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旅游文学看宁波明清时期旅游地形象感知 

——以月湖为例
1 

罗丹纳 

(宁波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文化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 

【摘 要】根据 Echtner和 Ritchie构建的旅游地形象理论，以月湖旅游文学为文本，分析明清时期游人对月湖

“功能形象”与“象征形象”的感知。发现：一方面，游人所感知的月湖功能形象具有多重性；另一方面，即使从

事同样的游赏活动，游人所感知的月湖象征形象并不一致，具有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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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37 年，郁达夫在《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中曾写道“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道出了文学与旅游地的关系

——江山虽美，也需文人的妙笔为其增辉，旅游地因文学作品而有了不朽的魅力与丰富的内涵。不仅如此，对于不具备高观赏

性的景观，文学作品亦能赋予其独特的内涵与美感，使其从“平常”脱颖而出成为可供观赏的“风景”。如柳宗元《小石潭记》

之于永州小石潭，王羲之《兰亭集序》之于绍兴兰亭，皆因文学作品有了独特而鲜明的旅游地形象。 

月湖，古称西湖，初辟于唐，扩大于宋元祐年间，形成十洲胜景。两宋后，月湖书院兴盛，先有“庆历五先生”讲学于此，

后有“淳熙四君子”哲人荟萃。明清时期月湖岸边多立诗社，诗歌创作蔚然成风，其中不乏文章高手、诗词名家的作品，留下

的诗文篇章众多，成为当时宁波的文化中心。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并不是让一个旅游地具有独特性、标志性和知名度的充分

必要条件，对这些文化、历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使其作用于当代，才是如今赋予旅游地内涵的第一要义。本文以明清时期人

们对月湖的旅游地形象感知为切入点，根据 Echtner和 Ritchie构建的旅游地形象理论[1]，以明清时期描写月湖的旅游文学作品

为文本基础，揭示该时期月湖作为旅游地的功能形象与象征形象，以期助力今日月湖园林营造中的内涵建设，提升月湖的旅游

价值。 

二、文献回顾 

旅游地形象理论(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TDI)起于 1971年 Hunt的研究工作。随后出现了关于旅游地形象内涵、构成

成分、特征、形成过程方面的研究成果。由于旅游地形象能够影响旅游者主观感知及其后续的旅游地选择和消费行为，该理论

得到了国际旅游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重视，旅游地管理者也开始注重在具体的营销战略中树立和管理一个良好的旅游地形象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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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旅游地的竞争力。 

对于旅游地形象的涵义，不同学者对旅游地形象做出了不同的定义，如 Assael将旅游地形象定义为对目的地的总体感知，

它通过在不同时间从各种资源中处理信息而形成。
[2]
Gartner认为目的地形象由 3个内部相关层次的部分组成：认知、情感和意

动[3]。虽然众多学者使用“旅游地形象”这一概念，但目前该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粟路军和何学欢在综合该研究领域各

学者的观点后给旅游地形象做出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旅游地形象是旅游者对旅游地持有的感知、信念或印象的总和[4]。 

对于旅游地形象的组成部分，目前主要有三类代表性观点。Gunn将形象细致解构为原生形象与引致形象，原生形象为报纸、

杂志、电视报道及其他非旅游专门信息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引致形象则是旅游地营销和促销努力的结果[5]。Gartner则认为旅

游地形象由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意动形象组成，认知形象是基于事实成分对目的地形成的形象，情感形象则是建立在个人价

值观的基础上对对象的认知，而意动形象则类似于行为，这三种形象一起影响旅游的决策过程[3]。Echtner和 Ritchie则将旅游

地形象分为功能形象与象征形象[1]，功能形象指旅游地的物理设施和有形成分；象征形象指旅游地的无形方面，如氛围和地方情

感等。 

由于 Gunn和 Gartner的理论均涉及旅游者在“旅游前”对旅游地形象认知及旅游决策过程，从本文的研究素材一一明清诗

歌中很难提炼出关于旅游者“旅游前”感知的信息，更多的是“旅游中”与“旅游后”的感知呈现，因此以上两类旅游地形象

的分类方法并不适用于本研究。笔者将利用 Echtner和 Ritchie的分类原则，对明清时期月湖的旅游地形象进行解构。 

三、文本选取来源 

关于包括月湖在内的旅游文学作品，李亮伟、张如安等《宁波山水旅游文学研究》
[6]
,将诗人别集、《全唐诗》《全宋诗》

《全清词》等总集、以及散落于宁波各时期地方文献等著作中的宁波旅游文学作品进行了筛选，以景观类型和作者为分类标准，

从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审美、修辞手法、文学风格等方面对所收录作品进行了详尽分析。徐季子和周冠明所著《千年月湖》①

对月湖的沿革、人物志和有关月湖的诗歌进行了介绍，尤其是书中“月湖诗文选”部分，收录了大量明清时期的月湖旅游文学

作品。宁波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室留存的地方志等文献也提供了不少关于月湖的史料。综合以上资料，剔除与游赏不相关的篇章，

得到明清时期关于月湖游赏的代表性诗词共 36首（表 1）。 

从体裁来看，所选诗文以五言和七言绝句居多，有少量以竹枝词格调写出的七言绝句，冠以竹枝词名，如马迺贤的《月湖

竹枝词》。从内容来看，诗歌抒写的是诗人（同时也是游人的身份）游览时的所观所感。由于古代诗歌常用“借景抒情”或“寓

情于景”的手法，比较容易抓取诗人的“所观”部分，即游人对旅游地功能形象感知的部分，而诗人的“所感”则偶尔会被直

白地表达，但大部分时候需要笔者在把握印证诗句整体的基础上来分析诗人所感知的旅游地“象征形象”。 

表 1明清时期关于月湖游赏的篇章 

朝代 作者 篇章名  朝代 作者 篇章名 

明 王嗣夷 《鉴湖松岛歌》  清 陈劢 《月湖古迹•章邮公红莲阁》 

 屠大山 《中秋，东明招游月湖》   陈权 《月湖远眺》 

 闻龙 《月岛篇》   范上第 《烟屿》 

 宗谊 《鉴湖久不属目，有怀往事，书寄晓山》  厉志 《六月十六夜同揽碧轩诸友泛月湖》 

 丰坊 《过碧壮观白莲》   李植纲 《花屿饯春》 

 丰坊 《小中元日夜泛月湖作》   柳瀛选 《花屿》《月岛》 

 龙子高 《月湖四时词》   钱燮清 《月湖春泛》 

 陈民俊 《湖上竹枝词》   全祖望 《双湖竹枝词》 

 陆铨 《月湖行》   史锡祺 《烟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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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明臣 《十洲阁》   施育芹 《月湖春泛》 

 闻龙 《月岛篇》   谢辅诚 《月湖十洲》（录五） 

 陆瑜 《贺监祠》   忻继述 《红莲阁怀章邯公》 

 成矩 《四明驿馆》   忻恕 《月湖十洲》 

 乌斯道 《涵虚馆访章复彦不值》   忻锡龄 《杂咏句东形胜•月湖十洲》 

 胡文学 《贺祠双柏诗》   徐汝谐 《虹桥观竞渡》 

 马迺贤 《月湖竹枝词》   张家骤 《月湖十咏》 

清 张本 《月湖春望》   徐时楷 《湖上步月》 

 魏耕 《月湖泛舟邀顾樵》   袁均 《城南观荷》 

 

古人游赏活动被诗人所记载的是自《诗经》时代开始，但由于时代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现代旅游学科对“旅游”和“休

闲”的定义不完全适用于古人的行为。笔者做文本分析时发现，一小部分关于月湖的诗歌作品为居住在月湖周边的当地居民而

作，如全祖望、丰坊等。根据德国学者 Mathis 在移动性视角下对旅游与休闲活动的区分②，“旅游活动”为在非日常之地所作

的非日常之活动，“休闲活动”则为于日常之地所作的非日常之活动，严格说来，居住在月湖周边的人群在月湖的游赏活动为

“休闲活动”，而非“旅游活动”。笔者会在研究过程部分点明“游人”及“休闲人群”对月湖旅游地形象感知的细微区别。 

所选篇章具体说来描写了四大类主题：自然风光、文娱社交、怀古、劳动场景。由于古代诗歌中经常将自然风光描写融入

其他主题的描写中，若出现同一篇章同时表达两个主题的情况，笔者将把同一印证诗句同时归入两类主题进行分析。 

四、月湖的功能形象与象征形象 

（一）自然风光主题里月湖的功能形象与象征形象 

游人所感知的月湖功能形象首先具有湖泊类景观的共性，即浩渺的湖水、湖上的清风、水里的游鱼和天空的鸥鸟。游人所

感知的功能形象有明显的季节性，如春日的莺飞草长、桃红柳绿；夏日的白莲清香和映日荷花；秋季的萧萧芦花与皎皎月色；

冬季则有凌霜傲雪的寒梅。可以说，无论哪个季节，月湖在游人的感知下都有值得欣赏的自然风光，其功能形象较为明显（表 2）。 

自然风光主题里的月湖象征形象则体现出明显的主观性。首先，最普遍的游人情感是出游时的无忧无虑和开心畅快，如“轻

舟渡芳让，逸兴空中飞。俯羡游鱼乐，仰看高鸟归”（清•施育芹《月湖春泛》）。其次，赏景不仅能让游人感到单纯的舒心畅

快，有时游人也会“触景生情”，因苍凉冷落而引发愁绪，如“空留岛屿归鸥鸟，无复笙歌劝酒杯。独有贺公祠畔月，夜深依

旧照苍苔”（清•陈权《月湖远眺》）,从这句诗里能明显感觉到游人对热闹不再的感慨和愁绪。其古人面对风景时常常显露出

一种“妙悟”的体验，主要在于静心感受自然的玄妙，这一类象征形象在“休闲人群”对月湖的感知中较为多见。 

对于本就居住在月湖旁的居民，月湖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旅游地，而是一个休闲空间，这类人群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游

人”，而是“休闲人群”。相对于游人对月湖的感知而言，休闲人群对月湖形象的感知更为细微，他们感知下的月湖不似游人

所感知的热闹繁华，“休闲人群”更喜欢以一种静观天下的心态，在无声处体会真意，如丰坊的“孤舟泛湖水，月色如寒玉.白

云忽满衣，清风时濯足”，丰坊本就枕湖而居，他更喜欢在游人散去时，乘一叶“孤舟”独自游湖，万籁俱静下，白云与清风

似乎都有了生命，充满灵气。 

（二）文娱、社交主题里月湖的功能形象与象征形象 

在文娱、社交主题里（表 3）,游人对月湖的物理设施和有形成分感知，即功能形象感知较为丰富，最普遍的则是画舫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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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杯行天上酒，人坐镜中波”（明•屠大山《中秋，东明招游月湖》）；酒助游兴，人们高兴之余常常忍不住引吭高歌，如“高

朋满座酒满瓶，狂歌对酒君请听”（明•王嗣爽《鉴湖松岛歌》）；除了歌声,清晰可感知的还有各种乐器的声音，如“斜阳漫

下涵虚观，箫鼓迎神曲未终”（清•徐汝谐《虹桥观竞渡》）。 

除游湖赏月，游人在月湖还会进行日常的文体、社交活动，如友人送别、合樽长谈，以文会友、以诗结社，齐聚湖心亭唱

词，观看竞渡等等。很多娱乐、社交活动均发生在晚上，月湖在明清时代已是个夜生活较为繁华的地方。 

相较于娱乐、社交主题里月湖丰富多样的功能形象，月湖的象征形象便显得较为单一。无论是放舟、饮酒、高歌还是唱新

词，篇章里都体现出一种热闹的氛围，游人均抱着莫负好时光的想法，玩得尽兴又洒脱。 

（三）怀古主题里月湖的功能形象与象征形象 

在怀古主题里（表 4）,游人对月湖的功能形象感知较为稳定和单一，主要为贺监祠和红莲阁（也称高阁）。贺监祠为祀唐

代诗人贺知章所建。红莲阁则位于现月湖北侧银台第的位置，为北宋时任明州通判章邯公主持建造，章邯公在红莲阁周边水域

广种莲花，因此红莲阁也成为明清时期月湖赏荷观莲的好去处，章邯公贤德才能备受后人尊敬爱戴，人们才见红莲阁而思先贤。 

表 2自然风光主题篇章 

朝代 诗人 篇章名 印证诗句 

明 王嗣夷 《鉴湖松岛歌》 贺监祠前晚风发，千顷湖光一轮月。 

 屠大山 《中秋，东明招游月湖》 秋月初昏白，湖光四望多……水深星可摘，荷老气犹香。 

 闻龙 《月岛篇》 皓魄晶莹湖水清，夜深临泛不胜情。 

 *丰坊 《小中元日夜泛月湖作》 孤舟泛湖水，月色如寒玉。白云忽满衣，清风时濯足。 

 *丰坊 《过碧让观白莲》 方沼湛虚灵，幽葩悦贞白。华露浮羽觞，香风拂瑶席。 

 *丰坊 《三言四景》其一 蝶穿红，莺语绿。西湖西，丽人曲。 

 马迺贤 《月湖竹枝词》 五月荷花红满湖，团团荷叶绿云扶。 

 龙子高 《月湖四时词》 画船载酒及春晴,滋潴波光碧玉城……隔岸荷花新雨后， 白鸥点破镜

中天。 

 陈民俊 《湖上竹枝词》 踏青醵解仗头钱，细草新堤可醉眠。 

清 忻锡龄 《杂咏句东形胜•月湖十洲》 岛屿凭歌啸，烟花入画图。 

 张本 《月湖春望》 春来打桨月湖西，红满汀洲绿满堤。 

 施育芹 《月湖春泛》 我来月湖上，云树生残晖。轻舟渡芳壮，逸兴空中飞。 俯羡游鱼乐，

仰看高鸟归。春风时款款，夕烟野霏霏。 

 徐时楷 《湖上步月》 云淡风如磨，澄湖皱素罗。光明开世界，空阔渺烟波。 远树露灯火，

扁舟发棹歌。只缘归路近，不问夜如何。 

 厉志 《六月十六夜同揽碧轩诸友泛月湖》 放舟诣空阔，浓木暗诸岛。潜鳞出跳跃，繁萤乱波草。 

 陈权 《月湖远眺》 平湖面面镜奁开，远浸孤城近浸台。 

雁带断云投岸去，草分秋色过桥来。 

 柳瀛选 《月岛》 一片平沙月满洲，芦花风紧水声秋。 

西湖烟景今宵胜，付与丹青画里收。 

 柳瀛选 《花屿》 小汀花放一枝枝，满眼繁华好护持。 

香气袭人蜂蝶醉，紫红深处坐吟诗。 

 袁均 《城南观荷》 下有采莲人，莲花过人头。水涨一痕碧，香浮数顷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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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骤 《月湖十咏•雪汀》 寒飓出酿寒，梅开杳芳信。 

但见白漫漫，夹岸花成阵。 

 张幼棠 《月湖十咏•竹洲》 种得青青竹数丛，脩然便有古人风。 小窗几点黄昏雨，人在潇湘画

意中。 

 陈权 《月湖远眺》 空留岛屿归鸥鸟，无复笙歌劝酒杯。 

独有贺公祠畔月，夜深依旧照苍苔。 

注：*为居住在月湖边的居民，非游客，为休闲人群。下表同。 

表 3文娱、社交主题篇章 

明 屠大山 《中秋，东明招游月湖》 杯行天上酒，人坐镜中波。岸语警仙棹，空音响醉歌。 

 *陆铃 《月湖行》 何家公子好游侠，木兰为船桂为楫。轻篷细桨荡中流，翠钿宝髻娇双颊。 

   行人但识湖船乐，游人更羡湖光新。 

 陆检 《月湖行》 清歌一曲白云飞，朱颜百媚红蕖落。 

 马迺贤 《月湖竹枝词》 画船撑着莫近岸,一夜唱歌看月明， 

 闻龙 《月岛篇》 风铃似解江妃佩，天籁如闻子晋笙……莫遣来宵风雨妒，合樽促席更邀欢。 

 王嗣夷 《鉴湖松岛歌》 高朋满座酒满瓶，狂歌对酒君请听。劝君击筑我吹竽，有酒不饮复何须？ 

 陈民俊 《湖上竹枝词》 岁岁仲秋明月夜，湖亭群集唱新词。 

清 忻锡龄 《杂咏句东形胜.月湖十洲》 提壶何须唤？春酒好频沽。 

 张本 《月湖春望》 春来打桨月湖西，红满汀洲绿满堤；众乐亭前舟暂驻，催归漫向夕阳啼； 

   晴日放舟真乐事，双桥来往疾如梭。 

 施育芹 《月湖春泛》 轻舟渡芳让，逸兴空中飞。俯羡游鱼乐，仰看高鸟归。 

 李植纲 《花屿饯春》 陌上有谁歌缓缓，渭城翻使唱匆匆。无多别候年相见，珍重前途舶薜风。 

 钱燮清 《月湖春泛》 一棹春风花月夜，玉箫声彻浪淘沙。 

 徐汝谐 《虹桥观竞渡》 湖上游船似转蓬，湖边歌舞太平风。长虹半落青天外，画桨平分碧玉中。 

   何处饱看秋水阔？谁人夺得锦标红？斜阳漫下涵虚观，箫鼓迎神曲未终。 

 魏耕 《月湖泛舟邀顾樵》 月是月湖好，无人解醉游。须君清兴发，齐上管弦舟。 

 

表 4怀古主题篇章 

朝代 诗人 篇章名 印证诗句 

明 沈明臣 《十洲阁》 高阁俯平流，居然归十洲。西连天姥阔，东控大瀛浮。 

 陆瑜 《贺监祠》 黄冠一曲瞻遣像，明月三洲仰昔人。故宅已怜为传舍，敝庐犹喜托芳邻。 

年来幸遂归湖愿，为向先生一荐骚。 

 成矩 《四明驿馆》 秘书入道祠还在，丞相封望事已空。依旧春风杨柳绿，行人来往日匆匆。 

 胡文学 《贺祠双柏诗》我读汉史仰高风，知止独幽疏仲翁。都门供帐传千载，谁其继者唐贺公。 

兰陵旧有二疏宅，欲溯高风不可即。何幸生同贺公里，鉴湖一曲沾遗泽。 

 宗谊 《鉴湖久不属目，有怀往事，双柏声招谒秘书，累累三岛分野渔；拗花亭畔吊古人，秘书以后谁堪数？书寄晓山》 

清 忻继述 《红莲阁怀章邯公》       危楼创自宋祥符，四面荷花一色铺。 

 陈励 《月湖古迹•章邮公红莲阁》郇公宋贤相，曩昔俸明州。种莲向湖上，高阁临清流。凭栏试一望，霞彩明双眸。

往迹今已杳，萧疏红蓼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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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文娱、社交主题里月湖欢快热闹的象征形象，怀古主题里月湖的象征形象则显得较为深沉，游人情感大多与对先贤德

行的崇敬有关，如“何幸生同贺公里，鉴湖一曲沾遗泽”（明•胡文学《贺祠双柏诗》）、“黄冠一曲瞻遣像，明月三洲仰昔人”

（明•陆瑜《贺监祠》）,或是对物是人非，斯人已逝的喟叹，如“秘书入道祠还在，丞相封望事已空”（明•成矩《四明驿馆》）、

“往迹今已杳，萧疏红蓼秋”（清•陈励《月湖古迹•章邯公红莲阁》）。 

（四）劳动场景主题里月湖的功能形象与象征形象 

在劳动场景主题里（表 5）,游人所感知的月湖功能形象则是真真切切的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如捕鱼、卖鱼、采莲、

采菱等。对于捕鱼场景，游人大多是在烟屿附近感知到的，彼时的月湖烟屿还是渔家的聚居地。游人对于捕鱼活动感知非常细

腻，让人能真切地感受到那朴实无华的劳动场景，如“暮天爨火起渔家，漠漠轻烟护暖沙。不是歌声飞到耳，哪知中有钓鱼槎”

（清•史锡祺《烟屿》）；渔人们劳作时哼的小调，也被游人留在了对月湖的功能形象感知中，“更爱小桥流水外，石栏闲依听

渔歌”（明•乌斯道《涵虚馆访章复彦不值》）；渔家如何卖鱼的细节，也被游人细致地记录了下来，“女郎把钓水边立，折得

柳条穿白鱼”（明•马迺贤《月湖竹枝词》）；甚至有游人看到渔家的踪迹，不免想到要尝尝渔人捕捞上来的湖鲜，“吞底渔家

闲晒网，不知何处有湖鲜”（明•陈民俊《湖上竹枝词》）。除了关心味蕾的感知外，也有游人记录下了劳动者的细微心事“梅

花一树大桥边，白发老翁来系船。明朝捕鱼愁雪落，半夜推篷起看天”（明•马迺贤《月湖竹枝词》）。因此，通过游人的感知，

我们可以知道明清时期的月湖不仅是可以赏月游湖、饮酒高歌的地方，也可以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家园。 

表 5劳动场景主题篇章 

朝代 诗人 篇章名 印证诗句 

明 马迺贤 《月湖竹枝词》 女郎把钓水边立，折得柳条穿白鱼……梅花一树大桥边，白发老翁来系船。 

   明朝捕鱼愁雪落，半夜推篷起看天。 

 *陆铤 《月湖行》 露华晓候渔舟出，星光暮入水亭待。 

 陈民俊 《湖上竹枝词》 蚕底渔家闲晒网，不知何处有湖鲜……夜静试凭高处听，最销魂是唱山歌。 

 龙子高 《月湖四时词》 蓼汀栖雁忽惊起，一曲渔歌月满舟。 

 乌斯道 《涵虚馆访章复彦不值》更爱小桥流水外，石栏闲依听渔歌。 

清 张本 《月湖春望》 采菱歌女飘红袖，系树渔船隐绿蓑。 

 范上第 《烟屿》 软风作意轻吹破，露个渔翁立钓槎。 

 *全祖望 《双湖竹枝词》 广生堤放唱溪娃，大阪秧田曲子嘉。 

 史锡祺 《烟屿》 暮天爨火起渔家，漠漠轻烟护暖沙。不是歌声飞到耳，哪知中有钓鱼槎。 

 

劳动场景主题中的月湖象征形象没有了“幽赏”时的空灵，也没有怀古时的深沉，更没有娱乐社交时的热闹，更多地呈现

了一种平实质朴、不经雕琢的象征形象，游人常常会感知到一种闲情，如前文所提到的“更爱小桥流水外，石栏闲依听渔歌”。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考察明清时期人们对月湖形象的感知，发现月湖的形象是多层次的。首先，月湖的功能形象具有多重性。自然风

光主题中，游人的感知丰富多样，空间维度上覆盖湖面下、湖面和空中的景色，时间维度上涵盖春夏秋冬四季；怀古主题中，

游人对月湖功能形象的感知则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贺监祠和红莲阁；文娱、社交主题中，游人对功能形象的感知则不仅在于

视觉，还在于听觉；劳动主题中的功能感知更多的是当地老百姓的日常劳动场景。其次，月湖的象征形象具有主观性，因为“形

象总是对应于一些感知的内化，且每个人的感知不同，从而形象总是主观的”国。游人虽面对同样的自然和人文风光，但其对

月湖象征形象的感知则不尽相同：有舒心畅快的、隐隐哀愁的，也有不悲不喜，感知到宇宙之空灵的；有的游人在月湖感知到

了朴实与宁静，而在一些游人的感知下，月湖则是喧嚣热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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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意见》文件里明确指出要“加大旅游产业融合开放力度，提升科技水平、文化

内涵、绿色含量”，文旅融合发展成为了能让旅游地焕发活力的新发展模式。月湖并不缺乏历史底蕴，重点在于如何利用这些

历史底蕴“做文章”，围绕月湖“讲故事”。若文学作品与景观各自独立，这样的结合并不能起到“1+1>2”的效果。只有对文

学作品深入的、多角度分析，寻找与现代人和现代生活的契合点，才能使文学作品在当代散发它的光芒和魅力，发挥它应有的

作用，使现代人的游览体验不仅限于当下，而能跨越时空与古人产生共鸣，且这也能有效提高和塑造游人观赏品位，改变目前

大部分旅游者“打卡”式的浅表性旅游行为，有益于今天月湖园林营造中的文化内涵建设，从而增强旅游地价值与生命力。 

注释： 

①参见：徐季子、周冠明《千年月湖》，宁波出版社，2002年，第 155-221页。 

②移动性（mobility视角下旅游与休闲之区别： 

评判标准     日常之地 非日常之地 

日常实践活动 工作      商务出行 

非日常实践活动 休闲活动 旅游活动 

来源: Mathis S, Mobilit 6 s g 6 ographiques et pratiques des lieux. Etudes th 6 orico-empirique a travers 

deux lieux touristiques anciennement constitu 6 s: Brighton Hove (Royaume-Uni) et Garmisch Partenkirchen(Allem

agne), Doctorat de g 6 ographie, Universit 6 Paris 7-Denis Diderot, 2001 年，表格为罗丹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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