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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游客怀旧情感对游客忠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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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玉强1,2, 陈志钢1, 李莎1

1.
 

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西安
 

710119;
 

2.
 

安康学院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为探究游客在旅游中形成的不同怀旧情感对游客忠诚的影响以及对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
 

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
 

文章构建了“怀旧—忠诚”关系模型,
 

结果显示:
 

①
 

个人怀旧对游客忠诚的负向影响不显

著,
 

历史怀旧对游客忠诚具有微弱正向影响,
 

二者均在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下对游客忠诚产生间接

影响;
 

②
 

个人怀旧对历史怀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者均对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③
 

游客

满意度对游客忠诚的影响最显著,
 

并显著影响地方依恋;
 

④
 

地方依恋对游客忠诚的正向影响显著性较弱,
 

未在

游客满意度与游客忠诚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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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relationship
 

model
 

of
 

“nostalgi-

a-loyalty”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nostalgic
 

emotions
 

on
 

tourists
 

loyalty
 

during
 

thevisiting
 

in
 

Sanxue
 

Stree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We
 

found
 

that:
 

(1)Individualnostalgia
 

has
 

an
 

in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ourist
 

loyalty,
 

and
 

historical
 

nostalgia
 

has
 

a
 

weak
 

positive
 

effect
 

on
 

tourist
 

loyalty,
 

both
 

of
 

them
 

have
 

ani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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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tourist
 

loyalty
 

under
 

the
 

intermediating
 

effect
 

of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local
 

attachment.
 

(2)

Individual
 

nostalgia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historical
 

nostalgia,
 

both
 

of
 

them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3)Tourist
 

satisfaction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on
 

tourist
 

loyalty
 

and
 

also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lace
 

attachment.
 

(4)The
 

positive
 

impact
 

of
 

place
 

attachment
 

on
 

tourist
 

loyalty
 

is
 

weaker,
 

and
 

it
 

does
 

not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ourist
 

sat-
isfaction

 

and
 

tourist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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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快速迭变和不断流动使得人们无法确立自身方位甚至无法认同自我身份[1],
 

在此背景下,
 

旅游引致的频繁时空变换进一步加剧了个体地方意义的丧失和文化情感的断裂,
 

使其产生不安全感和孤独

感,
 

触发认同危机,
 

激发对特殊地方的怀旧情感[2].
 

怀旧已成为现代人普遍具有的情感,
 

并内化为出游动

机,
 

游客在目的地选择上倾向于带有复古、
 

怀旧色彩的旅游场所,
 

譬如古街老巷、
 

博物馆、
 

历史文化街区

等.
 

怀旧旅游的日渐盛行,
 

表明游客已然形成了目的地忠诚.
游客忠诚是游客对旅游地的综合评价,

 

指游客未来访问或向他人口碑宣传目的地的行为.
 

现有研究

集中探讨了游客忠诚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但对情感的关注相对不足.
 

有研究表明[3-4]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是游客忠诚的关键条件,
 

但这类研究多为关系探讨,
 

忽略了情感因素的触发作用,
 

尤其是对怀

旧旅游情境的情感研究更为匮乏.
 

旅游学研究中,
 

怀旧被视为旅游动机[5],
 

被看作是由过往记忆和当下

向往激活的积极情感体验[6],
 

可与游客忠诚研究有效互补.
 

目前相关研究多见于遗产旅游[6]、
 

体育旅

游[7]、
 

电影旅游[8]、
 

酒店业[9]等,
 

在怀旧旅游情境下综合考察怀旧情感、
 

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与游客

忠诚的研究不多见.
基于此,

 

本文以怀旧旅游为研究主题,
 

以西安市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为案例地,
 

探究游客在历史文化

街区产生的不同怀旧情感与游客忠诚的关联,
 

并引入游客满意度和地方依恋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怀旧—

忠诚”模型,
 

拟丰富怀旧旅游情境的情感研究,
 

并通过对怀旧情感和游客忠诚的关系分析,
 

厘清游客“在场”

怀旧情感内涵,
 

分析影响游客忠诚的关键因素,
 

探究游客忠诚优化的策略和路径,
 

提升旅游地竞争力.

1 文献述评及研究假设

1.1 文献述评

1.1.1 怀旧情感

起源于病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的怀旧,
 

起初被认为是消极状态的生理疾病,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关注领域

的拓展,
 

其内涵已摆脱最初的医学起源,
 

延伸为与感怀往日、
 

消逝的地方感、
 

地方依恋等相关的内容[10].
 

本文当前重点关注怀旧的积极方面,
 

将怀旧定义为“由过往记忆引发的积极情感”[11].
 

旅游学领域相关研究

表明[5],
 

怀旧会对游客态度和行为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但这类研究多从整体角度进行概念探讨,
 

或仅从个

人怀旧、
 

历史怀旧视角开展单维分析,
 

主要关注有限的怀旧内涵,
 

未能全面剖析怀旧内涵,
 

缺乏不同怀旧

类型对游客态度和行为影响作用的比较研究.
许多学者对怀旧进行了类型分析,

 

其中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始终是最常见的分类[12],
 

并一直是怀旧研

究的重点.
 

鉴于此,
 

本文采用个人怀旧与历史怀旧的二分法,
 

从不同角度探讨怀旧情感与游客满意度、
 

地

方依恋、
 

游客忠诚之间的关系.
1.1.2 游客满意度

“期望—差异”理论[13]认为游客满意度是游客对游前期望和游后体验之间差异结果的感知评价,
 

即通

过游前期望、
 

在场体验以及游后回忆之间的比较,
 

游客可以感受到愉悦和满足,
 

获得满意,
 

产生积极的态

度和行为,
 

反之则会带来消极后果.
 

可见游客满意度是衡量旅游地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并会对游客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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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1.1.3 地方依恋

地方依恋被普遍认为是多维概念,
 

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是学界较为认可的两个维度[14].
 

地方依

赖是游客对某一目的地环境或设施的物质功能依赖,
 

表明目的地具备满足游客所需的特定条件;
 

地方

认同是游客对地方具备的象征属性所产生的情感层面的自我认同.
 

地方依恋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旅游

学研究领域,
 

与游客满意度[3]、
 

情感忠诚[4]等概念相结合,
 

构成解释和分析游客与旅游目的地情感联

系的有效理论工具.

1.1.4 游客忠诚

忠诚的概念起源于市场营销学,
 

被定义为对特定产品的承诺[15],
 

主要包括态度忠诚、
 

行为忠诚和综合

忠诚[16].
 

对旅游地产生忠诚的游客会通过口碑推荐、
 

亲友宣传等方式帮助目的地树立形象、
 

降低营销成

本.
 

厘清游客忠诚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可以进一步了解游客心理及行为,
 

有利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1.2 研究假设

1.2.1 个人怀旧对历史怀旧的影响

个人怀旧是个体对记忆和过往经历产生的主观回应,
 

由个人的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引发[17],
 

而历史怀

旧是个体对未直接经历的文化、
 

历史和记忆产生的情感[18],
 

需经过主体的转化加工.
 

怀旧旅游情境下,
 

人

们往往扮演自我想象的“角色”,
 

优先以自我为导向将怀旧体验个性化,
 

形成与自我联系的个人怀旧[12],
 

随

之转化为历史怀旧.
 

因此本文假定:

H1:
 

个人怀旧对历史怀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2 怀旧情感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

Chen等[19]的实验研究证实了怀旧情感对满意度的促进作用,
 

而有研究[20]认为怀旧情感和满意度的联

系在旅游业中更为明显.
 

Verma等[21]通过对世界文化遗产遗址马拉普拉姆的案例研究,
 

证实了这一论断.
 

随后,
 

Gao等[22]对历史街区展开实证研究,
 

进一步检验了国内背景下怀旧情感和游客满意度的正向关联,
 

表明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均会给游客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
 

并从怀旧的情感状态中获益,
 

对旅游体验产生

满意.
 

故历史文化街区营造的怀旧氛围,
 

有助于提升游客满意度.
 

因此本文假定:

H2a:
 

个人怀旧对游客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
 

历史怀旧对游客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3 怀旧情感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情感和地方依恋的联系十分密切,
 

积极情感如喜悦、
 

幸福、
 

爱和兴奋等,
 

有助于形成地方依恋[23].
 

怀

旧作为积极的情感体验,
 

与地方依恋的联系更为紧密.
 

高璟等[24]以知青群体为研究对象,
 

证实了怀旧情感

与地方依恋的显著关联,
 

尤其当游客处于历史文化旅游情境时,
 

多元目的地文化属性和凝聚怀旧记忆的符

号元素,
 

可以唤起游客的怀旧情感,
 

并促使形成地方依恋.
 

因此本文假定:

H3a:
 

个人怀旧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
 

历史怀旧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4 游客满意度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当前地方依恋和游客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遵循“地方依恋—满意度”这一路径,
 

且多将地方依恋作为游客满

意度的前置变量[25].
 

实际上,
 

游客满意度与地方依恋的路径关系尚处于探讨之中.
 

Lee等[3]以节庆游客为研究

对象,
 

证明节庆满意度作为前置变量时,
 

对地方依恋和游客忠诚产生正向影响;
 

Ramkissoon等[26]开发了游客

满意度与地方依恋的研究框架,
 

证实在自然和人文背景下,
 

游客满意度作为地方依恋前置变量的可行性;
 

吴蓉

等[27]以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
 

进一步证明了此种关系.
 

游客满意度与地方依恋的路径方向虽未得到最终确认,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游客满意度作为地方依恋前置变量的科学性.
 

因此本文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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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游客满意度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5 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对游客忠诚的影响

地方依恋普遍被认为是游客忠诚的前置变量.
 

白凯[14]对农家乐的实证研究证明,
 

地方依恋对游客忠诚

有显著正向影响;
 

Patwardhan等[4]构建了宗教节日背景下的“情感—行为”模型,
 

证实了地方依恋与游客忠

诚的显著关联.
 

此外,
 

游客满意度亦被视为游客忠诚的影响变量.
 

卢小丽等[28]对红色旅游地为案例的研究

表明,
 

当游客在目的地多次连续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后,
 

便会成为忠诚旅游者;
 

Lee等[3]对节庆旅游情境

的实证研究也发现,
 

游客满意度和地方依恋均会对游客忠诚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本文假定:

H5:
 

游客满意度对游客忠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6:
 

地方依恋对游客忠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6 怀旧情感对游客忠诚的影响

怀旧可以提升消费者对目的地、
 

企业或产品的评价以及消费忠诚,
 

但怀旧与忠诚的关系在旅游情境的适

用性有待深入检验[29].
 

Leong等[5]以历史和文化遗产旅游地澳门为案例地进行研究,
 

证实来澳游客的怀旧情

感在多种拉力作用下显著影响游客忠诚;
 

随后,
 

Verma等[21]构建了怀旧与游客忠诚的理论框架,
 

证明在经历

相同或背景类似的历史文化主题情境下,
 

游客易产生怀旧情感,
 

进而诱发形成游客忠诚.
 

因此本文假定:

H7a:
 

个人怀旧对游客忠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7b:
 

历史怀旧对游客忠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7 个人怀旧与历史怀旧的差异影响

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的差异研究多见于广告营销行业.
 

Marchegiani等[30]通过文献梳理,
 

以质性思辨

形式论证了在消费者认知、
 

情感、
 

态度和购买意愿方面个人怀旧比历史怀旧具有更显著的影响.
 

随后,
 

Muehling等[12]通过分析怀旧主题广告,
 

佐证了此前 Marchegiani等人的假设.
 

故当游客处于怀旧旅游情境

时,
 

与历史怀旧相比,
 

个人怀旧产生的积极影响或许更为明显,
 

并会对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和游客忠诚

产生更强的积极影响.
 

因此本文假定:

H8:
 

相比历史怀旧,
 

个人怀旧对游客满意度(H8a)、
 

地方依恋(H8b)、
 

游客忠诚(H8c)具有更强的积

极影响.
综合上述讨论,

 

本文构建了基于历史文化街区情境的“怀旧—忠诚”研究模型(图1).

图1 “怀旧—忠诚”研究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

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西安市碑林区南门内,
 

因明清时期西安府学、
 

长安县学、
 

咸宁县学与文庙汇

聚于此,
 

形成“三学一庙”的文教格局,
 

故名三学街.
 

区内坐落有古城墙、
 

碑林博物馆、
 

关中书院、
 

宝庆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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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历史遗迹,
 

是集城墙城根文化、
 

书法石刻文化、
 

关学文化、
 

儒学文化、
 

商业文化等诸多文化脉流于一体的

综合性历史文化街区,
 

承载着多代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怀.
 

多元文化背景有助于唤起游客的怀旧情感,
 

故本文选定三学街作为研究案例地.

2.2 问卷设计

问卷共2部分.
 

第一部分由怀旧情感、
 

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和游客忠诚4个量表组成,
 

在参考现有的

成熟量表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量表的信效度、
 

适用性、
 

使用频率等,
 

采用5点Likert型量表进行测量.
 

其

中,
 

怀旧情感量表,
 

首先参考Verma等[21]和Gao等[22]的研究,
 

结合高璟等[24]的国内旅游情境量表进行修

订,
 

从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2个维度进行测量,
 

共10个题项;
 

游客满意度量表,
 

参考Lee[3]的研究,
 

共4个

题项;
 

地方依恋量表,
 

参考Patwardhan等[4]和Ramkissoon[26]的研究,
 

从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2个维度测

量,
 

共6个题项;
 

游客忠诚量表,
 

综合多位学者的研究[4,
 

21],
 

共设4个题项.
 

第二部分为游客基本人口统计

学特征相关题项.
2.3 样本与数据收集

正式调研前,
 

笔者多次进行预调研,
 

对游客进行参与式观察和随机访谈,
 

确定该区域具有较高怀旧氛

围,
 

给游客带来怀旧情感体验.
 

正式调研时间为2020年1月10日—14日.
 

根据游客集散情况,
 

将调研人

员随机分布于街区范围内,
 

每半天进行一次轮换.
 

共计发放问卷290份,
 

剔除填写不完整、
 

填写时间过短、
 

选项高度集中等无效问卷33份,
 

回收有效问卷257份,
 

有效率88.6%.
 

其中,
 

男性游客112人,
 

占比

43.6%,
 

女性游客145人,
 

占比56.4%;
 

学历层次以本科为主,
 

共165人,
 

占比64.2%;
 

多数游客初次造访

三学街,
 

共174人,
 

占比67.7%;
 

出游方式以自由行为主,
 

共217人,
 

占比84.4%.

3 实证分析

3.1 信效度检验

首先进行可靠性分析,
 

如表1所示,
 

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8以上,
 

组合信度(CR)均在

0.8以上,
 

表明量表信度较高,
 

效度通过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验证.
 

除地方依恋的平均变异抽取量(AVE)
略低于0.5外,

 

其余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均大于0.5,
 

且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均在0.5以上,
 

表明量表聚

合效度较优.
表1 信度及聚合效度检验

维度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t值 CR AVE Cronbachs
 

α

个人怀旧 想起了很久以前的自己 0.740 - 0.898 0.638 0.901

回忆起了过去的珍贵时光 0.865 13.554

想起了难忘的亲人或朋友 0.751 11.890

想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 0.850 13.233

想起了过去的美好记忆 0.780 12.118

历史怀旧 能感觉到这里历史上发生的变化 0.782 - 0.862 0.558 0.861

可以想象这里的历史场景 0.817 13.654

能感觉到历史和现实之间发生的变化 0.765 12.201

能感觉到过去的生活氛围 0.718 11.294

渴望去了解历史 0.640 10.033

游客满意度 到这里参观我做得很正确 0.803 - 0.840 0.570 0.837

在这里参观我很享受 0.809 13.631

在这里的体验是我需要的 0.748 12.367

此次游览符合我的期望 0.648 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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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维度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t值 CR AVE Cronbachs
 

α

地方依恋 相比其他街区,
 

我更喜欢这里的氛围 0.795 - 0.852 0.491 0.825

相比其他街区,
 

这里带给我更多满足感 0.721 8.640

此次旅行体验独一无二 0.618 7.732

对这里我有很强的认同感 0.724 8.550

这里有许多美好的记忆值得留恋 0.694 8.283

我很喜欢这里,
 

不想过早离开 0.639 7.895

游客忠诚 未来有机会我会再来这里参观 0.766 - 0.877 0.644 0.879

我会向我的家人和朋友推荐这里 0.894 15.039

我愿意带着更多的同伴来这里参观 0.859 14.139

我希望参观同类型的历史文化街区 0.673 10.898

  在区别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上,
 

使用因子合并和增加公共方法因子的办法构建多模型,
 

通过模

型比较进行验证[31].
 

如表2所示,
 

与 M0 基准模型相比,
 

M1 模型、
 

M2 模型以及 M3 模型的拟合优度没有

增强,
 

反而下降,
 

说明量表区别效度较优.
 

比较M4 模型与M0 模型,
 

发现增加公共方法因子后,
 

拟合优度

没有明显变化,
 

表明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本文进行的数据分析可信.
表2 模型比较

模型 χ2 df RMSEA SRMR CFI TLI IFI Δχ2 Δdf

M0 337.199 242 0.039 0.046 0.971 0.966 0.971 - -

M1 811.884 246 0.095 0.103 0.825 0.804 0.827 474.685 4

M2 1171.791 249 0.120 0.115 0.715 0.684 0.717 834.592 7

M3 1508.483 252 0.140 0.114 0.612 0.575 0.615 1
 

171.284 10

M4 294.734 220 0.036 0.047 0.977 0.972 0.978 -42.465 -22

  注:
 

M0 为5因子基准模型;
 

M1 为4因子模型;
 

M2 为3因子模型;
 

M3 为单因子模型;
 

M4 为6因子模型.

3.2 结构模型检验

采用极大似然法估算结构方程模型(SEM),
 

SEM估算所需样本量至少为题项数量的10倍[21],
 

本文

共5个维度24个题项,
 

有效问卷257份,
 

符合要求.
 

采用绝对适配度指标(RMR,SRMR,RMSEA)、
 

简

约适配度指标(χ2/df,PGFI,PNFI)和增值适配度指标(CFI,TLI,IFI,NFI,RFI)对模型进行拟合优

度检验.
 

如表3所示,
 

除RFI值略低于0.9以外,
 

其余各项拟合优度指数均达标,
 

表明本文构建的结构

模型整体可靠有效.
表3 结构模型拟合优度指数

拟合指标 RMR SRMR RMSEA χ2/df PGFI PNFI CFI TLI IFI NFI RFI

理想值 <0.05 <0.05 <0.05 1~3 >0.5 >0.5 >0.9 >0.9 >0.9 >0.9 >0.9

测量值 0.032 0.045 0.036 1.329 0.726 0.791 0.976 0.972 0.976 0.909 0.896

3.3 假设检验

3.3.1 直接效应分析

结构模型 直 接 效 应 如 表4所 示:
 

个 人 怀 旧 对 历 史 怀 旧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β1=0.376,
 

p<

0.001),
 

假设 H1成立;
 

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对游客满意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2a=0.352,
 

p<
0.001;

 

β2b=0.281,
 

p<0.001),
 

假设 H2a,H2b成立;
 

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对地方依恋均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β3a=0.381,
 

p<0.001;
 

β3b=0.185,
 

p<0.01),
 

假设 H3a,H3b成立;
 

游客满意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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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4=0.471,
 

p<0.001),
 

假设 H4成立;
 

游客满意度和地方依恋对游客

忠诚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5=0.554,
 

p<0.001;
 

β6=0.250,
 

p<0.05),
 

假设 H5,H6成立;
 

个人

怀旧对游客忠诚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7a=-0.025,
 

p>0.05),
 

假设 H7a 不成立;
 

历史怀旧与游客

忠诚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028,
 

但相关性未达显著(p>0.05),
 

仅具有微弱正向影响,
 

假设 H7b弱成

立.
 

对路径系数进行比较:
 

与历史怀旧相比,
 

个人怀旧与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之间的路径系数差异

较大,
 

说明个人怀旧产生了较强的积极影响,
 

假设 H8a,H8b成立,
 

但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对游客忠

诚的影响均不显著,
 

仅历史怀旧具有微弱正向影响,
 

假设 H8c不成立.
 

因此假设 H8部分成立.
表4 直接效应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假设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β S.E. t值 检验结果

H1 PN→HN β1=0.376*** 0.073 5.218 成立

H2a PN→TS β2a=0.352*** 0.054 4.705 成立

H2b HN→TS β2b=0.281*** 0.053 3.834 成立

H3a PN→PA β3a=0.381*** 0.041 5.296 成立

H3b HN→PA β3b=0.185** 0.036 2.954 成立

H4 TS→PA β4=0.471*** 0.063 5.889 成立

H5 TS→TL β5=0.554*** 0.116 5.583 成立

H6 PA→TL β6=0.250* 0.183 2.019 成立

H7a PN→TL β7a=-0.025 0.066 -0.320 不成立

H7b HN→TL β7b=0.028 0.055 0.431 弱成立

  注:
 

***:
 

p<0.001;
 

**:
 

p<0.01;
 

*:
 

p<0.05.

3.3.2 中介效应分析

运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32],
 

如表5所示,
 

除游客满意度到游客忠诚的中介路径未被证

明外,
 

其余中介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均显著,
 

且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值,
 

表明拒绝0假设,
 

即中介效

应显著.
 

因此个人怀旧对游客满意度的间接影响为部分中介;
 

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对地方依恋的间接影响

为部分中介;
 

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对游客忠诚的间接影响为完全中介,
 

即游客满意度和地方依恋在“怀
旧—忠诚”模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表5 间接效应的Bootstrap分析

中介路径 标准化间接效应 总效应 Boot
 

SE Z 值
Bias-Corrected

 

95%CI
Lower Upper

PN→TS 0.106** 0.458 0.033 3.212 0.052 0.181

PN→PA 0.285*** 0.667 0.048 5.938 0.199 0.387

HN→PA 0.133** 0.318 0.045 2.956 0.055 0.229

TS→TL 0.118 0.672 0.071 1.662 -0.017 0.267

PN→TL 0.431*** 0.406 0.076 5.671 0.284 0.584

HN→TL 0.235*** 0.263 0.063 3.730 0.119 0.366

  注:
 

Bootstrap抽样数为5
 

000;
 

***:
 

p<0.001;
 

**:
 

p<0.01.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与讨论

1)
 

怀旧情感与游客忠诚的关联显著性较弱.
 

本文中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与游客忠诚不存在显著关联,
 

且影响存有差异,
 

这一发现和先前研究[21]的显著关联结论存有差异.
 

首先,
 

游客忠诚是游客对旅游地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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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的综合评价,
 

游客旅游动机多样,
 

怀旧情感并非游客忠诚的决定性因素,
 

也非促成积极行为意愿的唯

一因素,
 

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怀旧情感与游客忠诚的关联被削弱,
 

亦表明当前三学街怀旧氛围不足以促使游

客直接形成忠诚.
 

其次,
 

记忆与忠诚紧密关联,
 

“在场记忆”会对游客忠诚产生积极影响[33].
 

本文中多数游

客初次造访三学街,
 

所唤醒记忆多为“非在场记忆”.
 

“非在场”具有理性和客观性,
 

使得由过往记忆引发的

滤镜式怀旧和当下情境的在场体验关联较弱,
 

削弱了怀旧的冲动性.
 

此外,
 

“触景生情”诱发的怀旧情感也

具有消极作用[9].
 

游客在三学街的怀旧多是由氛围、
 

建筑、
 

场景等触发的被动怀旧,
 

产品和旅游地形象以

“古”
 

“老”为特征,
 

缺乏活泼与互动,
 

部分抵消了怀旧所唤起的积极情绪的影响,
 

从而削弱了怀旧情感与游

客忠诚的直接联系,
 

导致怀旧情感和游客忠诚的弱关联.
2)

 

个人怀旧对历史怀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者均对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个

人怀旧影响效应较强.
 

与先前研究结论一致[12],
 

处于怀旧情境的个体,
 

首先通过自我反思和记忆回想,
 

将

个性化的怀旧体验转化为主观的自我怀旧,
 

随后结合场景、
 

氛围、
 

历史事件等形成客观的历史怀旧,
 

并表

现为积极情感,
 

激发游客产生积极的态度和行为,
 

提升游客满意度,
 

促进形成地方依恋;
 

此外,
 

个人怀旧对

满意度、
 

地方依恋的影响显著强于历史怀旧,
 

验证了 Muehling[12]和 Marchegiani等人[30]的结论,
 

意味着带

有主观情感的个人怀旧在游客满意度、
 

地方依恋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说明游客满意度和地方依恋作为

和情感密切联系的概念,
 

易受主观情感影响.
3)

 

游客满意度对地方依恋和游客忠诚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游客满意度与地方依恋和游客忠诚之间

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71,0.554(p<0.001),
 

说明游客满意度是地方依恋和游客忠诚的强力预测因素,
 

证

实了地方依恋和游客忠诚与较高水平的游客满意度关联[8].
 

当游客在旅游地获得较高水平的旅游体验和满

意时,
 

可以促使游客与目的地形成情感联结,
 

并显著提升地方依恋,
 

引发积极行为意向,
 

产生推荐和重游

意愿.
 

因此游客满意度是影响地方依恋和游客忠诚的关键因素,
 

进一步验证了游客满意度作为地方依恋前

置变量的科学性[28].

4)
 

地方依恋对游客忠诚的正向影响显著性较弱,
 

未在游客满意度和游客忠诚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本文

中地方依恋与游客忠诚的路径系数仅为0.25,
 

显著性(p=0.044)处于边缘水平,
 

与以往研究[3]地方依恋和

游客忠诚存在显著关联且存在中介作用的结论不同.
 

原因在于地方依恋由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构

成,
 

本文未进行区分探讨.
 

实际上,
 

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的效用强度存有差别.
 

地方依赖是物质层面的功

能依恋,
 

多与目的地基础设施、
 

服务、
 

产品等关联.
 

现场调研发现三学街基建设施不甚完善、
 

产品类型单

一,
 

给地方依赖带来了消极影响,
 

削弱了游客满意度和怀旧情感驱动的地方认同带来的积极影响,
 

进而弱

化了地方依恋对游客忠诚的影响,
 

说明游客忠诚和高水平的地方依赖有关.

4.2 管理启示

第一,
 

关注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的差异,
 

塑造积极的怀旧氛围.
 

本文发现,
 

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与游

客忠诚虽未形成显著正向关联,
 

但具有重要的潜在联系和间接关联,
 

因此在开发过程中,
 

应保持区域特有

的怀旧符号元素,
 

开发具有怀旧特色的产品和服务,
 

重点打造参与性、
 

互动性、
 

趣味性、
 

沉浸式的怀旧旅游

产品.
 

营造活泼、
 

原真的怀旧氛围,
 

可以将旅游地从普通场所转变为具有积极怀旧元素的旅游地,
 

营造积

极的在场怀旧体验,
 

唤起游客积极怀旧情感和记忆,
 

促进游客忠诚形成.
第二,

 

重点提升游客满意度.
 

本文发现,
 

游客满意度不仅是地方依恋的前置影响变量,
 

更在怀旧情感

和游客忠诚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
 

可显著提升游客忠诚.
 

为此,
 

旅游地应重视游客满意度,
 

完善游客管理

工作,
 

健全游客服务机制,
 

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渠道;
 

加强宣传营销,
 

树立良好的目的地形象,
 

满足游客的

怀旧想象和期望;
 

提供优质多元的怀旧产品和服务,
 

使游客形成难忘的在场记忆,
 

从而提高在场体验质量.
第三,

 

培养游客地方依恋.
 

本文发现,
 

地方依恋包括功能依恋和情感依恋,
 

两者均有助于提升游客忠

诚.
 

因此旅游地应从功能和情感两个方面进行提升.
 

在功能依恋方面,
 

应完善区内各项设施和服务,
 

提高

产品层次,
 

丰富旅游业态,
 

满足游客多样化、
 

个性化需求,
 

增强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结;
 

在情感依恋方面,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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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关注游客主观个人情感,
 

设计个性化、
 

体验式的产品和服务,
 

增强人地互动,
 

实现情景交融,
 

使游客获

得非凡的在场体验和独特在场记忆,
 

帮助游客形成强烈的自我认同及根植于地方的归属感.
4.3 研究局限及展望

怀旧情感是一种矛盾心理,
 

并非纯粹积极情感,
 

本文以问卷形式进行测量,
 

缺乏定性分析的辅助验证,
 

且怀旧情感二分法的科学性有待检验,
 

未来研究可从积极、
 

消极角度分析怀旧情感,
 

并辅以质性研究;
 

在

怀旧的类型划分上,
 

尝试新的分类,
 

开发修订国内旅游情境的怀旧量表.
 

此外,
 

地方依恋是一个多维概念,
 

包括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
 

二者效用强度存有差异,
 

未来研究可将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作为中介变量,
 

对

模型进行优化.
 

最后,
 

本文仅以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区对“怀旧—忠诚”模型进行验证,
 

缺乏其他旅

游情境的对比,
 

后续研究可拓展研究区域,
 

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区域、
 

不同类型历史文化街区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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