反应，如以格式塔心理学为基础的“和谐、

对称、平衡”等特质，是不以种族、社会、文化背

景的不同为转移的。而人类的乡愁意识亦是源自其

对身边陌生、疏离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人际关系产

生的略带悲情的浪漫主义情怀，是人类寻求精神归

宿与身份认同的本真。异乡人思念故土，原住民向

往失去的自然、纯真、朴实的生活方式。民俗旅游

文化空间建设的一级文化符码需结合“乡愁”的精

神诉求，明确该空间最高语意指向，使其后多级符

码以此为契机进行关联性思考。 

3.2.2  二级文化符码 
在建立宏观语境表达的基础上，民俗旅游需围

绕旅游者、原住民与服务者 3 个民俗旅游关联人
群，对于“当代乡愁”产生的“归属感”需求以及“地
域性民俗文化特质”合理融入文化空间建设的需求
依次展开分析。建立针对 3 个群体各自的文化符
码，强调此阶段符码传达的意义系统对上下级符码
的关联与过渡作用。本层文化符码是对文化空间的
逻辑性语境表达。多级文化符码的表达与各要素关
系见图 1。在图 1 中，旅游者的“归属感”首先来自
一级文化符码的共性语境表达。 

 
图 1  多级文化符码的表达与各要素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multi level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elements  

首先，旅游目的是通过在异域获得不同感官体

验来愉悦精神，则旅游者对旅游地的“归属感”将主

要体现在旅游空间能否使旅游者产生情感共鸣。一

级文化符码体现了人类对本真的追求，“本源与真

实”恰恰是民俗文化类旅游的独特优势。民俗源自

当地长期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积淀，是特定社会群

体约定俗成的文化行为 [8]。对旅游空间的创新建

设，首先需保证民俗本真内核不变。哈尔滨与天津

蓟县的“农家乐”其本真都是淳朴、粗旷的，哈尔滨

因极寒环境造就的东北火炕上一家人围着小方桌

吃饭聊天的民俗生活图景，其语境增添了豪爽、热

闹的内涵意义。天津蓟县承载华北地区特有的乡村

文化，在葡萄架下围着八仙桌长幼有序依次落座的

家庭聚餐图景，语境中有由礼仪、长幼、尊卑传承

造就的沉稳和肃穆的内涵意义。又由葡萄架、八仙

桌等一些民俗物象冲调、缓解了礼数制度的冷漠，

融入温馨与和谐的内涵。两个不同民俗地的文化语

境，共性中有差异。民俗文化空间建设紧紧抓住其

“本真”特性，才能打动旅游者，使其在民俗旅游过

程中获得乡愁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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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旅游者的“归属感”源自与原住民的良好

互动。良好的交流互动是外来人群融入当地文化最

直接有效的途径。旅游者在民俗地的停留时间短

暂，文化旅游空间需搭建好旅游者与原住民交流互

动的平台，通过旅游活动、服务、产品等模式的创

新，实现旅游者与原住民的主动交流，使旅游者得

以接触甚至融入当地民俗与生活，获得文化乃至身

份的认同，在异国他乡寻得归属感。 

再次，旅游者的“归属感”源自服务者服务方式

体现确定的文化语境描述。在明确的文化空间语境

中，服务者的服务方式需顺应语境表达，从着装、

行为、语言等细节使旅游者能更好地融入文化空

间，体验异域民俗风情。 

3.2.3  三级文化符码 

确立了清晰的文化空间建设需要考虑的各层

逻辑关系，三级文化符码将具体到文化符号的提炼

与创新[9]。以当代乡愁对“地域性民俗文化特质”的

要求，依据旅游者对乡愁的情感需求，将民俗文化

从“民俗事象[10—11]”的角度，完成“音、形、色、意”4

个方面的文化符号提炼与创新。 

天津某民国主题饭庄，侧重于与旅游者视角相

似的食客所做的特性化文化空间建设，体现了对民

俗文化的符号创新与合理、巧妙的运用。置身其中，

食客获得连贯、舒适的民国时期天津民俗文化体验。

将天津的“民俗事象”，从音，即曲艺，服务者叫卖吆

喝；形与色，即喧闹的市井文化融合在殖民时期遗

留的多国租借建筑中，雪花膏、成衣铺子、怡和洋

行等一些民国时期特色招牌穿插其间；意，即曲艺

表演、民间美食的手工艺制作、食客用饭庄发行的“大

洋”完成消费过程等行为蕴含的内涵意义，4 个方面

完成尊重传统、注重创新的民俗文化符号创新。 

4  结语 

旅游地的民俗文化空间建设，能够打动旅游者

的根本在于“本真”，而本真的表达必须结合更为具

体、细致的制约因素影响下建立的文化语境建立。

这些制约因素来自文化场域的多级符码的分析与

最终确立，以及“当代乡愁”对旅游者、原住民、外

来务工的服务者所具有的不同意义。把握当代乡愁

“归属感”与“民俗文化特质”的内涵，通过侧重于不

同人群的文化符码共性、关联、特性关系分析，将

民俗文化从“民俗事象”角度完成“音、形、色、意”4

个方面的文化符号提炼与创新，将能够为民俗旅游

的文化语境表达提供更明确和清晰的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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