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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休闲化是旅游业提升的必由之路。乡村旅游需求的休闲化趋势、乡村旅游产品的本质特点及乡村文化的休闲特质决定了乡村旅
游具有休闲化发展趋势。以浙江兰溪市诸葛村为例 ,在总结诸葛村旅游开发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 提出了诸葛村乡村旅游休闲化
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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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低水平旅游供给、低水平经济收入、低层次综合

素质和以节俭为主导的传统消费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 ,

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到较低价位的消费、较低档次的旅

游服务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 乡村旅游行为停留在悦目、

悦身的基本层次[ 1] 。我国乡村旅游产品系列化、深度化不

够, 许多乡村旅游产品只是在原有生产基础上稍加改动和表

层开发, 产品雷同 , 缺乏创新设计和深度加工, 文化品位不

高, 特色不明显 , 难以让游客感受和体验乡村形象[ 2] 。李文

明等从旅游主体、客体和媒体的视角考察, 认为旅游休闲化

是提高旅游主体旅游休闲质量、使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必

然选择[ 3] 。休闲化已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方向 , 符合旅游消费

需求的发展趋势, 必将成为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

1  乡村旅游休闲化发展趋势

1 .1  乡村旅游需求的休闲化趋势 吕连琴等总结了我国乡

村旅游需求发展趋势。首先, 放松精神、休闲度假, 休养疗

养、回归自然, 享受天人合一的和谐、温馨与浪漫将逐步成为

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 其次, 旅游的最基本层次———观光需

求在一定时期内仍占重要地位, 但是游客对自然环境的天然

性、纯净度、优美度要求越来越高, 对人文环境则要求古朴、

新奇、“乡土味”、“民族味”, 对技术手段则要求原始、古老或

高新、精尖; 第三, 游客对旅游活动的参与性、体验性、新奇感

要求越来越强, 对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等软硬件要求越来越

高[ 1] 。乡村旅游需求整体上呈现休闲化趋势 , 是乡村旅游休

闲化发展的市场动力。

1 .2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休闲化趋势 虽然资源品位和市

场情况有所不同, 但所有乡村旅游地旅游产品的主题都几乎

是相同的———“传统的乡村环境和生活”, 只是在内容上有所

差异, 因而, 对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也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发

现、挖掘和表达乡村环境、乡村生活的要素的过程[ 4] 。活动

内容与游览组织是乡村旅游能否成功开展的关键。体验中

仅仅依靠散落的活动还远远不够, 规划中更要以主题为中

心, 四大活动体系为主体, 运用情景规划, 为游客设计体验

“舞台”和“场景”。通过对旅游各个环节的设计, 以主题贯穿

整个旅游过程, 引导游客进入特定的角色并且沉浸其中, 从

而完成体验和旅游活动[ 5] 。因此, 休闲化是乡村旅游地产品

开发的方向。规划中要运用情景规划, 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主

题体验。

1 .3  乡村旅游文化的休闲特质  传统乡村文化在旅游产品

的生产和组合中可以作为最重要的素材和着眼点。天人合

一式的环境 , 健康、朴素、简单的生活, 正是这些传统乡村地

区所独有的魅力, 也就是乡村与现代化城市环境、生活的差

异成就了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因此, 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旅

游活动的最大特点。乡村旅游注重传统事物和传统价值, 主

张将旅游活动和旅游者融入乡村生活之中, 为旅游者提供一

个安静、自然的乡村生活体验[ 4] 。因此, 乡村旅游文化的休

闲特质, 是乡村旅游地对城市居民最根本的旅游吸引力所

在, 规划中要充分体现。

2  诸葛村旅游开发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诸葛村位于浙江省金华兰溪市, 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

裔聚居地。村落按九宫八卦布局, 村中保存完好的元明清古

建筑200 多处,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 级旅游

区。2005 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近20 万人次, 门票收入超过500

万元。诸葛村旅游发展走在金华市其他古村落的前列。然

而, 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 .1  旅游经济呈现“门票经济”特点, 旅游综合效益尚待提

高 诸葛村游客结构以团队、观光为主体 , 旅游经济呈现“门

票经济”特点, 旅游经济效益尚待提高, 综合带动作用没有得

到显著体现。诸葛村从1994 开始发展旅游,2005 年接待游

客人次比1994 年增长了13 .5 倍, 门票收入增长近2 400 倍。

2005 年诸葛村游客在门票上的平均花费约26 元, 人均旅游

消费约50 元。诸葛村旅游经济表现出“门票经济”的明显特

征, 旅游总收入中门票收入比重占绝对优势, 其他餐饮、住

宿、娱乐、购物等方面收入比重小, 旅游综合效益不高。

2 .2 旅游产品类型单一, 休闲参与性活动项目尚待开发  

诸葛村旅游活动较单调, 主要是看老房子、逛老巷子、听导游

讲解。此外, 诸葛村还开发了传统农具、生活用具展示、中药

文化展示、诸葛亮廉正思想教育展馆等观光旅游产品, 开放

了祭祀场所和部分传统民居, 如丞相祠堂、大公堂、雍睦堂

等, 推出农家土菜、传统小吃、孔明锁、孔明扇等旅游餐饮和

旅游纪念品。上海、杭州等地高校美术、建筑专业大学生到

诸葛村写生、考察。诸葛村旅游产品以观光、修学旅游产品

为主, 类型单一, 乡村休闲参与性活动项目尚需开发。

2 .3 旅游活动空间狭小,环境保护力度尚待加大  一方面 ,

诸葛村旅游快速发展 , 古村落的环境质量受到影响。问卷调

查表明,“水质、空气质量有所下降”是居民和游客普遍反映

的问题。村内卫生状况堪忧 , 可见垃圾增多 , 钟池水开始变

得混浊, 严重影响古村落的内在气质和外部形象。另一方

面, 村内缺乏较大的敞开空间, 为游客活动和居民生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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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提出挑战。问卷调查还显示, 村民已经认识到“旅游者

的大量涌入破坏了村落的宁静环境”、“旅游发展引起了村口

交通拥挤”, 虽然还没有感觉到“打乱了日常生活”, 出于经济

收入的考虑欢迎旅游者的到来, 但二者已经出现了矛盾。随

着更多游客的涌入 , 这个矛盾将更加突出。

2 .4 旅游资源利用率较低, 文化品位尚待提升  诸葛村乡

村旅游资源由乡村景观资源和乡村文化资源两大部分组成 ;

乡村景观资源由乡村聚落景观和田园山水景观组成; 乡村文

化资源包括传统上层文化( 宗族文化、文学艺术、建筑文化) 、

民俗文化、市井文化( 中药文化、民间工艺、饮食文化) 、农耕

文化和诸葛亮思想文化, 具有雅俗并存、兼容并蓄、文化深

厚、继承创新等特点。

但是, 诸葛村优越的乡村景观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没有充分挖掘, 文化品位尚待提升。例如 , 文字资料和导

游讲解中涉及建筑风格建筑艺术的极少, 游客对古建筑的审

美需求无法满足。不少村民对旅游业的认识仅限于自发出

售旅游纪念品和土特产品, 且旅游纪念品缺乏地方特色。古

村落内餐饮和住宿特色不明显, 家庭酒店和家庭旅馆的设计

布置文化气息不浓郁, 也未能充分体现当地特色。

2 .5  旅游专业人才缺乏 ,运营质量尚待优化 目前诸葛村

成立了诸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诸葛村旅游经营管理。

公司主要由办公室、营销部、售票处( 包括导游、门卫、占卦

等) 、住宿部、安全部5 个部门组成, 办公室同时负责财务工

作。作为行政单位的村委会 , 拥有景区的管理权, 不参与景

区的经营。旅游公司负责景区的经营运作, 实行政企分开 ,

公司的全部资产归村集体所有。这使得诸葛村旅游开发具

有良好的经营机制, 为旅游休闲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

是, 诸葛村尚缺乏旅游休闲化发展的专业人才。这将成为乡

村旅游进一步发展的人才约束, 影响景区运营质量和水平。

3  诸葛村旅游休闲化发展思路

3 .1 开发休闲旅游产品, 注重文化体验  诸葛村要大力开

发休闲旅游产品, 加强对诸葛文化的挖掘和展示, 注重游客

文化体验, 不但可以丰富诸葛村旅游产品类型 , 拓展游客活

动空间, 延长逗留时间, 提高旅游收入 , 而且可以提高村民参

与程度, 协调旅游开发与村民受益的矛盾, 有效分流游客, 提

高接待能力, 缓解高峰期游客压力。

诸葛村休闲旅游产品包括: 开发诸葛八卦宴、农家土菜、

中药饮食等特色餐饮产品; 传承与发展诸葛村良医良药文

化, 开发中医保健养生产品 ; 开发乡村休闲和田园观光体验

产品, 如传统作坊参与制作、瓜果蔬菜采摘、斗牛斗羊表演、

射弩、推诸葛车竞赛、敲诸葛行军鼓等项目; 依托田园山水景

观资源, 开发乡村观光、乡村度假产品 ; 结合诸葛亮生辰( 农

历四月十四) 与祭辰( 农历八月廿八) 祭祀仪式, 开发乡村节

庆活动产品 ; 开发中药材辨识、农作物认知、诸葛文化讲座、

风水知识讲座等乡村教育旅游产品; 深入挖掘诸葛文化, 开

发特色旅游纪念品, 如诸葛车、诸葛行军鼓模型、诸葛灯、中

药材炮制品以及竹编、泥塑、根雕器皿、三国人物等。

3 .2 营造乡村意象, 突出乡土风格  乡村意象主要表现为

乡村景观意象和乡村文化意象。乡村意象本身是一项极为

重要的无形旅游资源。乡村旅游的开发方向只能是突出乡

村景观特色, 挖掘乡村文化内涵, 体现特有的乡村意象[ 6] 。

游客对乡村旅游的最重要的需求是一种对乡村“意象”的梦

想, 是对“乡村之美”的追求[ 7] 。也就是说, 乡土性越明显, 与

城市的差异性越大, 乡村旅游的竞争力越强, 对城市居民的

吸引力越大。

因此, 诸葛村进行开发规划时, 首先应该坚持乡土性原

则, 充分利用当地的乡土元素, 保持乡村旅游资源的乡土性

和原真性, 营造乡村意象, 如尽量采用当地传统民居建筑风

格; 绿化树种的选择大多采用乡土植物 , 不搞大兴土木工程 ,

尽量保持原有乡村景观结构; 采取适当的鼓励措施, 保持当

地农业文化形态。

3 .3 加强生态建设, 扩展休闲空间  诸葛村旅游休闲化发

展, 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 实现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

协调旅游开发与农业生产的矛盾, 发展生态农业, 实施科技

兴农, 加强生态技术应用, 减少农业污染。乡村建设应体现

生态化思想 , 注重循环利用, 节约能源, 推广绿色技术, 鼓励

利用绿色能源。建设环境保护教育解说系统, 加强环保宣传

教育工作。

目前游客以在村中游览为主, 游客接待量超过了古村落

的环境容量 , 在周末和节假日尤为明显 , 对古村落环境造成

很大的压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因

此, 应扩展诸葛村旅游休闲空间, 充分利用田园山水景观资

源, 设计休闲体验活动 , 分流游客, 降低对古村落的环境压

力, 增加游客的逗留时间。

3 .4 尊重地方民意, 强调社区参与  古村落地居民具有双

重身份: ①当地居民拥有古民居产权; ②由于旅游业较快发

展而影响当地居民正常生活秩序等, 使居民成为旅游业发展

的重大利益相关者[ 8] 。双重身份决定了当地居民在旅游开

发重大问题上拥有参与决策权、对旅游管理人员的监督权和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相关权力。而且经营者应建立与居民

代表对话协商机制, 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权益和意见。在乡

村旅游开发中 , 强调社区村民的参与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

益, 尽量优先吸收和安排当地村民就业 , 使村民以更积极的

态度参与旅游、支持旅游。

3 .5 引进专业人才, 提高经营水平  本土化管理模式虽然

有利于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 减少旅游漏损, 短期内对

当地旅游业的起步、发展能带来一定的作用, 但在长期的管

理过程中, 会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因此, 一方面要引进专

业开发和经营人才, 另一方面要重视现有从业人员的定期培

训, 进而提高古村落居民的整体素质, 改变原来人情管理、道

德约束、自我经营的方式, 进行科学管理、规章约束、规范经

营是相当必要的[ 9] 。诸葛村旅游休闲化发展需要引进和培

养如休闲旅游项目策划、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风景园林、建

筑设计等方面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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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父节点现象难以再现。②共享子树方式。结点E、F 共用

G 子树。这样做可以避免数据库中数据冗余, 反向检索时如

果某结点为多父结点, 就能够方便地找到其所有父结点, 缺

点是数据结构相对复杂, 计算机检索实现困难。

图4 植物检索结点的多父结点

Fig .4 Multi-father node of plant retrieval nodes

4  植物检索的计算机实现

植物检索计算机实现模式如图5 , 图5 显示的是一个完

整的二叉树单元、当前结点( 图中结点A) 及其2 个子结点( 图

中B、C) , 单击左边箭头, 则该二叉树单元显示当前结点的父

结点及其子结点( 包括A, 不多于2 个) , 如果当前结点有多个

父结点 , 则弹出“选择检索路径”对话窗口, 用户选择后按所

选路径逆向检索; 单击左边箭头, 则该二叉树单元显示相应

的结点及其子结点。如果结点名称为植物门、科、属、种, 则

双击相应的“详细”即可查看其属性( 包括植物志描述、价值

描述、图片描述等内容) 。

图5 植物计算机检索模式

Fig .5 Computer retrieval model of plant

  植物检索路径具有记忆功能, 如果需要可显示检索路

径, 如图6 是苹科植物的检索路径。

图6 苹科检索路径

Fig.6 Retrieval model of pepperwort family

5  植物检索路径图的绘制

同一种( 类) 植物可能有多条检索路径, 这些路径组合在

一起构成该种( 类) 植物的检索路径图, 根据多父节点的处理

方式不同植物检索路径图的绘制有2 种方法。①对于复制

子树方式, 同一节点在数据库中可能会出现多次, 每一次重

复出现会对应不同的检索路径, 选择最长检索路径为干路

径, 其他路径为枝路径, 枝路径也可分枝, 如图7。该检索路

径图的绘制步骤为: 在植物检索表中找到所有的被检索植物

种( 类) 结点, 并将其当做叶结点; 选择其中的一个叶结点按

图6 方法绘制其检索路径图 ; 其余叶结点同样按图6 方法绘

制其检索路径图, 只是在绘制过程中遇到图中已有结点时即

可停止; 以最长路径作为干路径, 得到如图7 所示的检索路

径图, 与复制子树检索表相同为二叉树形。②对于共享子树

方式, 同一结点在数据库中只出现一次 , 但该结点可能有多

个父结点, 对应这多条检索路径 , 但路径的起点和终点相同 ,

如图8。该检索路径图的绘制步骤为 : 在植物检索表中找到

所有的被检索植物种( 类) 结点, 并将其当做叶结点; 按其检

索路径的逆方向依次画出如图8 所示的纺锤形检索路径图。

图7 复制子树式检索路径

Fig.7 Retrieval pathof replicationsubtreetype

图8 共享子树式检索路径

Fig .8 Retrieval pathof sharing subtreetype

6  结语

计算机植物检索功能采用共用子树的方式处理数据结

构中多父结点的问题, 数据库中没有冗余数据 , 并可显示复

杂的检索全路径。该项功能的实现可以使“植物信息管理系

统”[ 3 - 6] 功能进一步完善, 适用领域更加丰富, 使其能够在植

物教学、科研及科学普及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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