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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愁”凝聚着对故土的眷恋，对故人的怀念，对往事的回眸以及对人生的回味。“乡愁”是一种

情愫，也可以说是岁月的痕迹。文章从乡愁的产生、乡愁文化的内涵出发，提出了乡愁文化构成的四个维度

———地理、历史 （时间）、文化和心理维度。并基于此研究了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发展乡愁旅游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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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人由于种种
原因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但是，无论离家有多远，

对家乡的眷念却根植于内心并形成一种理念和文

化，即乡愁。人们渴望 “乡愁”中的 “愁”能有

机会填补和消除，于是不断寻找机会，希望这种

对家乡的情感及记忆有机会去实践，回到梦中的

“老家”［１］。人们希望通过对旅行目的地的选择，

找回自己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物质与非物质的记忆

———乡愁。在此条件和背景下，一种新型的旅游

需求———乡愁文化旅游，出现在旅游者的旅游需

求动机中。寻找乡愁、发现乡愁、留住乡愁、享

受乡愁成为现阶段的一种旅游时尚。

旅游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

在文化引领下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消费行为。要满

足旅游者新兴的旅游需求，与消费市场对应。市

场有对 “乡愁文化”的需求，就需要有满足旅游

消费需求的产品供给市场和供旅游者选择的旅游

目的地。

那么，基于乡愁理念的旅游目的地该如何发

展，其发展路径何在？本文主要从乡愁文化的内

涵出发，分析研究基于乡愁理念的旅游目的地发

展路径。

一、“乡愁”与 “乡愁文化”

研究满足旅游者乡愁文化需求的旅游目的地

发展路径，首先要从乡愁说起。

（一）“乡愁”的出现

关于乡愁，目前没有确切的解释。《辞海》关

于 “乡”的解释是：乡是我国农村的基层行政区

域。相传，乡制始于周代，秦、汉时期，乡属于

县，以后历代相沿，乡泛指城市以外的地区，如

回乡、下乡，也解释为处所、地方，出生地和家

乡；对 “愁”则是如此解释：愁为忧愁，形容景

象的惨淡。“乡愁”二字在 《辞海》中未做解释。

乡愁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

文学作品当属余光中的抒情诗 《乡愁》。何谓乡

愁，余光中如此解释： “所谓乡愁并不仅是地理

的，也是历史的。并不是说回到你的乡，回到那

一村一寨就可以解愁的，乡愁往往是历史的沧桑

感和时间的沧桑感在其中。小时候的游伴散掉

了，屋前屋后的树可能不见了，也是一种乡愁。

有一种乡愁因为离开故乡而愁；有一种乡愁是因

为故乡改变了而愁。时间的乡愁是每个人都避免

不了的。‘乡愁’，凝聚着对故土的眷恋，对故人

的怀念，对往事的回眸，对人生的回味。‘乡愁’

是一种情愫，也可以说是岁月的痕迹。所以，人

人有 ‘乡愁’，长久都会有 ‘乡愁’。”［２］

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不管时间长短，往往

对所处过的环境，接触过的人，经历过的事，都

会不经意地回想或重现。乡愁对于古人或许是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是 “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是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对现代人，乡愁，可能是村旁小河中活泼的鱼虾，

是青葱山冈上酸甜的野枣，是小巷中延伸的青石

板，是老屋顶勾勒的翘角檐，是儿时的玩伴及游

戏，是浓浓的乡音，是一本 “小人书”……［３］。

故乡的一切，如一棵树、一口井、一拱桥、一片

瓦、一个传说、乡音、小调等都会在不经意间激

发起人们的乡愁。乡愁不仅与故乡风物有关，和

儿时的亲情友情有关，若从文学的角度看，乡愁

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甚至远至天涯。

（二）乡愁文化的内涵

乡愁的 “乡”，本身就是一个地理概念。乡

愁的物质承载客体，如山川植被、老屋邻里不仅

依托地理空间，同时还打上了时间的烙印，在特

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特定记忆———乡愁。乡愁的

“愁”，是在物质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精神感受，一

种文化。乡愁，是文化的乡愁。因此，乡愁是物

质的，更是精神的，是精神文化层面的情感代

码［４］。基于此，笔者认为，乡愁文化构成涉及四

个维度：地理、历史 （时间）、文化和心理维度。

乡愁因乡土而生，乡愁有个人的乡愁、有群

体的乡愁，还有整个民族的乡愁。乡愁是忧伤

的，也是温暖的；是怀旧的，也是美丽的。乡愁

根植于人的内心，最为明显地反映在故土情怀

上，甚至可以指向某个时段脑海中某一道难以抹

去的印记。乡愁可以细分为 “异域乡愁” “乡村

乡愁”“故土乡愁”和 “历史乡愁”。乡愁浓缩了

一个地方的生活，是人的家园意识的具体体现，

是文化认同的情感投射，是铭刻历史的精神坐

标，是人们复返童真的心灵慰藉。乡愁是传统

的，又是时尚的，具有传承性，又具有现代性。

二、乡愁与旅游

（一）乡愁文化促发旅游动机

旅游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项综合性审美活

动，旅游者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行为受到地理环

境、社会情景、文化生活和心理距离等方面的影

响，这与乡愁涉及的地理、历史 （时间）、文化

和心理四个维度高度融合。

形成乡愁的文化因子来自自然空间、生活空

间和交际空间，并以自然山川河流、环境景观、

建筑民居、田园风物、地域美食、故土乡音、地

方小调、作物特产、节庆祭祀、乡里民俗等形式

表现出来。乡愁所蕴含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内

涵是促发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源泉和直接吸引

物。可以说，旅游者对乡愁及乡愁文化的渴求，

是旅游者追求品质生活的深层需要。把握乡愁文

化内涵，挖掘共性与个性的乡愁文化，对开拓旅

游市场、引导旅游者旅游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的

意义。

（二）乡愁文化是旅游目的地重要的发展要素

从乡愁文化构成的四个维度分析，乡愁及乡

愁文化天然地与旅游活动发生着联系。地理、历

史 （时间）、文化和心理四维度和与之对应的旅

游环境、旅游资源、旅游吸引物及旅游者，成为

旅游目的重要的组合要素，也是旅游目的地的空

间发展要素。

１．乡愁文化是旅游目的地空间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乡愁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源自人们的眼

睛、嘴巴、耳朵等感觉与知觉层面，根源于精神

层面的感受，是人们情感代码及记忆形成的主要

途径。这些感觉、知觉及情感活动是旅游消费者

产生旅游动机的源泉，也是旅游消费者在旅游消

费过程中的期望所在。乡愁是一种情愫，是对故

乡的思念产生的既甜蜜而又忧伤的复杂心理表

现。乡愁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依赖、回归和

保护。乡愁文化既有地域空间的范畴，同时又涵

盖精神空间层面。因此，旅游目的地空间中无论

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充满着乡愁文化。

如何建设乡愁地域空间、挖掘乡愁文化、营造乡

愁文化空间、打造乡愁文化旅游产品，是旅游目

的地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２．乡愁文化是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重要资源
旅游资源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三个层面

的吸引要素。乡愁文化的四个维度同样包含了旅

游资源的三个层面，是物质、文化与精神的融

合。乡愁的可见、可品、可听、可触、可体验，

体现了其物质属性；乡愁的可忆、可想、可追

溯，体现了乡愁文化的文化属性。乡愁是动态发

展的，有诱发、保留、延续、再现与升华的过

程，这体现了乡愁文化的精神属性。因此，乡愁

文化为旅游目的地建设、旅游产品 “生产”和旅

游活动设计提供了丰富 “原料”，为目的地文化

旅游创意奠定了基础。为了在旅游目的地发展乡

愁旅游，就必须对能凸显乡愁、品味乡愁、体验

乡愁、讲述乡愁的乡愁类旅游资源在保护的基础

上合理利用。乡愁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对旅游

市场开拓、培育忠诚消费者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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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地域特色文化凝聚的结晶，乡愁文化

具有一定的可移动性，其文化要素精髓与特殊承

载物结合。可以将乡愁文化要素凝聚在可移动的

“物”上，在乡愁文化上叠加物化创意，如开发

特色旅游吸引物，或与旅游商品的设计生产结合

起来，为旅游产业创造延伸产业链。

三、旅游目的地发展 “乡愁旅游”的路径

（一）乡愁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

旅游目的地发展乡愁旅游，首先要有依托的

“资源”，也就是要依托乡愁文化资源拓展吸引力

要素，提升乡愁文化对旅游的吸引力。根据旅游

消费者的需求，深度挖掘、利用乡愁文化资源，

打造乡愁旅游产品。

由于乡愁是基于人的情感而产生的，一百个

人有一百种乡愁。旅游目的地发展乡愁旅游可利

用的资源极为丰富，如前所述，乡愁涉及四个维

度，基于乡愁理念所形成的乡愁文化旅游资源同

样涉及四个维度。因此，旅游目的地要基于乡愁

理念发展乡愁旅游，在挖掘利用乡愁文化资源时

要超越传统旅游资源的概念。根据乡愁涉及的四

个维度有针对性地梳理资源。从旅游目的地发展

可利用的资源角度来看，乡愁旅游资源可分为四

大类：自然地理要素类、历史 （时间）要素类、

文化要素类和心理要素类。每一个大类下根据发

展的需要分为若干亚类，每个亚类还可根据地域

特色分为若干小类，每个小类有不同的承载或传

承方式。这样划分，有别于传统旅游资源的分

类，更有利于对区域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分析，并

在乡愁承载及传承方式上做深度研究，分析其吸

引要素，进而提出有效利用及保护途径。

（二）旅游目的建设中融入乡愁要素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在
谈到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时，习总书记指出，要体

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

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５］２２。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习总书记在云南洱海边的古
生村调研时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

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

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

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５］２１。

乡愁旅游中的 “乡”可做乡村解，也可作故

乡解，因此，乡愁文化可融入不同类型旅游目的

地的建设发展中。

１．城市旅游目的地发展中的乡愁文化
城市的乡愁在哪里？其实就在整个城市中。

首先是传统的街道。老街深处的传统民居、老民

居中的故事、地域特色的路面、街边的店铺及小

吃店、店铺中售卖的地方特色的商品、小吃店中

弥漫出的地方小吃味道、街道上行驶的传统交通

工具，以及路边的行道树、路灯、小花，甚至行

人发出的乡音等，都是留住乡愁和引发乡愁的重

要空间及载体，都能引起人们的乡愁。其次是传

统社区。城市传统社区也是承载城市文化的重要

空间，是了解城市乡土文化的重要基地，是乡愁

旅游中体验 “人情乡愁”的重要空间。

欧洲国家在其城市发展中很注意对老城的保

护和利用。瑞士、德国、法国、西班牙的旅游城

市都有特色老城区，这些老城区在一定程度上就

是城市乡愁的载体。它们不仅吸引着本地人，同

样吸引着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国旅游城市建设中

也不乏成功例子。福州的三坊七巷、上海的田子

坊、成都的宽窄巷子等都是能让人忆起乡愁、见

到乡愁、品味乡愁的地方。

基于乡愁文化理念的城市型旅游目的地建设

发展，首要就是保护好承载乡愁文化的空间及环

境，包括物质环境和氛围环境；其次是挖掘利用

好能引发乡愁的物化资源，尽可能保持其原有风

貌及特征，并挖掘出物化资源背后的精神内涵；

再次就是要讲好乡愁的故事，延伸乡愁文化，发

挥乡愁文化对城市文化形象塑造的作用；最后是

设计好城市乡愁旅游产品和乡愁旅游商品，让游

客因乡愁而来、回味乡愁、体验乡愁、留住乡

愁、带走乡愁。

２．乡村旅游目的地发展中的乡愁文化
基于乡愁文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发展，

首要的是依托村庄和小镇。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

小镇，留有青山绿水的村庄最能勾起人们的乡

愁。乡村旅游目的地发展中乡愁文化的运用，需

要突显真实、质朴、生态的环境，乡景、乡风、

乡情的意境。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稍不注意，

为数不多的能引发人们 “乡愁”的吸引物就容易

被遗失。现代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要素之一就

是乡愁要素。因此，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中，

应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注意乡土味道，尽量

保留乡村风貌，要让旅游者看得见山、看得见

水、看得见乡亲。所以，基于乡愁的乡村旅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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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发展应以景村、景镇建设一体化为指导思

想，以地域乡村文化为核心支柱，以乡愁载体如

村镇标志建筑、古老树木、祠堂等为可见吸引

物，以乡土情怀为精神吸引物，把乡愁融入旅游

活动要素中，讲好乡愁故事，使小镇和村落发展

成为 “舍不得乡愁旅游”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其次是依托特色农庄、传统民俗、农业公园

建设发展。随着城镇化进程及当地居民生活的变

迁，很多记忆中的乡村意境消失，一些传统、古

老的乡愁文化资源，如不同时期的传统建筑及其

陈设、各色古老的农具、古老的孩童游戏、传统

手工美食等在现代村庄建设中已难保留。为了让

这些传统乡愁要素得以保留并发挥其游憩功能，

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中，可借助特色农庄、传

统民宿、农业公园等形式再现乡愁文化，形成以

农耕乡愁为吸引要素的乡愁旅游目的地。

（三）基于乡愁文化理念的旅游产品及活动

设计

基于乡愁理念的旅游目的发展，需要有满足

旅游者乡愁文化体验的旅游产品和活动———乡愁

旅游产品。没有产品及活动设计，丰富的乡愁文

化资源及吸引要素可能只能停留在物化的展示

上。因此，基于乡愁理念的旅游目的发展，要在

认真分析乡愁文化及旅游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借

助现代观光、体验、休闲旅游的成功经验，设计

地域乡愁旅游产品、组织乡愁旅游活动。

乡愁旅游产品及活动设计，要紧扣 “乡”，

提升 “愁”。基于乡愁文化理念的旅游产品及活

动设计要围绕乡愁涉及的地理、历史 （时间）、

文化和心理四个维度来展开。产品内涵要具有鲜

明的层次性和地域性，活动不仅要可参与，更要

体现思想性，要注重品牌化及系列化，呈现及体

验方式重视轻松、愉快、便捷、可重复。让旅游

者看见乡愁、体验乡愁，再产生新的乡愁。

四、结语

基于乡愁理念的旅游目的发展，为旅游目的

地建设发展注入了传统而又时尚的要素。不同类

型旅游目的地的乡愁旅游，是一种基于乡愁及乡

愁文化而出现的既传统又新兴的旅游形式，在发

展中面临诸多需要探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

需要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进行深层研

究。同时，基于乡愁理念的旅游目的发展，也为

旅游目的地发展特色旅游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撑

和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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