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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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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在乡村旅游中，游客以追求原生文化和淳朴的民风为目标，而旅游的产业化使得产品的商业化日益凸 

显，这样就产生了产品真实与游客需求之间的矛盾。运用人类学的观点，从“舞台真实”视角出发，对 

乡村旅游q-游客、产品设计者进行分析，可以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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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以农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作为吸引物，以都 

市居民为主要客源市场，针对回归自然的旅游需求，满足游客 

观光、务农娱乐、休闲度假、购物等多种需求而开展的参与性 

强、文化内涵深厚、乡土趣味浓郁的新兴旅游活动。_l J现代乡 

村旅游(modern rund tourism)应当归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文化生 

态旅游类型，追求的是心灵的体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高品位、综合性、体验性和可持续 

发展等特征。 

一

、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在我国，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居民收人增加，生活水平提 

高，居民消费不再满足于衣食住行，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需 

求强烈；同时，农村条件日益改善，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 

可能，加之国外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成功经验，促使我国乡村 

旅游迅速发展。当前，乡村旅游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 

效方式，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 

当前乡村旅游产品环节上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没 

有深入挖掘乡村旅游资源和环境的文化内涵，旅游活动主要 

停留在观光、采摘、餐饮等满足游客的物质欲望的浅层面上， 

缺乏精神需求和文化氛围；产品单一，项目粗糙，内涵不深，系 

列不全，缺乏精品，科技含量低，重游率不高，不能适应现代旅 

游市场的需求等。因此，在深入研究市场动态和旅游者的心 

理特征与消费行为的基础上，产品设计者如何开发集观赏、体 

验于一体的综合型乡村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舞台”，满足游 

客多层次的需要，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Rosa Mafia Yague 

Perales认为现代乡村旅游有两方面的动机：寻求环境质量和 

真实性。【2ll10h“m所以要想保持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竞 

争力就必须保持它的真实性，特别是产品的真实性。 

二、乡村旅游产品真实性分析 

旅游业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产业化，而产业化又必 

然带来商品化的问题。商品化与真实性之间就有了必然的联 

系。在乡村旅游中，为了满足游客不同的需要，产品的设计者 

会把“原生资源”的真实性不同程度扭曲，对旅游产品进行“前 

台”“后台”的设计。体现旅游产品的真实性是必要的。 

在乡村旅游中，游客参加的当地农耕、民族节日或民俗表 

演会被东道主不同程度地加以修饰而后搬上“前台”，这种方 

式并没有丧失其真实性。 

1．文化变迁与真实性。虽经加工和提炼，“前台”的表现 

形式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后台”内涵基本保持不变，其真 

实性仍然得到保证，或许通过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其传统文化 

内涵得到了保护和创新，毕竟感性认识是易变的多样的，而理 

性认识才是内在的“根”。同样，可以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任 

何一种文化都是恒久变化的。因此没有必要一味地去探讨文 

化的真实性，去追求一种静止的文化，关键在于抓住文化的本 

质，使其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去演绎。一种文化失 

去了“根”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那么建筑于其上的产品也就 

失去了灵魂。 

2．有效保护“后台”。这种具有乡土气息代表性的产品被 

当作真实而搬上舞台，其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与游客 

的隔绝，保留某种神秘感。简而言之，“前台”是为了保护“后 

台”。如前所述，乡村旅游中娱乐型游客居多，游客只需要满 

足对“前台”表演的观摩即可，感到新鲜、神奇就达到了预期目 

的，并没有必要深谙其中的奥秘。反而，游客真正熟悉了参观 

对象，弄懂其本质，旅游的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大半。_3j3 一170 

3．“建构性真实”的存在。应该考虑到“建构性真实”，即 

游客在对真实的建构中除了存在性的真实外同时又浸透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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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期待、权力等因素。以此为出发点，旅游中的真实是主客 

观真实的统一体，是原生性真实的再生产的结果，是真实的再 

造。产品的真实性因人而异。正是由于这种游客与乡村旅游 

产品的互动，导致“前台”与“后台”的差别不是非常明显，那么 

被修饰过的产品对于不同旅游动机的游客而言便谈不上虚 

假与否。 

三、乡村旅游游客的“真实"性分析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旅游是一个系统，它包括旅游者(主 

体)、旅游业(媒体)以及旅游资源(客体)。乡村旅游亦然。从 

供需角度上看，旅游需求才是一次旅游活动能否成行的最终 

决定因素。因此有必要首先从游客角度进行剖析，得出游客 

在扮演不同角色时乡村旅游产品设计的对策。 

关于旅游真实性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旅游人类学的研 

究热点，它不仅涉及到游客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文化的变 

迁、旅游的商品化及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4 280马康纳 

(1973)总结前人的研究，借用戈夫曼的“前台”“后台”观点，最 

终提出了“舞台真实”的理论。乡村旅游的东道主在利用自己 

原始的民俗和淳朴的民风为城市游客搭建一种旅游方式。借 

用张晓萍教授的分类方法，旅游可以分为娱乐性旅游和文化 

体验型旅游。【5l3卜M与之相关的游客也就可以分为娱乐型游 

客和文化体验型游客。 

1．娱乐型游客。据资料统计，在欧洲和北美等地，客源输 

出的70％以上都是休闲娱乐的游客，“深度旅游”还只是处于 

萌芽状态。乡村旅游的游客主要以休闲娱乐类型居多。他们 

主要是出于暂时性摆脱日常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去农村 

或城乡交界处寻求身心的放松与调节，他们纯粹追求娱乐与 

放松，并不要求旅游地的文化展示是百分之百的原汁原味，所 

要求的只不过是亲身经历的“客观性真实”，至于东道主能否 

给他们上演最真实的地域文化，他们并不关心，甚至被“戏弄” 

仍乐在其中。很显然，在乡村旅游中，这部分游客主要是为了 

享受和放松心情，对产品真实性要求不高，也不是很在乎。从 

文化交流的角度上看，娱乐型游客进行乡村旅游的目的多是 

出于以“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观光猎奇，所以对呈 

现在他们面前的资源商品化很少过问，真实与否无所谓。 

2．文化探索型游客。不可否认，在乡村旅游中还存在着 
一 部分以异文化体验为追求的旅游者。对于城市旅游者来 

说，旅游不仅是一种物质享受，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追 

求，了解东道主的风土人情，重返自然，追寻历史，感受异文化 

的震撼成为此种游客的主要旅游动机。在乡村旅游中，游客 

通过参与当地的农耕、民族节日庆典，深刻体会当地的乡土文 

化，获得能够代表东道主的历史与文化的真实。显然，这种以 

体验异文化和真文化为动机的旅游者对产品真实性的要求 

较高。文化型旅游者是设身处地的以当地人的角色，尝试用 

当地人的视角去看问题，发现问题，体验异文化和人类多元文 

化互动所带来的乐趣，接受文化平等的现实，即“美人之美”又 

“各美其美”，与人类学家的“田野作业”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乡村旅游中，出于不同目的的游客对产品真实性的要 

求不尽相同。自然和社会各种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而构成的整体，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乡村旅游，东道主 

除了应该关注游客的主观体验取向，旅游产品真实性设计也 

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四、乡村旅游产品设计者“真实"性分析 

人地关系是指人的生存活动、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与自然 

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它着重研究的是 

人与地的交界相互作用面，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自然 

环境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关系的规律。 6 93-95产品开发商则 

是人地关系中的中介、桥梁，决定着产品的真实性 在乡村旅 

游中，产品设计者用人地发展观指导旅游产品的设计，将呈现 

出以下三个趋势： 

1．与“地”紧密相连，进一步体现地方特色。旅游产品的 

设计应尊重消费者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但另 
一 方面也应注意，有时“距离”产生美，越是稀奇地方的东西越 

是吸引人。旅游是一种体验，乡村旅游更是如此。游客更注 

重能享受到与自己平常生活不同的地方，如游客希望能够体 

验到不同地方带有传统特色的民俗与生活方式，丰富人生阅 

历，开阔视野，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因此，要求产品的设计者 

把握好“客观性真实”与“建构性真实”的度。 

2．突出“自然”。随着各种人造、合成、转基因物品的增 

多，人们对纯自然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为满足游客的需求， 

设计者在研究开发新产品时也要把如何保持自然特色作为考 

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要保证农家饭的原汁原味，作为具有特 

色的乡村“食”物，要遵循“客观性真实”的要求，尽量不去加以 

过多修饰。 

3．注重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更应注意可持续发展。设 

计者要把旅游产品的开发建立在生态环境承受能力之内，正 

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旅游与生态环境和社 

会文化和谐统一的条件下开展旅游活动，全面、协调地发展旅 

游业，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的统一。保持 

原生文化与淳朴的民风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 

在。因此，在此环节上设计者仍以遵循“客观性真实”为主。 

可见，在乡村旅游中，产品的设计者在“食住行游购娱”六 

环节产品的开发中应以市场为导向，以游客需求为出发点，以 

淳朴民风和原生文化为依托，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客 

观性真实”，主打特色产品，实现产品自身的价值。 

由旅游商品化所引发的真实性问题是复杂的：在乡村旅 

游场景中，各参与主体在不同的动机、利益驱使下扮演着不同 

的角色，其行为也各异：客体游客出于娱乐和文化探求原因对 

旅游产品的要求不尽相同，主体旅游产品的设计基本符合真 

实性要求，体现出了原生文化的淳朴。对于乡村旅游而言，成 

功的关键在于每个角色(主、客、介)都遵守预定的角色规范以 

及实现角色之间的成功互动(如合作，调节)。在各种组合中 

找到一个契合点，才能使乡村旅游得以可持续开展，盘活乡村 

经济。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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