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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

作
%

文化旅?的一个关键领域，民族地区旅?传统村落的核心吸引力主要

体现在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和独特性上。然而，关於民族旅?传统村落的研究，多数

只聚焦於客观主义范式下的客观真实性，
2

调建筑、器物等有形要素的历史原貌保

护与评价。对於?客如何自下而上地完整地感知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及旅?真

实性，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客感知民族地区传统村

落文化景观的真实性的看法来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本研究调查了?客感知民族地

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真实性多维结构，以及与?客幸福感和记忆的关，
%

管理

者优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客体验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民族文化；民族旅?；传统村落；客观真实性；建构真实性；存在真实性；主

观幸福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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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旅?业的发展概念和战略指引的指

导下，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旅?一直是一种特

殊的旅?形式。一方面，它有助於促进民族

文化?
&

本民族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利

益（杨升等，
DEEQ

）；另一方面，民族旅?也

一直以来是我国促进民族地区团结和共同

繁荣发展的举动与措施（陈宇波，
DEEL

）。

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区基础设施差、资金

短缺、教育水准低，处於贫困的偏远山区，但

民族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在农业、畜牧

业、矿
3

、能源、文化、旅?文化景观等方面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关键是要利用好这

些资源，发展特色经济，打造特色
3

品，形成

市场优势和竞
7

力。

作
&

文化旅?的一个关键领域，民族旅

?传统村落的核心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民族

文化的真实性和独特性上。然而，在民族旅

?的发展轨?中，出现了过於同质化、商业

化和庸俗化的开发模式，这导致了过分重视

商业价值而忽视文化
,

涵的问题（
C%



&-0-0%0(

，
DEFN

）。例如，在贵州西江苗寨，

当地妇女通过参与各种旅?服务活动，其文

化表演逐步转变
&

更符合?客预期的程式

化演出，从而削弱了文化的真实性，进一步

引发了?客对当地文化真实性的质疑。在

现代社会背景下，?客旅行的核心驱动力是

追求文化的真实体验（
U-43-00#''

，
DEFQ

）。

真实性是文化存续的核心（赵红梅等，

DEFD

），幸福感是?客体验的终极目标（张

晓等，
DEDE

），而记忆则是连接个体体验与文

化传承的桥睴（李波，
DEFK

）。研究发现，当

民族旅?过於商业化时，可能
3

生“文化失

真”的负面评价，进而影响?客的旅?体

验，更无法形成文化认同（
e-01 B V-''

，

DEEG

）。这种对民族旅?真实性的感知不仅

会对?客的旅行体验
3

生影响，还可能通过

?客的旅?记忆，进一步影响?客的主观幸

福感。然而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现有研究多

聚焦两两关，缺乏对三者互动路径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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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 -'6

，
DEDD

）。如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民族旅?如何影响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

感（范香花等，
DEDK

；曾阳，
DEFG

；张燕和李

玲，
DEDF

），很少有文献探究民族地区传统村

落旅?的真实性对?客主观幸福感和记忆

的影响，因此真实性如何综合影响?客的记

忆和幸福感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试图通过记忆理论及主观幸福感，构

建一个关於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真实性—

幸福感—记忆”的模型框架，旨在构建一个

可以揭示民族旅?真实性如何影响?客的

主观幸福感和记忆的模型。通过将真实性、

主观幸福感、记忆三个构面的整合，不仅能

填补理论缺口，更对文化可持续性与?客体

验优化具有实践意义，从而
&

管理者优化民

族地区传统村落?客体验设计提供理论依

据。

１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１１　真实性

U-43-00#''

在
FGLK

年首次提出了“舞

台真实性”这一概念，?在旅?者的动机和

体验研究中首次引入了这一概念（
U-43-0



0#''

，
FGLK

）。真实性作
&

一个全新的旅?心

理学领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真实

性代表了消费者对新颖、真实、原创、独特和

特殊体验、服务或
3

品真实性的一种全新的

感知方式（
@/'5%&# B C/0#

，
DEEL

）。在?客

体验中，真实性不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更是

与旅?
3

品所体现的情感和理智紧密相连

（陈才和赵志峰，
DEDF

）。随著?客需求的

升级，人们愈加追求原真和淳朴的体验，这

种追求使得旅?活动的深度与品质得以提

升，促使旅?行业不断创新，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对真实体验的渴望（崔彤彤和姜洪涛，

DEDK

）。

W/01

（
DEFL

）将旅行体验中的真实性分

&

与物件相关的真实性（客观真实性和建

构真实性）和活动相关的真实性（存在真实

性）。客观真实性存在於?客的感知之外，

它与
3

品、事件和地点等物件相关联

（
3%%=

，
DEFE

），?且可以使用
/

对标准进行

评估 （
X#/)/01#& B I.#/0#&

，
DEEJ

）；建构真实

性
G

调?客在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下，积极

参与真实性的协同建构（̀
/5 B \-5-'

，

DEEL

）；存在真实性是由?客在参与旅?活

动期间的主观真实感知
:

定的（
R,2 #. -'6

，

DEFN

），?用於构建?客与地方、空间、物体

和其他旅?主题之间的关（
e/2 #. -'6

，

DEFQ

）。

１２　记忆

记忆描述的是主体和客体在时间流逝

中持续的互动过程（王芳等，
DEFE

），它是个

体对世界的感知、理解和阐释的手段（袁振

盓和马腸，
DEDE

）。?客在旅行的过程中通

常难忘的旅?体验才能被长时间的记忆

（鲍阳和王根
G

，
DEDO

）。愉快的经历会使

?客对特定事件有更
G

的记忆，?帮助他们

对旅?目的地形成积极的看法（
["2 #. -'6

，

DEEL

）。
3"#0

等（
DEDE

）将记忆描述
&

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
3

体验景观中的事後感知。

3-5+%)

等（
DEFQ

）认
&

，体验记忆是?客旅

?的最终目标。因
&

记忆是旅行体验中的

一个核心要素，由於实地的旅行体验是非常

短暂的，它只能
&

?客带来短暂的感受，而

那些储存在个人记忆眧的体验可以被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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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客的旅?体验对於他们未来的行

&

倾向，如再次访问和推荐的意向，实际上

是基於他们的旅?回忆来预测的（桑森篧，

DEFJ

）。

现阶段，关於民族旅?的研究主要聚焦

於社区参与、旅?体验和地方认同等多个方

面（李天雪和欧勇周，
DEDK

；刘彤，
DEDO

；张瞸

嵩，
DEDO

），而对於?客的旅?记忆方面的研

究则相对较少（徐玲燕等，
DEDN

）。真实性

与旅?记忆之间的关仍需进一步的深入

探讨。

１３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人对其生活中的认

知和情感方面的评估，包括他们对生活各个

维度的满意度（
Y/#0#& B I,"

，
FGGL

）。它描

述的是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生活品质的

整体评估，这包括对生活满意度的认知判断

和对事件的正面情感回应。其主要特点是：

个体感受到持续的快乐，很少出现如焦虑、

不安或愤怒这样的消极情绪；个体对於自己

在工作、休盻活动、婚姻状癋、收入水准以及

住房条件等多个方面的满意程度以及个体

可以深切地体验到生活的充实和其
,

在价

值（
Y/#0#&

，
FGQO

）。这个概念通常是从心理

上构建的，?通过一个人对特定生活领域

（或一般生活）的好感程度来衡量（
:/5%0.#

B T-&-''-

，
DEFD

）。休盻研究表明，不同程度

的休盻活动参与对感知的主观幸福感
3

生

不同的影响（̀
*'# B 3"/4=

，
DEED

）。旅?增

G

了主观幸福感，因
&

旅行
&

人们提供了更

长时间且相对不间断地离开工作和日常生

活的机会（
Y# :'%%52 #. -'6

，
DEFE

）。这种临

时的离开使旅行者能
Q

体验新事物?参与

提供身心放的活动（
A"#012 #. -'6

，
DEDD

）。

因此，旅?可以
&

人们提供短期的、
G

烈的

快乐，以及长期的、可持续的主观幸福感

（
U43-9# B \%"0)%0

，
DEFK

）。

已有研究表明，在真实性中追求身心愉

2

和自我实现（
I.#/0#& B X#/)/01#&

，
DEEJ

）与

幸福感中的快乐、有意义和自我实现的表达

相吻合（
X*-0 B Y#4/

，
DEEF

）。迄今
&

止，很

少有研究探讨存在真实性与幸福感之间的

关联，真实性与幸福感之间的关仍未得到

探索（
e/2 #. -'62 DEDD

）。

１４　研究假设

真实性和旅?记忆之间的关尚未得

到广泛研究（张瑛，
DEDK

）。
3"#0

等（
DEDK

）

认
&

，真实性和记忆是相关的。在遗
3

旅?

中，建构性真实性和存在真实性被验证
&

对

记忆
3

生积极影响（
e/2 #. -'6

，
DEDD

）。对於

豪华酒店来
(

，品牌真实性是影响记忆的关

键因素（
U-0."/%,2 #. -'6

，
DEFQ

）。对於
8/&9



09

用
9

来
(

，酒店的品牌真实性对他们的

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进而对记忆和品牌忠诚

度
3

生积极影响（
U%(*2 #. -'6

，
DEFG

）。张瑛

等（
DEDK

）研究发现，旅?景点解
(

的真实

性会对?客的旅?记忆
3

生显著影响。由

於在前面本研究讨论过真实性分
&

客观真

实性、建构真实性和存在真实性，因此我们

做出以下假设：

_F-

：客观真实性对?客记忆有积极影

响；

_F9

：建构真实性对?客记忆有积极影

响；

_F4

：存在真实性对?客记忆有积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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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心理学家认
&

真实性是幸福感最

关键的方面（
8&/>- l U%0.#)2 #. -'6

，
DEFL

）。

真实性不仅是幸福感的先
:

条件或必要条

件，而且还构成了其核心或本质（
V%%(2 #.

-'6

，
DEEQ

）。相关研究发现真实性、自尊和主

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很
G

的相关性（
@%'(5-0

B `#&0/)

，
DEDD

）。
:-=#&

等（
DEFL

）发现，虽

然在某些情癋下，真实性可能会提供对痛苦

的缓作用，但其最大的效果是增加幸福

感。
I,..%0

（
DEDE

）再次验证了真实性与幸

福感相关，它可以直接影响幸福感?可以预

测以後的幸福感。
U

é
0-&(

等（
DEFF

）也发现

那些在真实性方面得分较高的人在工作场

所表现出更高水准的主观幸福感。
F

多的

学术研究都指出，真实性是预测主观幸福感

的关键因素之一，?与人们的幸福感受紧密

相连（宋莉莉等，
DEDE

）。例如，在旅行中，

?客可以通过真实存在的旅?设施（如建

筑物）来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从而进一步

增
G

他们的幸福感（
_-&&/1-02 #. -'6

，
DEFL

）。

因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_D-

：客观真实性对主观幸福感有积极

影响；

_D9

：建构真实性对主观幸福感有积极

影响；

_D4

：存在真实性对主观幸福感有积极

影响。

诸多研究认
&

记忆
V

起对个人有著积

极影响（钱莉莉等，
DEDE

）。更进一步地
(

，

主观幸福感作
&

一个与个人的获益感和满

意度紧密相关的概念，也有可能受到记忆触

发的积极作用（闫昕等，
DEDK

）。研究指出，

人们在经历某些情感时，这些经历更容易被

记住（
R##

，
DEFN

）。已有研究发现，旅行带

来的积极影响或愉快的情绪可以增
G

这次

旅?的记忆（
V/''/-5)2 #. -'6

，
DEFN

）。这意

味著，如果旅行中的某个活动或体验让人感

到快乐或满足，那
<

这个经历就更有可能被

长期记住。比如愉快或满足作
&

主观幸福

感的反应，当人们在用餐时愉快或满足，这

次用餐经历就更有可能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
3-%2 #. -'6

，
DEFG

）。还有研究发现，在旅?

过程中，?客们主要追求的是愉
2

、享受与

快乐的体验，正因如此，他们所感受到的主

观幸福感会对记忆
3

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
e/2 #. -'6

，
DEDD

）。因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_K

：主观幸福感对记忆有积极影响。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案例地选择

案例选址
&

广东连南
W

族自治县南岗

村，下辖王东坪村、南岗村、牛栏洞村、提高

洞村、利高?村、十二磅村、天堂坳村、大东

坑村等
Q

个自然村。始建於宋代，至今有千

馀年的历史，有
KJQ

幢明清时期的古宅以及

古老的寨门、寨
X

、石板道，亦被列入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也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和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之乡。

作
&

中国第三批全国特色景观旅?名村，村

落的文化景观作
&

固有的历史遗?得到了

传承和挖掘。本研究认
&

广东连南
W

族自

治县南岗村是确定传统村落真实性的典型

研究地点，从而确保了不同测量变数的效

度。

２２　问卷设计与数据搜集

本问卷共分
&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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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简要介绍了研究目的的隐私性，以保

证参与者的保密性。第二部分包含对各构

念的测量题项，要求受访者回忆过去
K

个月

,

的旅?体验，?对量表进行评分。
&

降低

应答偏差，本研究?用
@#"'9-4" B :-&1#

（
DEFD

）提出的“混合”技术，即将不同但相

关的构念题目混排在问卷的同一部分。第

三部分收集了人口统计资讯，包括年龄、性

'

、收入以及教育程度等。随後，於
DEDO

年

G

月对
QL

名?客进行了问卷预调查，以评

估问卷的清晰度和有效性。所有?客均表

示题目可理解，无需进一步修改。

正式研究调查於
DEDO

年
FE

月
F

日至

FE

月
L

日进行，以前往南岗村的?客
&

调

查对象，?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共

发放问卷
OLN

份，剔除答案不明确、明显随

机或不完整的问卷後，回收有效问卷
OOF

份。表
F

展示了受访者人口统计特徵。

表
F

　受访者人口统计特徵（
WrOOF

）

人口统计变数 描述 频次 频率（
M

）

性
'

男
DKO NK6FM

女
DEL OJ6G

年龄

FQ P DN

岁
GD DE6GM

DJ P KN

岁
FLN KG6LM

KJ P ON

岁
GK DF6FM

OJ P NN

岁
NK FDM

NN

岁以上
DQ J6KM

受教育

程度

初中及以下
O E6GM

高中
OJ FE6OM

职业中学（中专）
LK FJ6JM

大学本科
FEO DK6JM

大学专科（大专）
FDL DQ6QM

研究生及以上
QL FG6LM

月收入

（人民币）

KEEE

元及以下
JN FO6LM

K


EEF P J


EEE

元
FNK KO6LM

J


EEF

元
P FE


EEE

元
FKK KE6DM

FE


EEE

元以上
GE DE6OM

２３　测量量表

本研究在参考既有文献的基础上，?结

合实际情境，对量表题目进行了改编和设

计。本研究针对传统古村落文化景观的真

实性量表包含三个维度：客观真实性、建构

性真实性和存在性真实性，来自
R/ B V-01

（
DEDK

）的研究共计
FD

个测量题项；记忆的

测量量表来自
3"#0

等（
DEDK

）的研究，共计

K

个测量题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量表来自

X#/.)-5#& B :&,00#& l I+#&(/0

（
DEFN

）的研

究，共计
K

个题项。所有量表均使用
L

点李

克特量表进行测量（
F r

非常不同意，
L r

非

常同意）。
&

最大程度
*

少翻译偏差，本研

究?用了回译法。先将问卷由英文翻译
&

中文，再由不同译者将其从中文翻译回英

文。
&

确保
,

容效度，两位旅?学者分
'

对

中英文问卷进行审
Y

。

２４　数据分析

D


O


F

　共同方法偏差与多重共瞃性检

验

本研究使用
ICII DL6E

进行共同方法

偏差和多重共瞃性检验。首先，本研究?用

_-&5-0

单因数检验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

控制，以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分析结果

表明，
3U:

值在可接受范围
,

（
Z-&M 4%5



+%0#0. F r KO6FJL

，
3,5,'-./;# M 4%5+%0#0.

F r KO6FJL

）。随後，本研究进行了多重共

瞃性检验，以确保数据适用於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所有变数的方差膨胀因数均小於

FE

，表明因数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瞃性

问题，因此可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回归统计分

析。

D


O


D

　信度与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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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
85%)DJ6E

对模型拟合度进

行评估，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卡方

值
r KNN6NEL

，自由度
rFDN

，卡方值
S

自由度

r D6QOO

（低於
K

），
@T] r E6GFN

（高於
E6G

），

WT] r E6GDQ

（高於
E6G

），
]T] r E6GND

（高於

E6G

），
!R] r E6GOF

（高於
E6G

），
3T] r E6GND

（高於
E6G

），
XUI^8 r E6EJN

（低於
E6EQ

）。

测量变数的标准因数载荷、组合信度、

平均提取方差以及信度数值如表
D

所示。

所有
3&%09-4"

数值均大於
E6L

，表明各构

念的信度较高，
,

部一致性良好。各测量题

项的标准因数载荷，符合超过
E6N

的临界标

准。各构念的组合信度值和平均提取方差

值均分
'

大於
E6L

和
E6N

，表明测量变数具

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另外，表
K

表

明，各睶变数的平均提取方差值平方根均大

於其对应的标准化相关数（即非对角瞃

值），证明了其具备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D

　测量变数和验证性因数分析

构念
题项

代码

标准因

数载荷

平均提

取方差
组合信度

3&%09-4"

’
)

8'+"-

客观真实性

[8F E6JFL E6NON E6QNO E6QNK

[8D E6NJO

[8K E6LGF

[8O E6QKO

[8N E6QOE

建构真实性

38F E6QFJ E6LDJ E6QQQ E6QQL

38D E6QJQ

38K E6QLF

存在真实性

^8F E6JGF E6LEG E6GEJ E6GED

^8D E6QQD

^8K E6QQL

^8O E6QGF

记忆

UF E6LQG E6JGN E6QLF E6QJK

UD E6GOJ

UK E6LNO

主观幸福感

IV:F E6QEO E6LFK E6QQF E6QLG

IV:D E6GFK

IV:K E6QFD

表
K

　 区
(

效度

主观幸福感 记忆 存在真实性 建构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

主观幸福感
E6QOO

记忆　　　
E6OKQ E6QKO

存在真实性
E6DOE E6KNL E6QOD

建构真实性
E6DNQ E6KFL E6DLG E6QND

客观真实性
E6KFN E6ODO E6KFJ E6KLF E6LKQ

９２１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结构模型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

验，??用最大似然估计计算标准化路径

数。分析?用Ａｍｏｓ２６０进行模型验证，结

果表明整体模型拟合度良好，卡方值 ＝

３５５５０７，自由度 ＝１２５，卡方值／自由度 ＝

２８４４（低於３），ＧＦＩ＝０９１５（高於０９），

ＮＦＩ＝０９２８（高於０９），ＩＦＩ＝０９５２（高於

０９），ＴＬＩ＝ ０９４１（高於 ０９），ＣＦＩ＝

０９５２（高於 ０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５（低於

００８）。

３２　路径数

研究变数之间的路径分析结果如下：感

知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客观真实性对记忆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 （β＝０２３５，ｔ＝４３８５，ｐ

＜００５），假设Ｈ１ａ获得支持；感知传统村

落文化景观建构真实性对记忆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β＝０１０３，ｔ＝２０４２，ｐ＝００４１），

假设Ｈ１ｂ获得支持；感知传统村落文化景

观存在真实性对记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０１８３，ｔ＝３７４７，ｐ＜００５），假设 Ｈ１ｃ

获得支持；感知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客观真实

性对?客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０２２２，ｔ＝３８２５，ｐ＜００５），假设Ｈ２ａ

获得支持；感知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建构真实

性对?客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０１３８，ｔ＝２４５７，ｐ＝００１４），假设 Ｈ２ｂ

获得支持；感知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存在真实

性对?客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０１３１，ｔ＝２４４１，ｐ＝００１５），假设Ｈ２ｃ

获得支持；?客主观幸福感对记忆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 （β＝０２９４，ｔ＝５７４９，ｐ＜

００５），假设Ｈ３获得支持。

４　结论与
)

示

４１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

景观的真实性感知对?客记忆与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机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

证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假设均获得支持。随

著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推

进，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日益受到关注，作
&

承载地域特色与历史
L

络的关键要素，文化景观的真实性被视
&

推

动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核心依据与关键支点

（Ｓｈｅｎ＆Ｃｈｏｕ，２０２２）。然而，在旅?开发与

遗
3

保护的实践中，目的地管理者往往将重

点放在文化景观与遗
3

本体的真实性维护

上，
Z

未能有效转化
&

?客层面的真实性感

知（Ｂｒｙｃ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因此，民族地区传

统村落的真实性保护与?客对真实性的感

知常被视
&

存在张力与矛盾。正如体验经

济所
G

调的，唯有让?客感知到文化的真实

体验，旅?活动才能实现其真正价值（Ｍａｃ

Ｃａｎｎｅｌｌ，２０１８）。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定性

分析或理论探讨的角度切入，对?客主观层

面的真实性感知关注不足（Ｌｉ＆Ｗａｎｇ，

２０２３）。本研究正是针对此研究不足，从实

证角度出发，补充了文化景观真实性感知对

?客心理结果影响的经验证据。

具体而言，客观真实性作
&

民族村落文

化景观的固有属性，在提升?客的记忆与主

观幸福感方面发挥了最显著的影响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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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村落
,

历史遗?、古建筑及文化遗存

的保护与展示，能
QG

化?客对当地文化的

感知与体验，从而促进其情感连结与记忆深

度。这与现有实证研究的观点一致，即客观

真实性是?客幸福感的预测因素（徐玲燕

等，２０２５），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街区还是民族

村落，这一影响路径均得以体现。其次，建

构真实性对记忆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对

较弱，但仍具统计显著性，显示社会文化建

构与文化符号的诠释仍能影响?客对目的

地的情感与记忆。一方面，这一研究结果支

持了Ｚｈｏｕ等 （２０２３）的研究，建构主义认
&

目的地真实性或体验到的真实性?非与生

俱来，?客可以根据目的地环境因素和自我

体验来建构自己的意义（Ｒｅｉｓｉｎｇｅｒ＆Ｓｔｅｉ

ｎｅｒ，２００６），?通过表达理想自我来有效提

升幸福感 （Ｌｙｕｂｏｍｉｒ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另

一方面，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建构真实性对记

忆有积极的影响，这与酒店体验相关的研究

不同（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３）。这可能是因
&

传统村落本身
P

含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

符号，其空间更容易激发?客的文化想像，

使其在建构真实性中更深层地参与意义创

造，进而加
G

对目的地的记忆。此外，存在

真实性也能积极影响?客的主观幸福感和

记忆，表明?客透过参与传统村落的文化活

动、与当地居民互动及沉浸式体验，能
Q

提

升其幸福感?
G

化记忆留存。这一结果证

实了Ｙｕ等（２０２０）的观点，即存在主义真实

性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同时，这一结果与

Ｐｅａｒｃｅ和Ｐａｃｋｅｒ（２０１３）的观点相呼应，即存

在性的活动与沉浸式体验能
Q

激发持久的

旅?记忆。这一关可能源於旅?活动帮

助?客实现个体层面的存在真实性（Ｂｒｏｗｎ，

２０１３），使其在体验过程中获得“存在的状

态”或“
,

在自由感”，从而加深了对旅行经

历的记忆。

最後，本研究亦验证了主观幸福感对?

客记忆的显著正向影响，证实了情感在旅?

体验与记忆之间的促进作用。当?客在旅

?过程中获得较高的幸福感，他们更容易对

旅?经历形成深刻记忆。此结果与过往研

究相呼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Ｙｉ，ｅｔａｌ．，

２０２２），即体验过程中引起的积极情感或愉

快情绪可以增
G

记忆。

４２　理论
)

示

本研究探讨了?客对传统村落文化景

观真实性的感知，?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三

种真实性对?客幸福感与记忆的积极影响。

在现代村寨民族旅?与文化遗
3

保护的背

景下，本研究有助於增
G

?客对传统村落文

化景观真实性的认知与理解，同时提升?客

的幸福感以及记忆。因此，本研究在理论上

具有以下重要贡献。

一方面，现有研究多从真实性视角探讨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特徵，但多数聚焦於客

观主义范式下的客观真实性，
G

调建筑、器

物等有形要素的历史原貌保护与评价（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Ｒｉｃｋｌｙ－Ｂｏｙｄ，２０１２），?以定性

评估的方式
G

调真实性保护与?客体验的

重要性（Ｓｕｎ＆Ｏｕ，２０２１）。对於?客如何

自下而上地感知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及旅?

真实性，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本研究突破

传统范式，基於建构主义与存在主义视角，

将真实性视
&

旅?者与景观、文化符号及地

方氛围互动中的主观感知过程，回应了?客

真实性感知领域的研究的不足（Ｌｉ，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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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丰富了真实性研究在民族村寨文化

景观语境下的理论体系。同时，本研究实证

揭示了?客通过具体实践对真实性感知对

?客幸福感即记忆的影响，弥补了既有民族

遗
3

旅?研究对?客真实性感知与记忆、幸

福感三者互动路径探讨的不足（Ｙｉ，ｅｔａｌ．，

２０２２），拓展了真实性理论在积极心理学视

域下的应用边界，
G

调了民族村寨文化景观

中的真实性是?客获得情感体验与记忆建

构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关於感知真实性作
&

?客主

观幸福感前因的研究?不多见，相关研究也

比较片面、分散、不系统（Ｚｈ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２３）。有关真实性对?客主观幸福感影响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存在真实性方面（Ｙ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很少涉及其他维度的真实性

（比如客观真实性、建构真实性），更
-

有将

它们整合起来，从综合的角度进行分析验

证。本研究则实证证明了感知真实性的三

个维度均是?客主观幸福感的前因。另外，

本研究实证了感知真实性的三个维度对?

客记忆也有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客观真实性

对记忆影响最
&

显著，这回应了文化景观研

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研究者往往将传统

村落真实性视
&

客观保护要素，而未能将其

与?客体验互动的过程相结合（Ｙａｏ，

２０１６）。因此，本研究也拓展了真实性理论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旅?的运用。

４３　实践
)

示

本研究也有三个实践意义：第一，民族

地区传统村落管理者可以利用真实性作
&

工具，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根据研究结

果，传统村落应注重构建客观真实性，建构

真实性和存在真实性。首先，基於客观真实

性和幸福感及记忆间的最
&

显著的正相关

关，表明物质景观的完整性与原真性是触

发情感和记忆的核心。民族地区传统村落

管理者或地方政府应该努力保留原有的自

然环境和民族人文景观，如历史遗址和原始

民族民居民宅，民间故事、当地生活方式的

表达等，?量
*

少人工雕刻的痕?和外来

文化的移植，使?客获得积极心理体验。第

二，研究结果表明，建构真实性对记忆与主

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这表明民族地区传统

村落管理者或地方当局应该积极策划民族

特色文化活动、节庆等方式，展示当地独特

的文化符号和传统。第三，存在真实性也能

Q

积极影响记忆与主观幸福感，这表明民族

地区传统村落管理者或地方政府应该通过

组织手工艺作、设计传统音乐舞蹈等互动

性
G

的活动，增
G

?客的参与感和投入感，

促进他们与当地文化的深度连接。

５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未来研

究进一步完善。首先，本研究?用了?客对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真实性保护与

旅?真实性的感知作
&

真实性测量指标。

然而，现有测量工具主要基於以往研究开发

的量表，?针对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情境进行

了适当调整，但?未深入探讨?客如何主观

感知传统村落的真实性。
>

言之，本研究未

能定性分析?客在真实性感知过程中的具

体体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客在真

实性构建中的作用及其对目的地文化的深

入理解。近年来，一些研究?用半结构化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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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方法，更系统准确地探讨?客对真实性

的感知（Ｊｖ，ｅｔａｌ．，２０２４）。因此，未来研究
应进一步关注?客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

化景观真实性认知中的主动参与过程，?探

索更具针对性的量化测量方法，以提升对?

客真实性感知的全面理解。其次，数据仅来

自广东省民族地区的一个传统村落，这可能

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进一步的研究

可以通过使用不同地区的样本来检验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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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共创对?客忠诚度的影

响研究———以记忆
&

仲介变量
6

衡水学院学

报
2 DEDO2 DJaFbcNN


NG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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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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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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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客真实性体验模型研

究
6

地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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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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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彤彤
2

姜洪涛
6 1

拟旅?体验、真实性和满

意度对实地旅?意向的影响研究———以敦

煌莫高窟
&

例
6

地理与地理资讯科学
2 DED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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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波
6

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文化旅?的理论

与实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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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香花
2

刘沛林
2 .?

波
2

等
6

民族旅?地妇

女旅?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贵州西江苗寨
&

例
6

旅?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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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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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
6

社会记忆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

载体探析———以黔东南苗族
&

例
6

贵州大学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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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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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雪
2

欧勇周
6

民族旅?社区参与对居民

地方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通道县

皇都侗族文化村
&

例
6

辽宁民族研究
2 D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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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彤
6

民族旅?体验中的文化表徵研究———

以湘西民族文化园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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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旅?
2 DED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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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钱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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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罕梁
2

季靖
6

黑色旅?地?客集体

记忆建构及其对行
&

意愿的影响———以“
N

·
FD

”汶川地震北川老县城遗址
&

例
6

旅?

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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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森篧
6

探索赴韩中国?客体验记忆形成过

程中的关键要素和记忆偏差
6

旅?论坛
2

DEFJ2 GaObcKK


KG2 GO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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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莉莉
2

王盳
2

赵昱鲲
6

真实性量表在我国青

少年中的信效度检验
6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

DEDE2 DQaDbcK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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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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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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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芳
2

严琳
2 J

必虎
6

城市记忆规划研究———

以北京市宣武区
&

例
6

国际城市规划
2 DEFE2

DNaFbcLF


LJ6

［
JO

］徐玲燕
2

邓敏
2.

龙芳
2

等
6

历史文化街区原真

性感知对旅?记忆的影响研究———以旅?

体验与主观幸福感
&

仲介
6

桂林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
2 DEDN2 KGaFbc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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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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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昕
2

晏雄
2

解长雯
2

等
6

红色旅?者主观幸福

感的链式生成机理研究
6

乾旱区资源与环境
2

DEDK2 KLaKbcF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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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

］袁振盓
2

马腸
6

行走的记忆，记忆的行走：旅

?中体验与地方认同
6

旅?学刊
2 DEDE2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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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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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旅?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

因素———以黔东南肇兴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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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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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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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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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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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发展与乡村居民幸福感关

系的实证研究———以新疆泽普金湖杨长寿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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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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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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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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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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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视角下旅?者

幸福感的构成要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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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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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雪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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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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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感知真实性、旅?记忆的影响研究———

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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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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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旅?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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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旅?过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性

认知构建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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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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