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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文化认同影响路径与组态研究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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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旅融合新格局之下，戏曲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戏曲非遗旅游对
实现中华传统 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主客互动（社会互动、服务互动、

互动质量）、感知价值（情 境价值、教育价值、情感价值、审美价值）、沉浸体验为前因变量，将游客文化认同
作为结果变量，对长三角地区 3 个代表性非 遗剧目旅游案例地展开问卷调查与比较分析，探索多个因素对游客文

化认同的影响路径与多元组合形式。研究发现：①就影 响游客文化认同的单项因素来说，教育感知价值的一致性

最高，然而任一单变量均不能构成游客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②8 个单变量因素共有 256 条可能组合生成，其中
有 9 条组合满足充分条件要求，总体覆盖率约为 0 . 830 9,构成情感参与模式、教 育融合模式、主客共创模式、情
境体验模式四类路径模式。③除路径 9 外的所有组合路径均包含至少一个感知价值的二阶变 量，其中以教育感知

价值出现频率最高。 当教育感知价值与情感感知价值组合时，原始覆盖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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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十四五”文旅融合新格局之下，构筑别具中华文化韵味的旅游体验成为旅游业发展的第一

要义。戏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因其自身所蕴含的厚重历史文化与独特艺术价值，成为文旅

融合开发的重要文化载体，其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实践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21年8月，《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将戏曲等高雅艺术的建设摆在了更高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戏曲振兴工程、曲艺传承发展计划，提升

传统戏剧的生命活力；要推出具有非遗特色的系列旅游产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高质量融合；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之中，加强专题研究，区域协同共守文化根脉。

中国戏曲类非遗旅游资源星罗棋布，而长三角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与经济优势，戏曲艺术更是繁荣发展。在国家级非

遗名录里，“传统戏剧”类别下的戏曲数量高达171项，覆盖全国65%的戏曲剧种和艺术样式[1]。目前，戏曲类非遗传承发展面

临“写不好”“演不火”“传不下”三重困境，步履维艰[2]。学者们围绕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的展示实践[3]、群体传承[1]、博

物馆戏曲展演[4]、地方戏曲文旅演艺[5]等主题展开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梳理发现，以往研究大多聚焦对戏曲演艺、文旅

融合发展的对策讨论，以及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路径探索，研究方法多属于定性描述，定量研究不足，且多以

单个剧种为样本进行分析，缺乏样本对比。事实上，随着国家政策推动和戏曲旅游实践发展，戏曲旅游研究也产生新的命题与

思考。

文化传承的本质是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6],地方剧种依赖文化认同而产生，在文化认同基础之上才可实现自觉主动地地方

剧种活态保护[7]。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特性决定，可以从文化认同与原真性等角度实现其在旅游中的活化[8]。如何借助

旅游这一桥梁实现戏曲文化认同，是当下戏曲类非遗旅游研究亟需解答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对长三角地区3个代表性非遗剧目旅游案例地展开问卷调查与比较分析，旨在揭示多个不同的自变量因素对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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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认同的影响路径与组合形式，为强化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文化认同，从而助推戏曲非遗的主动性活态保护、促进地方戏曲与旅

游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以戏曲之旅，寻文化之根，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交流，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 . 1 文化认同

“认同”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随后由埃里克森加以改造，将其细分为民族认同、集体认同、文 化认同等，并广泛应用

于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其内涵 也在“个体—集体—社会”的互动研究中，得到丰富 与发展[9] 。文化认同，即“cultural identity”,
从宏观 上看，是个体受群体文化影响，并将其内化为个体人 格部分的心理历程[10] ;就微观上讲，是个体对某种 文化价值内

涵的肯定，并表现出强烈归属感[11] 。

在以往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于“文化认同”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文化认同、社会文化认同以及 文化认同实现路径 3 个

方面[12] 。旅游领域中关于 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居民的地方文 化认同方面[13] ,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族群

内部不同 主体的文化认同[14] 、非遗传承人由“身份认同”向 “文化认同”的转换等内容[15] 。游客在旅游地所获 取的旅游体

验、游客感知等因素，对于游客文化认同 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16,17] 。 同时，游客的文化认同 具备积极效应，具体表现

为：第一，显著影响游客幸 福感[18] 的产生，能够达到情感治愈的效果；第二，构 建旅游者忠诚，为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提

供动力[19] ; 第三，对游客形成教育意义，约束游客的自我行为， 并对游客遗产保护行为、环境责任行为具有良好驱 动效

果[20] 。非遗旅游对于文化认同的作用已得到 学者们的广泛证实。季中扬等认为游客文化认同可 以被构建，而非遗的力量

可以影响和塑造人们对传 统的认同[21] ;余召臣发现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可 以唤起根植于旅游者内心的心理意向、情感

能量和 文化记忆[22] ;杨信提出要重塑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 文化认同[23] 。本文以文旅融合为背景，探讨非遗旅 游下戏

曲类非遗这一 细分业态文化认同的形成机 理，一方面有助于戏曲类非遗旅游目的地将旅游产 品开发与戏曲文化内涵相结合，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 戏曲类非遗的活态保护。

1 . 2 主客互动

主客互动(host-guestinteraction),又称主客交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直作为学术界的关注重点而存在[24]。国内外学

者对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等领域的主客交往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具体涉及乡村旅游、住宿业等多个旅游场景，将主客

互动视为旅游者与东道主在近距离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和关系[25],在民族旅游中，还可以包括一切外在的物质或文化

符号[26]。

已有的主客交往研究中涌现了许多经典理论，如G.V.Doxey提出的“愤怒指数”理论，认为随着游客增多，居民的情绪会由积

极转为愤怒[27]。C.Ryan的“旅游者一朋友”模型则认为，主客关系会随着游客停留时间的拉长而向朋友关系转变[28]。此外，与

符号互动等概念的结合，也使主客交往的研究内容得以丰富，主客互动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吸引要素，对目的地的可持续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基于不同角度，主客互动有着不同的维度划分，从时间视角来看，分为互动的准备、进行和对结果的评

价3个阶段[30];从空间视角看，可划分为私人空间互动、半公共空间互动和公共空间互动[26];按互动内容，可划分为服务互动、

社会互动、互动质量[24]。研究表明，若居民与游客间存在“温暖的伙伴关系”,则有利于游客形成对目的地美好形象的认知，并对

当地文化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31],而通过表演构建的主客互动模式，更好地展示了在地文化，实现传统民俗表演的现代转型与

文化重构[2]。在旅游空间中，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必然会进行角色互动，产生文化交流，进而构建文化认同[3]。

1.3 感知价值

感知价值的研究最早由Porter开始[4],随后，Zeithaml定义感知价值是客户考虑自身得失后对产品的效用作出的总体性评价

[35]。游客感知价值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或其购买的旅游产品与服务的总体性评价[36],多用于虚拟社区品牌认同与顾客响应

[37]、文化景观感知与认同[38]等研究中，在戏曲展演领域也有所涉及[39]。由于感知价值主观性较强，学术界普遍认为其由多

维度构成[40]。Michie等认为感知价值可划分为享乐性价值、实用性价值、象征性价值[41];刘海英将感知价值分为功能价值、情

感价值、关系支持价值和教育价值4个维度去研究非遗旅游纪念品的购买行为[]。

感知价值与认同密切相关，对于培育地方依恋、形成地方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游客的文化感知价值和感知质量显

著影响游客文化体验[8],一方面，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实体内容可以作为一个综合性因素被游客整体感知，游客对其进行文化消费

并产生文化体验，从而建构和重塑地方文化认同[4];另一方面，旅游者对旅游地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等细分维度加

以感知，并自发产生文化认同与地方认同[46]。由于文化消费者对秦腔剧院产生价值感知，因此拥有了文化记忆，并对秦腔地域

文化内涵的审美性及其传递的文化价值给予显著认同[46]。因此，在对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文化认同的研究中，将感知价值纳入变

量系统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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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沉浸体验

沉浸体验，又称心流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指人们将精力与身心完全投入活动中，并保持高度专注的心理

状态[47]。美国心理学家Miha-lyCsikszentmihalyi认为在沉浸体验状态下，人们会聚焦事物本身，并通过自我意识失去、对环境

的掌控，屏蔽无关的要素和思想[48]。沉浸体验广泛应用于消费体验、网络行为等领域，在社交、旅游领域也有着很强的应用趋

势，行动与意识高度配合、注意力集中、时间感消失等是其主要表现特征。心理沉浸说认为个体通过叙事剐知，全神贯注于叙

事故事中，极易对内容和人物产生认同[49]。

旅游演艺中的沉浸体验可以通过游客的游览、人物扮演、演游互动等方式获得[50],对游客认知和记忆的唤醒具有重要作用

51]。沉浸为表演赋予新的意义，形成观众与演员共生共促的参与、认同和共创的力量，并引导社会文化积极健康发展[52]。沉

浸对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证实[3],游客在参与节庆活动、获得对当地文化的深入体验后，会产生文化认同和

支持行为[54]。戏曲类非遗作为动态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需要观众深度参与和体验才可以达到能量聚集与情绪释放的目的，并

以此实现对戏曲的文化认同与保护传承[5s]。

综上所述，在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游客通过主客互动产生与目的地的联结，游客的沉浸体验决定了与目的地的交

融程度，同时，游客的感知价值反映了其对戏曲类非遗旅游地的总体性评价，三者共同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在认知、情感、知觉、

行为等各方面的文化认同。上述三类要素较为全面地包含了游客的心理、行为以及与东道主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以戏曲类

非遗为切入点，构建组态视角理论框架(图1),旨在揭示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游客文化认同形成的多元路径，为目的地提供更为系统

的理论参考。

图１ 理论研究框架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 . 1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 omparative A nalysis,QCA)以案例研究为导向[56] ,其将由原因变 量组成的整体视作

案例，关注原因组态与现象间复 杂的因果机制，并借助布尔代数算法进行分析，在处 理多样性导向的研究时具有较强的方法

优势。 最初 由社会学家 Ragin 提出，并在政治学、管理学领域获得应用与发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fuzzy - set Qualitative C omparative Analysis,fs QCA) 作为定性比较分析方 法的类型之一，同

时具备定量分析与案例定性分析 二者的优点，可以较大程度地避免多重并发因果等 问题[57] 。主要原理是将条件变量作为

分析要素，并 根据“模糊集得分”方法，将所有变量的值设置为 0 — 1,分析引起结果发生的多变量交互效应。 一般 来说，fs
QCA 方法解释参数的主要评判标准有两项， 分别为一致性和覆盖率，一致性需大于 0 . 75,其解 释力会随数值增大而增强。

本研究中，戏曲类非遗 旅游地游客文化认同为典型的多重并发因果问题，其 影响因素复杂多样，适合采用 fsQCA 方法进

行分析。

2 . 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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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1 问卷编制与变量测量

研究小组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初步拟定问卷题项，并在向专家请教后，对题项的结构、设计和表述方

面进行优化，最终形成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游客文化认同影响因素的调研问卷。问卷由五部分构成，分别为主客互动、感知价值、

沉浸体验、文化认同和社会人口学特征。题项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进行评估，1—7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主客互动

的维度划分及问项主要参考王建芹的研究[24]改编，感知价值的维度划分及问项主要参考屈小爽、刘海英、Bajs、李永乐、林玉

娜等的研究[40,42,58-60]改编，沉浸体验的3个问项主要参考张明鑫、王军等改编设计的量表[61,62],文化认同的6个题项主要参

考何金璐、Phinney、李东和等设计的量表[16,63,64]。

2 . 2 . 2 数据收集

为了让样本具有代表性，调研小组对长三角地区的戏曲旅游资源进行了筛选，最终确认了浙江省嵊州市越剧小镇、安徽省

安庆市中国黄梅戏博物馆和江苏省苏州市中国昆曲博物馆3个案例地进行问卷发放。越剧、黄梅戏和昆曲是长三角地区戏曲的典

型代表剧目，其中，越剧小镇是浙江省第三批特色小镇，也是国内首个以戏剧剧种命名的文旅小镇，中国黄梅戏博物馆和中国

昆曲博物馆均为该剧目在中国的首家专题博物馆，囊括了戏曲展演、非遗陈列等活动内容，是长三角地区戏曲类非遗旅游极具

代表性的区域。问卷发放于2022年10月12日至16日期间进行，并于2023年4月29日至5月3日补充收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线下在景区门口对游客发放，线上则是在各大网络平台搜索相关区域的旅游分享笔记，对笔记分享博主进行一对一问卷

填答。问卷共发放300份，回收300份，有效问卷281份，有效率为93.7%。

样本构成上，女性约占总量的52.3%,略高于男性；年龄方面，多为19—30岁的受访者，占总量的40.9%;在受教育程度层面，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为55.2%,数量最多；婚姻方面，已婚者约占总量的54.1%,高于未婚者；月收入方面，收入水平分布较为均

衡，收入在5001—7000元的数量相对较多，约占38.4%;职业层面，多为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总量的43.4%。

表 1 样本人口学特征描述统计表

变量 类别 数量 （人） 百分比 (% )
变量 类别 数量 （人） 百分比 (% )

性别
男女 132

145
47. 7
52.3

婚姻 未婚
已婚

129
152

45. 9
54. 1

18（含）以下 17 6.0 2 500 及以下 32 11. 4
19—30 岁 115 40.9 2 501—5 000 元 61 21.7

年龄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含

）以上
93
42

14

33. 1
14. 9

5.0

月收入 （元）
5 001—7 000 元 7 001—10 000 元 10

001 元及以上
108
50

30

38. 4
17. 8

10.7

学历

初中及以下 16 5.7 工人 37 13.2
高中／中专 39 13. 9 农民 17 6.0

专科
本科

70
123

25. 3
43. 8

职业
商人

企事业单位
44
122

15.7
43. 4

研究生及以上 32 11. 4 学生
其他

38
23

13.5
8.2

2 . 3 变量赋值

根据布尔逻辑需要，在开始数据分析前，依据标准对数据值赋值十分必要，以便结果可被运算和解释。本研究依据隶属度

分数的方式进行编码[57],即在变量赋值前，预设“完全、中间、完全不”3个隶属度界限点。由于研究数据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

满足分析要求，且问卷题项均为正向表述，因此在对真值表构建的过程中，设定数据值介于4-7时，给予0-1间的值。其中分值为

7时，即完全隶属情况，赋值为1,分值为5.5时，即为中间隶属，赋值为0.5,分值≤4时，为完全不隶属情况，赋值为0,操作均使用

fsQCA3.0进行[65]。

3 结果及分析

3.1信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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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各变量的拟合指标进行检验。以0.6为因素负荷量标准值，对不符合的题项进行剔除后，共得到32个
题项用于测量。偏度值处于-1.215—-0.575间，峰度值处于-0.417—2.058之间，分别满足绝对值小于3和小于10的标准，满足数

据检定要求[66]。

在因子载荷方面，所有一阶变量位于0.737—0.913之间，二阶变量位于0.655—0.877之间，均大于0.6,符合要求；在

Cronbach′sα方面，所有变量都在0.863—0.930区间，均遵循大于0.7的原则；组合信度(CR)方面，所有变量介于0.835—0.930,
均契合大于0.7的要求；从平均萃取变异量(AVE)值来看，一阶变量介于0.589—0.804,二阶变量分别为0.630和0.548,均大于0.5,
符合标准[67]（表2)。同时，利用AVE值进行区别效度检验[68]。可以看出，任意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各变量自身的AVE
平方根（表3),表明变量间区别效度良好。

表 2 变量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 ′s α CR AVE

社会互动

与出来游 玩的当地人有 互动 0. 869

参加活动时（戏曲表演等）与当地人有互动 为
了体验戏 曲文化而与当 地人互动

0. 892
0. 874

0. 906 0. 911 0. 720

通过互换 礼物与当地人 互动 0. 752

服务互动

在用餐期 间与从业人员 互动 0. 813
在住宿期 间与从业人员 互动 0. 871

在购物过 程中与从业人 员互动 0. 854 0. 922 0. 923 0. 705
在游览过 程中与从业人 员互动 0. 856

在戏曲演 出过程中与从 业人员互动 0. 803

互动质量
与当地居 民和从业人员 互动友好
与当地居 民和从业人员 互动和谐

0. 874
0. 879

0. 869 0. 869 0. 768

主客互动

社会互动 0. 674
服务互动 0. 817 0. 925 0. 835 0. 630
互动质量 0. 877

情境感知

价值戏曲 类非遗旅游地 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 0. 885

戏曲类非 遗旅游地有特 色的地方文化
戏曲类非 遗旅游地有优 美的建筑艺术

0. 872
0. 879

0. 930 0. 930 0. 770

戏曲类非 遗旅游地有浓 烈的演出氛围 0. 873

教育感知
价值戏曲 非遗旅游能扩 充我的见闻

戏曲非遗 具有艺术鉴赏 等价值
0. 880
0. 913

0. 891 0. 891 0. 804

情感感知

价值戏曲 类非遗旅游丰 富了我的生活 0. 841
观看戏曲 演出让我的情 绪得到释放 0. 863 0. 883 0. 883 0. 715

在戏曲类 非遗旅游地旅 游使我精神愉 悦 0. 833

审美价值

感知旅游 地的戏曲唱腔 具有美感 0. 883
旅游地的 戏曲服饰扮相 具有美感 0. 886 0. 907 0. 907 0. 764

戏曲演出 的灯光布景具 有美感 0. 853

感知价值

情境感知 价值 0. 783

情感感知 价值 0. 655
0. 920 0. 828 0. 548

教育感知价值 0. 716
审美感知价值 0. 798

沉浸体验

我踊跃地 参与到旅游地 的活动 0. 797

游览或参加活动时，注意力常常保持专注 0. 874 0. 863 0. 863 0. 679

游览或参加活动时，常常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0. 798

文化认同

对戏曲文 化较之前有了 更多了解 0. 739
旅游中产 生强烈的民族 自豪感和文化 自信心 0. 808

愿意再花 多点时间仔细 游览
认为戏曲 文化具有较高 的当代价值

0. 737
0. 802

0. 895 0. 896 0. 589

认为戏曲 文化应该得到 保护和弘扬 0. 765
愿意向周 边的亲朋好友 介绍所了解的 戏曲文化 0. 752



6

表 3 区别效度分析

主客互动 感知价值 沉浸体验 文化认同
主客互动 0. 794
感知价值 0. 307 0. 740
沉浸体验 0. 319 0. 336 0. 834
文化认同 0. 318 0. 560 0. 406 0. 767

注：对角线为平均变异萃取量(AVE)的平方根，下三角为对应 变量相关系数。

3 . 2 单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对单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是进行组合路径分 析前的必要前提。 首先，对单项因素能否引发文化 认同这一结果展开必要

条件检测。 通过输出的单个 变量覆盖率和一致性可以看出（表 4 ),教育感知价 值、情感感知价值、沉浸体验三者的一致性

相对较 高，服务互动与情境感知价值的覆盖率较为突出，但 单个条件对于结果出现的支撑力度不足，均不构成 游客文化认同

的必要条件。 因此，需要对单个条件 以组合的方式进行优化，以满足结果需求。

表 4 单因素的一致性和覆盖率

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社会互动 0.669 626 0. 868 485

服务互动 0.587 533 0. 899 975

互动质量 0.671 900 0. 854 375

情境感知价值 0.688 287 0. 898 195

教育感知价值 0.751 768 0. 862 192

情感感知价值 0. 729 805 0. 868 737

审美感知价值 0.717 054 0. 889 201

沉浸体验 0. 725 205 0. 873 802

3 . 3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对单变量的充分性与必要性进行检验之后，对本研究所选择的案例进行真值表的构建。在fsQ CA3.0软件中，将“文化认

同”设置为结果变量，其余8个变量作为前因条件，进行运行计算。本研究采用一致性阈值为80%、案例频数为2的默认标准，创

建真值表。随后将有偏一致性设置为0.7及以上进行路径筛选，以保证本研究对研究问题解释的精确度。

8个条件变量总共存在256种组合路径，通过使用fsQCA3.0软件对281份案例数据进行运算，最终输出复杂解、中间解、简

单解，这三者因自身包含的逻辑余项数量不同而具有差异。其中，复杂解完全排除，中间解包含部分，而简单解纳入众多数量

的逻辑余项，且组合因素尤其稳定，不被假设干扰。在具体运用中，大多数学者更趋于采用中间解，并将简化解和中间解中同

时出现的影响因素视为核心要素进行分析。结合本研究复算得到的简约解的整体覆盖度约为0.88,中间解的整体覆盖率约为0.83,
复杂解的整体覆盖率约为0.72,选择使用中间解分析影响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游客文化认同的组合路径，并将简约解纳入考量，以

找出影响结果变量的核心条件。共归纳出9条路径（表5),且这9条路径的一致性阈值均在0.90—0.97之间，都满足一致性要求，

说明这些组合可以构成影响游客文化认同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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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组态路径

1 2 3 4 5 6 7 8 9
社会互动 ● ● ●

服务互动 ● ●
互动质量 ● ● ● ● ●

情境感知 价
值

● ● ●

教育感知价值 ● ● ● ● ●

情感感知 价
值

● ● ●

审美感知价值 ● ● ● ●

沉浸体验 ●
原始覆盖率 0. 609 067 0. 349 505 0. 357 232 0 . 448 634 0. 430 778 0. 450 355 0. 440 864 0. 387 179 0 . 400 327

净覆盖率 0. 058 109 0. 011 486 0. 002 300 0. 006 869 0. 004 129 0. 023 545 0. 010 810 0. 006 869 0. 041 846
一致性 0. 905 495 0. 950 049 0. 960 802 0. 947 532 0. 950 307 0. 934 312 0. 949 521 0. 965 877 0. 954 377

总覆盖率 0. 830 923
总一致性 0. 902 002

注：表中黑点表示该条件在组态中出现，带圈叉号表示该条件在组态中不出现；较大的黑点和带圈叉号表示该条件是对结

果有重要影响的 核心条件，不能在组态中被删减；而较小的黑点和带圈叉号则表示该条件是边缘条件，对结果的影响较小；各

组态中的空白处表示该条件出现或不出现对结果无影响。

3 . 4 影响游客文化认同路径组合分析

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运算后，归纳出9组充分条件组合，总覆盖率为0.830923,意味着约83.09%的案例可以被这9
条路径解释，总一致性达0.902002,体现出9条路径拥有较强的说服能力。总体来看，感知价值在所有路径组合中的地位举足轻

重。首先，感知价值的二阶维度以单项要素或组合的方式出现在除路径9外的所有路径组合中，其中以教育感知价值出现的频率

最高，在9种路径组合中出现了5次；其次，当教育感知价值与情感感知价值组合时，原始覆盖率达到最高，即路径1,高达60.91%;
最后，当感知价值二阶维度在组合路径中出现数量最多时，形成路径8这条一致性最高的组合路径，一致性高达96.59%。

具体来看，在这9条路径中，原始覆盖率大于40%的路径共有6条。其中，路径1围绕“教育感知价值*情感感知价值”发挥作用，

并显现出最高原始覆盖率和净覆盖率，分别为0.609067和0.058109,代表解释可覆盖60.91%的案例，有5.81%的案例可被该路径

唯一解释。路径4围绕“社会互动*互动质量*教育感知价值”发挥作用，原始覆盖率0.448634,代表解释可覆盖44.86%的案例。路径

5围绕“服务互动*互动质量*教育感知价值”发挥作用，原始覆盖率为0.430778,可解释43.08%的案例。路径6围绕“互动质量*情境

感知价值*教育感知价值”发挥作用，原始覆盖率为0.450355,净覆盖率为0.023545,可解释45.04%的案例，有2.35%的案例可被该

路径唯一解释。路径7和路径9分别围绕“互动质量*情境感知价值*审美感知价值”和“社会互动*服务互动*互动质量*沉浸体验”发挥

作用，分别能够解释44.09%和40.03%的案例。

在9条路径中，原始覆盖率小于40%的组合路径有3条，为路径2、路径3和路径8,分别围绕“~互动质量*情感感知价值*审美感

知价值”和“~社会互动*情感感知价值*审美感知价值”以及“社会互动*情境感知价值*教育感知价值*审美感知价值”发挥作用，其共

同特征是各自含有至少两个感知价值变量的二级维度，且均包含审美感知价值变量，进一步说明感知价值在组合路径中的重要

作用。

通过对9条路径进行分析和归纳，提炼出情感参与模式、教育融合模式、主客共创模式、情境体验模式四大类型的组合形态

(图2)。其中情感参与模式包含路径1、路径2和路径3,共同含有情感感知价值变量，并以与其他变量的组合形式发挥作用。教育

融合模式包含路径4和路径6,这两条路径中均出现了互动质量变量与教育感知价值变量，并作为核心条件发挥作用。主客共创模

式包含路径5和路径9,均出现至少两个主客互动二阶维度变量。情境体验模式包含路径7和路径8,这两条共同围绕情境感知价值和

审美感知价值，体现出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情境和审美意义对游客文化认同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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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游客文化认同影响路径组合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立足于戏曲类非遗旅游地游客文化认同多 因素影响的现实存在，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 法，由旅游者文化认同

单项影响因素入手，构建组态理论框架，以长三角地区典型剧目的代表性旅游地 为样本，探寻由戏曲类非遗旅游地主客互动

（社会 互动、服务互动、互动质量）、感知价值（情境价值、 教育价值、情感价值、审美价值）、沉浸体验组成的 游客文

化认同构型。 该方法更深层次地挖掘出影响 游客戏曲文化认同的组合路径，并具有很好的解释 效力。研究发现：①就影响

游客文化认同的单项因 素来看，教育感知价值的一致性最高，其次为情感感 知价值和沉浸体验因素，然而单个条件对结果

变量 的影响效果有限，任一单变量均不能构成游客文化 认同的必要条件，有必要对单项因素加以组合，以优 化方案。②

通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在 8 个 单变量要素共产生的 256 条可能组合中，9 条组合 满足充分条件要求，总体覆盖

率约为 0 . 830 923。 表 明在本研究全部游客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中，有约 83 . 09% 的案例可以被以上 9 种组合路径解

释，且总 一致性达到 0 . 902 002,高于 0 . 8 的阈值标准，具有 良好的说服力。③感知价值条件变量在全部路径组 合中

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除路径 9 外的所有组 合路径中均包含至少一个感知价值的二阶变量，其 中以教育感知价值出现

频率最高。 当教育感知价值 与情感感知价值组合时，形成了原始覆盖率最高的 路径，同时，当感知价值二阶变量在组合路

径中出现 数量最多时，一致性达到最高。 ④9 条组合路径可 归纳为四种类型的文化认同模式，分别为情感参与 模式、教

育融合模式、主客共创模式、情境体验模式。

4 . 2 讨论

首先，在文旅融合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凝聚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和人文个性的地方戏曲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戏曲旅游将戏曲艺术以审美、情感等形式再现，可以帮助确立本民族共有的文化价值认同，产生文化凝聚力，建立

起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戏曲旅游目的地需要注意到，仅凭单项条件不能获得良好的游客文化认同效果，需要在戏曲

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重视各个要素间科学性的协调与配合，从而为构筑戏曲非遗旅游地游客文化认同建立起最科学高效的

途径机制。具体到各个戏曲非遗旅游地来看，由于旅游地本身资源禀赋、环境条件有所差异，因此可以依据自身特征选择适宜

的文化认同模式，单一或搭配使用情感参与模式、教育融合模式、主客共创模式、情境体验模式，以最大价值地发挥效用。

其次，感知价值在单变量和组合路径中都作为核心条件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教育感知价值和情境感知价值的作用更为凸显。

这意味着戏曲旅游地在充分依托各地特色文化资源的同时，要重视对文化元素的挖掘、提炼与重组，凝聚文化符号，讲好地域

故事，发挥特色教育功能。与此同时，戏曲旅游地需要注重感知价值要素与主客互动要素之间的配合，尤其需要重视主客互动

质量的提升。由于外出旅游离不开服务，相对于较为常规的服务互动来说，社会互动更为难得，也更能够引起旅游者的文化认

同。因此，戏曲旅游地要更多地创建社会互动的条件，采用设置文化体验活动、戏曲扮演活动等方式，搭建东道主与游客互动

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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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同的文化认同模式对于不同游客群体的适用性具有差异。一般来说，老年游客群体对于戏曲有着别样的情怀，戏

曲里诉说的各类故事，承载了老年人年轻时代的回忆，且老年人对于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需求日益增加，因此，适宜采用情感

参与模式，在经典戏曲作品呈现中架起情感沟通的桥梁，让老年游客群体的情感与回忆得到唤醒、激发、释放；中年游客群体

往往对重复的工作感到疲惫，向往能够令其身心舒展、轻松自在的旅游目的地，对该类人群，可通过情境体验模式与主客共创

模式发挥功效，使其在不断提升的互动质量与具有独特地方文化的情境体验中获得远离俗世的欢愉；而青少年游客群体多以好

奇、体验为主要旅游动机，对于新鲜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处于文化教育及文化认同培育的最佳阶段，对此，可主

要选取教育融合模式，将戏曲文化、家国情怀等内容融入景区整体，形成文化认知，促进文化认同。

最后，就具体文化认同模式的开发重点来说，情感参与模式以情感感知价值为核心，需要戏曲旅游地不仅重视经典戏曲唱

段的演绎，带领游客重温梨园岁月，还要注重作品创新，在戏曲身体性和语言性表达中传递情感，实现艺术家表演和观众的情

感共鸣。此外，戏曲旅游地可以借助当地真实景物，结合戏曲内容打造实景演出，或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多通道交互技术等数

字技术手段，将高科技元素与戏曲演出相结合，打造出令观众震撼的视听盛宴。教育融合模式侧重主客互动质量与教育感知价

值的作用，戏曲旅游地需要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力度，全方位提升互动效率和品质，适宜开发戏曲文化主题研学活动，通过对戏

曲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对剧目创作过程的深入了解，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主

客共创模式追求良好的互动和质量，旅游地可以通过设置文化体验活动、戏曲扮演活动等项目，拉近游客与东道主的距离，为

主客互动创造条件，实现价值共创。情境体验模式重视情境感知价值和审美感知价值的作用，首先需要戏曲旅游地加强投入力

度，培育优质戏曲演员和优秀创作人才，根据时代发展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创新戏曲音乐、戏曲服饰、戏曲舞台美术方面

的发展，不断用创新性的舞台表达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其次需要结合建筑环境、舞台灯光、布景的渲染，使戏

曲语言场景化，创设能够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境。

构建文化认同是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戏曲类非遗旅游地依托当地的戏曲文化资源和客观条件，以感知价值

为核心，综合游客的互动与体验，通过各项要素单独或组合的方式形成对游客文化认同的影响路径。本文为戏曲旅游地文化认

同的培育提供了多元路径分析，不仅有助于戏曲旅游地因地制宜，塑造有影响力的特色文化地标，也为新时代背景下激发游客

传统文化认同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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