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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旅游本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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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 乡村旅游的概念得 出我国乡村旅游的本质是 乡村文化，进一步从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即物质 

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乡村旅游文化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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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可以说是现代旅游文化中的一项新事物，尽管 

乡村旅游在欧洲发达国家可以追溯到 19世纪．但大规模开展 

还是在上世纪后期，我国乡村旅游起步晚，目前尚处于初期阶 

段，如何使起规范发展，从一开始就能走向健康高效的道路， 

笔者认为，对其本质属性的认识尤为重要。 
一

、乡村旅游概念分析 

1．国外乡村旅游概念研究 

国外学者相当重视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研究．认为这涉及 

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但 目前对概念的界定尚未取得一 

致意见。 

欧洲联盟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乡村旅游定义为 

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其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 

核心和独特买点”。因而乡村旅游应该是发生在乡村地区。建 

立在乡村世界的特殊面貌、经营规模小、空间开阔和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之上的旅游类型。 

Lane曾对乡村旅游的概念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认为乡 

村旅游的概念远不仅是在乡村地区进行的旅游活动那么简 

单。相反乡村旅游是一种复杂、多侧面的旅游活动。不同国家 

和地区乡村旅游的形式不同。有些城市和景区旅游并不仅限 

于城市地区，也扩展到乡村，而有些在乡村的旅游并不是乡村 

的，如主题公园和休闲宾馆。Lane界定纯粹形式的乡村旅游 

是：(1)位于乡村地区；(2)旅游活动是乡村的；(3)规模是乡村 

的；(4)社会结构和文化具有传统特征，变化较为缓慢，旅游活 

动常与当地居民家庭相联系，乡村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 

控制；(5)由于乡村自然、经济、历史环境和区位条件的复杂多 

样．因而乡村旅游具有不同的类型。 

2．国内乡村旅游概念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对乡村旅游的概念也有论述，其中，代表性 

的观点主要有：(1)杜江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 

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 

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2)王兵认 

为乡村旅游是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活动 

以及传统的民族习俗为资源．融观赏、学习、考察、参与、娱乐、 

购物 、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3)肖佑兴认为乡村旅游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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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 

和购物为一体的旅游形式。(4)何景明认为狭义的乡村旅游是 

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 

物的旅游活动。其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生在乡村地区， 

二是以乡村性作为旅游吸引物 。“乡村性”是界定乡村旅游最 

重要的标志。(5)乌恩认为乡村旅游是指在传统乡村地区开展 

的．以乡村自然环境、风景、物产及乡村生活为旅游吸引物的， 

不过多依赖资本和高度技术。较少使用专用接待服务设施的 

旅游活动形式。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旅游概念的论述中，我们可以 

获知乡村旅游涵义的以下关键要素：位于乡村地区，空间开 

阔，人为干扰较少 ；乡村的规模，不论是建筑还是聚居方面，通 

常较小。人口的规模和密度也较小；乡村的自然、文化景观和 

风土人情是其吸引力所在，可满足城市游客的多种旅游需求； 

以乡村特色为基础，与自然环境和乡土文化紧密相联；游客参 

与当地居民的生产、各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具有传统的社会文 

化特征：变化较为缓慢 。旅游活动常与当地居民家庭相联系， 

很大程度受当地控制；较高比例的旅游收入致力于乡村地区 

的发展，并为乡村的长期利益服务。 

现代旅游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活动，游客在进行 

某种游憩或旅游活动时。不管具体的旅游产品或服务是什么， 

都是在进行一种精神消费，而这种精神消费在很大程度上都 

与文化有关。人是有文化的动物，接受一种产品，就是接受一 

种文化。乡村旅游为游客提供的消费价值，主要体现在一种精 

神的满足，人们通过参加农业劳动、采摘等活动 ，追求的不是 

物质上的索取。而是精神上的享受，这一点同文化消费模式完 

全相同，结合上述的乡村旅游的关键要素，我们可以看到乡村 

旅游的本质属性就是乡村文化。 

二、乡村旅游中的文化素材构成分析 

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组成，即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层次既有其相对独立性，叉 

彼此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关 

于乡村文化的构成，我们可以引用文化结构的三分法，即分为 

乡村物质文化、乡村制度文化和乡村精神文化。乡村文化的三 

个层次是乡村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生活 

要素的积累和沉淀。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这三个层次的很多素 

材都可以转化为类型丰富的旅游产品，形成乡土气息浓郁的 

整体氛围，从而构成乡村旅游独具特色的核心吸引物，具有无 

比的意境和神韵。 

1．乡村物质文化 

乡村物质文化是乡村生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 

的文化．既包括具体的器物，也包括这些器物的生产、工艺和 

技术。乡村物质文化是乡村居民集体和个体智慧的外在显现 

部分．具有可视性、可触性特点 ，包括乡村田园景观文化 、乡村 

建筑文化、农耕文化、乡村饮食文化、乡村手工艺文化等。 

(1)乡村田园景观。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旅游者首先感受 

到的是乡村田园景观．我国地域辽阔，地形、气候类型复杂，自 

古以来人们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耕作方式，形成了多种多样 

的田园最观．依据地理区位的不同可分为沿海渔业景观 、江南 

水乡田园景观、平原田园景观、丘陵盆地田园景观、畜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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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 、高原田园景观等；依据作物的不同可分为茶园 、花卉园、 

荔枝园、瓜园、枣园、桃园等。乡村 田园景观展现出恬静而和 

谐、淳朴而生意盎然的韵律，因而成为城市居民精神和情感上 

的“寻根之处”。 

(2)农耕文化。我国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以商轶“恳草” 

为代表的农耕思想，“重农抑商”、“耕渎为本”的儒家思想代代 

相传。历经数千年的浸润，形成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即农耕文化，乡村“天人和一”的环境 。田畴、农舍、篱笆 、 

鱼塘、窗含新绿，户对鹅塘；宁静舒缓的生活节赛，“日出而作 ， 

日落而息”，如炊烟轻袅 ，如闲云舒卷；水车灌溉、围湖造 田、渔 

鹰捕鱼、采藕摘茶等农事活动，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构成 
一 幅幅田园韵味极浓的农耕画面 ，勾起游人浓浓的怀旧情感 ， 

使其沉浸于陶渊明般的回归感叹之中。 

(3)乡村建筑文化。乡村建筑属于“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乡村文化与精湛技艺相融合的结晶。人伦 

之美 、人文之美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国的乡村建筑千姿 

百态 ，有华南沿海的骑楼、客家五凤楼 、围垄及土楼 、西南少数 

民族的竹楼、黄土高原的窑洞等乡村居民建筑：气势恢弘的祠 

堂、高大挺拔的文笔塔、装饰华美的寺庙等乡村宗祠建筑。传 

统乡村建筑的集合体——乡村聚落，如江西的流坑古村 、江苏 

的周庄、浙江的诸葛村、福建的客家围屋、皖南的宏村、西递等 

已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旅游地。 

(4)乡村饮食文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地取材，就 

地施烹”是乡村饮食文化的主要特色。朴实无华的农家风昧、 

自然本位，由于其鲜美、昧真、朴素、淡雅 ，成为当今人们追逐 

的时尚。风鸡、醉蟹、咸鱼、糟鱼、淹菜、豆酱玉米饼 、山野菜等 

能够满足现代人的“尝鲜”心理，人们在品尝这些乡野美昧时。 

闻到了乡村的清香，吃到了山野的滋味，给平常生活添进了不 

平常的感觉。另外 ，乡村饮食独特的制作风格、饮食习俗中“相 

与而共食”的人生境界、追求诗意的宴饮情趣等，都吸引着城 

市游客去参与和体验。 

(5)乡村手工艺文化。乡村手工艺与乡村生活紧密相连， 

直接反映出乡村地区的文化特性和审美情趣，因而对游客具 

有很大的吸引力。如乡村的泥人工艺、木版年画、彩灯、剪纸、 

手编花篮、手工刺绣、皮影、风筝制作等。有的游客参观了手工 

艺品的生产制作过程，或者参与了制作过程的某个环节，因此 

购买的手工艺品蕴含着他们的亲身体验，具有其本人才能感 

受到的难以忘怀的情感回味，其购买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手工 

艺品自身的价值。 

2．乡村制度文化 

乡村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维护乡村社会的 

稳定、秩序而约定俗成了许许多多的伦理道德及礼仪规范，这 

些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有的带有封建色彩，但在“去其糟粕” 

之后 ，很多素材可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1)乡村权力制度。乡村权力制度是指乡村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为防御或维护乡村的凝聚力，树立乡村形象而约 

定俗成的权利规范。乡村权力制度由权力主持人(一般由族长 

或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担任)、权力组织、权力奖惩制度组 

成。在一些古老村落，一旦某位村民犯戒或有功，权力主持人 

就会组织权力组织讨论，然后在乡村祠堂实行奖惩。游客通过 

对乡村的这种公共选择制度的认知，体会乡村的凝聚力、亲和 

力，对其维护和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具有启迪的意 

义 。 

(2)乡村礼仪文化。我国紊有“礼仪之帮”的盛誉 ，礼仪在 

传统文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乡村礼仪源远流长，千头万绪。 

例如，乡村的人生礼仪包括诞生礼 、成年礼 、婚礼、寿礼等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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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的播种、耕耘、收获、春储 ，每个阶段都包古各种礼俗 ； 

狩猎、采摘等活动也有各种的仪节习俗。每种礼仪都有一套完 

整的程序和规范 ，如新生儿诞生礼包括诞生前的求子、胎教 、 

催生，诞生后的大軎、小喜、三朝礼、满月礼、百 日礼、抓周、取 

名礼等；婚礼包括纳亲 、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等“六 

札”，这些古老的礼仪与日益枯燥和机械化的城市生活形成了 

巨大的对比。对游客来说充满着陌生感和新鲜感 

(3)乡村布局文化。乡村作为一个地域空间单元．其存在、 

选址和空问布局都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儒家文化 

中的 “礼乐”思想反映在乡村建筑平面布局上就是要整齐划 
一

，同时还要体现意象上“乐”的和谐 ：道家思想追求“无为而 

无不为”的处世态度，它对乡村景观影响主要是空间布局上讲 

求 自由散漫，选址上讲求清幽的环境，江浙一带的“小桥 、流 

水、人家”的临水型乡村布局就是典型例子。再如。民间风水学 

说思想植根于乡村土壤之中，在其指导下。乡村在选址上讲求 

后有靠山，前有流水，远处有低矮 的小山朝拱 ，左右有山体护 

卫，村基比较平坦开阔；在空问布局上，通常以宗祠为中心，村 

内民居按统一的朝向以尊卑礼制之序排列。乡村布局中的这 

些制度规范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游客置身其中．处处 

都感到好奇与神秘，寓文化体验 、文化教育于游玩之中 

3．乡村精神文化 

乡村精神文化是指乡村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所具有的 

共同的心理结构与情感反应模式，通常表现为乡村居民的性 

格 、价值观、哲学等 ，它潜存于物质文化里，是无形的，游客只 

有通过长期的体验才能领悟。 

(1)乡村节 日文化。乡村节 日反映出乡村特定地域的生活 

习惯、风土人情，是乡村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例如。盛行于乡 

村的汉族传统节 日有春节 、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重阳节、中元节、腊八节以及各种农事节 日等 ，藏族有浴佛节、 

雪顿节，彝族有火把节 ，傣族有泼水节等。并且在不同的节日 

里有不同的民俗活动，如春节贴春联 、贴年画、贴福字、包饺 

子，端午节悬艾叶、赛龙舟、吃粽子，中秋节团聚、赏月、吃月 

饼，重阳节插茱萸 、登高、饮菊花酒等。 

(2)乡村家庭生活文化。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如 

果社会文化是“共性文化”，那么家庭生活文化就是一种“个性 

文化”，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劳作分工 、一 日三餐 、家庭 

用语、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等。现代城市的生活文化是一种 

“快节奏文化”而乡村家庭生活文化是一种“慢节奏文化”。游 

客在乡村家庭生活文化的环境中，会受到浓厚的家庭亲情关 

系的熏陶，可以增进其家庭成员之间的了解 ，使感情更加融 

治．家庭更加和睦。 

(3)乡村艺术文化。乡村艺术文化带有浓郁的乡土特征， 

田园诗人、田园书法家、田园画家、田园作家的创作具有丰富 

的审美想象和幽深的意蕴，游客从中既可欣赏到优美的乡村 

自然风光，又可体会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般与世无争的心 

境。另外，流传予乡村地区的传统音乐、舞蹈、戏曲、杂技等艺 

术文化，种类繁多 ，体现了朴实清新的村韵野昧 ，深受现代游 

客的喜爱。 

上述乡村旅游中文化素材的三个层次的具体内容。正如 

化结构虽然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划分，但实 

际上这三种文化却相互联系，有时很难分开，乡村文化也是如 

此。以乡村民居四合院为例．乡村民居四合院由多种建筑材料 

建成，属于物质文化，这种建筑格局是我国家庭制度的反映． 

属于制度文化，而民居装饰、室内的摆设又属于精神文化的范 

畴，这样 ，我们从四合院中可以看到乡村文化三个层次的有机 

结合，可以说“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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