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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 结” 是 引发 乡村 旅 游 者 的 根 本 动 机 ，具 体 表 现 在 中 国 人 身 上 就 是 “土 地 情 结 ” 

和 “家情 结 ”， 它们 共 同对 乡村 旅 游 需 求 市场 和 旅 游 供 给 提 出 了相 应 的 要 求 。研 究情 结 理 论 ，对 

乡村 旅 游 的 开 发 规 划 以 及 整 合 营 销 具 有 一 定 的 启 发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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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plex has induced the initial motivation of Agritourists．In China，it iS em 

bodied by Soil Complex and Family Complex which propose new demands for the market and sup 

ply of Agritourism．Study of the Complex theory will be of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 

opment and plan of Agritourism and marketing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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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情结”是 乡村旅游需求的根本动机 

“乡 村 旅 游 ” 是 在 人类 环 境 保 护 意 识 增 强 的 时代 

背 景 下 产 生 的 。 -I-业 革 命 在 给 人 类 带 来 丰 富 的 物 质 

享 受 的 同时 ， 也 使 城 市 失 去 了 人 类 不 可 或 缺 的 自然 

环 境 。于 是 ，人 类 在 迷 惘 、失 落 之 中 对 自 己原 始 家 

园 的爱 护 与 珍 惜 之 情 油 然 而 生 ，保 护 生 态 平 衡 成 为 

人 类 的 共 识 。 I-1] (P43)乡 村 旅 游 正 是 在 人 类 意 识 

到 人类 环境 恶 化 将 使 人 类 失 去 栖 息 地 之 后 ，开 始 成 

为 城 市 居 民 青 睐 和 追 求 的 方 向 ，它 切 合 了 近 几 年 兴 

起 的 “生 态 旅 游 ”、“绿 色 旅 游 ” 以及 “可 持续 发 展 ” 

的 巨大 潮 流 ．具 有 不 可 抵 御 的 独 特 魅 力 。 

乡 村 旅 游 的兴 起 和 发 展 原 因 固然 有 消 费 引 导 和 

旅 游 者从 众 心 理 的 因素 ，但 其 根 本 动 机 是 人 类 对 自 

然 的 一 种 回 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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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惰 结 。人 类 用 

了 很 长 时 间 完 成 了 从 乡 村 到 城 市 这 一 逃 离 自 然 的 过 

程 ，但 可 悲 的 是人 们 发 现 自 己 借 以 征 服 自然 的 理 性 

世 界 正 逐 步 凸 现 对 人 的 心 理 及 生 产 力 产 生 束 缚 的 反 

作 用 力 。 [1-I (Pl00) 因 而 ，在 生 态 主 义 与 环 境 保 

护 观 念 的 催 动 下 ，“深 蓝 运 动 ”，“反 城 市 化 ” 浪 潮 悄 

然 兴 起 ，城 市 生 态 化 、 乡 村 化 趋 势 逐 渐 鲜 明 ，而 离 

开 拥 挤 、 喧 闹 的 居 住 环 境 ， 回 归 原 始 的 精 神 家 园 ． 

前 往 乡 村 去 旅 游 成 为 了 后 现 代 社 会 中 的 又 一 追 求 。 

这 种现 象 说 明 ， 当 人 类 经 历 了 逃 离 自 然 的 过 程 后 ． 

希 望 能 够 进 入 一 种 “返 璞 归 真 ” 的状 态 是 人 性 的 本 

能 。那 么这 种 自然 回归 的 情 结 又 是 如 何 产 生 的 呢 ? 

根 据 心 理 学 家 荣 格 的 “情 结 理 论 ”． 可 知 导 致 人 

形 成情 结 的 真 正 原 因 是 “集 体 无 意 识 ”。荣 格 认 为 人 

的 心 理 是 通 过 进 化 预 先 确 定 的 ， 个 人 因 而 总 是 和 往 

昔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 不 仅 与 自 己 的 童 年 往 昔 ，更 重 要 

的 是 与 种 族 的 往 昔 联 结 ， 甚 至 在 那 以 前 还 有 与 有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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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进 化 的 漫 长 过 程 联 结 在 一 起 。 如 此 联 结 的 结 果 就 

是 “集 体 无 意 识 ”，这 是 一 种 “人从 他 的 祖 先 那 儿 继 

承来 的 意 象 ”，亦 即 是 一 种 种 族 化 的原 始 意 象 。 [2] 

(P2)而 中 国人 的 “乡 土 情 结 ” 正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集 

体 无 意识 在 个 体 心 理 上 的 表 现 。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在 其 本 性 上 是 乡 村 文 化 类 型 ， 

中 国人 的 乡 土情 结 正 是 在 这 样 一 个 传 统 文 化 背 景 下 

造 成 的一 种 心 理 定 势 、行 为 准 则 和 精 神 信 仰 。它 不 

仅 体 现 在 今 天 的 乡村 人 身 上 ， 同时 也 潜伏 在 上 一 代 、 

这 一代 以 及 下 一 代 中 国 人 身 上 。 殊 不 知 正 是 由 于 这 

种 人 类 所 共 有 的 强 烈 的 原 始 意 象 的 客 观 存 在 ， 以 及 

由 此 产 生 的 “乡 土 情 结 ” 才 是 中 国 乡 村 旅 游 市 场 得 

以发 展 的根 本 原 因 。 只 不 过 中 国城 市 人 在 近 代 化 商 

品经 济入 侵 后 ，尤 其 在 20世 纪 80年 代 加 快 城 市 化 

进 程 后 ，对 “乡 村 旅 游 ” 这 一 “舶 来 概 念 ” 更 多 的 

是 从 经 济 、环 境 的 角 度 来 进 行 分 析 而 忽 略 了 文 化 心 

理 因 素 。 

“乡 土情 结 ” 究 其 内容 包 含 两 方 面 ：一 是 “土地 

情 结 ”；二 是 “家情 结 ”。 

“土 地 情 结 ” 在 中 国人 身 上 体 现得 尤 其 明显 ，追 

寻 中 国人 的往 昔 ，我 们 会 发 现 乡 村 人 与 他 们 耕 作 的 

庄 稼 一 样 ，深 深 根 植 于 +rig之 上 ，这 并 非 一 般 意 义 

上 的依 附 土地 ，而 是 与 土地 有 着 生 命 之 源 式 的关 联 。 

由 于 当时 生 产 力 十 分 低 下 ，这 种 对 土 地 的 亲 缘 情 感 

不 仅 仅 局 限于 土 地 这 个 对 象 本 身 ，而 是 扩 展 到 了 整 

个 自然 界 。 在 远 古 的 乡 村 人 看 来 ， 自 然 界 是 一 个 充 

满 神 秘 色 彩 ， 让 人 敬 畏 的 世 界 ， 由 此 产 生 了 对 自 然 

界 的 崇 拜 之 情 和 “天 人 合 一 ” 的 观 念 。 后 来 随 着 城 

市 的形 成 和 发 展 ，越 来 越 多 的 乡 村 人 迁 移 到 城 市 ， 

居 住 在 “第 二 自然 ” 中 。城 市 人 开 始 把 土 地 和 空 间 

仅 仅 作 为 居住 、加 工 和 交 换 的 场 所 ，不 再 直 接 利 用 

自然 、接 触 自然 ，城 市 生 存 演 变 成 为 一 种 相 对 于 乡 

村 自然 生 存 的 “人 为 生 存 ”。20世 纪 后 半 叶 ， 随 着 

现 代 化城 市进 程 的 加 快 ，开 始 出 现 了 种 种 城 市 生 存 

危机 ，于 是城 市 人 一 方 面 开 始 修 复 城 市 生 存 ，力 图 

把 城 市 变 成具 有 乡 村 化 自然 的 生 存 环 境 ，另 一 方 面 ， 

希 望通 过 参 加 乡 村 旅 游 暂 时 逃 离 喧 嚣 的 生 活 环 境 ， 

寻求 一种 回归 自然 的 感 觉 ， 以满 足 自 己 对 土 地 、对 

自然 的特 殊情 结 。 

再 来 看 “家 情 结 ”， 中 国 人 是 最 有 家 庭 观 念 ， 最  

爱 家 ，最 具 家 族 意 识 的 民族 ，而 最 典 型 的代 表 着 中 

华 民族 家 庭 文 化 的 是 汉 民族 的 家 庭 及 家 族 观 念 。汉 

民族 是 一 个 较 早 采 用 田 间 耕 作 的农 业 定 居 民族 ，这 

种 安 定 的农 耕 生 存 使 汉 民族 始 终 生 活 在 固定 的 地 域 

和 固 定 的 血 缘 关 系 中 。 由 此 使 得 地 缘 组 织 和 血 缘 组 

织 相 互 重 叠 的地 域 观 念 和 血 缘 观 念 融 合 生 长 ，形 成 

了 以家 庭 血 缘 为 内 核 ， 以 固 定 地 域 为 形 式 的 家 乡 观 

念 ，不 管 漂 泊 到 何 处 ， 家 乡 山 水 、家 族 至 亲 总 是 每 

个 中 国人 魂 牵 梦 绕 的 对 象 ，地 域 文 化 在 每 个 人 身 上 

都 留 下 了 深 深 的 烙 印 。 

“乡土情结”对 乡村旅 游需求的市场影响 

乡村 旅 游 是 以 农 业 文 化 景 观 、农 业 生 存 环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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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事 生 产 活 动 以及 传 统 的 民族 习俗 为 资 源 ，融观 赏 、 

考察 、学 习 、参 与 、娱 乐 、 购 物 、 度 假 于 一 体 的 旅 

游 活 动 。 [3] 

从 “乡 土情 结 ” 角 度 来 看 ，观 赏 田 园 风 光 、体 

验 乡 村 野 趣 是城 市 人 选 择 乡 村 旅 游 的 基 本 需 求 ，他 

们 几 乎 都 有 了解 自 己 祖 先 生 活 和 追 缅 往 昔 的 潜 在 动 

机 ，希 望 通 过 对 农 村 、农 事 和 大 自然 的 基 本 了 解 以 

求 扩 大 知 识 视 野 、 陶 冶 情 操 和 释 怀 情 感 。但 城 市 居 

民对 农 业 自然 景 观 和 农 业 文 化 景 观 的 选 择 倾 向 又 会 

表现 出 差 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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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 此 ， 

必 须 对 乡 村 旅 游 市 场 进 行 细 分 。 

1． “土 地 情 结 ” 驱 动 下 的 乡村 旅 游 细分 市场 

前 文 已经 指 出 ， 人 类 对 土 地 的 情 结 已 超 越 了 土 

地 本 身 ， 扩 展 到 对 整 个 自 然 界 ， 因 此 ， 从 广 义 上 来  

讲 ，“土 地情 结 ” 是 指 对 乡 村 自然 生 态 环 境 下 的 “第 
一

自然 ” 的情 结 。 在 这 一 情 结 驱 动 下 的 乡 村 旅 游 细 

分 市 场 主 要 有 二 种 ：工 薪 阶 层 周 末 度 假 市 场 和 学 生 

修 学 市 场 。据 北 京 、上 海 、南 京 等 市 民 出 行 意 向显 

示 ，领 略 田园 风 光 是 出行 的 首 选 动 机 ， 因 为 乡 村 在 

选 址 上 讲 究 因 借 自然 ， [5] 地 景 比较 丰 富 ，人 化 的 

自然 于 自然 本 身 处 于 一 种 和 谐 的 生 态 平 衡 ， 清 新 的 

空 气 、 安 静 的 环 境 、空 旷 的 田 野 和 绿 色 环 境 组 成 的 

大 自然 氛 围 对 久 居 喧 嚣 都 市 的 市 民来 说 是 非 常 有 吸 

引 力 的 。 他 们希 望 能 够 体 验 到 与 城 市 生 活 截 然 不 同 

的 乡 村 生 活 ，贴 近 自然 与 泥 土 、感 受 淳 朴 、恬 静 与 

悠 闲 ，领 略 乡村 的 自然 美 和 田园 美 。在 观 光 的 同 时 ， 

他 们 还 希 望 能 亲 近 原 始 的 劳 作 形 态 ， 品 尝 土 生 的农 

副 产 品 ，感 受 古 朴 的 民 风 民 俗 ， 从 而 了 解 自 己祖 先 

的 生 活 方 式 。所 以针 对 这 一 市 场 群 体 的需 求 ，应 开 

发包 括 观 光 、考 察 、参 与 、娱 乐 、 购 物 等 在 内 的 多 

功 能 复 合 型 旅 游 活 动 。 乡 村 旅 游 重 在 体 验 ，要 满 足 

游 客 在 主 体行 为 上 具 有 很 大 程 度 的 参 与 性 特 点 。对 

于城 市 学 生 而 言 ，乡 村 还 是 一 个 接 触 自然 、认 识 自 

然 、iX识 人 类 进 步 的 历 史 的 大 课 堂 ， 所 以 乡 村 旅 游  

还 要 针 对 性 地 开 发 修 学 需 求 地 旅 游 项 目，做 到 寓 教 

育 于 审 美 ，寓 教 育 于娱 乐 。 

2． “家 情 结 ” 驱 动 下 的 乡村 旅 游 细 分 市 场 

对 于 “家 ”，我 们 不 能 把 它 仅 仅 理 解 为 狭 隘 的家 

庭 观 念 ， 而 应 是 一 个 宽 泛 的 概 念 ，“家 情 结 ” 的 实 质 

是 一 种 对 同 源 性 地 域 文 化 的 认 同 。 另 外 ， “第 二 家 乡 

观 念 ” 也 值 得 引 起 我 们 的 关 注 ， 因 为 在 “家 情 结 ” 

的影 响下 ，人 们 往 往 还 会 对 自 己 曾 经 生 活 过 、工 作 

过 的 土 地 产 生 一 种 特 殊 情 感 。 所 以 在 “家 情 结 ” 驱 

动 下 的 乡村 旅 游 细 分 市 场 主 要 有 两 种 ： 中 老 年 市 场 

和 知 青 市 场 。在 中 国 ，商 业 意 义 上 的 城 市 还 只有 十 

分 年 轻 的 历史 ，城 市 中 的绝 大 部 分 居 民 ，尤 其 是 中 

老 年 人 大都 来 自农 村 ，他 们 对 农 村 有 一 种 特 殊 的 情 

结 ，各 个 阶层 的 人 都 与 农 村 、农 民发 生 直 接 或 者 间 

接 的 关 系 。 而 知 青 市 场 则 是 对 20世 纪 6O年 代 以 来 

“上 山 下 乡 ”、“干 部 下 乡 劳 动 ”、 “五 七 道 路 ” 等 历 史  

事件 所 形 成 的潜 在 旅 游 市 场 的 统 称 。 [6] 现 在 ，那 

些 有 幸 回城 的 知 青 也 已步 入 中 年 ， 他 们 不 断 地 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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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昔 ，关 注 曾 经 洒 下 汗 水 的 “第 二 家 乡 ” 的 发 展 。 

这 一 市 场 群体 在 怀 念 清 新 的 空 气 ，绿 色 的 田 野 的 同 

时 ，更 希 望 了解 当 地 农 业 发 展 的 状 况 ，参 观 现 代 农 

业 庄 园 的 旅游 项 目和 寻 找 当 年 的 乡 村 建 筑 ，感 受 古 

朴 的 民 风 民俗 ，唤 起 他 们 美 好 的 回忆 。 

“乡土情结”对 乡村旅 游开发的启 示 

既 然 “乡 土 情 结 ” 在 深 层 次 上 影 响 了 乡 村 旅 游 

需 求 的形 式 ，那 么 它 也 必 将 对 乡 村 旅 游 的 供 给 提 出 

内在 的 要 求 ， 因 此 我 们 在 开 发 乡 村 旅 游 的 过 程 中 ， 

必 须 澄 清 几个 认 识 ： 

1． 乡 村 审 美 活 动 不 等 于 乡 村 生 存  

乡村 旅 游 是 一 种 满 足 精 神 需 求 的 文 化 活 动 和 审 

美 活 动 ，这 种 “返 回 乡 村 ” 的 现 象 ，其 实 质 是 一 种 

更 高 的城 市 化 生 存 趋 向 ，而 绝 非 乡村 人 的 自然 生 存 。 

对 于城 市 人 来 说 ， 乡 村 仅 仅 是 他 们 的 消 费 和 享 受 之 

地 ，而 非 生 存 的 来 源 ，他 们 只 是 用 乡 村 的 一 部 分 自 

然 来 代 替 和 弥 补 城 市 生 存 的 不 足 ， 这 是 城 市 生 存 的 

审 美 化 ，而 非 乡 村 生 存 。所 以 在 开 发 乡 村 旅 游 的 过 

程 中要 十 分 注 意 旅 游 环 境 和 接 待 旅 游 设 施 的 卫 生 标 

准 、配 套设 施 的 完 善 和 服 务 水 平 。虽 然 旅 游 者 通 过 

实 物 实 地 来 了 解 往 昔 ，体 验 农 家 生 活 ，但 这 并 不 等 

于说 不 要 开 发 ，越 原 始 越 好 。如 果 不 注 重 旅 游 接 待 

设 施 建设 又 如 何 满 足 旅 游 者 的 审 美 需 求 、卫 生需 求 ? 

面对 纷 至沓 来 的 城 市 旅 游 者 ，不 住 重 乡 村 旅 游 环 境 

的 规 划 ，又 怎 么 去 实 现 可 持 续 性 发 展 呢 ? 

2． 文 化 载 体 不 等 同 于 文 化 内核 

越 来 越 多 的 乡 村 旅 游 开 发 者 认 识 到 乡 村 旅 游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内在 的 文 化 品 味 是 成 正 比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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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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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发 过 程 中 ， 

重 文 化 载 体 、轻 文 化 内 核 ，重 有 形 文 化 、轻 无 形 文 

化 的 现象 比 比 皆 是 ， 主要 集 中表 现 在 各 种 类 型 的 休 

闲 农 场 和 观 光 果 园 等 项 目 上 ， 通 常 忽 视 了 乡 村 文 i'-Is 

传 统 和 民风 民俗 资 源 的 开 发 。不 过 让 乡 村 人 从 自 己 

的 视 野 来 理 解 自 己 的 文 化 确 实 会 “不 识 庐 山 真 面 

目”，有 些 勉 为其 难 ， 因为 世 世 代 代 的 生 活 环 境 ，使 

得 他们 永 远 停 留 在 “生 存 ” 角 度 来 理 解 乡 村 文 化 ， 

而 无 法 着 眼 于 城 市 人 的 “休 闲 ” 角 度 ，尽 管 他 们 也 

试 图 这 么 去 做 。但 这 种 认 识 观 念 的转 变 不 是 内 生 的 ， 

它 需 要 一 定 的 外 在 力 量 。 为 此 ， 乡 村 旅 游 的 开 发 工 

作 不 能小 觑 ，一 定 要 先 规 划 后 实 施 ，一 定 要 请 专 家 

做 ，不能 自行 盲 目开 发 ， 否 则 容 易 造 成 建 设 性 的 破 

坏 。只有 高 立 意 、 高 起 点 才 能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护 人 类 

的 “第 一 自然 ”，实 现 乡 村 的可 持 续性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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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崇 尚现 代 不等 同 于 抛 弃 传 统 

城 市 文化 和 乡 村 文 化 的 另 一 重 大 区 别 在 于 科 学 

主 义 和 传 统 主 义 的 对 立 。 城 市 人 崇 尚 科 学 ，热 衷 于 

追 求 新 的真 理 ，敢 于 抛 弃 过 时 的 传 统 ， 因而 乡 村 旅 

游 开 发 过 程 中 要 抛 弃 那 些 愚 昧 、 落 后 的 文 化 ， 发 扬 

那 些 健 康 向上 ， 富 有 地 方 民族 特 色 的 传 统 文 化 ，形 

成 以地 域 乡 土 文 化 为 核 心 的 高 品 质 旅 游 产 品 。 当 然 

我 们 在 注重 科 学 精 神 的 同 时 ．应 该 始 终 把 握 乡村 旅 

游 消 费 需 求 的 实 质 ，确 保 乡 村 旅 游 产 品 的 乡 土气 息 。 

任 何 乡 村 旅 游 活 动 的 开 展 都 必 须 维 护 乡 村 的 自然 状 

态 ，切 不 可 引 入 与 该 地 传 统 文 化 不 和 谐 的 “异 域 文 

化 ”，如 在 古 村 落 中修 建 星 级 宾 馆 ，将 有 特 色 的传 统 

民居 拆 迁 ，整 修 成 洋 房 ， 又 如 在 乡 村 民 俗 活 动 中 加 

入 KTV 等 现 代 化 的 项 目 等 。 这 些 必 然 会 导 致 乡 土 

气 息 的浓 郁 性 和 真 实 性 受 到 破 坏 ，甚 至 消 失 ，从 而 

也 就 从 根本 上 破 了 乡 村 的旅 游 资 源 ，断 了 自身 发 展 

的 道 路 。 

综 上所 述 ，乡 村 旅 游 的 心 理 实 质 是 对 特 定 地 域 

的 向 往 ，是 对 与 自己 的往 昔 存 在 必 然 关 联 的 地 域 文 

化 的 一 种特 殊 情 感 ，乡 村 旅 游 开 发 成 败 关 键 在 于 是 

否 和 生 态 旅 游 、 文 化 旅 游 相 结 合 。 在 这 方 面 ． 波 兰 

的 “乡 村 一 生 态 ” 模 式 和 匈 牙 利 的 “乡 村一 文 化 ” 

模 式 为 我 们 提供 了 借 鉴 意 义 。 [7] 而 笔 者 认 为 在 中 

国这 样 一个 有 着 深 厚 “乡 土 情 结 ” 的 国度 里 ，应 该 

把 由 “乡 土情 结 ” 支 配 下 的 生 态 旅 游 、文 化 旅 游 这 

两 方 面 内 容 和 乡 村 旅 游 紧 密 结 合 起 来 ， 相 互 补 充 、 

相 互 融 合 ， 走 “乡 村 一 生 态 一 文 化 ” 模 式 ， 以 满 足 

中 国 旅 游 者 深 层 次 的 需 要 ， 从 而 推 动 我 国 乡 村 旅 游 

事 业 的 健 康 、持 续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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