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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技术迭代速度的不断加快，近年来，怀旧文化

逐渐盛行，旅游中的怀旧现象也日益凸显。通过中国知网及

Google Scholar的搜索和整理，发现关于旅游研究中的怀旧问题

讨论仍较为匮乏。学术研究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旅游

实践的发展。为了弥补旅游学术研究在怀旧领域重视不足的问

题，该文对旅游怀旧进行了系统的文献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对该

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研究发现，已有文献可以大致

划分为旅游怀旧的内在结构、影响因素及作用效果3个模块。

其中，旅游怀旧的内在结构研究包括旅游怀旧的概念界定、分类

标准、测量方式及动机等研究；旅游怀旧的影响因素研究包括旅

游怀旧的诱发情境、旅游吸引物的特征及旅游者个人特征等研

究；旅游怀旧的作用效果研究包括了旅游怀旧对形象感知、旅游

意愿、重游意愿、旅游体验及推荐意愿等旅游者心理及行为的影

响。文章进一步指出，关于旅游怀旧的研究需要在旅游怀旧的

测量问题、旅游怀旧的影响因素、旅游怀旧对旅游者心理及行为

的影响、旅游怀旧倾向的概念界定以及旅游怀旧作用的实践指

导等5个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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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①既是我国建

设生态文明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也是我国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百年大计[1]。乡愁是一个非学术名

词，心理学研究人员将乡愁的本质界定为一种怀旧

情绪。在怀旧研究的早期，甚至将怀旧与乡愁（又

称思乡病）等同起来[2]。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

出，乡愁的本质就是怀旧，是人们对乡土人情的思

念之情或是对过去的回忆之情[3]。目前，关于旅游

研究中的怀旧问题讨论并不多，旅游怀旧问题未得

到足够关注。笔者使用中国知网学术搜索平台以

“旅游”“怀旧”为关键词中进行搜索，仅有 3 篇文

献。使用这两个词为篇名进行搜索，也只有19篇文

献。把标准放宽到以主题进行搜索，则有 238篇文

献。在对这 238篇文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笔者发

现，仅有不到50篇学术论文是与旅游怀旧相关。与

国内研究相一致，国外研究对旅游怀旧的研究同样

不多。使用 Google Scholar 以关键词“tourist”和

“nostalgia”为主题进行搜索，只有 8 个结果。使用

“tourism”和“nostalgia”进行搜索，也仅有 87 个结

果。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旅游怀旧的研究成

果尚较为缺乏②。学术研究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影

响到了旅游实践的发展。作为四大文明古国，我国

有大量具有怀旧元素的旅游资源。从灿烂辉煌的

文明古迹到宏伟壮丽的名山大川，从源远流长的农

耕文化到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都包含了独一无二

的怀旧元素。但是，在旅游开发和营销策划过程

中，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及旅游企业往往只关注旅游

目的地的“美”，而对“旧”的开发不足。以旅游宣传

口号为例，大多省份只强调旅游目的地的“美”元

素，如桂林市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北京市的“美丽

北京”、上海市的“乐游上海”、广东省的“活力广

东”、云南省的“彩云之南 万绿之宗”、黑龙江省的

“北国风光 美在黑龙江”、江苏省的“美好江苏”、湖

北省的“灵秀湖北”以及贵州省的“走遍大地神州，

醉美多彩贵州”等。在现有的旅游口号中，仅部分

①资料来源：总书记在与各民族群众和基层领导面对面共商发展

建设大计时指出：“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村和农民享受和

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必须留住青山绿水，必须记住乡愁。（摘自《央

视时政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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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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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强调了旅游目的地“旧”这个因素，如山西省的

“华夏古文明 山西好风光”、陕西省的“人文陕西 山

水秦岭”、湖南省的“人文湘楚 山水湖南”。但是，这

些省份的旅游口号中，怀旧因素也只是其中一部

分。从我国不同省份的旅游宣传口号可以看出，目

前省级层面的旅游发展，还是以美丽风景为导向，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将具有怀旧元素

的古风古迹、传统文化、民俗风情融入开发主题中，

需要进一步增强对怀旧元素的挖掘。

总的说来，无论是旅游学术界，还是旅游实践

界，对旅游怀旧问题的重视度都不够，一定程度上

制约着我国旅游研究及旅游实践的发展。为了引

起学者们对旅游怀旧问题的关注，本文将对旅游怀

旧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文献述评，并在此基础上，

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笔者期望本

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者们对开发旅游

目的地怀旧元素的重视，为我国旅游实践提供理论

指导，从而推动我国旅游目的地产品的怀旧元素的

进一步利用和开发。

1 怀旧的概念起源及发展

在西方词源学中，怀旧（nostalgia）在字面意思

上是因思慕家乡而引起的痛苦的精神状态，即痛苦

而强烈的思乡病。瑞士的内科医生Hofer首次将怀

旧作为专业术语提出，认为怀旧本质上是一种脑血

管疾病，这种疾病使得患者表现出厌食、悲伤、焦

虑，甚至有较强的自杀倾向。德国学者 Scheuchze

将怀旧定义为一种生理上的疾病，认为怀旧这种疾

病是由于外部环境差异引起的生理反应[4]。

伴随着神经心理科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怀

旧现象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人

员开始从心理症状而非生理疾病的角度对怀旧进

行解释。从心理症状的角度出发，怀旧被界定为一

种精神或者心理上的疾病，其症状表现为食欲不

振、焦虑、失眠、虚弱等[5]。在很多研究中，怀旧被视

为一种移民精神病（immigrant psychosis），易产生于

背井离乡的个体中，如远离家乡的士兵和船员等，

此时怀旧基本等同于思乡病。在后续研究中，有学

者对比了怀旧与思乡病的异同，指出怀旧不同于思

乡病，两者在情绪来源和关联想象上都有所不同，

怀旧的范围比思乡病更广[6]。Davis认为“怀旧是个

体对过去的渴望，渴望对象是事件、人或地方，更多

地与温暖的过去、快乐的童年等联系在一起”，所以

怀旧不仅会在精神状态不佳的士兵、船员中出现，

也会在状态良好的成年人、儿童中产生[7]。而思乡

病仅指生活环境发生转变的个体，因思念家乡而引

起的心理问题或障碍[8]。

随着对怀旧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怀旧逐渐脱离

了疾病的范畴。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心理学

家将怀旧看作是一种情绪上的体验，这种情绪体验

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部分学者延续

思乡病的研究脉络，认为怀旧是一种涉及个人过去

悲伤和痛苦的负面情绪。Peters等强调怀旧是一种

负面的情绪，产生于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缅怀过

程，当逝去的美好事物不复存在或不可再现时，便

会让人们感到伤感和无奈[9]。与之相反，从享乐主

义的观点出发，不少学者倾向于将怀旧看作是一种

正面的情绪。Davis 指出，怀旧情绪与个人的回忆

息息相关，怀旧往往产生于去除痛苦成分后的记忆

内容，与快乐的回忆相联系，因此是一种正面的情

感[8]。Kaplan的研究也表明，怀旧是对以往快乐回

忆的重温，能够体验过去经历中的温暖元素，进而

让人产生积极的情感 [10]。Johnson 和 Oatley 通过对

前人的归纳总结，将怀旧界定为一种与自我相关的

正面的情绪[11]。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

学者认识到了怀旧的两面性，怀旧是一种伴随着伤

感的快乐情绪，是一种由积极情绪主导的、苦乐参

半的情绪体验，既包括正面的情绪，也包括负面的

情绪，属于混合情绪（mixed emotion）[12]。

从怀旧概念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的

研究者从生理学的角度出发，倾向于将怀旧看作是

一种生理上的疾病；第二阶段的研究者从心理学的

角度分析怀旧，认为怀旧是一种心理疾病；现阶段

的研究者认识到怀旧的两面性，倾向于将怀旧视为

一种自我意识的情绪，是思念过去时复杂的情绪状

态。它既包含正面的情绪，也包括负面的情绪。本

文结合最新的关于怀旧的研究，将怀旧界定为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体验到的一种与过去相关的伴

随着悲伤的快乐情绪。

2 怀旧与旅游的关联

在旅游研究早期，学者们就关注到了旅游和怀

旧之间的关系。Boorstin率先从“历时”的角度来观

察旅游现象，并认为旅游对“伪事件”的关注自始至

终都贯穿着一种怀旧情调[13]。MacCannell将旅游者

追求前现代性的差异性视为现代旅游的一个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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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实际上，他提出的“疏离感”和“真实性”概念

也是对旅游中“怀旧”现象的另一种表达方式[14]。同

时，Crompton认为，所有旅游形式，与其他类型的仪

式一样，都是从怀旧到惊喜的一个连续过程[15]。不

难发现，现代性作为桥梁，将旅游和怀旧紧密联系

起来。从本质上来说，旅游和怀旧都是与现代性相

关的一种响应。现代性迫使人们借助旅游，去彼时

（then）、彼地（there）、他者（the other）处寻求失落的

真实性[14]。Rojek认为旅游是人们在现代性条件下

的“解脱方式”和弥补现代性所带来的失落感的产

物[16]。同时，怀旧则是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缅怀

过程，当逝去的美好事物不复存在或不可再现时，

便会让人们感到伤感和无奈[9]。而现代性作为催化

剂，加剧了怀旧这一现象的发生。因此，现代性是

探求旅游和怀旧之间关系的纽带，怀旧和旅游都是

人们逃离现代性的有效途径，甚者，当怀旧成为一

种旅游动机，更加体现了现代社会下的人们逃离现

代性的欲望或行为。

在面对现代性时，旅游和怀旧体现出不同形式

的暂时性逃离。旅游具有暂时性的特征，其发生基

于人的空间位置的移动，并且这种移动是暂时的[17]。

旅游的发生基于空间上的位移，可以理解为人们对

现代性的一种空间上的暂时性的逃离，是人们与日

常生活的暂时分离。类似的，怀旧作为一种苦乐参

半的情绪体验，是人们对美好的过去的一种追忆，

当人们处于怀旧状态时，实现了时空上的与现实世

界的短暂分离。二者对于日常生活或现实世界的

分离或逃离行为和欲望，是理解二者关系的重要特

征。通过旅游或怀旧，有限度地与日常生活分开，

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常生活极为不同的

刺激中。怀旧是离开此时去彼时，是一种时间上的

逃逸；而旅游则是离开此处到彼处，是一种空间上

的逃逸[18]。

旅游者和怀旧主体并不是无意识地逃离现代

性，而具有具体的审美目的。审美是旅游的本质属

性，也是怀旧的特征。旅游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愉

悦的审美体验，是旅游主体在审美意识的支配下与

客体之间建立的一种关系，并以审美活动的形式表

现出来 [19]。与之相对应，怀旧也具有审美的特征。

Davis 认为怀旧个体对过去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对

象可以是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个地方，它更多的

与温暖的过去时光、快乐的童年相联系[8]。这体现

了怀旧主体对于美好事物的渴望和追求，在这种情

况下，人们会主动寻求怀旧体验，以获得更多的正

向情绪[20]。因此，二者都反映了人类追求审美体验

的动机，都具有审美的属性。

上述特征，不论是现代性，还是审美或暂时性

逃离，都可以作为理解怀旧和旅游之间关系的纽

带。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旅游和怀旧都包含着人

们出于审美本能的一种暂时性的逃离的特征。

MacCannell在论述人们为何旅游时指出，旅游

者的旅游动机是去寻找本真性[14]。现代旅游者在接

受自己所处的现代社会的不真实性和虚假性的同

时，仍然在寻求旅行的意义——即了解旅游地居民

的真实生活[21]。王宁进一步提出，本真性主要涉及

旅游吸引物的两种特征或魅力，时间距离的魅力以

及文化距离的魅力[22]。其中，时间距离的魅力从时

间的范畴探讨旅游的目的，如游览历史文化古迹、

自然人文遗产等属于过去时代的旧事物。文化距

离的魅力从空间及文化差异性的范畴分析旅游的

目的，如到外国或者异地体验异国风情、新奇的文

化民俗等属于当代的新事物。也就是说，怀旧元素

和创新元素是旅游者旅游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原

因。笔者发现，在已有的旅游学术研究中，旅游的

创新元素得到较多重视，如旅游创新、旅游创业的

蓬勃发展，而怀旧因素却得不到对应的重视。不仅

是学术界，旅游实践中对旅游创新元素的重视也远

超怀旧因素。李彬等人发现，在“中国年度创新成

长企业100强”的评比中，入选的新兴旅游创业企业

逐年增加（2010年 3家，2011年 5家，2012年 7家），

这反映出新兴旅游创业企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产业

中多元化市场主体格局正在发育，至今已形成一股

席卷旅游产业的创业浪潮[23]。因此，本研究将针对

缺少相应重视的旅游怀旧元素领域进行深入探

讨。结合上文对怀旧的界定，本文将旅游怀旧界定

为人们在旅游过程中体验到的、一种与旅游地或者

游客本身的与过去相关的、伴随着悲伤的快乐情

绪。由于目前关于旅游怀旧的研究尚不充分，在下

文的论述过程中，将会在分析怀旧的基础上，论述

旅游怀旧的相关问题。

3 旅游怀旧研究进展

根据系统的文献查阅和整理，笔者发现，已有

关于旅游怀旧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方面内容，

分别是旅游怀旧的内在结构、旅游怀旧的影响因素

以及旅游怀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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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旅游怀旧的内在结构

关于旅游怀旧的内在结构，主要包括了旅游怀

旧的界定、分类、测量、动机等问题。关于旅游怀旧

概念的界定，已经在上文中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

述，此处将不再重复。下文将会针对旅游怀旧的分

类、测量及动机进行述评。

3.1.1 旅游怀旧的分类

怀旧的内容和对象十分丰富，对象可以是人

物、事件、地方、过去的自我等，而社会、失去、补救、

自我等主题常常是怀旧所反映的内容。在关于怀

旧的事件叙述中，个体往往在故事中担当着主要角

色，论述关于个体自己及一些有着亲密关系的其他

人的故事[24]。根据怀旧的不同内容和对象，可以按

照不同的标准对怀旧进行划分。以往的研究对怀

旧进行了多种分类，如Davis将怀旧分为个人怀旧

和集体怀旧[8]，Stern将怀旧分为个人怀旧和历史怀

旧[25]，Baker和Kennedy则将怀旧分为真实怀旧、模

拟怀旧和集体怀旧[26]。上述研究的划分依据都是怀

旧客体，将其分为个人的和集体的，直接来源和间

接来源4个维度。然而，当怀旧在旅游情境中，上述

分类方法并不能对旅游怀旧的类型做到完全穷尽

和相互独立。因此，研究者需要对旅游怀旧的类型

进行重新划分和验证。结合旅游与怀旧的特殊性，

Heetae、Ramshaw及Norman以旅游怀旧的结构及旅

游怀旧的目的两个维度，对旅游情境中的怀旧类型

进行了划分[27]。如表 1所示，旅游怀旧的结构分为

基于客体的怀旧与基于人际交往的怀旧，旅游怀旧

的目的分为基于体验的怀旧与基于认同的怀旧。

Fairley和Gammon指出，旅游怀旧的产生不仅仅来源

于旅游相关的客体，还源于一种社会体验[28]。来源

于旅游客体的怀旧，形成了基于客体的怀旧结构；

而来源于社会体验的怀旧，形成了基于人际关系的

怀旧。与此相对应，旅游怀旧的目的，强调了旅游

者基于自己以往的经历对旅游活动产生的价值诉

求。通过唤起以往经历的正面回忆，怀旧体验有助

于提升个体对自身价值追求的认同感，进而影响他

们对自己或者集体的认同[29-30]。在旅游过程中，体

验怀旧指的是那些以旅游体验为目的、基于旅游吸

引物而产生的怀旧情感，如游览名胜古迹[31]。旅游

社会化怀旧指的是那些以旅游体验为目的、基于人

际交往关系而产生的怀旧情感，如民俗体验游 [27]。

可以看出来，体验怀旧与社会化怀旧都是以增加旅

游体验为目的。不同结构的怀旧情绪来源不同，前

者来自旅游客体本身，后者来自旅游过程中的人际

交往关系。与此相对应，旅游个人认同怀旧与旅游

集体认同怀旧的旅游目的不是单纯的游玩体验，而

更多的是寻求一种认同感。旅游个人认同怀旧指的

是那些以获取个人认同为目的，基于旅游吸引物而

产生的怀旧情感，如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禅修旅游[32]。

旅游集体认同怀旧指的是那些以获取集体认同为

目的，基于旅游过程中人际交往关系而产生的怀旧

情感，如毕业周年游[28]。

本文发现，旅游情境中的怀旧与一般情境下的

怀旧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差异。旅游产品与一般产

品不同，旅游是一个涉及人际交往的现象[33]。游客

的旅游体验，不仅仅来自旅游吸引物本身，还来自

旅游过程中与当地居民、游客与游客之间的人际互

动。对于传统的怀旧划分，无论是按照来源划分为

真实怀旧与模拟怀旧，还是按照社会层次划分为个

人怀旧与集体怀旧，或是按照文化层次划分为个人

怀旧与历史怀旧，这些划分的关注点都是基于客体

的怀旧。仅仅按照基于客体的怀旧去对旅游怀旧

分类，是不全面的，这会忽略了旅游过程中人际交

往关系的重要影响作用[27]。对旅游怀旧进行分类，

需要按照怀旧结构和怀旧目的两个维度进行，即划

分为旅游体验怀旧、旅游社会化怀旧、旅游个人认

同怀旧以及旅游集体认同怀旧 4大类，如此方能更

有效地对旅游怀旧进行分类。

3.1.2 旅游怀旧的测量

在消费者怀旧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对怀旧倾

向、怀旧强度和怀旧内容 3个方面进行测量。在怀

旧倾向的测量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Holbrook开

表1 旅游情景下的怀旧分类

Tab.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nostalgia

旅游怀旧分类

The 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nostalgia

怀旧的结构

Structure of nostalgia

基于客体的怀旧

Objective-based nostalgia

基于人际交往的怀旧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ased nostalgia

怀旧的目的 Purpose of nostalgia

基于体验的怀旧

Experienced-based nostalgia

体验怀旧

Nostalgia as experience

社会化怀旧

Nostalgia as socialization

基于认同的怀旧

Identify-based nostalgia

个人认同怀旧

Nostalgia as personal identify

集体认同怀旧

Nostalgia as group iden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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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怀旧倾向指标（index of nostalgia proneness），将

怀旧倾向作为一种个人的心理倾向，该量表包含 8

个题项[34]。对于怀旧强度的测量研究应用得最为广

泛，Pascal，Sprott和Muehling开发了含有 10个题项

的怀旧强度量表，以测量被调查者对柯达与东芝两

个品牌怀旧广告的感觉，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 [35]。在怀旧内容方面，Batcho 的怀旧调查表

（nostalgia inventory）最具代表性[36]。该怀旧调查表

的具体项目包括朋友、学校、假期、地方、做过的事、

过去的生活方式等。Baker和Kennedy开发了含有

6个问项的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尺度量表测试被试

看完广告后所唤起的怀旧情绪[26]。该量表在之后的

研究中常被使用[37-39]。

对于以往怀旧测量的梳理可以发现，鉴于怀旧

的复杂性和文化性，从不同角度出发会产生不同的

怀旧测量量表。具体到旅游研究中，研究者倾向于

在消费者怀旧量表的基础上，使用具有旅游情景特

征的旅游怀旧量表。台湾嘉义大学的黄宗成团队

对旅游怀旧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对怀旧量表进

行了多次的测量。在对怀旧餐厅的消费者行为进

行研究的过程中，借鉴 Baker 和 Kennedy 关于真实

怀旧、模拟怀旧和集体怀旧的分类，使用8个题项对

怀旧主题餐厅的消费者怀旧情绪进行了测量，如

“当我在怀旧主题餐厅就餐时，我能体验到宁静的

生活”“当我在怀旧主题餐厅就餐时，我有一种重回

儿童时代的感觉”“当我在怀旧主题餐厅就餐时，我

能忆起许多往事”等等[40]。他们的结构方程模型结

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此后，又对旅游

目的地游客的怀旧动机进行了分析 [41]。他们结合

Prayag和Hosany以及Yang等的研究成果[42-43]，使用

历史遗产吸引物和民俗美食体验2个维度共6个题

项，对游客的目的地怀旧动机进行测量，如“该目的

地具有丰富的历史遗产”“该目的地具有十分有趣

的建筑”和“该目的地具有很强的异乡民俗氛围”，

其实证结果显示目的地怀旧动机量表具有较高的

信度和效度。此外，Hwang 和 Hyun 在 Batcho 的怀

旧调查表基础上，通过定性访谈、探索性因子分析

和确定性因子分析，开发了餐厅怀旧调查表[44]。在

精简量表和信效度检验之后，最后保留16个题项对

4个维度进行测量。如使用“我在餐厅中能感受到

平静的心情”等 4 个题项测量餐厅环境维度，使用

“与家人或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等5个题项测量餐

厅事件维度，使用“餐厅员工很乐意为我提供帮助”

等3题项测量餐厅员工维度，以及使用“餐厅的食物

看起来很吸引人”等 4 个题项测量餐厅食物维度。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对旅游怀旧量表进行了深入

探讨。薛婧从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的研究角度，结

合中国旅游消费者的消费特征，开发了旅游怀旧量

表[45]。通过定性访谈和定量分析，薛婧编制了中国

情境下的旅游怀旧量表，该量表包括个人怀旧和历

史怀旧两个维度，使用“在此地旅游，让我想起自己

过去的时光”等 7个题项测量个人怀旧，使用“在此

地旅游，让我回想起成长年代中的往事”等7个题项

测量历史怀旧。实证结果显示，该旅游怀旧量表与

理论构想数据拟合较好。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关于旅游怀旧的测量问

题，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基本能够满足研究需

求。目前的旅游怀旧量表，主要还是在西方心理学

家怀旧量表的基础上进行的修正。然而，由于旅游

的特殊性，消费者的怀旧情绪既可以是对某种产品

的怀旧，如 70后和 80后对 86版《西游记》电视剧的

怀旧，也可以是对某个旅游企业的怀旧，如对青岛

啤酒厂的怀旧，同时可以是对旅游目的地的怀旧，

如对泰山文墨、西安古城等的怀旧。这三者之间是

否存在差异，能否使用一个通用量表同时对三者进

行测量，该问题值得学者们的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3.1.3 旅游怀旧的动机

从旅游社会学的现代性角度出发，董培海和李

伟指出，旅游怀旧既是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也是旅

游吸引物的一种魅力所在[18]。现代旅游行为的主要

动力之一是来自个体对时间距离的追寻，旅游者渴

望逃离日常的生活，到旅游目的地寻找历史的、文

化的或自然的过去。周宪从美学的角度，认为旅游

怀旧以时空距离或心理距离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

寻求实在感、充实感或自在感[46]。现代性所带来的

变迁本身也招致对世俗的世界秩序的怀旧，以及对

家园世界的某种前瞻或乡愁[47]。在此背景下，兼具

时间、空间和意义三重属性的旅游怀旧不可避免地

与现代性及现代社会的问题紧密地缠绕在了一

起。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旅游怀旧是人们去旅

游的一种重要动机[48]，这种动机在老年旅游者身上

表现最为明显[49-50]。事实上，怀旧也是目前大众旅

游的主要出游动机之一。Pearce和Lee对西方游客

的旅游动机研究发现，表现为“回想过去的美好时

光、回想过去的记忆”的怀旧动机对旅游者的出游

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51]。研究结果显示，怀旧动机

是文化型旅游景区[52]、自然生态型旅游景区[53-54]、遗

产型旅游景区[55-56]、城市休闲型旅游景区[31][57-58]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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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旅游动机之一，显著地影响到人们的旅游决策

制定[59]。

我国研究者也对旅游怀旧与旅游动机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邱扶东对城市居民的出游动机进行

了分类，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怀旧动机是城市居民

出游的6大动机之一[60]。吴必虎等人进一步细化了

旅游动机中旅游怀旧动机的具体表现，旅游怀旧因

子可以体现为探亲访友、重访本人旧地、探访长辈

故地、扫墓等行为[61]。Hsua等对老年市场的旅游动

机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发现旅游怀旧对老年人的

旅游决策影响非常重要[62]。刘睿和李星明的研究显

示了旅游怀旧是老年人出游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动

机[63]。陈嘉雯等关于老街游客的旅游动机调查，表

明体验怀旧气氛是最主要的旅游动机[64]。此外，胡

绿俊和文军指出了怀旧理应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动

机，能吸引城市人到乡村地方进行游玩[65]。宫丽娜

则强调了怀旧因素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重要性[66]。

综上，动机研究是当下旅游怀旧研究的焦点之

一。结果表明，不论是老年群体还是成人群体，怀

旧已经逐渐成为旅游的一个重要动机。然而，已有

研究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往往选择一些具有怀旧因

素的旅游目的地，如历史遗址、长辈故地等。但是，

随着怀旧文化的普及，非历史文化的目的地也会引

发旅游者的怀旧情感。

3.2 旅游怀旧的影响因素

怀旧作为一种复杂的情绪体验，易受到多种因

素影响，相关研究主要从4个方面进行探讨，包括人

口统计变量、怀旧倾向、诱发情境和旅游吸引物的

怀旧特征。而国内旅游怀旧的相关定量研究尚且

较少，且多数来自台湾学者。

关于人口统计变量对旅游怀旧的影响作用，主

要以年龄变量为主。一些研究认为年龄与怀旧之

间相互独立，并非年龄大的人更加怀旧；也有许多

研究表明年龄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怀旧，成年人比年

轻人更易怀旧[67-68]。同时，旅游领域的有关研究发

现不同年龄的旅游怀旧有显著差异 [69- 70]。不仅年

龄，性别也会影响怀旧，不同性别对怀旧刺激物所

产生的怀旧反应的强度不同，如男性对汽车的怀旧

高于女性[71]。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怀旧可能易受

个人特征的影响，往往在个体间表现出差异性。

怀旧倾向反应了个体经历怀旧体验的容易性，

有研究者将其作为一种人格特征，区别于怀旧 [72]。

更有研究者发现怀旧与怀旧倾向之间存在一定关

联，认为怀旧倾向是影响怀旧水平的一个因素，高

怀旧倾向的个体比低怀旧倾向的个体更加喜欢也

会产生更多的怀旧[73]。与此同时，已有研究表明，怀

旧倾向也是旅游怀旧的影响因素之一。怀旧倾向

同旅游怀旧呈正相关，且不同怀旧倾向的个体在旅

游中产生的怀旧具有显著差异，高倾向的个体在旅

游中会产生更多的怀旧[45]。

不同的诱发情境也会影响怀旧，使得怀旧的类

型和反应程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研究者将怀旧

的诱发情境分为3类：社会方面（如朋友）、感官摄入

（如食物、音乐）及事件（如纪念日）。在社会方面，

对朋友的回忆、过去接触的有正向印象的人或有魅

力的、热情的人都能刺激人们产生怀旧的心理 [74]。

感官摄入如食物、音乐、气味和包装设计等都会刺

激人们产生怀旧[75]。许多研究从不同的感官角度支

持了该理论，如视觉 [76]、听觉 [77]、嗅觉 [78]。同时，

Merchant等认为一些事件是怀旧的重要诱发因素，

如周年纪念、节日聚会等，易引起正向的回忆进而

使人产生强烈的、积极的怀旧情感[79]。

旅游吸引物作为旅游怀旧的另一诱因，也是旅

游怀旧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的类型繁多，对应的

旅游吸引物的特征大相径庭。尽管旅游者对于不

同的旅游吸引物都会产生怀旧，但是不同的旅游吸

引物所引起的怀旧具有差异性。Baker与Kennedy

认为怀旧情感需要有情境的刺激才能产生 [26]。

Goulding对英国博物馆的游客的研究发现，存在主

义和审美主义两种类型的怀旧行为在引发刺激上

存在差异，存在主义怀旧主要发生在老年群体中，

熟悉的事物、故事和人都会引起他们的怀旧；而审

美主义怀旧的主体则是中产阶级或学生，历史的工

艺、改革和创新的证据会刺激他们的怀旧[80-81]。Kim

认为历史怀旧更易发生在遗迹旅游的旅游者中[82]。

薛婧则认为红色景点的游客的怀旧显著高于其他

景点[45]。显然，具有历史、文化特质的旅游吸引物更

能引发旅游怀旧，尤其是历史怀旧。然而，并非历

史的、文化的旅游吸引物所引发的旅游怀旧一定高

于其他特质的旅游吸引物，旅游景点是否真实展现

或旅游者对景点的真实性感知也会影响怀旧。

Chhabra等人提出，苏格兰节庆活动的举办越真实、

越符合过去传统，将更可引起居民的怀旧之情 [83]。

刘子菁的研究中发现台湾老街遗迹旅游的游客真

实性感知会正向影响怀旧情感[84]，戴有德等的研究

也支持了这一观点[85]。因此，旅游吸引物的特质及

其呈现都会影响旅游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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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旅游怀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有效的探

索，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影响因素的探究还不全面，

对旅游业的实践指导作用尚未落到实处。

3.3 旅游怀旧的作用效果

从功能视角出发，怀旧主要具有 5 个功能：有

助于储藏正面的情感、维持和提高自我积极性、增

强社会联系和提高归属感、增加人们存在的意义

感知，以及适应自我发展和维持自我统一。在旅

游研究领域，研究者对旅游怀旧的功能和作用进

行了一定的探索。国外学者主要是对遗迹旅游的

游客以及餐厅消费者进行研究。Hwang和Hyun对

高档餐厅消费者的怀旧动机及其重复消费行为进

行了研究[44]。他们的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的

个人怀旧动机能够显著地提升他们的消费愉悦

度，并且最终带来消费者重复购买行为。此外，他

们进一步发现，消费者的两次消费时间间隔对怀

旧动机的作用具有显著的调节影响。对于那些消

费间隔更长的消费者，个人怀旧动机对他们的消

费愉悦度提升效果更明显。Chen等人也对怀旧主

题餐厅的怀旧情绪、价值感知、品牌形象以及消费

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40]。他们发现，消

费者的怀旧情绪对消费意愿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

响。消费者的怀旧情绪能够直接提升他们的消费

意愿，同时，怀旧情绪还能通过增强消费者的体验

价值和餐厅形象感知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意愿。

目前我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陈贞

吟的研究表明在遗迹观光中存在个人怀旧与集体

怀旧，并且这两种怀旧都直接或间接影响游客的情

绪与价值[69]。游客在怀旧体验中产生了复杂的正面

和负面情绪，但更多的还是正面情绪，如快乐、平

静、轻松与真诚[93]。怀旧旅游可使消费者体验到更

多的感官刺激，引发思考与活动，留下难忘的价

值；且研究发现重游次数、拥挤感可能影响怀旧，给

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带来负面评价[94]。

可以看出，研究者在旅游怀旧的内在机制、影

响因素和作用3方面已经做出了一定努力。笔者根

据以往文献对旅游怀旧的心理机制进行归纳总结，

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脉络（图1）。旅游怀旧受到多

方面因素影响，其差异性不仅来自怀旧主体，如人

口学变量、个人怀旧倾向等个人特征，还受到怀旧

客体和情境因素的影响，如旅游吸引物的特征和其

他诱发情境。因此，不同的怀旧诱发因素形成的旅

游怀旧在情感、动机和认知上都会有所不同，并表现

出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怀旧情感和怀旧行为。此外，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产生的怀旧会影响旅游者

对旅游地的评价，如影响旅游者的目的地形象感

知、旅游意愿、旅游体验、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等。

4 研究述评与展望

在当前中国社会中，怀旧逐渐成为一件社会化、

全民化的集体事件和极其普遍的社会文化景观[95]。

总的来看，目前关于旅游怀旧的研究国内外均较为

缺乏。在已有的文献中，根据其研究内容的不同，

可以大致划分为 3个模块，分别是旅游怀旧的内在

图1 旅游怀旧的研究框架

Fig. 1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nostalgia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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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影响因素及作用效果（图1）。其中，旅游怀旧

的内在结构研究包括旅游怀旧的概念界定、分类标

准、测量方式及动机等研究。旅游怀旧的影响因素

研究包括了关于旅游怀旧的诱发情境、旅游吸引物

的特征及旅游者个人特征等研究。旅游怀旧的作

用效果研究包括了旅游怀旧对形象感知、旅游意

愿、重游意愿、旅游体验及推荐意愿等旅游者心理

及行为的影响。

目前，旅游怀旧领域尽管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仍待补充与完善。第一，关于旅游怀旧的测量问

题。在国外的研究中，关于旅游怀旧的测量问题探

讨不多，并没有考虑旅游的特殊情境因素，缺乏对

旅游怀旧与一般产品怀旧的差异性的认知，如使用

通用的怀旧内容量表对餐厅消费者的怀旧情绪进

行测量。相对而言，国内学者薛婧在旅游怀旧测量

问题上做了十分有价值的尝试。她结合中国旅游

消费者的消费特征，经过定性访谈和定量分析，编

制了中国情境下的旅游怀旧量表，如使用“在此地

旅游，让我想起自己过去的时光”等题项测量个人

怀旧，使用“在此地旅游，让我想起成长年代中的往

事”等题项测量历史怀旧。然而，在该量表的编制

尚未得到其他学者的重视，缺乏定量研究对该量表

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为此，在未来研究中，利

用薛婧开发的中国情境下消费者怀旧倾向量表对

旅游怀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既有助于进一步检验

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也有助于为旅游怀旧的作用

机制提供更多的证据。

第二，关于旅游怀旧的影响因素。在现有关于

怀旧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对诱发情境因素和个人特

征因素都有了较为充分的影响，但关于旅游吸引物

特征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对于旅游怀旧的主体，

其个人特征（人口统计特征及怀旧倾向）无论是作

用于一般的产品或旅游目的地，均有较为一致的表

现。因此可以将已有关于企业或产品的研究成果

运用于旅游情境中。对于怀旧的诱发情境，涉及的

因素较为复杂，目前尚未归纳出较为完善的研究体

系，需要学者们的进一步努力。对于怀旧的客体，

传统的怀旧研究对象往往是产品或者企业，内涵较

为单一，因此怀旧元素难以作为产品的核心要素存

在。然而，旅游吸引物作为旅游怀旧的客体，具有十

分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包括了历史、自然、地理、文

化等多重意义，是影响消费者怀旧的最重要因素，

需要旅游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因此，深入挖掘旅游

吸引物的特征对旅游怀旧的影响作用，是旅游怀旧

研究区别于传统怀旧研究的最根本差别，也是旅游

怀旧研究的重中之重，应当成为相关研究的核心。

第三，关于旅游怀旧对旅游者心理及行为的影

响。目前，关于怀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消费心理

和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领域，怀旧对消费态度及消

费行为均有着显著影响的观点基本得到了学者们

的共识。由于怀旧的本质是一种伴随着悲伤的快

乐情绪，有帮助消费者储蓄正面的情感、提升归属

感、增加存在意义等作用。因此，无论是对于传统

的企业或产品，还是对于旅游目的地，怀旧均能提

升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企业或产品的评价以及消

费忠诚。在未来的旅游怀旧研究中，学者们可以结

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旅游怀旧的影响作用进行进

一步地检验，确认该效应在旅游情境中的适用性。

第四，关于旅游怀旧倾向概念的进一步界定。

已有研究中既有将怀旧倾向作为怀旧的测量进行

界定，也有将其作为怀旧的影响因素作为研究。如

Holbrook 将怀旧倾向作为一种个人的心理倾向进

行测量，并以此开发出怀旧量表[34]。而Barrett等人

则将怀旧倾向看作一种人格特征，该特征反映了个

体经历怀旧体验的容易性[72]，影响着个体的怀旧情

绪[73]。由于已有旅游怀旧的量化研究，基本都是沿

用怀旧研究的思路，因此该问题在旅游研究中同样

存在。在后续研究中，研究者应该对旅游怀旧倾向这

个概念进行进一步明晰，避免出现概念混淆的情况。

第五，关于旅游怀旧作用的实践指导。目前，

怀旧营销已经成功运用在企业形象传播以及产品

市场开发与推广上，比如可口可乐不断强调百年老

店形象、王老吉凉茶始祖的形象打造、健力宝奥运

会期间国饮形象的传播，甚至是佐丹奴服装品牌推

出的李磊和韩梅梅T恤衫。怀旧营销传播在其他行

业已经获得了高度的关注，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

果。然而，在旅游营销实践过程中，鲜有旅游组织

（包括目的地、景区、企业等）采用怀旧营销的方

式。旅游组织应意识到旅游怀旧的营销作用，借鉴

一般产品和服务的怀旧营销经验，在旅游营销过程

中适当推广怀旧营销。如在旅游组织的广告中加

入怀旧因素，引发消费者的怀旧，从而创造怀旧消

费。遗产旅游和乡村旅游，本质上都是与怀旧息息

相关的两种旅游方式。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较为

缓慢的现状下，如何通过怀旧营销，深入挖掘并推

广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怀旧因素，将旅游发展提升到

一个新的层次，理应成为我国乡村旅游未来的一个

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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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talgic Tourism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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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new technology’s speed of iteration, the aspect of nostalgia in tourism is growing in
prominence, along with popularity of nostalgia- oriented culture. Maintaining natural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keeping a feeling of nostalgia, is not only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but also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However, research on nostalgic tourism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searches in the Google
Scholar and CNKI databases, is scarce. Using the Chinese words for“tourism”and“nostalgia”as the
search terms in CNKI, only three studies were found with these words in the keywords of the target
documents, while 18 studies were found with the words as part of the subject (main body text) as per
the database listing. Consistent with the CNKI results, only eight outcomes were found with the search
terms“tourist”and“nostalgia”, and 77 articles were found with the search keywords“tourism”and
“nostalgia”in Google Scholar. Based on this finding, there is extremely little existing research on
tourism nostalgia, both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paucity of studies on nostalgic tourism is
scarcely enough to guide practice, or may even slow the development of nostalgic tourism in China. To
help rectify this research gap, this study perform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ourism
nostalgia, and sets forth future directions for nostalgia psychology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It is found
that current stud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ternal structur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effects of
tourism nostalgia. Firs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nostalgic tourism involves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measurement, and motivation.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nostalgic tourism are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act with general nostalgi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authenticity, it is helpful to connect tourism and nostalgia through th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modernity and authenticity. The nostalgic tourism experience not
only comes from the attractions of tourism but also includes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ts and
local people, or with other tourists. Thus, when defining or measuring tourism nostalgia,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ts and other parties should strongly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co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nostalgic tourism contain evoked environment, tourism attractions’attributes,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fter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the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voked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
effect from tourism attractions’attributes on nostalgic tourism still lacks attention. Finally, the effects
of nostalgic tourism involve tourists’behavior and emotions, including image perception, visiting
intention, revisiting intention, tourism experience, and intent to recomme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nostalgic tourism concentrates on these fields. Man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nostalgic tourism
significantly affects tourists’attitudes and behavior,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consumer behavior research. More contextual studies focusing on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developed as an object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nostalgic tourism research. Additionally, improvement
of measurement, factors, effects, and definitions of nostalgic tourism need to be performed in further
research, as well as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study should be able to garner tourism scholars’
attention toward development of nostalgia- related factors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guid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is also hoped that academic research in nostalgic tourism
will be able to promote and accelerate development of the factor of nostalgic tourism in China.
Keywords: nostalgia; tourism; modernit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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