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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感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
"

酒店的

感知体验研究
———以潮州酒店

%

例

张　涵　刘会成

（广东金融学院，广州）

摘　要
^

非物质文化遗
,

作
%

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其保护与传承已成
%-

多学科

研究的热点。本文以潮州酒店
%

例，基於地方感的视角，利用网路文本分析方法

对入住潮州酒店的?客文本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探寻酒店透过非遗棱镜呈现

的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研究发现，从精神层面来
(

，人、酒店、非遗与所处情境的

时空互动与联结、情感流动共同作用?影响著非遗传承的动态过程；从实践层面来

(

，非遗与商业融合
%

非遗文化注入了更有利的经济支
.

，非遗可持续传承需要在

非遗酒店的实践中不断地实现人地互动，?建构地方认同。

关键词：地方认同；地方感；非物质文化遗
,

；潮州酒店；网路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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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非物质文化遗
%

的保护与传承一直在

不断的探索与发展中。从
LMMP

年国务院办

公厅发?《关於加
.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

保护工作的意见》，到
LML*

年《关於进一步

加
.

非物质文化遗
%

保护工作的意见》的

颁?实施，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重大成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

种类

繁多，历史悠久，数量丰富，在国家政策和全

民关注的双重保障下，非物质文化遗
%

保护

呈现出跨领域融合的数位化和
%

业化趋势，

非物质文化遗
%

保护体系也日趋成熟。而

在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老”与“新”接轨中，

如何做到让非遗不被现代化
W

?是当代保

护与传承的重中之重。基於此，本研究探索

商业化背景下非遗酒店对非遗文化的保护

与重构的路径探索，关注地方感视角下非遗

的生
%

与消费，综合审视非遗
r

酒店、非遗
r

地方、非遗
r

人的情感联结与时空互动，进

而创造性的探索非遗保护的酒店案例。

１　研究综述

地方感是建立在一个人地方经验的主

体性的基础上，其
#

涵包括地方的特徵和个

性、人们的情感和对地方的认同（
J"-0-1

，

*++*

）。地方感反映了人与地方之间深厚的

情感联，是一种因文化和社会特徵而转化

的人与地方的特殊关（朱等，
LM**

）。

地方认同是指个人或团体与某一地域的互

动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其中包含了情

感、感知和认知等多个杂的过程（
J2".#33

，

LMMN

）。地方认同是个人认同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它是在某一特定地方的独特元素和

人地交互性质上发展起来的（
C

等，

LML*

）。地方依恋包括个人对他或她的环境

或其他地方的认知及情感联，或与这个地

方的情感融合感（
c79:.

，
LMMW

）。一般来

7

，人们可能会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如家或

社区）
%

生依恋的感情，但依恋也可以在旅

４９



?景点、休息场所、宗教圣地等特殊场所
%

生（
T1<31-.1

，
LMMN

）。地方依恋可以被认
&

是来自特定地方的情感、认知和行
&

的集合

（蔡晓梅，
LM*L

）。唐文跃等发现不同性
-

、

年龄和文化水准的?客在地方感的社会和

人文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唐文跃，
LMMW

）。

?客对当地的依恋会影响旅?业的发展、?

客的总体满意度、购物行
&

、?客的忠诚度、

对资源保护的态度和行
&

以及重?率的旅

?後的行
&

。正是由於这些积极的影响，地

方依恋的理论广泛应用在提高旅?行
&

的

品质和?客对景区的满意度研究领域（龚

花，
LM*N

）。

非物质文化遗
%

研究涉及
H

多交叉学

科。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提出的“身体技

术”（
>-72#3 >-<55

，
LMMW

），哲学家皮埃尔·

布尔迪厄提出的“惯习”概念（
K1#77# c9<7/1



#<

，
LM*W

）等都充分体现了文化遗
%

与睶意

识身体活动之间的密切联。地方认同感

的建构是保持非物质文化遗
%

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重要源动力。通过展演活动共同建

构著展演空间的
#

涵和意义，以“身体感”

&

基础继而塑造了“地方感”，诠释著当地

的故事（王敏，
LM*W

），使得地方不再是预先

存在的、有清晰和固定边界的符号性存在，

而是被持续建构的过程（蔡少燕，
LML*

）。

旅?者通过视觉、味觉、听觉和亲身的文化

体验来促进文化认同与地方认同，这是旅?

文化发挥其“文化育人”和“文化富民”的作

用，构建以旅?地
&

载体的文化生
%

、经营

与消费的地域文化共同体的有力抓手（李

东和，
LMLL

）。将非物质文化遗
%

与旅?
%

品和服务融合在一起，让?客可以在体验和

感受非物质文化遗
%

的同时，传播非遗文化

（张涵，
LML*

），这是促进旅?目的地非遗价

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同时，良好的非遗商业

化展演可以进一步塑造地区文化认同。?

客对目的地非遗的感知情癋与认同度，反映

了旅?
%

品的供给水准和消费者满意度

（张希月，
LM*V

），是旅?目的地的关注焦点

和前进动力。

对非物质文化遗
%

进行旅?开发，一方

面可以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益，丰富人们的生

活，另一方面有助於传承当地文化，活化非

遗传承与保护。关於非遗旅?的研究，学者

们主要从“非遗是否要开发”（卢世菊等，

LM*W

）、“如何开发”（
J<

，
LMLM

；
d<-.

，
LMLL

）

以及“开发之後会
%

生的影响”（赵
S

，

LM*N

；
n1<

，
LMLL

）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在

阐述“如何对非遗进行有效开发”的议题

时，学者们
.

调最多的是“保护性开发”（刘

德龙，
LM*N

；詹一虹，
LM*+

）与“原真性”（
$9



"#.

，
*+OO

）的理念，两者本质上相通，前者立

足於开发形式，後者立足於开发
#

容。如陶

长江认
&

，非物质文化遗
%

的开发应涉及

“文化生态分析”，既促进旅?业的可持续

发展，又能推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陶长

江，
LM*N

）。蒋海军
.

调文化遗
%

的保护教

育，即通过加
.

文化传播，障显民族文化品牌

在保护性开发中的重要性（蒋海军，
LM*P

）。

旅?地地方感，即地方感引发的旅?规

划、旅?目的地开发等具有旅?发展前景的

融合，通过更好的打造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

旅?
%

品，裨益消费者的旅?体验（蔡智莉

等，
LMLL

）。关於非遗与酒店的结合，上海市

文旅局陈平认
&

“非遗与传统酒店最大的

区
-

，是非遗有自身的独特调性和地域特

５９



点，大多数酒店是标准化的，如果想与非遗

结合，将十分考验酒店业主的文化底
E

”。

非遗酒店的商业转化归根结底关注?客体

验非遗酒店的同时对旅?地地方感的理解

与形成。然而，非遗商业化运作是一把双刃

剑，不当的商业化发展会对地方文化与非遗

资源
%

生负面影响，如一些具有地域文化性

质的城市历史街区越来越多地被推向市场，

过度商业化导致地方感缺失也逐渐成
&

历

史街区的一个常见问题（王佳俊，
LM*O

）。

旅?体验作
&

旅?的
#

核，是对当下情

景有意识的思想和感情的集合，是心理的、

社会的和认知互动的杂过程（朱，

LMLM

）。从
LM

世纪
WM

年代起，旅?体验成

&

广受关注的学术话题
Rn<-.CLMMUS

。新旅

?六要素（商、养、学、盻、情、奇）从多个纬

度阐释了旅?体验所涉及的日常体验、情感

体验、学习体验、
*

乐体验、休盻体验等方

面。邹统钎等提出旅?景区的体验塑造应

遵循差?性、参与性、真实性与挑战性四条

原则（邹统钎，
LMMN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非遗旅?研究从早期的关注非遗原真性到

现在的关注非遗旅?体验，即从非遗的生
%

纬度转向消费纬度的讨论。如张希月等认

&

非物质文化遗
%

资源旅?开发价值评价

指标由资源
X

赋条件、可展示与体验性、遗

%

地旅?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要素组成

（张希月，
LM*V

）。

基於此，本文结合地方感理论，探讨非

遗酒店对消费者的文化输出与地方认同，以

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非遗酒店商业化转型

的可操作性，探索非物质文化遗
%

酒店的可

持续发展案例。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案例地介绍

潮州酒店·文凡臻选是国
#

一家融

合戏剧及非物质文化遗
%

的博物馆式精品

奢华酒店，坐落於广东省潮州市牌坊街古城

区
#

，设计理念是“一个可以住的戏剧文化

艺术博物馆”。本研究选择潮州酒店作

&

研究案例有以下原因：第一，潮州酒店

作
&

国
#

较早进行非物质文化遗
%

融合开

发的酒店之一，由国际知名酒店设计师洪忠

轩与新加坡酒店管理团队“文凡臻选”共同

以戏剧
&

基因，以湘子桥
R

广济桥
S

失而复归

的?牛
&

主瞃，结合现代审美与潮汕非遗工

艺的文化理念设计，紧扣潮州非遗文化，呈

现出
.

烈的地方认同感；第二，酒店?用全

程管家服务，带领?客参与各项专属非遗探

索活动，体验潮汕百年文化渊源，推出了各

种现场文化体验，比如寻味之旅、漫步古城、

戏剧体验以及二十四节令鼓等，让?客可以

深度体验潮州非遗文化，寻地道美味小食与

当地眕火味。

２２　研究方法

本文借助
[%J!

数据分析软体，通过收

集整理三个网站中关於潮州酒店的评论

文本数据进行文本分析，来关注?客入住非

遗酒店的感知体验与地方感的建构过程。

首先，在地方感理论的指导下确定本研究的

分析框架；随後借助
[%J! $>V

对文字资

料中的高频辞进行统计，分析?客对非遗

酒店的认知程度；再次，借助语义分析与情

感分析功能，探讨?客在非遗酒店的体验以

６９



及所表达的情感倾向；最後对潮州酒店所

折射的地方认同进行归纳与凝练。

２３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国
#

点击率较高的旅?点评

网站
I

程、去哪儿、飞
Y N

个旅?门
6

网站

中关於潮州酒店的点评文本数据，去除无

效与重数据，共收集自
LM*O

年开业至

LMLN

年
*

月
N*

日期间潮州酒店相关的

有效数据
UMM

条（其中
I

程
*O*

条，去哪儿

*+O

条，飞
Y L*

条）。

３　研究分析

本文以消费者所撰写的潮州酒店点

评数据
&

分析单元，根据研究问题，选择地

方感的理论来制定相关分析框架，对非遗酒

店的感知特徵、社会网路、情感倾向等
#

容

进行探讨。

３１　非遗酒店的感知特徵

通过
[%J!

软体分析，按照各平台评论

文本整理成的网路文本数据，运用软体的词

频统计功能，截取了排序前
*MM

的高频辞

，?用字母“
.

”、“
-/a

”、“
6

”、“
-/6

”标记出

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等相关词性（如表

*

所示）。“酒店”、“服务”、“管家”、“体

验”排列在前
U

位，充分表明消费者对酒店

服务与酒店体验的高关注度；“潮州”、“古

城”、“牌坊”作
&

第
V

位、第
*N

位、第
*U

位

的高频片语，反映了消费者在酒店的入住感

知与潮州地方特色和地方文化密切相关；

“文化”、“潮剧”等反映了非遗主题的空间

意识形态；“当地”、“地方”、“潮汕”反映出

主要的空间场所标识。

表
*

　网路高频特徵词

词条 词频 词条 词频 词条 词频 词条 词频

酒店
. WLM

文化
. NO

细节
. LU

卫生
-/a *+

服务
. NLM

环境
. NW

值得
-/a LU

时间
. *+

管家
. *+P

停车场
. NW

当地
. LU

硬体
. *+

体验
6 *+N

潮剧
. NV

孩子
. LN

前台
. *O

房间
. *O+

安排
6 NV

联
6 LN

餐厅
. *O

潮州
. *W+

定制
6 NV

免费
-/a LN

客人
. *O

入住
6 *UV

最好
-/a NV

主
Z . LN

舒适
-/a *O

早餐
. *LU

浴缸
. NV

景点
. LL

简直
-/6 *O

位置
. ++

用品
. NP

整体
. LL

整个
-/6 *W

设计
. W*

装修
. NU

停车
6 LL

浴池
. *W

特色
. VP

风格
. NU

爱马仕
. LL

唯一
-/a *W

设施
. PO

周到
-/a NN

感受
6 LL

各种
-/a *W

古城
. PW

到位
-/a NL

热情
-/a LL

潮汕
. *W

牌坊
. PP

精
-/a NM

超级
-/6 L*

感谢
6 *V

提前
6 PU

一流
-/a NM

需求
. L*

全程
. *V

贴心
-/a U+

水果
. L+

枕头
. LM

行李
. *V

人员
. UV

态度
. L+

第二
-/a LM

景区
. *V

选择
6 UP

晚上
. L+

乾
V -/a LM

还要
-/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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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网路高频特徵词

D〗词条 词频 词条 词频 词条 词频 词条 词频

舒服
-/a UU

地方
. LO

小朋友
. LM

有趣
-/a *P

这家
. UU

小吃
. LV

味道
. LM

旅?
6 *P

美食
. UN

饮料
. LV

适合
-/a LM

燕窝
. *P

下次
-/a UL

服务员
. LP

奢华
-/a LM

用餐
6 *P

方便
-/a UL

中心
. LP

开心
-/a LM

分钟
. *P

满意
-/a U*

地理
. LP

这次
-/a LM

吹风机
. *U

惊喜
-/a N+

朋友
. LU

好吃
-/a *+

建议
6 *U

　　通过
[954 $>

标云对表
*

数据进行

分析，以更好的展现特徵片语，更直观地表

达消费者对潮州酒店的非遗体验感知，进

一步挖掘非遗酒店与地方感之间的基本关

，得出高频词标云图（见图
*

），图中字

体大小取
=

於高频词出现的频率。其中，酒

店、管家、服务、房间、潮州、体验等是住客点

评提及的热点辞。

图
*

　高频词标云图

从住客对潮州酒店体验感知的
*MM

个高频词中，可以得出消费者对潮州酒店

的感知特徵可分
&

：酒店区位、酒店服务、酒

店与非物质文化遗
%

融合三个方面。

（
*

）酒店区位。从高频词“位置”、“牌

坊”、“方便”、“停车场”以及结合酒店本身

情癋可以看出酒店所处位置的优越性，酒店

距离广济桥、广元寺仅几分钟步行距离，交

通出行极其便利，体现了潮州酒店的发展

宗旨：
.

调饮食、住宿、交通、旅行、购物和
*

乐六大旅?要素的整体舒适性。地方认同

的特徵之一，即场所使人们获得情感上的满

足，?促使情感偏好的生成。“位置”、“牌

坊”等词
7

明了酒店位於潮州古城牌坊

街
#

，其营造的潮州地方形象已让?客留有

印象。地方是兼具物质属性与情感体验的

意义空间，如果
7

潮州酒店作
&

一个空间

对象，那
:

潮州历史与非遗文化
&

消费者在

该空间的活动实践提供了必要场所，消费者

根据个人经历、入住体验、网路评价等进一

步深化对潮州的地方认知。

（
L

）酒店服务。从高频词“服务”、“管

家”以及评论
#

容得知其酒店管家服务设

置是极具效果的。管家服务涉及周边景区

美食介绍、陪同体验非遗活动、个性餐饮寻

味定制服务等，点评数据对於管家服务大部

分都是持积极赞同的态度。酒店突出服务

品质，也形成了自身酒店运营的一大特色。

影响地方依恋的主要原因包括人口特徵、行

&

特徵和景区情癋（范钧，
LM*U

）。其中行

&

特徵主要包括停留时间、资讯来源、熟悉

程度等。潮州酒店管家式服务人员的良

好素质，在带来更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加深

了消费者的体验感知与地方依恋。而消费

者对旅?目的地的依恋程度越高，其满意度

就越高，再次到访的可能性及重?率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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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会向亲友推荐，形成“口碑效应”。

（
N

）酒店与非物质文化遗
%

结合。从

表
*

高频特徵词可以看出?客对潮州酒

店的整体感知较好，提到了“满意”、“值

得”、“开心”等积极感知辞。?客评论高

频词中与潮州本土非物质文化相关的“潮

州”、“古城”、“文化”、“潮剧”、“当地”等，

7

明其感知到了酒店对於潮州本土的地

方感的传达。高频词中的“满意”、“值得”

等也体现出?客对潮州
%

生了地方依恋，即

一个人和一个特定的地方之间
%

生的情感

联，也是一个人留在那个地方?感到舒适

和安全的倾向，对该地有一种归属感。可

见，良性的非遗
r

酒店可以正向促进其对当

地的地方认同。

３２　非遗酒店社会网路与语义分析

通过
[%J! $>V

中的社交网路和语义

网路分析模组，进一步剖析高频片语文本
#

容的深层结构关，?理解高频词社会网路

含义，输出语义网路分析图
R

见图
LS

。图
L

中瞃条的疏密代表共现频率的差?，瞃条越

密集表明共现频次越多，即消费者对非遗酒

店的感知体验与地方感的关更密切。

图
L

　潮州酒店入住体验的语义网路图

　　根据网路语义图显示，“酒店”、“服务”

和“潮州”是样本数据中的三个重要节点，

表现
&

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点。其中，

以“酒店”
&

核心的高频词，围绕其周围的

主要特徵词有“房间”、“设计”、“特色”等；

以“服务”
&

核心的高频词，主要有“管家”、

“贴心”等特徵词围绕；以“潮州”
&

核心高

频词，相关联的特徵词有“古城”、“位置”、

“美食”等。整体来看，在网路语义图中可

以提取的感知词义，主要是从酒店服务与文

化输出两个方面体现，其中
&

了更清晰的展

示酒店文化输出部分，将有关潮州地方形象

以及非遗文化的高频词标
&3

色，相比针对

酒店设施与服务等词，此类词之间的联结相

对较少。

３３　非遗酒店的情感倾向分析

使用
[%J! $>V?M

中情绪分析工具

[%J! ]09419. @.-3=515 !993

来分析网路数

据，关注入住潮州酒店的?客的情绪倾

向，将情绪倾向分
&

积极、中性和消极三个

属性，分析结果如表
L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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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情感倾向统计分析

情感类型 频次 百分比 分段统计结果 频次 百分比

积极情绪
L*W OL?P*

一般（
M Z *M

）
PO LL?MP

中度（
*M Z LM

）
V+ LV?LU

高度（
LM

以上）
+M NU?LL

消极情绪
LN O?WP

一般（
M Z *M

）
*U P?NL

中度（
*M Z LM

）
V L?LO

高度（
LM

以上）
N *?*U

中性情绪
LN O?WP

　　由表
L

可知，?客对於潮州酒店整体

感知态度以正面
&

主，其中积极情绪?比

OL?P*Q

，反应了?客对潮州酒店具有较

高的满意度；中性评论和消极评论?比

*W


U+Q

，
7

明潮州酒店还有可提升空间。

地方感即一个地方所
[

起的情感，它可以是

个人的也可以是与他人共用的。消费者在

点评网站描绘自己对酒店、对潮州文化的

情感互动过程，也是对潮州地方感的癉华。

从情感评论中选出中性情绪和消极情绪共

UV

条，将这
UV

条评论逐条进行分析，问题

归纳
&

隔音问题（位於景区
#

白天吵闹、房

间隔音问题）、价格问题（认
&

服务以及地

段不值得这个价位，华而不实，价格
R

高）、

卫生间不乾
V

（卫生间无排气，引起不适）、

管家服务（服务品质不稳定，?客体会不

一）、房间空间问题（大堂及房间空间小，因

百货楼附属楼改造而成酒店）、设施问题

（设施一般，灯光昏暗、用品不足、停车困

难）。其中对管家服务、价格
R

高、设施问

题等方面的负面评论?比较高，旅客反应的

主要问题集中在设施上，影响旅客抱怨的核

心因素是管家服务。而对非遗活动体验的

负面评论几乎
+

有，一方面反映了消费者对

非物质文化遗
%

与传统技艺的支持与包容，

另一方面需要反思非遗体验活动未能给消

费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区
-

於地图上

经纬分明的地点，地方的概念包含了情绪和

情感的纬度，也必然涉及积极的地方感和消

极的地方感（李如铁，
LM*W

）。消费者在入

住酒店时的不满情绪也会睶移默化的影响

其对当地文化的认同与非遗体验，需要高度

警惕过度消费或不恰当消费非遗文化而造

成的非遗原真性缺失。

４　结论与展望

４１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非遗酒店带给?客的地

方文化输出的分析框架，以潮州酒店
&

例，通过收集三大点评网站中消费者关於潮

州酒店的点评数据，借助
[%J! $>

进行

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精神层面来看，人、酒店、非遗

与所处情境的时空互动与情感联结，共同作

用?影响著非遗传承的动态实践。潮州

酒店作
&

非遗主题酒店，
&

消费者提供了基

於非遗
r

的管家式综合服务。?客对於潮

州酒店非物质文化遗
%

的感知更多停留

在表面印象，酒店带来的文化感知偏向於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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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潮州地方建筑和图案设施等形成的地方

烙印，而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
%

资源与酒店

文化的结合，尚未形成良性圈，所带来的

非遗特色体验不及酒店自身的物质文化深

刻，因而消费者的评论多聚焦於酒店设施、

服务、价格等。消费者在入住非遗酒店之

後，对於地方文化有一定的感悟，但尚未形

成深刻记忆。酒店作
&

非遗展演空间，应充

分调动酒店资源，借助非遗体验
.

化消费者

的积极地方感，避免因入住体验差而形成的

消极地方感。

第二，从实践层面来看，非遗与商业融

合可以
&

传统文化注入更有利的经济支
\

，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
%

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非遗酒店不断地实现人地互动，?建构地方

认同，力
)

实现良性的非遗保护。在地方感

共用层面，网路点评数据对消费者入住期

待、入住体验以及地方情感癉华等方面都具

有重要意义。消费者对酒店的消费评论集

中在酒店的基础设施与管家服务上，对於非

物质文化遗
%

体验活动评价相对较少，反映

了消费者
+

有深度的关注酒店的精神文化。

酒店应在可以住的“戏剧文化艺术博物馆”

的理念驱动下，借助非物质文化遗
%

打造自

身品牌形象，同时兼顾非物质文化遗
%

保护

的实际问题。

４２　研究展望

本文以潮州酒店为案例，客观上验证

了非遗酒店与地方感知的一致性与相关性，

?具有一定的社会效应。但是二者具体互

动协商过程的分析是基於消费者对酒店点

评数据的文本分析，缺乏更直接的数据支

\

，且消费者的入住体验具有主观性，在不

同阶段也会受
#

外部因素的影响
%

生差
-

。

未来的研究需要扩大样本范围，补充关於酒

店政策相关的评论分析，确保研究结论更加

客观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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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NC L+R*S^ P


+?

［
L*

］卢世菊
C

柏贵喜
?

民族地区旅?扶贫与非物

质文化遗
%

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

中南民族大

学学报
R

人文社会科学版
SC LM*WC NWRLS^ WU


W+?

［
LL

］唐文跃
C

张　捷
C

罗　浩
C

等
?

九寨沟自然观

光地旅?者地方感特徵分析
?

地理学报
C

LMMWC VLRVS^ P++


VMO?

［
LN

］陶长江
C C

　屹
C

王颖梅
?

文化生态视角下的

非物质文化遗
%

保护性旅?开发研究———

以广西
]

族盘王大歌
&

例
?

广西民族研究
C

LM*NC L+RUS^ *PP


*VN?

［
LU

］王佳俊
C

季佳凤
?

文化创意旅?目的地地方

认同探究———以田子坊
&

例
?

旅?纵览
R

下

半月
SC LM*OC LLRLMS^ V+


WLCWW?

［
LP

］王　敏
C

林　钿
C

江荣灏
C

等
?

传统节庆、身体

与展演空间———基於人文地理学视觉量化

方法的研究
?

地理学报
C LM*WC WL RU S^ VW*


VOU?

［
LV

］
C

　
C

朱　
C

李　军
?

艺术旅?与地方感

的相互关研究———以
!

港澳大湾区大学

生群组
&

例
?

旅?学刊
C LMLLC NW RU S^ **V


*LW?

［
LW

］詹一虹
C

陈露
?

文化旅?视域下非物质文化

遗
%

的传承发展研究———以湖南省汝城县

高滩佘族
&

例
?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R

哲学社

会科学版
SC LM*+C U*RUS^ LV


NP?

［
LO

］张　涵
C

孙九霞
?

非物质文化遗
%

旅?
%

品

的文化再生
%

：以苗?
&

例
?

北方民族大学

学报
C LML*C NNR*S^ PN


P+?

［
L+

］张希月
C

陈　田
?

基於?客视角的非物质文

化遗
%

旅?开发影响机理研究———以传统

手工艺苏?
&

例
?

地理研究
C LM*VC NP RN S^

P+M


VMU?

［
NM

］张希月
C

虞　虎
C

陈　田
C

等
?

非物质文化遗

%

资源旅?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与应用———

以苏州市
&

例
?

地理科学进展
C LM*VC NPROS^

++W


*MMW?

［
N*

］赵　
SC

石美玉
?

非物质文化遗
%

旅?开发

中的三大矛盾探析
?

旅?学刊
C LM*NC LOR+S^

OU


+N?

［
NL

］邹统钎
C C

丽云
?

旅?体验的本质、类型与塑

造原则
?

旅?科学
C LMMNC LNRUS^W


*MrU*?

［
NN

］朱　
C

刘　博
?

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

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
'

示
?

华南师范大学

学报
R

自然科学版
SC LM**C UNR*S^ *


O?

［
NU

］朱　
C

蔡晓梅
C

苏晓波
C

等
?

“晒”与“赞”：

微信时代旅?体验的互动建构
?

旅?学刊
C

LMLMC NPR*MS^ +V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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