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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以其丰富的文化性和可体验性及高效益低风险性受到各界的青睐，成为旅游开发和旅 

游研究的热点。本文对乡村旅游的内涵和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文化品位不足 

的问题，并试着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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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主要从事不同文化的传译，研究处于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理解、透视 “他人”。旅 

游从本质上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活 

动，正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而产生旅游动机。从 

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学为旅游研究提供了丰富的 

课题和独特的视角。笔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乡 

村旅游的市场卖点在于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在 

于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即城市居民所处的文 

化背景与乡村人文环境、乡村文化间的差异。本 

文将从人类学视角，从 “人”的角度，分析 “我 

们”(旅游地或旅游地居民)与 “他们” (旅游 

者)间的文化差异。来探讨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 

挖掘问题。 

1 乡村旅游兴起的原因及发展现状 

l-1 乡村旅游概念探析 

乡村旅游以其丰富的文化性和可体验性及高 

效益低风险性受到各界的青睐，成为旅游开发和 

旅游研究的热点。本文对乡村旅游的内涵和发展 

状况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文 

化品位不足的问题，并试着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 

了一些相应的看法。 

1．1．1 乡村旅游概念探析 

有关乡村旅游的科学定义至今无处考证，也 

是目前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研究最多的方面，因为 

这涉及到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对于乡 

村旅游概念研究的历史，本文不作追踪，目前对 

乡村旅游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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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把乡村旅游等同于农业旅游；另一种认为， 

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 

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风 

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 (即以乡村地域上一切 

可吸引旅游者的旅游资源为凭借)等为对象，利 

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 

览、娱乐、休闲和购物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形式。 

认为农业旅游是乡村旅游的一部分。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根据个人的研究体 

会，笔者认为正确理解乡村旅游的定义至少应准 

确把握好以下几点：(1)乡村陆，首先是地域方 

面的界定，即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其次 

是乡村旅游活动的内容要体现乡村特色，具有浓 

郁的乡村文化氛围，因此，乡村的山野风光、农 

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农村特有的乡村文化习俗 

等是乡村旅游的独特吸引力所在，是乡村旅游的 

主要市场卖点，它们可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 

和回归自然等方面的需要；(2)目标市场，乡村 

旅游所吸引的是城市居民。特别是高度商业化的 

大都市居民，旅游吸引性的产生在于旅游资源的 

差异性，更在于城乡文化间的差异，给游客产生 

新鲜感和稀奇感受，乡村旅游对居住在具有城乡 
一 体化特征的中小城市居民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 

力；(3)旅游资源，乡村建筑、乡村自然风光、 

淳朴的民风民俗、工商业设施和游憩娱乐设施 

(这些设施要有乡村特性，在格调、文化品位等 

方面要有别于城市的设施。否则，将产生开发性 

的破坏，影响乡村旅游所特有的环境氛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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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乡村所独有旅游资源；(4)旅游动机，大多数 

学者认为乡村旅游主要卖点在于满足旅游者回归 

自然的需求，但笔者认为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的 

目的更在于追求精神文化上的回归，人类的发展 

本来就是一个由乡村逐步走向城市的过程，况且 

中国的城市化也就是这么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大 

多数城市居民其本身 (或其父辈)就是来自乡 

村，与乡村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中国有 

着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具有浓厚的 “乡土情节”。 

综上所述，笔者也尝试对乡村旅游给出这样的定 

义：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以体验乡村 

所特有的山野风光、农事活动和乡村文化为主。 

以满足都市居民逃离 “城市病”。追求精神的回 

归为主要目的的一种综合性旅游活动。 

1．1．2 乡村旅游兴起的原因分析 

目前，大多数学者主要从物质层面来分析乡 

村旅游兴起的原因，即认为乡村旅游的兴起主要 

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于高楼林立、空气污 

浊、景观呆板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竞争的日趋激 

烈。高节奏的生活方式等。诚然。乡村优美的自 

然环境、新鲜的空气是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之一， 

旅游者追求返璞归真，到静谧、优美、洁净、开 

阔的环境中去感受大自然、放松心情、考察生 

态、增长阅历是旅游动机之一。但乡村旅游的真 

正吸引力在于乡村的人文环境，在于那种久违的 

纯朴的民风民俗，旅游者真正的旅游动机更在于 

文化上的追求。在于精神和心灵的回归。 

乡村旅游是建立在民俗文化上的旅游，是城 

乡文化产生巨大差异后形成的旅游，是一种自然 

回归和文化回归的旅游。乡村旅游涉及到城市居 

民和乡村居民间的交往和接触。城市文化和乡村 

文化两种 “亚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从西方旅 

游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乡村旅游是一种典型的 

“神圣的旅游”。可以使城市居民从单调的生活环 

境、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和高节奏的生活方式的 

世界中摆脱出来，以获得身心上的恢复。从乡村 

旅游的旅游动机来看，城市环境的拥挤嘈杂，城 

市生活的高快节奏。城市心态的轻浮烦躁固然与 

乡村旅游动机的产生密切相关，但真正使消费心 

理转化为实际消费的驱动力是城里人寻求对异质 

文化的体验。而且纵观旅游的历史沿革，旅游已 

从早期的观光型逐步转化为体验型，即昔日的观 

光游览不再能满足当代游客的旅游需求。旅游的 

目的已不单是走马观花地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是 

想要到某个地方去体验，去尝试那里的生活和文 

化。由此可见游客的旅游目的和动机已越来越充 

满了文化内涵，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 

关系。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文化差异是旅游发 

生的重要因素，旅游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当一个 

旅游者置身于另一个文化区游览时，其实质是他 

在感受、体验一种有别于自己所处文化的文化， 

这样旅游就体现了两种文化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 

与互动。乡村旅游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城乡文化的 

差异。据调查显示，许多旅游者外出旅游的兴奋 

点在于对异质文化的求索与猎奇心理。很显然在 

不同文化范式 (cultural paradigm)下生活的人 

群具有不同的旅游需求和文化价值取向⋯1。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文化日 

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根基在于传统的农耕文化，很大程度上就在于 

乡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现代化程 

度越高人们就越疏远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有更强 

烈的寻根寻源的需求，追求心灵、文化的回归。 

1．1．3 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乡村旅游最早始于 1855年的法国，当时一 

群贵族到巴黎郊外农村度假、学习并参与农村劳 

作，并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这可以看作乡村旅 

游最早的雏形。此后，由于现代人为逃避工业污 

染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乡村旅游不断得到发 

展。由于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发展，改善 乡村的 

通达性，使欧洲阿尔卑斯山区和美国、加拿大落 

基山区成为世界上早期的乡村旅游地区。目前。 

在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 

家。乡村旅游已具有相当规模。走上了，规范发展 

的轨道。开发比较成功的多是经济上比较发达的 

国家。 

我国乡村旅游的产生除国际大背景外，更有 

其历史渊源、血缘、地缘等千丝万缕的联系，源 

远流长。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超过 7O％的人 口 

在农村，就是现代城市的工人、职员也相当部分 

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其前辈多与农村息息 

相关。亲缘与血缘是交流往来的本源，而且六十 

年代以来，中国有 “上山下乡”运动，“干部下 

放劳动”。走 “五七道路”等。各个阶层的人多 

与乡村农民发生直接、间接关系。久居城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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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生态热、休闲热的气氛下，具有怀念农村， 

依念乡野情趣的 “乡土情结”，有着重新体验农 

村生活和感受乡村文化的强烈愿望和需求。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富裕农村逐步 

开展乡村旅游，随着深圳荔枝节的成功举办，福 

建漳州 “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 “华夏水果 

大观园”、河南周口 “傻瓜农业园”、上海 “孙桥 

现代农业区”、浙江富阳 “农家乐”等乡村旅游 

活动项 目相继涌现。直到国家旅游局推出 “98 

华夏城乡游”和 “99生态旅游年”，全国各地纷 

纷抓住机遇，掀起了一股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浪， 

出现了以森林公园、度假区 (村)、野营地、观 

光购物农园、休闲农场、农业公园、教育农园、 

农村留学、民俗文化村、乡村俱乐部等多种开发 

形式的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发展，为传统农业 

实现现代化提供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传统农 

业经营思想单一，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引导农民走 

上一条农业产业化，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利润 

的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道路。 

2 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作为产业形式发展的乡村旅游起步 

于20世纪8O年代，尽管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 

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问 

题。对这些问题已有了不少的阐述且相应地提出 

了应对措施，笔者在此仅指出些乡村旅游文化品 

味不高、文化内涵不深方面的问题。 
一 方面，对乡村旅游理解不够，没有看到乡 

村旅游的丰富性。许多乡村旅游景区多以单纯的 

农业观光为主，多数乡村旅游产品未能真正体现 

乡村旅游的各个层面，有的甚至歪曲了乡村旅游 

的内涵，影响了产品的吸引力。把乡村旅游等同 

于农业观光，把乡村旅游作为一种专项旅游产品 

来开发。在开发乡村旅游时只注重对农业旅游的 

开发，而忽视对乡村文化氛围和乡村意象的营造 

及乡村民俗的挖掘。乡村意象是乡村在长期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在人们头脑里所形成的 “共同的心 

理图像”。其主要表现为乡村景观意象和乡村文 

化意象，是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无形旅游资源 2。 

另一方面，普遍缺乏规划和策划，许多乡村 

旅游项目盲目上马，开发中城市化倾向明显，对 

乡土文化挖掘较少。当前。部分乡村在开发旅游 

时，过分依赖非自然的科学技术手段，大兴土 

木，城市化倾向明显，乡村特色大受影响。乡村 

节庆、农作方式、生活习惯、趣闻传说等都是乡 

村历史的沉淀，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将这种文 

化内涵挖掘出来，突出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内 

涵．乡村旅游才不流于浅层次的观光游览，不局 

限于旅游资源的表面现象，而更注重于观念和感 

情的沟通与体验，更注重于表象下文化底蕴的体 

验，获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领略精深神 

秘、奥妙无穷的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丰富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人类学思考 

乡村旅游是人类从心理上否定了逃离 自然的 

行为后所产生的寻求心灵归宿的特殊情结，单纯 

的以自然田园风光为主的观光方式是无法满足乡 

村旅游市场的需求的。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和内 

在的文化品味成正比，只有注重乡村文化内涵的 

挖掘才可能提高乡村旅游的附加值。正如南开大 

学申葆嘉教授所提出的，对旅游现象的研究，应 

从经济中进取，从文化上出来，并建议广泛使用 

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旅游。 

3．1 注意对旅游地乡村性氛围的营造 

厦门大学人类学家彭兆荣教授在评述乡村旅 

游文化内涵时曾说道：乡村旅游与其说是在 “乡 

村空间”里旅行，还不如说是在 “乡村概念”中 

旅游。笔者理解为旅游者在乡村旅游活动中追求 

的是一种乡村氛围即乡村性，也即为熊凯所提出 

的乡村意象。熊凯将乡村意象分为景观意象和文 

化意象，认为乡村文化意象蕴含在景观意象中， 

且通过物化的景观表现出来。目前，我国乡村性 

氛围的营造，乡村意象的树立处于无意识或是歪 

曲的阶段。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偏重自然生态。人 

工痕迹过于明显，大兴土木。城市化倾向明显。 

乡村特色大受影响。努力把乡村建设成为城市居 

民的 “后花园”、“游乐园”，一味注重乡村自然 

生态的开发，而忽视了乡土文化、乡村生活、乡 

里亲情对旅游者，尤其是对城市旅游者的精神的 

愉悦和净化作用。实际上，乡村旅游在这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努力把乡村建成旅游者的 

“精神乐园”才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正确方向。正 

如新西兰旅游人类学专家科林-比姆认为，发展 

乡村旅游最重要的是自我定位问题。他说：“你 

们应该了解你们地方的独特之处，这就是这个地 

方的主要财富，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好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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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对不同的文化进行广 

泛的比较研究，是旅游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 

法。笔者认为应对城乡两种 “亚文化”进行研 

究，城市文化的特点即为乡村旅游市场的文化特 

性。这样才能避免乡村的城市化、庸俗化，营造 

出独有的乡村性。 

3．2 注重对城市居民旅游动机和旅游需求的分 

析 

旅游人类学始终突出对人本身的关怀，人类 

学家习惯用 “主位”和 “客位”的不同视角来思 

考问题，看待不同的文化。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 

设计中应站在城市居民及旅游者的角度，分析他 

们的旅游动机和旅游需求。在我们对城乡差别的 

认识中，往往更多地局限于物质形态。但就城乡 

差异而言。还远远不惟如此。文化和心理的差 

异，具有更加深层的、根深蒂固的渊源。只有准 

确把握城乡之间深层次的文化和心理差异，才能 

把握旅游市场的需求。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更 

多的是关注旅游对旅游地和社区居民的影响和利 

益问题。目前随着旅游需求和旅游动机的多样 

化，旅游人类学更应关注旅游者，从 “主位”的 

角度来思考旅游者旅游动机和旅游需求。 

3．3 加强农民对乡村文化自豪感的培养 

旅游是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冲撞与交汇的窗 

口，旅游地文化向外来文化趋同问题在乡村旅游 

地尤其突出。现代文明已发展到工业文明和后工 

业文明时代，与传统落后的农耕文化相比，都市 

文化无疑具有难以比拟的先进性。由于乡村文化 

和城市文化价值观的分歧，导致了文化观察、文 

化理解上的偏差，在许多人的观念中，现代化就 

是城市化。在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物质 

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不幸的是乡村所 

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却慢 

慢的消失甚至荡然无存，农民在生活中和乡村旅 

游开发中过分追求，刻意模仿城市中的流行文 

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主要 

在于中国城乡巨大差异 (包括物质上和心理上的 

差异)给农民形成的巨大心理阴影，甚至是文化 

自卑，认为城里的就是时尚的、有市场的，反而 

抛弃了乡村独具的、最具吸引力和市场卖点的乡 

村文化。笔者认为培养农民对农耕文化的优越感 

和自豪感，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应对农民进行正确 

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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