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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和旅游的空间区隔是制约文旅融合发展的瓶颈。 只有进行空间重组，才能推进乡村文旅深

度融合，以文化支撑旅游，以旅游带动文化。 展示空间、体验空间和情感空间是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三维空间

体系。 乡村文旅融合空间重构需要延循在地性、情景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路径，进行场景设计、项目运营和

技术赋能，将乡村打造为乡村文化的展示空间、乡村生活的体验空间和乡村情感的生成空间，从而推动乡村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为乡村振兴添翼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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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文化和旅游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文化是旅游的

灵魂，旅游是对文化的活化。 但是，长期以来，由
于我国文旅部门分立、利益相悖、政策相驳等现象

的存在，造成文化和旅游的空间区隔，文化沦为躺

在博物馆里的“遗产”，高雅却难以亲近；旅游唯

剩“观光”，休闲有余却略显孤寂。 文化和旅游部

门合并及其一系列政策创制，开启了文旅融合发

展新进程。 乡村既拥有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也具

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我国

旅游业的新宠，“到乡村去”感受文化、愉悦身心、
留住乡愁，是现代人新的生活方式。 随着由“美
丽风景”向“美好生活”的旅游需求转变，在乡村

旅游中挖掘与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使乡村之旅

变成文化之旅、体验之旅、记忆之旅，既是助推乡

村文化和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

推动农业农村振兴发展的新动能。 文旅融合并非

是要以文化来包装旅游，而是要借旅游的传播力

发展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但在现实中往往本末

倒置，旅游成了目标，文化反而沦为陪衬品。 由此

便导致融合流于形式、融于表面，同质化严重，既
远离了文化根基，又弱化了旅游吸引力。 那么，如
何打造乡村旅游吸引物，以助推乡村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呢？
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既是政策之变、观

念之变，更是对乡村的空间重构。 从空间的视角

理解文旅融合，既有利于激活与重构乡村文化空

间，打开乡村振兴的新想象，也有利于发挥乡村

“文化磁场”性能，筑巢引凤，吸引更多游客。 涂

尔干曾指出，空间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物理层面，
更重要的是它被注入了人类社会的集体情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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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感价值①。 西美尔认为，空间具有较强的社

会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赋予空间以意义②。
就此而言，文旅融合的空间价值便不仅在于文化

和旅游资源的整合与集聚，更在于它打开了社会

互动的新想象，具有了心灵共鸣、社会交往和情感

生成的意义。 学界已将空间视角引入乡村旅游发

展研究，分析了旅游社区的空间生产，但既有成果

并不是在文旅融合的总体框架下做的探讨，忽视

了旅游空间的文化生产以及文化对旅游空间的建

构意义。 虽有学者基于场景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

搭建了乡村文旅融合的分析框架③，将研究进程

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其研究侧重于文旅融合的

“价值表达”而非“空间生产”。
文化和旅游犹如相互咬合的齿轮，理应是互

融互促的。 但若没有文化和旅游的空间整合，那
么融合也只能流于形式，是相脱钩的而非互融的，
是浮于表面的而非啮合互促的。 因而，我们探讨

乡村文旅深度融合问题，在根本上而言，就是要研

究如何推进文旅融合中的空间重构问题。 本文基

于 ＤＷ 村的文旅融合空间生产实践，探讨了文旅

融合的空间逻辑及其建构路径，从而助推乡村文

旅深度融合，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一、展示、体验与情感：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

三维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三种属性，即自然、
精神和社会，由此便形成了三种空间类型，即物质

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④。 根据列斐伏尔的

空间划分，结合乡村文旅融合的特殊形态，本文将

构建集“展示—体验—情感”于一体的空间分析

框架（见图 １），其中，展示空间，体现空间的自然

属性，属于物质空间层面，着重于“可参观性”的

文化生产；体验空间，体现空间的社会属性，属于

社会空间层面，突出“可参与性”的场景设计；情
感空间，体现空间的精神属性，属于精神空间层

面，注重“可回忆性”的符号表达。 通过三个相互

交融的空间，既达到了以文塑旅的目的，也营造

了新的旅游业态，既塑造了乡村旅游中的文化

之魂，又在乡村文化传承发展中释放出持久的

旅游动力。

图 １　 乡村文旅融合“展示—体验—情感”
三维一体空间分析框架

（一）展示空间是体验空间与情感空间的生

成场域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其实就是要将乡村建设

成为一个可观赏的去处，从而将乡村社会中的自

然山水、人文景观等借助一定的载体和机制展现

给前来休闲的游客。 乡村的一景、一物、一人、一
言、一行等均是乡村文化的展示载体，关系到游客

对乡村的感官与情感，影响对乡村旅游价值的判

断。 作为展示空间的乡村，不仅存在于精心设计

的农耕博物馆、民俗文化馆等场馆装置中，而且更

深刻的体现在乡村的景、物、人的全域互动中。 乡

村，犹如一个文旅融合集装器，每一处场景设计，
都应是对游客情感的唤醒和延伸；每一个文化符

号，都应是对游客的“长情告白”。 游客在乡村展

示空间中，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作为观众的游客

处于“台下”尽情饱览着乡村风光和人文生态，而
处于“台上”的游客则时而扮演着演员的角色以

更好的体验“农人”的乐趣。 乡村展示空间为游

客的身份连接“提供了平台和实践通道，旅游不

仅使游客获得知识体验，还能激起游客的怀旧、想
象、回忆和避世的情感体验”⑤。 因而，一方面，展
示空间必是一个“可体验”的空间，乡村社会中的

构成要件均是游客的体验物，物质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被重新编码而具有了文化消费意义。 另一方

面，展示空间也必是一个情感空间，是激发游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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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记忆的“触发器”。 文旅展示空间被赋予了

情感价值，以满足游客“追忆”与“认同”的归属需

要。 脱离了展示空间的时空场域，体验便缺少了

吸引物，情感也无所依附。
（二）体验空间是展示空间与情感空间的链

接网络

文化旅游中，旅游吸引物的价值取决于旅游

者本身的解读能力和参与（卷入）程度⑥。 文化体

验要求游客对乡村生活的深度参与，体验建构了

主客体之间的关联，将文化展示与游客的内心情

感联结起来。 通过体验空间建构，静态的文化展

示便被活化，既拉近了游客与乡村文化遗产的距

离，使其绽放出独特魅力，也给游客带来了文化

感，让其沉浸于文化体验中，使乡村旅游变成一场

有故事的、有情感的、有体验的旅游新形态。 展示

空间中注入体验元素，文化就成为可触摸的、可感

知的及可参与的，隐藏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游客的

日常生活场景，游客不再是被动的观光客，而是化

身为乡村文化的主动建构者。 反之，没有体验感

的文旅空间，既难以带来新的消费潜力，也难以展

示乡村文化吸引力。 同样，乡村的情感空间也需

要借助体验空间予以激活，体验是一种情感唤醒

机制，文化体验活动既能够松动游客潜藏于心的

记忆阀门，也可以植入新的记忆元素，从而激发与

强化游客的情感意识，形成文化身份认同。 体验

具有意义传递的功能，它既赋予展示空间情感意

义，也赋予情感空间展示的价值。 体验空间链接

了展示空间与情感空间，展示空间因具有体验感

而催生了情感生成，情感空间因体验化设计而具

有了深刻的文化展示功能。 因而，体验空间是展

示空间与情感空间之间的转码通道，乡村文旅

融合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并成为可消费的旅游

新业态。
（三）情感空间是展示空间与体验空间的贯

穿主线

城市人来到乡村往往带有一种“回望”情节，
即他们希望在宁静的乡村中追寻过往的生活记

忆。 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仪式性，他们“通过参

观传统民居、体验乡风民俗等，使自己的精神和心

理状态达到一个神圣的‘高点’，并借助这种神圣

旅程的仪式感缓解身份焦虑，寻求社会认同”⑦。
乡村游既是观光，更是回望与回归，是对过往自我

的追寻以及对田园牧歌的期许。 城市来的游客怀

揣着一种情绪和感官兴奋在凝视乡村，每一个物

件、每一处景观、每一次互动均带有深刻的情感意

义，都是情感表达的符码。 因而，能够在旅游目的

地与乡愁间建立起情感关联的乡村文旅设计，会
更具有消费价值和吸引游客的能力。 乡村社会的

展示空间和体验空间要能够联通游客的情感，唤
起内心深处的情愫，满足游客的乡愁表达。 情感

的元素应贯穿于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用于展示的

物件与文化，用于体验的项目与场景均能够述说

乡村的意象，并投射于游客的内心深处，让游客深

深眷恋，并满怀对乡村文化遗产的尊重与敬畏。
因此，情感空间应是贯穿展示空间与体验空间的

主线，游客被置身于充溢着情感、记忆和乡愁的场

域，重塑或唤醒着游客的记忆空间，个体的记忆被

重新编码，乡村的展示空间与体验空间成为自我

观照之镜像，乡村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和情感意

义被激发出来，文化旅游装置与情感空间相互渲

染，乡村找到了出路，游客也找到了身份认同。

　 　 二、乡村文旅融合中的空间重构实践：以 ＤＷ
村为个案

　 　 贝拉·迪克斯认为，“文化是一个可观赏的

去处”，只有将文化变成“可参观的”和“可读的”，
文化才能变成大众的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文化只有赋予环境和空间“丰富意义的体验”，才
能“积极召唤和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从而产生

“消费主义空间”，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⑧。
将乡村变成“展示—体验—情感”空间，利于激活

乡村文化基因，让乡村及其文化成为可参观的、可
参与的及可追忆的，让游客对乡村充满向往并流

连忘返，并形成特定的文化身份意识。
ＤＷ 村位于四川东部，古属巴国，境内文化和

旅游资源丰富。 ＤＷ 村是一个少数民族村寨，土
家族人口占全村人口总数的 ８６％ ，具有独特的土

家族文化和巴人文化特色。 境属喀斯特地貌，大
巴山连绵起伏、巍峨耸立。 温带季风气候加之

８００ 至 ２４００ 米的海拔落差，使其成为炎炎夏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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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胜地，而冬季则大雪覆盖，积雪期长，展现出

独特的雪景魅力。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山高林密、
地薄人稀，ＤＷ 村却显得闭塞冷清，村民深陷贫困

之苦，一度成为 Ｘ 县深度贫困的典型代表。 ２０１５
年，Ｘ 县启动了重点旅游扶贫综合开发项目，ＤＷ
村正是被开发的重点区域。 ＤＷ 村紧抓历史机

遇，深度挖掘土家文化和巴人文化资源，将其深嵌

于旅游开发项目中，文化带动旅游、旅游繁荣文

化，不仅村庄旧貌换新颜，而且村民也一跃而富，
过上了好日子。 ２０１８ 年该村便实现了全面脱贫，
如今 ＤＷ 村已由原来的“穷窝窝”变成了“富窝

窝”，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天府旅游名村等荣誉。
（一）展示空间重构：“可参观性”的文化生产

希拉里·迪克罗等认为，所有离开自己家园

而去其它地方的旅行都包含了某些文化元素，有
一部分人是专门为了对某一目的地的文化或遗产

获得更深刻的理解而去旅行的，文化旅游已经发

展成为一种主流的大众产品⑨。 乡村是一个复合

有序的空间，乡村的功能不仅限于生产与生活，乡
村的魅力也不在于其所拥有的原生态的自然环

境。 乡村是中华文化的根柢，是传统文化的根基

所在，乡村原生性的农耕文化、宗族文化、自然文

化、节庆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交往模式、习惯、习
俗等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相对城市文明而言，
乡村文明更具有回归本质、感悟生命的意义。

乡村要成为旅游目的地，乡村文化不应是隐

蔽的，而应具备“可参观性”，只有让乡村文化成

为一个“可观赏的去处”，乡村旅游才能在文化旅

游拼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反之，无法被参观的文

化，既无法带来经济效益，也不利于文化的传播、
教育与传承。 “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

……文化是生产可参观性的核心，因为它使某一

场所成为可被观赏的去处”⑩，可参观性的乡村文

化空间可以让乡村变成可识别的且亲近游客的。
文化旅游的活力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是否能够将文

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展示空间就是要将

乡村文化用特定的主题和意象包装起来，变成旅

游吸引物和消费的载体。 因而，应加强乡村文化

展示空间建设，推动乡村文化资源活化运用。 为

了发挥文化的旅游功能，开发项目部在 ＤＷ 村打

造了巴人部落、巴人风情小镇、梦回巴国剧场、文
旅扶贫展览馆、土家文物陈列馆等文化展示空间，
“薅草锣鼓”“摆手舞”“哭嫁歌”“六口茶”等民俗

文化以及土家刺绣等民间工艺有了集中展示的平

台。 ＤＷ 村还组建了巴乡情演艺公司、巴人刺绣

协会等巴文化传承组织，既培育了非遗传人，也推

动了文化展演。
在旅游活动由少数精英向普通大众扩散的过

程中，旅游动机也由追求宏大叙事向草根叙事转

变�I1，意味着具有普通民众生活气息的文化展示

更能吸引游客的注意。 外地游客来到乡村会期待

看到更多有趣而浓缩的文化展示，乡村故事、民俗

活动、民间工艺、婚丧嫁娶、民居、信仰、农事、农
谚、山水等均构成了乡村的文化符号，乡村的传统

建筑、祠堂、农田、集市等都可以成为文化展示的

舞台。 文化展示就是对乡村文化遗产的重新编码

和多维叙事，ＤＷ 村的诸多特色文化展示空间就

是运用主题化的情景再现构建出具体可感的文化

氛围，在特定情节的烘托下，乡村文化的魅力被全

景呈现，乡村文化遗产由资源走向产品，乡村也就

发展成为可参观的文旅消费空间。
（二）体验空间重构：“可参与性”的场景设计

文化旅游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体验活动，任何

一个人只要访问一个地方并获得了文化体验，他
便是一位深度的文化旅游者�I2。 传统旅游是单向

度的，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闯入”，当地居民

是旅游行为的被动接受者，旅游者作为观光客对

当地人文缺乏深度参与和理解。 而文化旅游是可

参与的与可互动的，是旅游者对当地人文的深度

体验，游客的旅游行为带有强烈的文化体验和文

化感知的目的。 游客对乡村文化遗产的凝视，不
再仅限于观看物件或演出，而是切身体会到了文

化的内在隐喻及其在乡村生产生活中的作用。 遗

产实体也不再是静态的、沉默的，而是主动与游客

发生着互动。
在乡村文化空间中，这种体验空间的重构，通

过“可参与性”的场景设计得以达成。 带有文化

具身意义的旅游场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成为

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产品或文化体验项目�I3。 Ｄ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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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文化和旅游紧密结合的艺术典范———《梦回巴

国》大型巴文化情景剧，集中展示了古老巴国文

明的自然景象、历史文化、人文风情和巴人精神，
剧场的内部空间为 ２７０°半包围式观演关系，使观

众沉浸其中，带来了极致的视觉体验。 重要节庆

日，舞台演员也会走进景区，以各种酷炫快闪舞台

表演吸引游客加入其中，共同演艺巴文化风情。
ＤＷ 村还深挖地方文化元素，建设土家文化体验

基地，举行各种特色民俗活动，如土家歌舞篝火晚

会、穿巴人服、唱巴山歌、跳巴人舞等，以群众传唱

的形式，提高游客参与度。 ＤＷ 村的特色演艺活

动，如“千人钱棍舞”“薅草锣鼓”等吸引了大量游

客加入。 最受游客欢迎的“薅草锣鼓”是土家人

在薅草（用锄头给地里的庄稼除草）季节边打锣

鼓边演唱的独特艺术形式，游客（特别是带小孩

的游客）不仅体验到了集体劳作的辛苦，达到劳

动教育的目的，而且在民歌传唱中也体会到了不

一样的乐趣。
文化体验是文化旅游的核心，也是乡村旅游

的未来。 体验式文化消费是正在崛起的文化消费

新业态，借助技术赋能，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场

景、故事，游客深入其中，带来感官、情感与行为的

直观刺激。 通过文化体验活动，游客沉浸于乡村

文化空间，于游客而言，乡村的文化符号和形象，
不再是遥远的和虚无缥缈的，而是具有了真实感，
是可以触摸和感知的。 乡村文化体验是游客感知

乡村生活的最直接方式，重构乡村文化体验空间

便是在游客和地方文化之间搭建了共情和连接的

纽带。
（三）情感空间重构：“可回忆性”的文化符号

约翰·厄里等指出，我们从来不只是在看一

个事物，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事物与我们之间的联

系，当我们在凝视特定景致时，会受制于个人的经

验和记忆�I4。 记忆是植根于内心深处的情感，它
虽然在时间和世事的变迁中被暂时搁置和遗忘，
但它也会在特定情景中重生。 记忆能够重塑身份

认同，建构我们的情感机制。 记忆并不会自动生

成，作为已经被遗忘的过去，需要借助于某种媒介

和符号将我们的情感拉回已经逝去的生活世界。
记忆是可以被重构的，它被放置在某个地方，既等

着我们去挖掘和发现，也需要我们去建构和重塑。
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说，支撑记忆的媒介依赖于

“像纪念碑、纪念场所、博物馆和档案馆等物质的

载体”�I5，个人需要借助外部的存储媒介和文化实

践来组织记忆。 媒介对记忆起到扶持的作用，每
种媒介都会打开通往记忆的通道，记忆的小匣子

被打开，情感的力量得以加强。
乡村既述说着我们过往生活的深刻记忆，也

承载着城市人对乡村生活的美好想象。 乡村是集

体记忆的源泉，城市越现代，我们越具有“回望”
乡村的强烈心理渴求。 耕地的黄牛、院落的篱笆、
烧饭时的袅袅炊烟、儿时的玩具、老屋、老井等旧

时物件，以及民俗、民谚、民歌、方言等，均是乡村

生活的记忆符号，它们叙说和表达着过往的人文

和关系。 “富有乡愁记忆的真实场景，构成乡村

记忆的文化符号”�I6，乡村文旅融合就是要运用这

些充满记忆的乡村意象建构情感的生成空间，通
过物件展示、情景再造、沉浸体验等模式，将游客

引向过去或充满美好想象的未来。 游客对乡村社

会的每一次造访，都会打开记忆匝门，让埋藏在内

心的情感在情景的渲染下奔涌而出。 无论是 ＤＷ
村沉浸式体验剧《梦回巴国》，还是民俗活动展

演、乡村文化体验等项目，甚至是庭院里的菜园和

路边的农作物等都具有记忆回望和情感生成的功

能。 一位来自成都的游客在参观文旅扶贫展览馆

时，其中展现的 ＤＷ 村过去行路难、上学难、就医

难、住房难等日常生活场景便勾起了他对自己过

往生活的回忆，感叹今日生活的来之不易，并告诫

年仅八岁的儿子要珍惜生活、好好学习。 另一位

来自重庆的游客特别喜欢具有土家风情的篝火晚

会，她说小时候在村子里邻居间经常会点起一堆

篝火，大家围在一起“摆龙门阵”，其乐融融，而这

种情景已再难见到。 还有一位游客看到村民庭院

里的菜园兴奋不已，希望自己退休后也能回归田

园生活。
记忆既是乡村文化的发展纽带，也是保存文

化印痕的虚拟空间，只有让乡村成为记忆和情感

的存储器，乡村旅游才具有可持续性。 “现代游

客追求文化旅游体验的时候其实在寻找某种身份

认同”�I7，建构乡村情感空间，唤醒游客的文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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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激起乡愁的涟漪，游客不再是“闯入”的“他
者”，而是在寻找自我。 乡村之行，或是对过往自

我的探访，或是对“桃花源”的追寻。 乡村具有较

强现场感的文化渲染，将形成强烈的感染力，游客

被带入其中，对乡村的身份认同随着记忆片段的

摘取，游客的情愫得以生成。

　 　 三、乡村文旅融合中的空间重构路径

展示空间、体验空间和情感空间具有内在统

一性，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型构，共同构成了乡村

文旅融合的三维一体空间体系。 因而，乡村文旅

融合空间建设，应将展示、体验和情感三个空间一

体推进，在乡村文旅展示中，增强体验感知和情感

触动；在沉浸体验的同时，也向游客展示出文旅特

色，并激发情感共鸣；同时，将情感空间寓于展示

空间和体验空间之中，进而使整个文旅空间充溢

着情感元素。 地方性是乡村文旅融合的空间场

域，情景化是其运营模式，数字化是其技术支撑，
产业化是其驱动力量，乡村文旅“展示—体验—
情感”三维空间重构应注重场所“在地性”表达、
项目“情景化”展示、技术“数字化”赋能、资源“产
业化”运营，将乡村建设成为文化展示的舞台、深
度体验的场域和情感唤醒的媒介，进而提升乡村

文旅的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一）以“在地性”表达为原则，增强文旅融合

空间中的地方特色

“在地性”是空间设计的重要原则，它注重地

方知识与空间规划的结合。 乡村文旅发展应避免

陷入“麦当劳化”困境，麦当劳式的旅游景点打

造，“就像巨无霸汉堡，不管走到哪里，味道完全

一样”�I8。 这种“套装式”“包办式”的旅游形态越

来越难以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及其对特色文化

的体验需要。 “依葫芦画瓢”的文旅同质化空间

开发，只会“千村一面”，既会给游客带来审美疲

劳，也不利于乡村价值的差异展现。 “在地性”场
所营造，就是要植根于地方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
充分考虑当地的风貌、人文、生态、生活等，挖掘和

利用地方元素和文化符号，因地制宜进行场景打

造和景观设计。 乡村旅游的生命力在于，游客在

乡村中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文化、触动非理性的

情感。 不一样的乡村要有不一样的味道，同质化

的空间打造及粗制滥造、不切地方风情的文化模

仿，不仅难以激起游客的情愫，反而会让人产生迷

失感，找不到归属，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毁坏了

名声，丢掉了长远发展的资本。 重构乡村文旅空

间应注重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充分利用乡土风情，
打造别具一格的旅游景观。 只有以地方特色文化

为基座，将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家族文化、邻里文

化、耕种文化等集中展示出来，才能绘制出乡村社

会的“富春山居图”，为游客提供不一样的体验。
因而，乡村文旅的“在地性”表达，需要在特色挖

掘上有所突破。 乡村文旅场所的发展方向、建筑

样态等，从形态设计到空间规划要充分应答当地

的气候条件、地势地貌、人文风情、现实需要，在约

束性条件中开发出最具乡土风情的场馆、景观。
乡村文旅场所要具有可读性，将乡村的文化元素、
历史传承、生活传统有机融入到乡村文旅 “展

示—体验—情感” 三维空间体系。 乡村文旅的

“在地性”，是场所与村落文化的交流对话，是建

筑与历史的接续传承，是物质空间与人文空间的

交互融接。 “在地性”不仅在乡村文化元素获得

在地表达的同时，输出了乡村价值，而且让游客获

得了深度的场所体验、文化感知和情感触动。
“在地性”让乡村更富有魅力，乡村的文化因子也

得以传承和延续。
（二）以“情景化”营造为重点，加强文旅融合

空间中的互动体验

乡村文旅产业的“情景化”运营，就是以游客

需求为中心，将文化、消费与场景紧密结合在一

起，打造集功能性、情感化、精神化于一体的全方

位文旅消费新业态，通过情景的转化功能，让乡村

文旅的“内容产品化，产品活动化”。 文旅中的情

景，是展示与表达的媒介，讲述的一个故事、描绘

的一个画面、展现的一个情节、参与的一次活动等

均会被刻入游客的记忆，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心

灵上的归属。 情景化的乡村，为游客的极致体验

创造了故事空间，为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突破口，
满足了游客体验乡村和感悟乡村的情感需要。 体

验式的生活场景是情感沟通最有效的途径。 游客

来到乡村就是要体验具有差异性和乡土特色的生

８４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活形态，并在这种特色场景中触动乡愁和获得精

神上的满足。 因而，乡村文旅应注重情景化营造，
将乡村民俗、历史传统、生活形态等挖掘出来，打
造基于时间、空间、人文、业态的情景化项目，实现

人与空间、游客与在地居民的互动、共鸣和认同。
情感应是情景营造的主线，善于利用老物件、民俗

活动、耕种文化、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营造文旅

新场景，将情绪与情感融入其中，通过情景模拟和

互动，将游客带入乡村的时空场域，提升对乡村文

旅场景和乡村文化的认同感。
（三）以“数字化”赋能为抓手，加强文旅融合

空间中的技术支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５Ｇ 等数字化技术

的广泛应用，为乡村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了

新动能和新可能，它能够有效破解资源难以替代、
体验难以复制、需求难以预判等发展难题，重构文

旅产业供应链和生态链，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唤醒

沉睡资源，激活乡村消费空间。 乡村文旅的数字

化升级是文旅融合发展的“关口”，数字化能够有

效打破时空限制，将乡村文旅景象以可视化的形

式呈现给游客，ＶＲ、ＡＲ、全息投影等技术将提升

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感。 数字化提升了乡村文化的

附加值，是激活乡村文旅资源的抓手和载体。 因

而，要构建乡村文旅融合中的展示空间、体验空间

和情感空间，应着重加大数字化应用水平，提升消

费能级和消费体验。 通过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运

营、数字化服务，促进乡村文旅“展示—体验—情

感”空间的再生产；开发数字化创意产品，打通线

上销售渠道，建立“云端”文旅市场，推动乡村文

旅营销由线下空间向云上空间拓展；通过数字化

为游客画像，打造更精准、更个性化的乡村文旅服

务。 数字化是乡村文旅融合空间重构的关键力

量，以数智赋能为抓手，将促进乡村“沉睡的资

源”走向“诗和远方”，为乡村振兴赋予新活力。
（四）以“产业化”运作为动能，强化文旅融合

空间中的驱动元素

乡村，既不乏绝色的美景，也不缺少原生性的

特色文化，缺少的是将乡村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向

资本转化的理念、技术及途径。 如若资源不能转

化为可以直接变现的资本，再丰富的资源也只能

是沉睡的、死寂的、没有活力的；只有推动资源走

向产业，才能真正激活资源的价值，进而为体验、
展示、情感三个空间体系建设提供依托和增值载

体。 在我国诸多乡村中，我们均可看到让人惊叹

的文化遗产、令人沉醉的山水林田，然而它们却只

能孤芳自赏，鲜有外来游客的脚印留痕。 这样的

村落在市场化的大潮中暗自孤寂，在城市化的洪

流中走向颓败，老屋面临坍塌，文化逐渐没落，传
统被抛弃不顾，当地居民空守着这份遗产却不得

不向城市“讨生活”。 人口外流，留下的是更加衰

败的乡村，更加没落的文化。 旅游有两大驱动元

素，即吸引物和可进入性�I9，吸引物是需求发生

器，可进入性是到达目的地的方式，没有旅游吸引

物，并使游客长时间逗留，那么目的地便难以获得

成功；可进入性程度低，或进入成本高，游客也难

以成行。 因而，重构乡村文旅融合空间，一方面应

深挖乡村文化和旅游资源，做好文化资产管理和

创意设计，将乡村手工艺品、传统民俗、节庆活动

等乡村资源开发成旅游吸引物，提高目的地产品

对游客吸引力的广度和深度，激起消费的欲望和

冲动。 另一方面要做好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

设，降低游客到达成本，提升访问便捷性。 但在文

化产业化过程中，也应避免把文化作为招牌和幌

子，以掩盖追逐资本红利的投机性，实现赚快钱的

功利性意图，这些恰是文化旅游健康持续发展的

拦路虎和绊脚石。

　 　 四、结语

文化和旅游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但也面临

着人为的割裂。 要么文化发展未能以旅游的形式

予以带动，文化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家

碧玉”；要么旅游的发展脱离了文化支撑，旅游成

为无根的浮萍。 割裂了文化和旅游，既不利于文

化传播传承，也不利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更难

以担当起促进乡村振兴的重任。 乡村文旅空间重

构，就是要打造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空间体系，以文

化支撑旅游，以旅游带动文化，将二者建设成为互

为支撑、互为依赖的利益共同体。 文旅空间融合，
可以让文化更有活力，旅游更有魅力。 旅游因有

了文化加持，其品质将得以大幅提升，文化以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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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载体，文化也会得到更好的传播。 对于以文化

体验和记忆追寻为目的的游客而言，他们的乡村

之行才不是唯有好山好水相伴的孤寂之行，而是

有了更多的文化对话、心灵体悟、情感升华。
本文基于文旅融合空间重构的视域，构建了

一个集“展示—体验—情感”于一体的乡村文旅

融合空间构造分析框架。 认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就是要将乡村打造为乡村文化的展示空间、乡村

生活的体验空间和乡村情感的生成空间。 作为乡

村文旅融合空间重构的重要维度，三者并不是相

互割离、截然分开的，而是统合于乡村空间体系，
并互为涵摄、交互共生。 其中，展示空间是体验空

间与情感空间的生成场域，体验空间是展示空间

与情感空间的链接网络，情感空间则是展示空间

与体验空间的贯穿主线。 三个空间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构成了乡村文旅融合空间建设

的整体框架。 乡村文旅融合空间重构要延循在地

性、情景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路径，进行场景设

计、项目运营和技术赋能，提升乡村文旅的文化

感、体验感及游客的认同感。 乡村文旅融合是复

活乡村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空间重构就

是要重组和融合乡村的时空、地理、人文、生态、生
活，将乡村建设成为一个复合型的展示、体验和情

感空间，从而推动乡村旅游向乡村文化旅游的方

向转变，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为乡村振兴添翼

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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