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化遗产旅游中游客的真实性感知对怀旧心理的影

响
*1

关巧玉 罗芬

【摘 要】: 文化遗产旅游一直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资源内涵丰富，包括文物、古迹等人类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本文以江西省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为例， 试图探讨游客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真实性感知和怀

旧心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游客的真实性感知正向影响怀旧心理，其中历史特征真实性感知对历史怀旧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独特性真实性感知和功能性真实性感知对个人怀旧心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针对上述结论提出建

议：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与规划，要注重游客的真实性感知，注重历史资源的开发，并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独特性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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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初以来，文化遗产旅游一直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
[1]
。截至 2015 年 7 月 4 日，随

着土司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已有 48 项遗产是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自然

遗产 10 项，世界文化遗产 34 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4 项。文化遗产资源内涵丰富，包括文物、古迹等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遗产（heritage）”是被遗留下的，是被继承的，具有时间与历史特征，其中工业遗产更是被称为“怀旧景观”
[2]
。怀旧

作为文化遗产旅游的重要特征，也是文化遗产旅游者的主要动机
[3][4]

。怀旧是对过去的渴望，对昨日的向往
[5]
。怀旧不仅可以维

持和提高自我的积极性，使人具有存在的意义，而且可以增强社会联系，提高归属感
[6]
。旅游者的怀旧心理来源于“真实的遗产”。

真实性并非固定的，而是可以主观建构的，可以由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来评估，即旅游者在文化遗产旅游中所追求的真实性，是

个人主观判断该环境是否呈现出当地原有风貌的一种知觉。

然而，在对文献的梳理之后，笔者发现，怀旧和真实性均为文化遗产旅游的重要因素，那么它们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关系？

如果存在，又是何种关系？以往研究者对于真实性感知和怀旧心理之间的关系探究甚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集中于国外文献，

关于文化遗产旅游的真实性感知与怀旧心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尚未在国内展开。为了深化该领域的研究，为我国文化遗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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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将对文化遗产旅游的游客真实性感知与怀旧心理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以往相关的研究中，较少讨论游客的真实性感知与怀旧心理之间的关系。人们去旅游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怀旧，并通过怀旧

来寻找在日常生活中缺失的真实性
[7]
。Baker 与 Kennedy（1994）认为怀旧情感需要情境的刺激才能产生

[8]
。Baudrillard（1988）

认为当真实不再是以前的样子，怀旧便展现出充分的意义
[9]
。Goulding（2001） 发现渴望获得真实性以及寻找过去的回忆是游

客前往历史景点的重要动机因素
[10]
。人们需要怀旧来平衡现代性带来的远离本真性和统一性

[11]
。

更进一步，曾光华、陈贞吟与张永富（2004）发现老街、历史遗迹、古文物等对象能帮助游客产生怀旧心理
[12]
。然而，并

非处在老街、古镇或遗迹当中就一定会产生怀旧心理， 当中的关键因素在于游客是否能够从这些对象中感知到真实性。如

Magelssen（2003）以传统的印第安人村落为例，证实旅游为当地带来正面的经济效益， 却因为部落建筑或手工艺品脱离了传

统元素而增加新的设计风格， 则使游客难以体验到过去的时光
[13]
。Chhabra 等（2003）提出，苏格兰节庆活动的举办愈是真实、

愈是符合过去的传统， 愈能引起居民的怀旧情感
[14]

。McIntosh 与 Prentice（1999）经由访谈发现旅游者如果在旅游中感受到

真实性，将会产生怀旧的情感
[15]
。因而，旅游者在旅游中感知到一定程度的真实性， 将引起他们的怀旧心理。也就是说，如果

游客感受到文化遗产主体（如古迹、古镇或手工艺品）保有原有的风貌、能反映传统的历史意义或者具备当地的独特性等， 便

较容易使旅游者回想起个人的过去经验或者想象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

对于真实性感知的维度，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测量标准。其中，Cohen（1988）以非洲工艺品为例，认为真实性应具

备三个性质：手工制作、天然材料和非商品化
[16]
。Littrell、Anderson 与 Brown（1993）以手工纪念品为例调查了 385 位美国

中西部的旅游者， 得出旅游者对手工纪念品的真实性感知包括独特性、手工制作、美观与效用、文化与历史的完整性、原创性、

工匠的特质和购买体验七个因素
[17]
。Revilla、Dodd（2003）测量游客对墨西哥陶器的真实性感知， 其真实性测量量表共 25 个

题项， 分为外观/功能、传统的特征与证明、难以获取、当地生产和低成本五个因素
[18]
。Waitt（2000）则探讨了澳大利亚遗产

地 The Rocks 的旅游者的真实性感知， 包括环境设置、建筑物和活动展演
[19]
。因此，基于以往对真实性感知的测量，本文将真

实性感知抽象为历史特征、功能性、独特性 3 个影响怀旧心理的因素。

不同学者对怀旧的类型划分和测量标准都有所不同。Davis（1979）从社会层面将怀旧区分为个人怀旧和共有怀旧
[5]
。相似

的，Baker 和 Kennedy（1994）提出集体怀旧
[8]
。这种划分方法是基于怀旧主体的不同将其分为个人和集体。还有研究基于怀旧

客体的不同将其划分为直接或间接经验。如， Stern（1992）将怀旧区分为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
[20]
。Holak 与 Havlena（1998）

根据社会经历来自个人或集体以及经验的直接性或间接性两个构面，将怀旧分为个人的、人际的、文化的、虚拟的四种
[21]
。

基于上述， 从真实性感知的三个维度和怀旧心理的两个维度出发，功能性是景区的基础功能之一，是游客产生怀旧心理的

前提。景区的功能性包括正常运作、完善规划、安全、适当维护等。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只有满足游客的最低需求，才能衍

生出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游客的怀旧心理需要感知功能性真实性感知的刺激才能产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文化遗产地功能性真实性感知对旅游者的历史怀旧心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文化遗产地功能性真实性感知对旅游者的个人怀旧心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历史特征是游客在文化遗产旅游过程中不可忽略的真实性感受之一，也是文化遗产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怀旧主体通过想象，

根据现在的需要捏造和编排过去， 而作为历史的过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人类提供现实的模型
[22]
。Goulding（2001）在调查英

国博物馆的游客时发现历史的工艺、改革和创新的证据会刺激游客产生怀旧心理
[10]

。红色景点的游客的怀旧心理显著高于其他

景点的
[23]
。相似的，历史怀旧在遗产旅游中更易产生

[24]
。因此，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感受到历史特征的真实性程度越高， 就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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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产生怀旧心理。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文化遗产地历史特征真实性感知对旅游者的历史怀旧心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文化遗产地历史特征真实性感知对旅游者的个人怀旧心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旅游资源， 特别是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独特性是其保持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关键因素。在旅游者的真实性感知中，独特性不

可或缺地包含在内
[16][17][25]

。若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发现当地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雷同，且不具备有差异性的特征时，不

仅会影响旅游者对当地旅游资源的评价，而且会影响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使其难以产生怀旧心理。相反，具有独特性的文化遗

产旅游资源更容易满足旅游者的猎奇心理， 也更容易让旅游者感受到真实性，因而刺激旅游者产生怀旧心理。基于此，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H3a：文化遗产地独特性真实性感知对旅游者的历史怀旧心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b：文化遗产地独特性真实性感知对旅游者的个人怀旧心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同时， 鉴于游客个人怀旧心理和历史怀旧心理在来源、表现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个人怀旧主要源自个体的亲身经历， 而

历史怀旧与个体未参与的过去有关。因此，本文认为二者在其前因上也会表现出不一致， 即真实性感知的每个因素对于二者的

影响不一致。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1。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数据收集地点为江西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江西省景德镇市古窑民俗博览区是国家 5A 级景区、传承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是著名的文化遗产旅游地之一。共计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问卷 330 份，回收

率为 82.5%，其中有效问卷 317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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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设计和研究工具

本问卷参考戴有德、林维榕等对真实性感知和怀旧心理的测量，并对该量表作细微的修改。将真实性量表分为历史特征、

功能性和独特性三个因素，将怀旧情感分成个人怀旧与历史怀旧两类
[25]
。

KMO 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913，大于推荐值 0.9，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的 sig=0.000，表明变量之间存

在相关性。因此，数据适合于作因子分析。去掉因子载荷值不足 0.5 的一个问项，剩余 26 个题项。真实性和怀旧各选项的平

均得分在 4.70－6.34 之间，都属于高同意程度。人口统计特征结果见下表。

三、实证分析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 利用 AMOS21.0 对真实性感知和怀旧心理的各个测量模型进行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验量表的

信度与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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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度上， 对因素负荷量小于 0.4 且未达显著性的题项予以删除，分析表明 26 个题项皆达标得以保存。这 26 个观察变

量在因素负荷量都大于 0.4 的基础上，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t＞1.96，p＜0.05），且每个因子的组成信度值都大于 0.7，表

示量表具有收敛效度。平均变异量抽取量在 0.568－0.685 之间，大于 0.5 经验值，表明量表具有可接受的收敛效度。对于量

表的信度，各个观察变量的多元相关平方值基本都大于 0.40，各个潜在变量的组成信度都大于 0.70。因此，可以认为量表具有

良好信度。

同时，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各因子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表明各因子间的平均变异量抽取值的平方根在 0.754－0.828 之

间， 均大于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因此，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二）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式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首先，以极大似然法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估计， 由此检测假设模型与

观察数据是否契合。其次，检测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模型适配度指标具体如下：χ
2
/DF=1.257, RMSEA

=0.000，AGFI =0.995,GFI =0.997, CFI =1.000，NFI =0.998。它们均达到了模型适配标准， 表示该模型和样本数据之间的一

致性程度较高，结果可信。

实证结果表明， 文化遗产地功能性真实性感知对个人怀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21，p<0.01）,H1b 成立； 文化遗产地

历史特征真实性感知对历史怀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53，p<0.001），H2a 成立； 文化遗产地独特性真实性感知对个人怀

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18,p<0.05），H3b 成立。具体结果如图 2。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本文探讨了文化遗产旅游中的怀旧心理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

1.文化遗产地历史特征真实性感知对历史怀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对个人怀旧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结果表明，旅游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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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到历史特征的真实性更容易触发其历史怀旧心理。因此，旅游景点的历史有无真实地呈现， 对于旅游者的历史怀旧心理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

2.文化遗产地独特性真实性感知、功能性真实性感知对个人怀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而对旅游者的历史怀旧心理无显著的

正向作用。这表明旅游者的个人怀旧心理需要景区正常运作、完善规划、安全、维护适当的铺垫。旅游者感受到旅游景点的独

特性和功能性越高，则越容易产生个人怀旧心理。

3.文化遗产地历史特征真实性感知对个人怀旧并无显著影响， 且功能性真实性感知和独特性真实性感知对历史怀旧并无显

著影响。细究之下，可总结为两方面：（1）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本文采用定量研究，以量表测量被试的真实性感知和怀旧心理。

而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旅游者对于每个因素感知的综合并不等同于整体真实性感知
[26]
。因此，尽管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

显著影响， 但是自变量的每个因素并不一定对因变量的每个因素都具有显著影响。（2）从理论与实践上来说，游客的个人怀

旧心理以自身亲身经历为基础， 而文化遗产旅游的遗产主体鲜少与游客有直接联系。因此，游客对历史特征的真实性感知较难

作用于其怀旧心理中的个人怀旧。同时，游客对文化遗产旅游的功能性感知如安全、维护、建筑等，多源自遗产地的开发、规

划、经营和管理工作，是对文化遗产的后期加工与处理， 不同于历史特征源自于原真的历史。因此，笔者推论这正是功能性对

于游客的历史怀旧无显著影响的原因之一。最后，文化遗产地的独特性、真实性感知，对历史怀旧无显著影响，与对个人怀旧

有显著影响的结果相反。对此结果进一步分析， 笔者认为正是个人怀旧与历史怀旧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对独特性的需求不同， 游

客对于文化遗产地的独特性需求并不主观， 而是客观的看待当地历史，却对自己的记忆更加主观，因而造成了对真实性感知的

独特性对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的影响差异。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分析了文化遗产旅游中游客真实性感知和怀旧心理之间的关系，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新之处。

1.本文首次将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真实性感知和怀旧心理联系在一起，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大众的怀旧心理已经成

为一种普遍且流行的社会文化景观，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怀旧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但是，

在文化遗产旅游乃至其他旅游中， 现有研究对怀旧心理的重要作用关注不足，对于怀旧心理的前因关注较少。本文分析了游客

的真实性感知正是其怀旧心理的前因之一， 对于后续旅游怀旧心理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2.本文还对不同的怀旧心理的前因进行了初探，结果表明：历史怀旧和个人怀旧心理受到不同因素真实性感知的影响。该

结论补充了现有的怀旧理论，后续研究在分析游客怀旧心理的同时，应注意怀旧心理的划分类型， 根据不同的类型其前因也会

发生变化，这一点值得注意。

（三）对策建议

文化遗产旅游是旅游业的重点内容之一，对于其游客怀旧心理的前因探究有助于旅游业的发展。根据假设检验的结果，游

客的真实性感知中的历史特征对于历史怀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独特性和功能性对个人怀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本研究结

果对于文化遗产旅游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作用：

1.旅游者的历史怀旧心理受到其真实性感知的历史特征的显著正向影响， 对于旅游景点的开发和规划者来说， 在资源开

发与规划中应注重对历史的挖掘与呈现， 给旅游者创造一个身临其境的历史氛围，提高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质量。同时，旅游景

点的开发与规划应注意挖掘独特的品质， 注意环境和建筑的设计，避免雷同重复与粗制滥造。

2.游客的个人怀旧心理和历史怀旧心理不仅在内涵上具有较大的差异， 在各自的前因上也具有差异性。根据旅游资源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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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旅游经营者应该有所侧重，如若旅游资源含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则需重点关注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呈现； 若旅游资源与

时代较为接近，或者是贴近大众的历史文化，则在关注历史文化的同时，不能忽略景点的功能（如安全、建筑、维护等）设计

与建设，也要注重景点开发规划的独特性， 这样才能更易唤起人们在旅游过程中的个人怀旧心理，进而提高其重游意愿、推荐

意愿等。

3.个人怀旧心理应用范围广泛。其不仅发生在文化遗产目的地，还发生在其他类型的服务企业中，如餐厅
[27][28]

、酒店。因

此，遗产地、餐厅或酒店等旅游企业应注意环境因素、员工因素、事件活动因素等怀旧影响因素的设计与建设， 以唤起更高程

度的怀旧心理，进而促进消费者的推荐意愿和重游意愿等。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文化遗产旅游者的真实性感知对怀旧心理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验证与分析。但由于

研究能力和实践的局限，仍存在一些研究不足。本研究的样本为景德镇市古窑民俗博览区的游客， 虽然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信

度与效度，但是后续研究仍可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此外，基于怀旧心理的复杂性， 样本的

人口统计特征可能影响样本的怀旧心理， 未来研究可考虑将人口统计特征纳入旅游者怀旧心理的影响因素。最后，旅游资源的

类型之间存在差异性， 对于旅游者的真实性感知和怀旧心理可能都会造成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在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

情境下， 分析旅游者的真实性感知和怀旧心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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