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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外来艺术的地方成长机理
——周庄古镇三毛文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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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内容和热点问题。已有文献主要以本地文化为研究对象，分析

在外部力量介入情况下，本地文化变迁的过程与机理。文章将

研究对象聚焦于外来艺术三毛文学，通过对其在周庄古镇旅游

地成长过程的考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外来艺术地方再生产

的内在机理，为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通过对文学旅游者的调查发现：在对文学兴趣和信仰、文学代理

人运作的综合作用下，外来艺术三毛文学被周庄旅游业所利用，

改造为稳定的文学艺术场三毛茶楼，成为古镇新的地方文化。

文章为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地方旅游业的经营管理，尤其是旅游市场营销提出了新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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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改进，人类

流动的范围不断扩大，频率、速度不断加快，全球出

现诸如唐人街、小意大利、小印度、小瑞典等洋人社

区，这类社会文化新景观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

文化现象[1]。那些人长期在异域居住生活，繁衍后

代，改造地方，将他们原有的习俗、习性和生活方式

书写在异域大地上，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生态景

观，这是全球时代文化扩散的结果，可以称之为“植

入的文化”。而另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选择“浪迹

天涯”，尽管来去匆匆，但是他们的短暂驾临也会给

当地带来无尽的财富。比如三毛，尽管她在周庄逗

留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却给周庄人民留下了一段美

好的回忆，给游客带来了无尽的思念与想象，与周

庄结下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缘。正如作家王剑冰在

《绝版的周庄》①一书中描述到：“我总觉得三毛有一

个精魂在周庄，那便是三毛茶楼。那是周庄为她打

造的一个心灵的栖息地。”或是如一位游客在三毛

茶楼留言本中所述：“在三毛茶楼，我们只是行色匆

匆的过客。只有一个人，她永远地留了下来，那就

是三毛。三毛留在了这木楼的墙壁上，留在了这楼

的空气里，留在了浓浓的茶水中，留在了人们的话

题中。三毛成了水镇的一道风景，几十年、几百年

……将像水镇一样悲壮而美丽。”本研究聚焦于外

来艺术在旅游目的地的成长过程，揭示全球化背景

下地方文化的再生产机制，为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

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旅游目的地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系统。以

往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以本地文化

为对象，分析在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本地文化

变迁的过程与机理。焦点集中在市场化和现代化

力量作用下的本地文化商业化的争论，如一部分学

者认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经过商业包装的文化丧

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真实性丧失，如民族文化的同

化、商品化、庸俗化、艺术品的价值和意义的遗失[2-4]。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在商品经济比较落后的民族地

区，旅游对接待地文化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

不应该回避市场化的冲击，而应该主动应对，有效

吸收外来文化要素的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所有。民

族文化的商品化增强了民族自信，实现了民族文化

的良性变迁，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世界化进程[5-6]。

① 王剑冰. 绝版的周庄[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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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从长时段来看，任

何一种文化都处于不断变迁之中。Hobsbawm 在

《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指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

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

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7]。我们更应该以一

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本地文化的变迁过

程。艺术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艺术在其自身的

发展中，不同门类之间相互吸收、相互利用，甚至重

新整合成为一门新艺术是普遍存在的。不同的艺

术门类之所以能够相互联系和融通，是因为它们有

着共同的“基因”，彼此在形式或功能之间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在旅游目的地，不同于艺术体制环

境，由于尺度和背景上的改变，外来艺术和本地艺

术之间的融合存在选择的过程。随着与外部世界

的长期接触，一些外来艺术被本地拒之门外，另一

些则融入本地艺术体系中，形成一种新的艺术风

格，成为新的地方事实。国内外学者如 Smith[2]、

Cohen[8]、Graburn[9]、Daniel[10]、孙九霞和王心蕊[11]都对

舞蹈表演进行过研究，研究结论表明，本地艺术可

以将外来艺术吸纳进自己的艺术体系，并利用它们

进行本土改造，可以使自己的艺术更具活力。

Kaeppler 把这种形式形象地称之为“机场艺术

（airport art）”[12]。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来自他

者（from the other）还是关于他者（about the other），

在艺术表演共同体中都会被接受为真实的艺术。

除了舞蹈艺术外，民俗艺术节[13]、音乐艺术[4]、民歌[14]

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即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积极吸

收外来艺术元素，从而走上公共表演之路，尽管原

有艺术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依然保持

着旺盛的艺术活力，对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能

够创造较大的社会、经济和艺术价值。不同于以往

研究，本文案例中的三毛文学并没有和当地艺术发

生接触，更提不上融合，相反，它是依托周庄古镇旅

游地的自然环境，凭借着文学青年对三毛作品及其

本人的兴趣和信仰独立发展起来的，由于其对游客

能产生吸引力，因此被旅游业所利用。进入市场化

和全球化时代以来，在文化消费浪潮、艺术与生活

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为如何正确处理外来文

化与本土文化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地方

文化营销提出了新的挑战。

1 理论分析框架

Danto 在考察艺术品资格时提出艺术界概念，

即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15]。Dickie对Danto

的概念进行了改造，发展出自己的艺术界理论，被

后人称之为“艺术的体制理论[16]”。他指出某物之所

以是艺术品，取决于它所处的那个体制性结构，即

艺术界[17]。这一体制性环境可以拆分为以下三个方

面：艺术界的体制——这包括使艺术活动得以进行

的系统性规则以及画廊、艺术市场、博物馆、报刊等

艺术机构；艺术活动——这里主要是指赋予某物以

艺术品资格的活动，以及进行意识活动，阐释艺术

品资格的代理人，如剧场经理、博物馆馆长、艺术商

人、艺术界成员等。正是在这些代理人和艺术机构

的作用下，艺术场得以产生它相对稳定的、具有规

范性的艺术惯例，即艺术界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成

为艺术界运转的真正动力。

Bourdieu认为艺术场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机制，

即信仰[18]。信仰作为一种集体信念，与整个艺术场

体制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艺术生产场是个特定的

信仰生产场，它通过艺术体制生产出特定的艺术价

值观，特别是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信仰和崇拜。艺

术场的信仰机制同时也是信仰不断生产的循环机

制，信仰的生产发生于整个生产领域，发生在各个

力量集聚的艺术场关系网络中。对于这些基本规

则的信仰保证了艺术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

的存在，其独特之处在于对一般性的主导原则即经

济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颠覆。

作为语言文字艺术的文学，往往是文化的重要

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内心和再现一定时

期、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文学与旅游是两个有着

不解之缘的历久弥新的话题。自古以来，旅游活动

催生了无数精彩的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的意象、

场景、人物以及与作家相联系的场所也对游客构成

强烈的吸引力[19-20]。但是Herbert也说：文学场所不

是历史的偶然，并不一定要是作者的出生地或死亡

地，为吸引游客，它们是可以被社会建构、创造和扩

大的。三毛茶楼正是这种文学场所，用Kaeppler的

话说，叫做“机场艺术”[12]。作为外来文学，三毛文学

是如何在游客的信仰机制作用下，在中国古镇旅游

地周庄内部形成文学艺术场，成为周庄旅游业营销

的重要内容？本文在艺术界分析框架下，考察文学

艺术场与旅游场的相互作用，将研究问题分解为三

个方面：

（1）三毛茶楼文学氛围和周庄古镇水乡旅游环

境的联系；

（2）三毛茶楼文学活动和周庄古镇旅游活动的

关系；

（3）三毛茶楼的管理者在三毛、三毛茶楼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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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三者中所起的纽带作用。

2 周庄古镇三毛文学

周庄位于中国苏州市东南38千米，距离上海约

70千米，古镇区面积 0.47平方千米。13世纪以来，

周庄作为江南水乡的典型延续至今。水乡泽国，是

周庄人地环境的经典特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

独特的以水为依托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

人们依水而居、傍水筑屋，形成了一个以河流走向

而定格的自然村落，即咫尺往来、皆须舟楫、家家枕

河的水乡风貌。

有人说，周庄名扬天下要感谢3个人，其中就有

台湾女作家三毛。三毛原名陈平，生于1943年3月

26日，一生“流浪”过54个国家，她的作品如《撒哈拉

的故事》《雨季不再来》《梦里花落知多少》，主要写

那些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人性，通过自

己、身边人的生活，挖掘出人性的光辉，周庄被三毛

誉之为人性最后的归宿和理想生活的乌托邦。

三毛与周庄有着一段深刻的情缘：一九八九年

四月十三日，是一个春雨蒙蒙的日子。台湾女作家

三毛风尘仆仆地来到这块她魂牵梦绕的故土——

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周庄给她的印象，她说只能用

“难忘”两字来形容。一个偶然的机会，三毛在周庄

认识了一位当地作家，当她离开周庄后，当地作家

撰写了散文《三毛在周庄》，很快在海内外发表，于

是，他们便有了书信交往，三毛在第一封信中说，真

好，周庄有你在，在最后一封中说，我要再来周庄吃

阿婆茶，吃大闸蟹，在你的故里大街小巷。

1991年 1月 4日三毛去世。为了纪念三毛，张

寄寒夫妇开设三毛茶楼，成为三毛文学艺术场所，

距今已有20多年。茶楼分上下两层，临水而筑。里

面到处是三毛的照片和画像，她或坐或立，或颦或

笑，静静地看着每一位来访者，脸上丝毫没有悲

伤。音箱里传出那首让人永远也忘不了的歌：“不

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

浪远方……”楼上的墙壁四周，贴满了白纸，人们用

各种各样的笔迹，表达对三毛的怀念和爱慕，倾述

衷肠。每一句源自心底的话语都烫得灼人，又是那

么耐人寻味。很多人泡一杯茶，坐在邻河的窗口，

一边望着随风摇曳的柳条，一边低声交谈。

如今，三毛茶楼从周庄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目

前已被国内 20多个省市电视台，国外 20多个国家

电视台拍成专题片，名扬四海，成立一道人文风景

线。三毛茶楼目前已积累茶客散文、诗词、书信、感

言等 300余万字以及绘画无数，成为周庄重要的旅

游表征，在旅游宣传册、政府文本、各类书籍、媒介、

游客日志、博客中随处可见。

3 研究方法

调研跨越 2011—2014 年，分为 3 个阶段进行，

具体时间分配如下：2011年 10月中旬共一周、2012

年 12 月下旬共 10 天、2013 年 2 月共 10 天，总计 27

天。每个阶段笔者以不同身份进入周庄，全方位、

多角度获取周庄与三毛文学的信息。

第一阶段以游客身份进入周庄，相当于预调

研，全身心体验江南水乡古镇周庄，赏“小桥，流水，

人家”水乡风貌和生活风情，品周庄美食，住民间小

屋，漫步周庄乡野，观看舞台化演出“四季周庄”。

第二阶段以学者身份进入周庄三毛茶楼，收集

与三毛文学相关的报刊杂志、书籍文献、照片视频、

网络信息；从当地居民、村镇管理人员、经营管理者

身上打听有关三毛和茶楼的基本情况；进入三毛茶

楼进行现场观察，拍摄茶楼与周围环境，阅读书信、

散文、诗、绘画、照片以及杂言碎语，采用照相和手

写记录重要叙述和关键信息，共收集 100多段 2万

余字，进行编码处理，根据内容判断游客年龄段主

要集中在中青年。

第三阶段以文学爱好者身份进入周庄三毛茶

楼，记录当时的自我感受，并进行写作活动；通过与

文学旅游者的交流（个别经允许录音），深入文学艺

术场，剖析信仰机制，最终根据录音整理出访谈记

录10份；然后，通过电话、邮件、QQ等方式与访谈对

象保持联系，补充部分材料的缺漏。

与参与观察的调查方法对应，本文在分析中较

大程度借鉴人类学的“深描”方法，强调情境化的描

写以及微观而深入的阐释。一方面，从文学旅游者

的角度理解文学信仰场的内在逻辑，而非转述文字

的表层意义；另一方面，力求在诗意的文字中透析

文学场和旅游场的交织关系，解释表面文字下的深

层含义。

4 研究发现

4.1 三毛茶楼文学氛围和周庄古镇水乡旅游环境

的联系

三毛茶楼和周庄古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毛茶楼是极具江南古镇特色的古香古色的小楼，

也是艺术界体制中的文学艺术机构。尽管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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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来说，最为重要的艺术机构是出版社和书店，

但是只要具备阅读、写作活动的一定条件，任何场

所都可以进行文学创作。周庄古镇优美水乡环境

既为读者创造了良好的阅读环境，也为作者提供了

重要的思想来源；同样，三毛茶楼的文学氛围为周

庄古镇增添了新的风景；而作家三毛则是沟通两者

的桥梁。

游客对周庄古镇和三毛茶楼的喜爱是兼而有

之的。既喜爱周庄小桥流水美景，又喜爱三毛茶楼

的茶水甜点，室雅人和。“在周庄欣赏灵动清灵的美

景，品尝香喷喷的万三猪蹄，在三毛茶楼读三毛作

品，饮一盏清茶，一盘点心，目古色古香的家具，闻

空气中的江南味道。香樟、古楼、黛瓦、白墙，驳剥

透亮的树叶影子，轻轻摇曳的枝芽，琐碎的阳光，配

着碧绿的清茶和怡口的小食，别有一番风味”。古

镇和茶楼是风景配风景，有机联系，不可分离的。

文学场和旅游场的有机交融为游客创造了独一无

二的氛围，在游客脑海中经常浮现出这样的图画：

“古香古色的建筑，铺满青石的小径，潺流的清清河

水，人们在这宁静祥和的世界里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在这众多的风景当中，一个很普通的招牌在微

风中摇曳，而正是这个摇曳的招牌让我魂牵梦绕

——三毛茶楼。”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如一个游客所

描述的，“三毛茶楼，木木坐在这里，体会当时她（三

毛）的心情，感觉甚好，唯一遗憾的是木木希望在下

雨天来领略这里的风光，相信别有一番滋味。能来

到这里，木木甚感荣幸，坐在她常来的茶楼里，满足

矣。”很多游客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一个胜似人间

仙境的地方。

除了个别游客是先爱上周庄后爱上三毛茶楼

外，“偶尔听人提到三毛茶楼，在冷冷的夜寻来，小

桥，白墙黑瓦，狭窄的小巷，静静的流水……一切都

是这么的美。”绝大多数是因对女作家三毛的崇拜

和作品的信仰而爱上周庄、爱上三毛茶楼的。他们

来三毛茶楼，是慕名而来，以前读过三毛的作品《撒

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梦里花落知多少》，为

她独闯沙漠的率性勇敢和与荷西间的似亲似友的

真挚爱恋所感动，从而来周庄寻找三毛的足迹。有

些游客已经对三毛的作品达到极度的信仰程度，

“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在她的《撒哈拉沙漠》无限的

憧憬中度过，她继而陪伴了我的青年时代，进而影

响我的所有剩下的时光。”“高中时代就极钟爱三

毛，尤其是她的《不死鸟》，总让我在那片钟灵毓秀

的金中热土人，热泪盈眶，三毛的文字，成为我高中

时代弥足珍贵的记忆，她伴随着我走过了那段人生

的低谷，暗流，直到平和，趋向沉稳。”如今来到三毛

茶楼，简单的陈设，几套桌椅，桌子上摆放着茶具、

围棋，墙上张贴着一些来过茶楼的名人和主人的合

影，如龙永图、吴冠中、余秋雨、敬一丹、宋祖英。看

到三毛写给茶楼主人张寄寒先生的信件以及张寄

寒先生从各报刊杂志上剪下的有关三毛的文章，有

些还有三毛的亲笔签名，看着倍感亲切。

4.2 三毛茶楼文学活动和周庄古镇旅游活动的关系

一般认为，文学欣赏包含对文学作品内容、形

式、语言、技巧、主题思想、人生经验、道德判断的认

识与理解。而旅游活动包含自然风光、文物古迹、

民族风情、城乡风貌的欣赏。两者有很多相通之

处，有机相融于周庄水乡环境，统一于慢生活的

美。伴随着赏景、品茗、听曲、静坐、沉思，三毛文学

的欣赏活动在江南水乡环境中展开。正如一位游

客在诗中表达的那样：

爱上周庄的清晨，

晨曦中绿波荡漾，小桥人家，

当旅行团涌进周庄时，

我坐在三毛茶楼，

静静欣赏你——慢生活的美！

古色古香：三毛茶楼里品一杯红茶，

放慢生活的脚步，静听昆曲的婉转，

过一回无拘无束的恬淡生活。

文学欣赏与旅游活动在感性和理性上达到统

一，并相互渗透。在感性的形式和形象中，包含着

真理、道德、社会理想等丰富的理性内容。三毛是

游客喜爱的女作家，她的飘逸、冒险、独特以及可爱

的个性，她对精神的追求胜过物质的追求，她的一

生是传奇的一生，她是游客迷恋和崇拜的对象，“懂

你，爱你”是游客说的最多的两个词汇，这是感性的

一面。而当游客读到叶苇先生在《古镇出了个张寄

寒》一文中写到要以连锁形式推广三毛茶楼时，立

即发出这样的感叹：“请恕我不能苟同，三毛茶楼最

可贵的地方，在于它的文化氛围，在于张先生的情

谊，在于街头偶遇的独一无二。因为没有商业利益

的干扰，我才觉得，它当真是一片文化的净土。”对

本土文化的尊重，对商业化的反感，是大多数游客

的心声，这又是理性的一面。

两者都充满着联想和想象。在欣赏文学时，读

者会根据艺术作品提供的形式和内容，如故事情

节、艺术手法等，对其进行想象性的再创造。在联

想和想象中，欣赏者把自己投入作品中，从而使欣

赏者与作品、作者以及现实生活、历史时空联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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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而旅游同样充满着对异域风景、民俗文化甚至

的乌托邦的理想生活的想象。和三毛一样，很多游

客都表达了对周庄作为理想栖居地的想象，“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一幅画……周庄是我梦想的

地方，我想在我老去时可以在这种依山傍水的桃园

中自由的、安详生活。”而三毛茶楼更为游客所震

撼，“唯一让我觉得心灵震撼的竟是这个没有太多

粉饰的三毛茶楼，在靠窗的小阁楼上，偶尔一两只船

飘过，听着船娘的谈论声，上午的时光悠悠溜过……

翻看着多少像我一样的不知名的游客写下的文字，

忆三毛，心中竟有种不真实的虚幻的错觉，我是在

三毛曾经魂牵梦绕的地方吗？您真的曾经在这里

小驻、品茶、观景，写下美丽的文字吗？”在这里，文

学活动和旅游活动共同表达了心灵的美好旅程。

共同表达心灵共鸣和生活憧憬。在文学欣赏

活动中，当欣赏者被文学作品感染时，经常会与作

品中的人物共命运，思其所思，爱其所爱，恨其所

恨。共鸣现象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欣赏者和作品

之间消除了主客之间的距离，达到了相互融合和亲

密无间的契合。在旅游过程中则主要表现为“畅、

爽”的境界，与大自然人地合一，或完全沉浸在他者

的世界。在三毛茶楼，游客一边欣赏作品，一边追

忆先人，常常对作品中描写的人物命运、社会理想、

人生境界产生共鸣，与作者同呼吸，共命运。“有朋

友说，我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像你，我心里一直有着

你，巧合的原因，我们于不同时代，而在你离开的那

年，我出生了。看到你回去寻找故乡时，我也偷偷

地想过，同样姓氏的我们会不会有着一样的血脉。

我把它们都当作是我们间的巧合。”游客来周庄旅

游，其实和三毛一样，“也想有一天，如你那样，去流

浪，去每一处喜欢的地方像当地人一般市井的生

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去体念每一个地方相同与

不同的韵味，为寻找这个你说过难忘的地方。”在周

庄寻找古镇当年的韵味，小桥、流水、人家，那才是

人性最后的归宿和理想生活的乌托邦。而三毛茶

楼正是游客与自我对话，让躁动的心悄悄歇息的地

方。品读三毛，接触奇妙的文字，使游客对生活增

添一份虔诚与感恩。“左左，你爱三毛姐姐，所以，我

要你好好地生活。无论如何，困难或疾病或绝望，

我都要你勇敢、坚强、微笑地生活下去，做一个坚

强、优秀、温暖、快乐的女子。”

4.3 楼主在三毛、三毛茶楼和周庄中所起的纽带作用

三毛茶楼的管理者张寄寒是周庄土著作家，正

是由于他的纽带作用，将周庄和三毛茶楼紧紧捆绑

在一起。张先生一生挚爱写作，对三毛的书接触很

多。三毛亲笔给他写：“真好，周庄有你！”其实，三

毛这句话是无意中中肯地说出了张寄寒对周庄的

贡献。他在此前此后，都为周庄写作发表了大量的

文章，为家乡的宣传做了巨大的贡献。他广泛收集

材料，写了一篇散文《三毛在周庄》，先后在国内两

家报纸发表，并被影响较大的香港版《中国旅游》杂

志转载。台湾《皇冠》杂志将他写三毛的文章转给

三毛，这样，张寄寒就开始了与三毛的书信往来。

在三毛去世后，他整理出三毛和自己交往的书

信，一一复印，给到周庄的朋友们看，让大家看三毛

对周庄的喜爱，为三毛对周庄的最后未能成行而惋

惜。接着，他开了一座茶楼，茶楼的名字就用了三

毛的名字，叫三毛茶楼，在茶楼的四壁贴上三毛的

书信，并广泛收集三毛的书籍和照片，放出的背景

音乐，就是三毛作词的那首著名的《橄榄树》，让所

有来周庄的游客在吃茶的时候，感受三毛和周庄的

情缘。

为此，游客对张先生称赞有佳：“羡慕楼主的生

活，与文为友，与茶为邻，江南水乡，与爱人相伴终

老。所谓宁静致远，楼主之高洁脱俗，今日幸得一

见，仰慕非常。楼主就是这浮躁人群中慢慢走过的

巨大知识分子，老先生才是我想的文艺青年。”与楼

主交流成为沟通游客与三毛的重要渠道，“老先生

放下书，和我闲聊，他说，他能感觉到我不是一般的

游客，我狡黠地笑了笑说，为什么？他说，你身上有

股文学情结，我微笑着说，我喜欢读书，喜欢三毛。

他一听，更来了兴致。我们从三毛开始聊了起来，

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了他和三毛的故事……”同

时楼主的作品《戏魂》《名人与周庄》《三毛茶楼》《母

亲的三道菜》等也成为游客的喜爱之物。一位游客

这样评价道：“茶楼主人的作品有独特的模式，喜欢

它们的结尾，开头从如果，最喜《童年的七月》一篇，

童年的七月虽逝，而童年的纯真却影响并决定了人

的一生，这又是多么大的力量。主人的文章喜分

段，他说这是因为每个段落都是独立的部分，虽然，

他赋予了他们灵魂，他说他完成了信仰。”同时也表

达了对楼主的期望：“现横流物欲，甚嚣尘上，即便

超然如周庄，似三毛茶楼这般古朴淡雅，已属难得，

愿楼主秉志不移，颐然物外。”正是在像楼主这样艺

术代理人的运作下，周庄古镇文学场得以产生它相

对稳定的、具有规范性的艺术惯例，对游客产生凝

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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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已有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一般把

研究对象设定为本地文化，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

外来艺术三毛文学，通过对三毛文学在周庄古镇旅

游地成长过程的考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外来艺

术在地方再生产的内在机理，为旅游目的地文化变

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中国周庄古镇

三毛茶楼文学旅游者的调查发现，出于对文学作

品、文学家的信仰，在文学代理人的运作下，三毛茶

楼逐渐形成为稳定的文学艺术场，对游客产生吸引

力，因此，周庄被旅游业所利用，成为古镇重要的旅

游卖点，对地方旅游业的经营管理，尤其是旅游市

场营销战略制定有着重要的启示。

以往人们都认为，旅游目的地的营销理所当然

应该是本土文化的营销，但是本研究发现外来艺术

可以被本地所利用，改造成为新的地方文化，以此

作为卖点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这并不等于说任

何外来艺术都可以不加批评地加以吸收，本案例中

三毛文学之所以能融入周庄古镇，是因为在三毛文

学场和古镇旅游场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例如三毛

茶楼文学氛围和周庄古镇水乡旅游环境的联系；文

学欣赏活动与旅游活动在感性和理性、联想和想

象、心灵共鸣和生活憧憬方面都可以相互渗透；三

毛茶楼的管理者——周庄土著作家张寄寒的纽带

作用，将周庄和三毛茶楼紧紧捆绑在一起。这对地

方文化管理和传播增添了新的话题，同时也带来了

新的挑战。

本文设计了一个研究外来艺术在本地成长的

分析框架，识别了三大要素（艺术环境、艺术活动和

艺术代理人），作为本案例的分析焦点。本文在此

框架下分析文学艺术场与旅游场的相互作用，发现

两个场域间的边界开始模糊，艺术与旅游统一于日

常生活世界。旅游者解构了地方本土文化，使得主

体文化和客体文化发生混淆。目的地在为文学爱

好者提供理想乐土的同时，也满足了后现代游客凝

视的需要，因为他们只会停留在文化的表层，消费

一些无深度的文化，这就为地方本土文化的可持续

传承带来挑战。这种外来艺术在短期上是成功的，

但今后在旅游目的地的命运又会如何呢？现在还

不得而知。楼主张寄寒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

和老伴都退休了，闲着没事，为了怀念故去的朋友，

也为了结交更多的朋友，到了我们这把年纪，就不

把钱当回事了，要的是一份难得的好心情，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开心最好。”因此，外来艺术在旅游目

的地的表征实践还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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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of Foreign Art in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San Mao

Literature in Ancient Town Zhouzhuang

JIANG Liao1, LI Tianti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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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Xinhua,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20, China)

Abstract: Tourism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that encompasses society,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follow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ts

impacts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particular, the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have

emerged as a core topic and priority area within tourism geography since the 1960s, when it became an

established field of inquiry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mainly researches on

the local culture and analyzes its changing process and mechanism. Culture is never complacent. In the

long term,culture is always changing. In the book of“Invention of tradition”, Hobsbawm points out

that, what seem to be old“traditions”are very late in origin and are sometimes being invented. We

should hold a more inclusive and open mind to look at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local culture. It’s

common that, art in its own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t categories assimilate and benefit with each other

and even re- integrate into a new one. Why different art categories can contact and merge with each

other is because that they have common“gene”and have firm relationships in forms and functions.

Different from the ar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tourism destination, there is a selection process in

the integration of foreign and local art. Along with the long contact with the alien world, some foreign

art is refused by the local, while some other is involved into the local art system and forms into a new

art style and become the new fact of“plac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e literature of San

Mao hasn’t contacted or even integrated with the local art. In contrast, its tourism develops based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Ancient Town Zhouzhuang and develops uniquely with the strong interest

and belief of the literature youth to the work and personality of San Mao. It can be used by tourism

industry because it can attract tourist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foreign art-San Mao literature and

reveal the inner mechanism of the localized reproduction of foreign a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vide a new viewpoint for the cultural change in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It find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tourists that under the integrative influences of the literature

interest, belief and literature agents, the foreign art- San Mao literature is used by the Zhouzhuang

tourism industry and transformed into the stabl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art, growing into the new local

culture of the ancient tow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thought for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and foreign cultures and raises a new challenge for the local tourism operation, especially

the tourism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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