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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乡村居民视觉系统解析乡愁文化内涵,并探讨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路径,是留住乡

愁、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借鉴生物学基因遗传研究中的逆转录提取法,结合扎根理论提取出乡愁文

化的八大基因,进一步运用共现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乡愁文化基因的层级结构。研究发现:(1)乡

愁文化基因包括家庭牵绊、乡村生活、自然景观、建筑风貌、劳作场景、文化记忆、地方节庆、传统技艺;(2)

乡愁文化基因按照其重要程度呈现四大层级结构,结合功能属性将八大乡愁文化基因划分为主体基因、附

着基因、混合基因、变异基因;(3)基于乡愁文化基因及其层次结构特征,最终提出四大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的路径:主体基因决定旅游发展主题、附着基因指导旅游景观设计、混合基因融入旅游文化空间建设、变异

基因指导文创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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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新型城镇化要坚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
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理念[1],充分肯定了乡愁文化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中的

重要性。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文旅融合”在政府机构层面得到彰显。在这一时代背景

下,基于乡愁体验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乡愁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发展,不仅有利于打破乡村旅游

的发展瓶颈,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愿景,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在旅游业发展中实现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对于留住乡愁,延续乡村文脉,助推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外关于乡愁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主题集中于乡愁的情感构成[2-4]、触发机制[5]等;国内乡愁

研究则集中于乡愁的文化表达[6-7]、保护开发[8-9]、组成要素[10]与资源价值[11]等。这些研究多是

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结合乡愁的时空特点,通过描述性总结和逻辑推演对乡愁的概念内涵进

行分析;整体上看,乡愁的系统研究及其多层次多维度解析尚显不足。在学科交叉思潮背景下,

生物学科的“基因”提取方法逐渐应用在其他领域,从文化现象中提取“基因”成为新的研究主题。

文化基因的研究首先应用于传统聚落和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与发展[12],后又逐渐扩展到文化现

象这一研究主题[13-15],从乡愁文化现象中提取文化基因,成为解析乡愁文化内涵的有效路径。

随着旅游活动的兴起,乡愁与旅游之间的联系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国外学者集中

于怀旧旅游的动机[16-17]、旅游体验[18]等领域;国内则围绕乡愁的旅游价值[11]、旅游效应[19]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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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展策略[20]等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在“互联网+旅游”的发展趋势下,网络大数据成为旅

游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如王新歌等学者通过对古徽州文化旅游区的网络游记进行分析,辨识出

地方乡愁的文化要素[10]。然而既有的研究多从旅游发展和旅游者的视角出发,探讨乡愁文化,

对于准确解析乡愁文化的内涵存在一定局限性。本质上讲,乡愁文化是基于本土居民的集体记

忆而衍生的特殊地域文化,基于旅游者而非本土居民来研究乡愁文化,势必导致乡愁文化内涵的

扭曲和文化真实性的弱化。因此,基于乡村居民的视觉系统研究乡愁文化的内涵,并构建乡愁文

化基因图谱,根据基因图谱进行乡村旅游开发,这是保护、传承与活化乡愁文化的必然逻辑。本

文在收集和筛选研究资料时,不局限用户的地域,选取以乡村居民或拥有过过去居住于乡村地区

的社会群体往居民身份的社会群体对其故乡乡村生活“回忆录”文本数据,以亲历者的视角去记

录最贴近乡村真实现状的乡愁感受,借鉴生物学基因遗传信息提取思维,借助扎根理论等研究方

法解析乡愁文化基因的构成,并深入探究乡愁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乡愁是以个体为单位的一种主观情感,乡愁文化的形成受到当地民俗风情、乡土人物、饮食

风俗、民居建筑、山水地貌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为最大范围搜集居民认知中的乡愁文化现象,本

文选择时下用户多、受众广的网络社交平台,设置相关问题并收集用户回帖,以此获取关于乡愁

文化的文本资料。

经比较,贴吧、豆瓣和知乎三个平台的用户评论内容详实完整,且大多以第一人称对个人经

历进行描写,表述真实,利于筛选和抓取核心内容。确定以“乡愁”“何为乡愁?”“你的乡愁是什

么?”等为关键问题,从上述三大平台收集相关问题的用户回帖,获取用户对乡愁的综合认知,初

步收集344份用户回帖。为保证文本内容准确高效,对所获取的文本进行筛选,最终确定了122
份研究样本(表1)。筛选主要遵循3个原则:①选取以第一人称进行乡愁叙事的用户回帖,以保

证资料真实性和有效性;②回帖内容主要表达对所经历的乡村生活的怀念;③内容侧重描述具象

化的乡愁文化元素,而非长篇情感宣泄。筛选完成后对文本资料进行规范处理。

表1 贴吧、豆瓣、知乎社交平台用户回帖最终采纳篇数

关键词 贴吧 豆瓣 知乎

乡愁
采纳/篇 采纳/篇 采纳/篇

14 16 92

  (二)乡愁文化基因的提取方法

1.逆转录提取法

基因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具有稳定性和可变性。所谓“文化基因”,是指在“传统文

化”中孕育而成、可以承继发展“文化传统”的最小文化因子,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时空中传承、传

播文化的基本功能单位[21]。在生物基因工程中,遗传信息从DNA传递给RNA,再由RNA传递

给蛋白质。而逆转录提取法是在已知蛋白质的情况下,以RNA为模板,反求出包含稳定遗传信

息的DNA。借鉴生物基因提取法,乡愁文化基因提取的逆转录过程实质上就是以乡愁文化现象

为基本表征单元,从中梳理提炼概念性、代表性更强的乡愁文化元素,并进一步提取具有稳定历

史传承性的文化内核,即乡愁文化基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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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乡愁文化基因提取利用过程

2.词频分析

运用由澳洲QSR公司推出的Nvivo10软件对网络文本数据进行词频分析。Nvivo作为国

际上主流的质性分析工具,主要与扎根理论相结合进行分析,对于需要处理大量原始资料的质性

研究而言,辅助软件的运用可以大大缩短研究周期[22]。运用 Nvivo10对文本资料进行词频分

析,可获得有意义的高频乡愁文化现象及其频数。

3.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由Glaser和Strauss在20世纪60年代共同提出,提倡从经验材料出发“自下而上”

地构建理论[23]。扎根理论通过对系统收集的质性数据进行分析,以提炼、抽象出反映社会现象

的概念,具有灵活性、适应性、深度性的特点[24]。扎根理论的分析过程主要分为3个步骤:第一,

开放式编码,即分析收集到的原始资料并将其初步概念化;第二步是主轴编码,将初步概念化的

资料进一步抽象化,得到一些更为凝练的范畴;第三,选择性编码,将第二步得到的范畴进一步归

纳,提炼出主范畴,并得到主范畴中的核心范畴。本文依照扎根理论的架构程序,首先将收集到

的文本资料初步概念化为乡愁文化现象,接着进一步抽象为概括性更高的乡愁文化元素,最后将

第二步得到的乡愁文化元素归纳提炼为乡愁文化基因,从而完成乡愁文化基因的谱系构建。

4.共现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

本文通过共现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确定乡愁文化元素的内部结构关系,对应地划分出乡愁

文化基因等级层次。共现分析最早由Callon等提出,即当两个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文献中

时,表明这两个词之间有一定的内在关系,并且共现的频次越高,说明两者的关系越紧密[25]。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SNA)是社会学领域里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法,能够把个体之间的关系与宏观结

构结合起来,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以揭示各成员之间深层次的关系[26]。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来看,乡愁文化元素即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共现现象由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联系体现[27]。本文

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560,将乡愁文化元素的内在联系进行可视化,分析节点之间深

层次的关联,直观、客观地分析乡愁文化元素的内部关系,进而推理出乡愁文化基因的层次结构。

二、结果与分析

(一)建立乡愁文化现象数据库

运用Nvivo10软件,对所获取的122个研究样本进行词频分析,提取出用户关于乡愁认知

的111个词频,分别对应不同的乡愁文化现象,类似于生物基因工程中的蛋白质。以此构建乡愁

文化现象数据库作为乡愁文化基因研究的基础数据(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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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愁文化现象梳理及其词频统计

现象 频数 现象 频数 现象 频数 现象 频数 现象 频数

亲人 307 海鲜 8 民歌 4 大雨 3 赶集 1
瓜果 77 同学 8 石磨 4 三轮车 2 制茶 1
树木 57 玩耍 7 胡同 4 文化 2 手工木头玩具 1

传统节日 35 乡音 6 蓝天 4 茶话会 2 会肉 1
房屋 25 田地 5 蝌蚪 4 洗衣板 2 赶会 1
院子 22 蛙声 6 青山 4 牛肉面 2 祈福锦带 1
洋芋 21 柴火 6 大街 3 抓鱼摸虾 2 价值观 1
小河 19 竹排 6 山坡 3 石子路 2 歌谣 1
鸟雀 19 小路 5 泥鳅 3 柳岔村 1 鹅 1
黄县 17 杀年猪 5 深山 3 雾霾 1 猫 1
邻居 15 池塘 5 湖南 3 光明村 1 宠物 1
饺子 15 煤窑 5 父老乡亲 3 叫卖声 1 槐花香 1
朋友 14 田野 5 猪圈 3 叫好声 1 水腥味 1
炊烟 14 石板 5 狗 3 吆喝声 1 泥土味 1

蛙声蝉鸣 13 码头 5 祭祖 3 土地庙 1 棚户区 1
石桥 12 语言 5 庭院 3 家乡话 1 樟脑丸 1

家常菜 10 乡亲 4 扁担 3 打牙祭 1 红灯笼 1
学校 9 中学 4 拉萨 3 文具店 1 老黄牛 1
故事 9 做饭 4 习俗 3 菜市场 1 轩岗镇 1

小伙伴 8 农业 4 农具 3 青石板 1
小吃 8 稻田 4 商店 3 黄鼠狼 1
小学 8 呼唤 4 四合院 3 洗衣服 1
方言 8 巷子 4 大海 3 掏鸟窝 1

  (二)乡愁文化基因谱系构建

以筛选出的111个乡愁文化现象为基础,根据各文化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文化属性较为

统一或相似的乡愁文化现象进行分类,最终归纳总结形成28个乡愁文化元素(表3),乡愁文化元

素中携带着特定的文化特征,具备生物基因中RNA的功能和特性。
表3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愁文化元素提取及其频数统计

乡愁文化元素 乡愁文化现象 总频次 比例(%)

传统制作工艺 竹排、制茶、手工木头玩具 8 0.82
特色产业 农业、煤窑 9 0.92
节庆场景 红灯笼、祈福锦带、传统节日 37 3.79
地方方言 方言、乡音、语言、家乡话 20 2.05
地方民歌 民歌、歌谣 5 0.51
家乡地名 黄县、轩岗镇、柳岔村、光明村、拉萨、湖南 24 2.46
村落格局 石桥、码头、棚户区 18 1.85
故乡房屋 院子、房屋、四合院、庭院 53 5.44
乡间街道 巷子、胡同、大街、小路、石子路、青石板、石板 19 1.95
乡间学校 小学、中学、学校 21 2.15
乡间店铺 文具店、商店 4 0.41
劳作场景 炊烟、做饭、洗衣服 19 1.95
劳作工具 石磨、农具、扁担、老黄牛、洗衣板、三轮车、猪圈、柴火 24 2.46
传统风俗 土地庙、打牙祭、杀年猪、祭祖、会肉、赶会、习俗 15 1.54
故乡食物 洋芋、饺子、瓜果、海鲜、家常菜、牛肉面、小吃 141 14.46
故乡气味 樟脑丸、槐花香、泥土味、水腥味 4 0.41
故乡声音 呼唤、蛙声蝉鸣、叫卖声、叫好声、吆喝声、蛙声 20 2.05
邻里友谊 邻居、乡亲、父老乡亲、朋友、同学、小伙伴 52 5.33
乡风民风 文化、价值观、故事 12 1.23
乡间集市 菜市场、赶集 2 0.21

乡间娱乐活动 玩耍、抓鱼摸虾、掏鸟窝、茶话会 12 1.23
家庭成员 亲人 307 31.49
家养动物 鹅、狗、猫、宠物 6 0.62
山体景观 山坡、深山、青山 10 1.03
绿植风光 树木、田地、田野、稻田 71 7.28
气候景观 大雨、蓝天、雾霾 8 0.82
水体景观 小河、池塘、大海 27 2.77

自然生物景观 鸟雀、黄鼠狼、蝌蚪、泥鳅 27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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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得出的28个乡愁文化元素放回原始资料,通过反复比较,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一步浓

缩和提炼,得到具有传承能力和稳定特性的文化基因,完成由元素向基因转换的逆转录过程。最

终根据28个意义广泛的乡愁文化元素凝练得出8个乡愁文化基因:家庭牵绊、乡村生活、自然景

观、建筑风貌、文化记忆、劳作场景、地方节庆、传统技艺(表4),构建乡愁文化的基因谱系(图2)。
表4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愁文化基因凝练及其频数统计

乡愁文化基因 乡愁文化元素 总频次 比例(%)

传统技艺 传统制作工艺、特色产业 17 1.74
地方节庆 节庆场景 37 3.80
文化记忆 地方方言、地方民歌、家乡地名、传统风俗 64 6.57
建筑风貌 村落格局、故乡房屋、乡间街道、乡间学校、乡间店铺 115 11.79
劳作场景 劳作场景、劳作工具 43 4.41

乡村生活
故乡声音、故乡气味、故乡食物、邻里友谊、乡风民风、乡间集
市、乡间娱乐活动 243 24.92

家庭牵绊 家庭成员、家养动物 313 32.10
自然景观 山体景观、绿植风光、气候景观、水体景观、自然生物景观 143 14.67

图2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愁文化基因谱系图

其中,家庭牵绊基因是乡愁文化的核心内容,人们在提及乡愁时,表达出对家人的深切思念,

如“乡愁就是思念至亲的家人”。乡村生活基因是人们对乡愁的深入感知,包含故乡美食、邻里友

谊、乡间娱乐活动等多个方面,如“非要说乡愁的话,那就是襄阳牛肉面! 每个襄阳人出门一周,

必定想念襄阳的牛肉面、牛杂面、牛油面、豆腐面,还有黄酒”“乡愁是一种舒服的在家感觉,那里

的围墙围出了一个个小家庭,却围不住邻居的往来,红白喜事就是全村的悲喜”。自然景观基因

和建筑风貌基因作为乡愁文化载体,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我的乡愁是村东流淌的小河,它
是一条家与外面的分界线,跨越后就是我们孩子的远足”“乡愁就是老家那间破旧的小屋,我实际

的恋家就是那样,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除此之外,文化记忆基因、劳作场景基因、地方节

庆基因、传统技艺基因都在不同方面深化了人们对于乡愁文化的认知,如家乡方言、袅袅炊烟、节
日“赶会”、制作“竹排”等。

(三)乡愁文化基因层级划分

运用Uncinet软件,分析乡愁文化元素之间的共现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形成以28个圆形

节点为中心的540条线形结构网络,得出乡愁文化元素之间的共现关系及乡愁文化元素在社会

网络关系中的重要程度[28],进而完成对乡愁文化基因的层级划分。表5呈现了基于重要程度由

高到低而划分的4个层级。

在第一层级中,“家庭成员”和“故乡食物”两大乡愁文化元素的点度中心度明显高于其他元

素,是乡愁文化元素结构网络的两大中心。其中“家庭成员”中心度最高,是结构网络中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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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中国人重伦理血缘、且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家族观念强,强调“百善孝为先”,离乡后会格

外思念故乡亲人,因此,思念家人是最根本的乡愁文化元素。“故乡食物”是结构网络的次中心。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补给,从原料到烹饪,无不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此

外,“家庭成员”和“故乡食物”两大元素之间的共现关系最为紧密,人们的日常饮食多是由身边亲

人制作,因此,家庭成员和故乡食物是乡愁文化的核心元素。第二层级共计8类乡愁文化元素,

分别是邻里友谊、乡间街道、故乡房屋、山体景观、水体景观、故乡声音、绿植风光、自然生物景观,

与第一层级的乡愁文化元素关系较为紧密,但元素之间的共现关系相对较弱,明显低于上一层

级。第三层级共计7类乡愁文化元素:劳作场景、劳作工具、乡间娱乐活动、地方方言、节庆场景、

传统风俗、家乡地名,与第一层级的乡愁文化元素关系较弱,元素之间的共现关系亦较弱。其余

11类元素属于第四层级,与其他层级关系最弱,元素之间没有或仅存较弱的共现关系(表5)。

表5 乡愁文化元素的层级划分

层级 乡愁文化元素

第一层级 家庭成员、故乡食物

第二层级 邻里友谊、乡间街道、故乡房屋、水体景观、山体景观、故乡声音、绿植风光、自然生物景观

第三层级 劳作场景、劳作工具、乡间娱乐活动、地方方言、节庆场景、传统风俗、家乡地名

第四层级
传统制作工艺、特色产业、地方民歌、村落格局、乡间学校、乡间店铺、故乡气味、乡风民风、乡
间集市、家养动物、气候景观

  乡愁文化元素是提取乡愁文化基因的基础,乡愁文化元素的层级划分是明晰乡愁文化基因

结构的直接依据。各类乡愁文化基因均由不同重要程度的乡愁文化元素凝练得出,其中词频占

比最大的乡愁文化元素为相应基因的主导元素,其余频次较低的为次要元素,并依据乡愁文化基

因主导元素所在层级,对八大乡愁文化基因进行再次划分。如家庭牵绊基因中词频占比最大的

乡愁文化元素是家庭成员,且该元素属第一层级乡愁文化元素结构(表5),因此将家庭牵绊基因

分至第一层级,从而逐一完成乡愁文化基因四大层级结构的划分(表6)。

表6 乡愁文化基因的层级结构

地位 乡愁文化基因 主导元素 次要乡愁文化元素

第一层级 家庭牵绊 家庭成员 家养动物

乡村生活 故乡食物 邻里友谊、故乡声音、乡间娱乐活动、故乡气味、乡风民风、乡间集市

第二层级 自然景观 绿植风光 自然生物景观、水体景观、山体景观、气候景观

建筑风貌 故乡房屋 村落格局、乡间街道、乡间店铺、乡间学校

第三层级 劳作场景 劳作工具 劳作场景

文化记忆 家乡地名 地方方言、传统风俗、地方民歌

地方节庆 节庆场景

第四层级 传统技艺 特色产业 传统制作工艺

三、乡愁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

旅游规划与发展的宗旨是满足旅游者的精神文化需要[29],乡村旅游的兴起源于游客的乡愁

体验需求[30],因此将乡愁文化基因融入乡村旅游发展中是满足乡村旅游者精神需要的必然途

径。根据乡愁文化的八大基因及其四大层级结构,结合较多学者对景观基因的分类[31-33],将八大

基因最终分为四类: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与变异基因,运用四类基因指导乡村旅游开发

的旅游主题定位、旅游景观设计等核心内容,以实现乡愁文化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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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乡愁文化基因图谱的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一)主体基因与旅游主题定位

家庭牵绊基因、乡村生活基因位于乡愁文化基因结构的第一层级,说明二者是决定乡愁文化

存续的核心与本质基因,即为乡愁文化的主体基因。因此,可根据乡村家庭成员及其相关事件、
乡村生产与生活特色进行乡村旅游主题定位,确保乡村旅游围绕乡愁文化主体基因方向发展。
全面梳理乡村家庭代表性人物与有价值的历史事件,研究乡村地区的特色产业、生活习惯、民风

民俗等,凝练具有乡村生产与生活特色的文化主题,并基于文化主题进行旅游功能分区、旅游项

目设计与景观营造等,使家庭牵绊基因、乡村生活基因在旅游发展中得到充分表达。
(二)附着基因与旅游景观设计

自然景观基因、建筑风貌基因位于乡愁文化基因结构的第二层级,是家庭、生活所依附的物

质环境,真实反映了乡村地域的人地关系和景观特征,是乡愁文化的附着基因。因此,乡村旅游

景观设计要遵循乡村自然肌理,保持村落山水林田湖草良好的生态系统,借助旅游景观设计突显

乡村地域独特的建筑风貌基因。例如:维系自然河道的原貌,保留承载乡村记忆的老树,基于原

本的乡野田径进行道路建设等;乡村建筑和街巷格局的改造应保留地域独特的传统建筑格局和

文化元素(宗祠、弄堂、高台阶、纹雕等),促进自然景观基因的保护、建筑风貌基因的传承与乡村

旅游景观设计相协调。
(三)混合基因与旅游文化空间

劳作场景基因、文化记忆基因、地方节庆基因位于乡愁文化基因结构的第三层级,三类乡愁

文化基因形成于当地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是主体基因与附着基因衍生出的各具特色的

文化事项,综合记录和反映了地域特色信息,因此将以上三类乡愁文化基因定义为混合基因。旅

游活动介入乡村原住民的生产生活后,与乡村的建筑、山水、街道、历史、交通甚至当地人的生活

起居方式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具有特色文化的旅游空间,其内涵和表现形式包含物质文化资源和

非物质文化资源、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及民俗艺术文化等内容,
该文化空间是游客与在地文化最直接、最全面接触的场域。因此,打造乡村旅游文化空间可通过

文化体验、文化创意、节事活动策划等方式,将混合基因蕴藏的乡愁味道充分释放。如将独具特

色的地域文化(劳动号子、传说故事、节日仪式等),通过劳作体验、实景剧创、节庆表演等方式与

村民合作进行再开发,重构在田间地头躬耕播种的传统乡村劳作场景,从而丰富游客的文化体

验,促进乡村文脉的延续。
(四)变异基因与旅游文创产品

传统技艺基因位于乡愁文化基因结构的第四层级,是在一定的社会技术工艺条件下,由乡愁

文化其他基因派生形成,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与创新的手工技艺。传统技艺可随社会工

艺、材质等的发展而演变,因此,将传统技艺基因定义为变异基因。变异基因决定乡村特色产业

的发展,特色文创产品是变异基因的重要表达方式。因此,可广泛梳理民间技艺,如编织、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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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画、雕刻等,结合传统技法和现代技术设计制造文创商品,经过历史传承的民间技艺可提升乡

村旅游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从而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此外,借助各类新媒体进行文创产品的宣

传和推广,打造乡村独特的文化IP,也是实现乡愁文化传承延续的重要手段。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解析乡愁文化基因,构建乡愁文化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是留存和传续乡村文化的有

效途径。本文对文献进行梳理总结,提出了提取乡愁文化基因的理论路径;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

收集到的网络文本资料进行分析,构建了乡愁文化基因体系;基于基因解码和软件分析结果凝练

了乡愁文化基因及其层级结构,最后提出了乡愁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具体结

论如下:①乡愁文化基因体系包含八大基因,依据词频从高到低,依次为家庭牵绊、乡村生活、自
然景观、建筑风貌、劳作场景、文化记忆、地方节庆、传统技艺。②乡愁文化基因分为四大层级结

构:第一层级为“家庭牵绊、乡村生活”;第二层级为“自然景观、建筑风貌”;第三层级为“劳作场

景、文化记忆、地方节庆”;第四层级为“传统技艺”。根据乡愁文化层级结构、重要性以及文化基

因的功能,将乡愁文化八大基因划分为四类: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变异基因。③基于

乡愁文化四类基因提出了实现乡愁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依据乡愁文化的主体

基因凝练旅游发展主题,由附着基因指导旅游景观设计,将混合基因融入旅游文化空间建设,应
用变异基因指导文创产品开发。

(二)讨论

文章从本土居民或居民身份视角对乡愁文化基因的概念、内涵进行解析,构建了乡愁文化基

因体系,强化了乡愁文化内涵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乡愁文化”“乡愁文

化基因图谱”的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是对“文化基因”和“文旅融合”的理论深化和拓展研究,更为

解决当前乡村地区文化的衰落与消亡,乡村旅游发展中文化空洞、泛化与雷同等现实困境提供理

论指导。乡愁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复杂情感,游客复杂的生活背景会对乡愁情感产生影响,不同社

会生活背景的居民,其乡愁表现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下,分析游客或居民背

景与其乡愁表现之间的联系,以及乡愁发展演化的动态历程,是未来的研究重点。本文尚存在以

下研究的不足:由于行文之时受疫情影响,所选取的数据仅来源于网络,缺乏对不接触社交网络

但同样拥有浓厚乡愁情思的群体进行访谈与调研。此外,受限于平台机制,样本的人口特征资料

无法获取。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对以上不足进行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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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PathofCultureandTourisminRuralAreasBasedonGeneDecodingofNostalgicCulture

LIXingming1,LIXiaoling1,SHIPengfei2,TANHuili2
(1.CollegeofUrbanandEnvironmentalSciences,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0715,China)

Abstract:Itisaneffectivewaytoretainnostalgiaandhelpruralrevitalizationbyanalyzingtheculturalconnotations
ofnostalgiabasedonlocalresidentsvisualsystemandexploringthewaystorealizedeepintegrationanddevelopmentof
ruralcultureandtourism.Usingthe“gene”conceptinbiologicalgenetics,combinedwithreversetranscriptionextrac-
tionmethodandgroundedtheory,eightgenesofnostalgicculturewereextracted.Thehierarchicalstructureofnostalgia
culturalgeneswasfurtherexploredthroughco-occurrenceanalysisandsocialnetworkanalysis.Theconclusionsareas
follows.First,theeightnostalgicculturalgenesareaboutruralfamilies,rurallife,naturallandscape,architecturalstyle,
laborscenes,culturalmemory,localfestivals,andtraditionalskills.Second,thegenesofnostalgicculturearepresented
inafour-levelstructureaccordingtotheirimportance,andtheeightmajorgenesofnostalgiaculturearedividedinto
subjectgenes,attachmentgenes,mixedgenes,andvariantgenesbasedontheirfunctions.Third,basedonthenostalgic
culturalgenesanditshierarchicalstructurecharacteristics,fourpathsfor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ruralcultureand
tourismarefinallyproposed:thesubjectgenesdeterminethethemeoftourismdevelopment,attachedgenesguide
tourismlandscapedesign,mixedgenesintegrateintotourismculturalspaceconstruction,andvariantgenesguidethe
developmentofculturalandcreativeproducts.
Keywords:nostalgiaculture;culturegene;integrationofcultureandtourism;integration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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