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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景观基因修复为切入点，选取湖南省怀化市皇都侗文化村为案例村，探究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背

景下传统村落修复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1)居民对于当地景观基因修复的整体感知较好，其中对建筑和文化修

复的感知较好且具有一致性。(2)当地居民对于一些正面影响的指标感知更强且感知程度较为一致。(3)居民对环境

基因修复的态度存在一定差异。(4)居民的整体感知程度与“村寨中原始图腾保存较好”、“民俗文化被很好地发

掘”、“村落整体环境质量状态较好”和“原有村落风貌遭受破坏”4项指标之间存在较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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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又称古村落，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

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截至 2020年，我国公布的传统村落数量达到 6799个。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村落保护

与更新的现状日趋严峻。一方面，旅游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传统村落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村落原有的古建筑、传统文化

得到修缮和保护，整体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收益；另一方面，政府、企业等外来力量的介入在传统村落修复与更新过程中造成了文

化冲突加剧、建筑景观扭曲、居民参与度不够等问题
[2,3]

。因此，在旅游开发的前提下，保持村落原有特色，提升居民的参与度

与满意度，成为当前传统村落保护重点关注的问题。 

居民作为传统村落的行为主体，是传统村落的缔造者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其感知对于传统村落的整体修复及有机更新具

有重要的影响[4]。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景观基因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主要集中在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5,6]、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特

征分析[7,8]、景观基因体系构建[9]、居民对景观基因的感知[10,11]等方面，有关居民对景观基因修复的感知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

试图以我国传统村落湖南省怀化市皇都侗文化村为例，从建筑基因、布局基因、环境基因、文化基因 4个方面进行了指标和调查

问卷的设计，探究了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对当地景观基因修复的感知，以期为后期的村落开发与保护提供科学参考和借鉴。 

1 理论分析 

                                                        
1作者简介：窦银娣（1982-），女，安徽省合肥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学研究。李伯华（1979-），男，湖北省黄

冈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人居环境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2171215）;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21JJ30062）;湖南省教育厅优秀

青年项目（编号：20B085）;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大项目（编号：XSP21ZDA003） 



 

 2 

1.1景观基因理论 

“基因”的概念最早源于国外学者孟德尔提出的有关遗传因子的内涵，他认为对生物性状起控制作用的单位即为遗传因子。

20 世纪初，约翰逊首次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基因”一词，基因的内涵逐渐演化为具有一定的遗传特性，同时在一定条件之下会

发生变异的单元。受到基因此类特性的影响，部分学者试图将其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12,13]。1950年，美国学者最早提出了“文化

基因”的相关假说。国内关于景观基因理论的研究最早源于 1990年，刘沛林将其概念结合人文地理相关研究，最早提出了关于

“景观基因”的概念，即一个景观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景观的，可代代传承的内在文化因子，可作为对传统村落景观进行识别的

重要依据[14,15,16]。 

1.2景观基因修复理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村落的原始风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此基础上，有关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修复的研究

应运而生，主要分为物质形态修复和非物质形态修复。其中，物质形态包括环境基因（生态环境、河流水系、地形地势）、布局

基因（产业结构、产业类型、土地利用）、建筑基因（民居建筑、公共建筑、村落形态）；非物质形态主要包含文化基因（文化信

仰与标志、民间艺术、生活传统）
[17,18]

。在此基础上，结合传统村落的实际情况，以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居民对景观基因修

复的感知评价指标体系，并设计相应问卷进行调查研究（图 1）。 

 

图 1景观基因修复感知评价的指标体系 

2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2.1研究区域概况 

皇都侗文化村位于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坪坦乡，由头寨、尾寨、盘寨、新寨组成（图 2），为纯侗族聚居地，村落内分布有

普修桥、尾寨鼓楼、头寨鼓楼、萨堂等特色建筑，芦笙舞、侗戏、哆耶舞等作为村落特色文化保留至今。村内现有居民 230户，

约 2250人。在村落形成初期，由当地居民进行开发经营和管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加上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外来力量的

冲击，村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危机。在此背景下，当地政府加强了对皇都村发展的指导，挖掘当地特色，大力发展旅游业，

村落的转型发展进程得到一定程度的加速。但同时，由于村落发展速度过快，加上开发过程中缺乏一定经验、资金投入不足，导

致在村落修复与更新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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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皇都村研究区位 

本文以景观基因及景观基因修复的相关内容为依据，选取皇都村为例，通过对当地的景观基因现状及修复过程进行现场调

研和访谈，得到该村落的景观基因现状及修复过程中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居民对相应修复措施的所持态度，

为后续村落修复与开发提供方向指引。 

2.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团队于 2021 年 1 月 15—18 日，采取入户调查的形式，在皇都村发放调查问卷 210 份，回收问卷 203 份，其中有效

问卷 189份，有效率为 93%。问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者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调查问卷的主体部分，主要从

环境基因、布局基因、建筑基因、文化基因 4个方面调查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修复的感知与评价。研究方法上，

本文主要采用李克特 5分制量表进行评分，并针对性地进行详细访谈，以此作为数据分析的补充资料。在此基础上，借助克朗巴

哈系数进行数据的信度检验。经测量后发现，调查问卷的信度系数值为 0.942，可用于进一步分析。研究工具上，本文主要借助

SPSSAU和 Excel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 

3 结果及分析 

3.1样本特征 

本文以皇都村修复情况统计表为依据，通过实地调查发放问卷，并辅以详细访谈和实地记录，试图探究在村落修复过程中居

民的感知情况和态度，以期为后续旅游开发和村落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促进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机更新。数据显

示：(1)从性别上看，男性样本相对较多，比例为 55.6%，女性样本的比例是 44.4%。(2)从年龄分布上看，样本大部分为“29—

39岁”，共有 77个，占比为 40.7%,60岁以上的样本数量相对较少，仅有 7人。(3)从文化程度上看，样本中 33.3%的居民文化

程度为“初中”，所占比重最大；硕士及以上的学历人数为 0。(4)从职业分布上，大部分样本为“私营业主/自由职业者”，比

例为 40.8%；工人、离/退休人员人数为 0。(5)样本中人均年收入选择“1万元以下、1—5万元”的比例均为 37%。(6)从是否是

本地居民分布来看，样本大部分为“是”，共有 168人，占比为 88.9%。(7)从本村居住时间分布上看，样本大部分为“20年以

上”，共有 105 人，占比为 55.6%,1 年及以下的外迁居民数量较少，占比为 7.4%左右。总体上，调查的样本数据类型多样，各

类型占比不一，有利于后期对数据的分析研究。 

3.2景观基因修复感知 

对建筑基因修复的感知：通过分析当地居民对建筑基因修复的感知，发现数据处理后得到的标准差较小，表示当地居民对于

建筑基因修复的感知较为统一，因此可以直接使用均值进行分析。整体上看，均值都在 3.8以上，即居民对村落建筑基因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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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较为满意。其中，“当地公共建筑功能明确”、“村落维护改善了村落基础条件”两项指标的均值较高，表明当地居民对

公共建筑修复过程中原有特色的保存和村落建筑设施条件的改进最为满意。相对来说，“民居建筑材料使用合理”、“新增建筑

房屋平面结构合理”、“本村落传统建筑得到明显修缮”3项指标的均值较小，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地在民居建筑的修复与更新过

程中存在着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重视和关注力度。 

实际上，皇都侗文化村由 4个村寨合并而成，在经历了明清两代两次规模较大的扩张之后形成了如今的村落规模。村内保存

有大量独具侗族特色的建筑群落，普修桥、尾寨鼓楼、头寨鼓楼、萨堂等特色建筑保存完好，成为村内不可忽视的风景。在村落

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落中的传统建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此背景下，考虑到村落后续旅游

开发的需要，政府部门联合相关旅游公司对村内破坏较为严重的鼓楼、风雨桥、寨门等特色建筑进行了修缮，同时限制传统建筑

的拆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村落传统建筑群落的保存和延续，但对于部分建筑尤其是民居建筑的管理和修复有待进一步加

强。 

对布局基因修复的感知：该类维度中各项指标的标准差较小，表明居民的感知态度较为统一，因此直接使用平均值进行分

析。整体上，当地居民对布局基因修复的认同度较高，对修复后的成果较为满意。尤其是“村落格局得到较好保护”和“村落土

地开发利用规范”两项指标的平均值最大，表明在土地的利用和当地的山水、建筑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较为规范，居民满意度较

高。与此相比，居民对于“空间规划完整且风格统一”该项指标的认同度稍低，表明在皇都村建筑的修复和扩建中风格的统一性

有待加强。 

作为典型的侗族传统村落，皇都村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一定的分布规律，村落最初呈现出明显的向心性和本土

性的分布格局。其中，向心性即民居建筑多以鼓楼、风雨桥等公共建筑向周围发散，呈现类似放射状的分布形状；而本土性则是

代表村落在最初的选址布局或是后期的村落发展扩张中均遵循“依山傍水、聚族而居”的原则进行分布。后期在外部文化的冲

击下，加之村落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原有的 4个村落开始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愈加频繁，形成

了以旅游核心区为核心向四周发散的环状结构，并将外围的村落纳入传统村落开发的范围内。结合相关数据分析发现，皇都村在

开发过程中对于村落整体格局的规划包括土地的利用和开发较为合理，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认可。本次调查同时发现，在规划设

计中，开发者开始打破整齐划一的设计原则，结合各个村寨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规划，以求最大程度地保留村落特色。 

对环境基因修复的感知：当地居民对于环境基因修复的感知整体较为满意，均值均在 3以上。但在标准差上部分选项的数值

大于 1，即存在居民态度不一致的情况。其中，“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较好”、“环境污染不断加重”和“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

建设”3项指标的标准差稍大。本文借助 SPSSAU的 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职业与“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较好”指标之间呈现

出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值是-0.522，意味着职业与“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较好”之间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家庭人均年收

入与“环境污染不断加重”的相关系数值是-0.382，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其他各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

弱。具体来说，农民对于“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较好”该项指标的认可程度较高，而私营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则对此的认可度较

低。对于“环境污染不断加重”的评价指标，一般来说，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居民，其认同程度越低，即不太赞成村落环境污染不

断严重的评价。结合实际发现，随着皇都村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随之而来的是村落在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

变化。一方面，村落的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对村落自然资源进行消耗，包括对水体、大气等方面环境造成污染；另一方面，在原有

的 4个村寨合并之后，为了加强各个村落之间联系，尽可能消除互相之间的壁垒，政府部门进行了村落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在村寨之间的河流中进行水上项目的开发建设，以进一步加强各村寨之间的联系。分析显示，对于村落环境保护方面所采取的一

系列措施上居民感知情况较好，但对于资源、环境和设施的建设上存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部分居民持反对观点。 

对文化基因修复的感知：居民对文化基因修复的整体感知较好，均值均在 3.8以上，其中“地方语言保护与传承现状较好”、

“宗族关系维系状态较好”两项评价指标的均值最高，达到 4.11，表明当地居民普遍对这两项问题的描述较为赞同。通过对皇

都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地有部分居民仍使用传统的侗族语言进行交流，尤其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老人，这对民族语言的传承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从标准差来看，“传统技艺传承较好”的数值较其他指标稍大，表明在此项评价上部分村民存在一定的观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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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结合中位数可知，居民整体上对该项评价指标态度比较满意。事实上，在旅游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带

来了新的思想和文化的冲击。为了减少传统侗族文化的流失，保持原有的村落文化特色，当地的管理者和开发者不断加大对村落

传统文化的宣传，通过侗锦博物馆和一些民间服饰加工店铺的设立，将一些具有侗族特色的服饰、装饰品等进行保存和加工销

售，以此作为村落特色的旅游产品进行展示。除此之外，对于一些逐渐流失的传统工艺和文化，当地居民组建了侗歌、侗戏的艺

术团队并定期在村内进行演出和展示，使村落特色的侗族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也给游客带来了视听的盛宴。 

 

图 3皇都村居民对景观基因修复不同维度 

居民总体感知情况：通过对居民整体感知水平及对不同维度指标的感知程度分析发现（图 3):(1)居民对于景观基因修复的

整体感知水平较高，数值达到 3.78，且标准差为 0.5，说明在感知上不同居民的整体态度接近。(2)对于不同维度的指标感知存

在略微的差异，整体上均持较赞同的态度，其中对于建筑基因和文化基因修复的感知均值相对较大，分别为 3.97和 3.95。在标

准差上，居民对于环境基因修复的感知差异较大，即观点上存在着较多不一致的情况。(3)总体来看，居民对于评价指标中正面

因子的赞成度较高，而对于负面因子存在较多反对，即不赞同的现象。 

3.3居民对景观基因修复的感知模型构建 

运用 SPSSAU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建立的具体指标中，“村寨中原始图腾保存较好”、“民俗文化被很好地发掘”、“村

落整体环境质量状态较好”和“原有村落风貌遭受破坏”4项指标与居民感知程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上

4项指标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将“村寨中原始图腾保存较好”、“民俗文化被很好地发掘”、“村落整体环境质量状态较好”和

“原有村落风貌遭受破坏”作为自变量，而将感知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样本数据之间

并没有关联关系，模型较好。 

“村寨中原始图腾保存较好”、“民俗文化被很好地发掘”、“村落整体环境质量状态较好”和“原有村落风貌遭受破坏”

的回归系数值分别为 0.318、0.284、0.233、0.121(p=0.000<0.01），意味着上述 4 项评价指标均会对感知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关系。分析可知，文化基因和环境基因相关指标的值较大，表明当地居民对这两项维度中指标的感知会较大程度影响其对整

个村落修复的感知评价结果。具体原因为：(1)“村寨中原始图腾保存较好”该项指标的系数最高，达到了 0.318。结合实地调

研发现，类型多样的图腾是侗寨的一大特色，大多分布于风雨桥、鼓楼等一些公共建筑之上，多以一些龙、蛇、虎等动物为原型

进行建筑的装饰。其中，鼓楼的形态与杉树非常相似，寓意吉祥、遮蔽风雨，是皇都村村民最为重视的建筑之一。本文结合访谈

和相关资料了解到，皇都村在修复前后，村内一些重要公共建筑较好地保留了建筑的原有风貌，包括普修桥和尾寨鼓楼、头寨鼓

楼等公共建筑上的图腾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修复工程后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色，居民的整体满意度较高。(2)“民俗文化被很好地

发掘”该项指标在模型中所占比重次之。皇都村在开发过程中从最初重视对传统建筑的修复到后期开始重点转向当地文化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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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和延续，主要体现在通过各种方式对当地的民俗文化进行宣传和推广，以加大居民的重视度和游客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度。例

如，皇都村每周六晚上 7点左右会举行篝火晚会，对侗寨传统技艺和文化进行展示；天气较好的下午会有民族乐器演出，让游客

更好地感受侗寨风情；还有侗寨特色的合拢宴、民族服饰的展示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地对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重视。

(3)“村落整体环境质量状态较好”该项指标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随着外来游客的不断增多，

村落环境保护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皇都村实际情况发现，村落内部整体环境状况较好，在道路和水体中没有明显

的垃圾污染，这与村落整体的规划，包括一些环境保护标牌的提醒、垃圾桶的合理放置、居民的环保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4)“原有村落风貌遭受破坏”该项指标的系数相对较低，所占比重为 0.121。村落原有风貌的保护是影响居民感知的重要因素

之一，同时也是决定旅游开发和保护有效力度的重要指标。在皇都村的开发过程中，无论是对于重要公共建筑、民居建筑的修

复，还是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延续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有的风貌和样式，减少后期加工过程中的人工改造程度。正因为如此，当地居

民对村落整体风貌的保护较为满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游客对原始侗寨文化的体验感。 

4 对策建议 

针对问卷调查和相关分析后，对居民感知情况有了一定了解，结合皇都村开发现状，本文从村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对

后续村落的旅游开发及修复提出以下修复策略（图 4):(1)建筑基因的修复采用内修外补、渐进修复的原则进行。对公共建筑的

修复力求最大程度地保存在装饰、构造上的原有特色，延续侗族的民族底蕴；对于村内的一些民居建筑不宜进行大规模的改建，

尽可能地保持原生态的形态和样式，尤其是对民居建筑外部的改造上不能过大，在建筑规模上不能过高，一般不超过当地鼓楼的

高度，以体现鼓楼的独特地位；一些破损较严重的可对内部进行修补和完善，以保证居民正常的生活。具体修复过程中，切忌急

于求成进行大规模改建，应在相关专业人员进行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后，结合当地村民的修复意愿和建议，借助现代化手段进行

修复，以求最大程度地保留村落特色。(2)布局基因的修复遵循村落发展脉络，合理规划，优化布局。侗族村寨在布局上具有较

为明显的特色，遵循秩序性和本土性，最终形成以整个村落的公共建筑为核心，呈向心内聚式分布。因此，在旅游规划和村落修

复过程中应严格遵照村落布局原则进行合理规划，突显街巷空间的分布特征，保持并延续侗族传统村落的原有特色。(3)环境基

因的修复以污染治理为主，合理开发，改善基础设施。环境污染是影响村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会直接影响到游客的体验。

因此，在具体开发规划中应重视对环境条件的改善，合理设置垃圾桶，保持公共场所清洁卫生，并定期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清洁工

作，以保持村落整体环境清洁。在村落开发过程中合理保护与利用耕地，减少污染和浪费，注重居民环境保护参与度，加强宣传，

提高居民环保意识。(4)文化基因的修复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时俱进，提升文化内涵。传统村落文化是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成分，在具体的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兼顾乡土性和发展性的原则。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的冲

击要尽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持村落文化的原真性；另一方面，对先进优秀的文化加以借鉴并有机融合，通过借助相关的手工艺品、

民族服装或传统技艺的方式进行售卖或是展示，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以更加深入了解村落的

文化内涵。 

 

图 4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修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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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居民的感知对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从文化基因、环境基因、建筑基因、布局基因 4个维度构建了具

体的皇都侗文化村景观基因修复感知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对当地居民进行的问卷及访谈调查，借助相关软件 SPSSAU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数据分析，最终得到当地居民对于皇都村景观基因修复的感知情况。 

主要结论如下：(1)皇都村居民对于当地景观基因修复的整体感知较好，其中对建筑和文化修复的感知均值较大且标准差较

小，即感知结果较好且具有一致性。(2)当地居民对于一些正面影响的指标感知较强且感知程度较为一致，而对于一些负面评价

指标的感知则具有一定的差异，且整体感知相对较差。(3)在 4个维度中，居民对环境基因修复的感知标准差较大，即存在居民

态度不一致的情况。其中，以“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较好”、“环境污染不断加重”和“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3项指标最

为显著。通过 SPSSAU中的相关分析发现，“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较好”、“环境污染不断加重”分别与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

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4)回归分析发现，居民的整体感知程度与“村寨中原始图腾保存较好”、“民俗文化被很好的发掘”、

“村落整体环境质量状态较好”和“原有村落风貌遭受破坏”4项指标存在较强联系。 

5.2讨论 

当前对传统村落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地聚焦于物质景观修复方面，侧重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然而，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

展离不开对“人”的讨论，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化景观更是需要“人”的传承与活化，同时传统村落的更新改造也离不开当地

“人”的参与。本文正是基于此探讨了居民对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之后现实感知，试图唤起人们对传统村落更新改造过程中“人”

的重视，尤其要关注当地居民的反应，他们是地域文化景观的群体传承者，是地方知识的传播者，理应得到尊重和价值认可。本

研究有助于完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过程体系，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他们是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可为其

他传统村落更新改造提供利益主体的治理路径和优化重点。 

参考文献： 

[1]胡燕,陈晟,曹玮,等.传统村落的概念和文化内涵[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1):10-13. 

[2]李伯华,陈淑燕,刘一曼,等.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

场,2017,33(5):604-608. 

[3]窦银娣,李嘉玲,李伯华.传统村落居民对文化传承的感知意向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皇都侗文化村为例[J].资源

开发与市场,2020,36(11):1267-1272. 

[4]李伯华,杨家蕊,刘沛林,等.传统村落景观价值居民感知与评价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2018,52(2):248-255. 

[5]彭科,罗凯.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流程研究——以通道皇都侗文化村为例[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41(6):19-25. 

[6]周红,涂文根.黔中安顺屯堡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研究[J].中国名城,2020,(12):49-54. 

[7]向远林,曹明明,秦进,等.基于精准修复的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变异性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9):1544-



 

 8 

1556. 

[8]李伯华,刘敏,刘沛林,等.景观基因信息链视角的传统村落风貌特征研究——以上甘棠村为例[J].人文地理,2020,35(4): 

40-47. 

[9]向远林,曹明明,翟洲燕,等.陕西窑洞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构建及特征分析[J].人文地理,2019,34(6):82-90. 

[10]杨立国 ,刘小兰 .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认知的空间特征——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J].资源开发与市

场,2017,33(9):1123-1126. 

[11]刘一曼,李伯华,周鑫,等.基于空间句法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优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

场,2017,33(11):1289-1294. 

[12]Dawkins C R.The Selfish Gen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3]Moritze.Memetic Science[M].Panama City:The Institute for Memetic Research Press,1990. 

[14]杨立国,刘沛林,王建华.南岳古镇景观基因的居民感知特征及影响因素[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30(12):1517-1520. 

[15]刘沛林,刘春腊,邓运员,等.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J].地理学报,2010,65(12):1496-1506. 

[16]刘沛林.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4):1-8. 

[17]刘敏.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风貌重构的驱动因素——以皇都侗族文化村为例[J].乡村科技,2019,(29):46-47. 

[18]李伯华,郑始年,窦银娣,等.“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南省 2 个典型村为例[J].地

理科学进展,2019,38(9):1412-1423. 

[19]林龙飞.湖南西部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1):93-96. 

[20]李伯华,李珍,刘沛林,等.聚落“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路径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J].地理研

究,2020,39(8):1794-1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