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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网络游记为数据来源,
 

通过ROST
 

CM6软件对文本内容进行分析,
 

提炼出游客乡愁感知较高的古镇景

观元素,
 

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
 

构建出古镇乡愁景观元素体系,
 

并对该体系中的景观元素进行了乡愁感知分析

和评价.
 

结果显示,
 

古镇景观乡愁元素体系可以归纳为12个类别,
 

在这些类别中,
 

游客对物态景观元素的乡愁

感知程度明显高于非物态景观元素.
 

此外,
 

研究还发现,
 

一些乡愁景观元素的重要性及表现性分值与乡愁感知程

度存在较大差异,
 

需要进行针对性的优化提升.
 

基于以上结果,
 

本研究提出了构建以“留住乡愁”为导向的古镇景

观优化策略,
 

针对不同乡愁景观元素类别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
 

以提高游客的乡愁感知和满意度,
 

促进古镇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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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online
 

travel
 

journals
 

as
 

a
 

data
 

source.
 

Using
 

ROST
 

CM6
 

software,
 

the
 

text
 

content
 

was
 

analyzed
 

to
 

extract
 

ancient
 

town
 

landscape
 

elements
 

that
 

evoke
 

a
 

strong
 

sense
 

of
 

home-
sickness

 

among
 

tourists.
 

These
 

elements
 

were
 

then
 

categorized
 

and
 

summarized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
sive

 

system
 

of
 

homesickness-inducing
 

landscape
 

elements
 

in
 

ancient
 

towns.
 

The
 

study
 

also
 

conducted
 

an
 

a-
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homesickness
 

perception
 

associated
 

with
 

these
 

elem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homesickness-inducing
 

landscape
 

elements
 

in
 

ancient
 

town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12
 

categories.
 

Among
 

these
 

categories,
 

tourists
 

exhibit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homesickness
 

perception
 

for
 

tangible
 

landscape
 

elements
 

compared
 

to
 

intangible
 

ones.
 

Furthermore,
 

the
 

study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ortance
 

and
 

expressive
 

scores
 

of
 

certain
 

homesickness-inducing
 

landscape
 

elements,
 

suggesting
 

the
 

need
 

for
 

targeted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d
 

an
 

optimiza-
tion

 

strategy
 

for
 

ancient
 

town
 

landscapes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preserving
 

homesickness”.
 

Corre-
sponding

 

optimization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vided
 

fo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homesickness-inducing
 

landscape
 

elements
 

to
 

enhance
 

tourists
 

perception
 

of
 

homesickness
 

and
 

satisfaction,
 

an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town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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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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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text

在新型城镇化的冲击下,
 

城镇所承载的多元文化趋于同质化,
 

城镇规划的盲目性、
 

单一性逐渐凸

显,
 

使得人们的乡愁情感无处寄托.
 

2018年9月,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要“留住

乡愁记忆,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
 

在此背景下,
 

如何构建“留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模

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但目前关于乡愁的研究文献,
 

内容主要集中在概念解读[2-4]、
 

影响因素[5-7]、
 

实践

应用[8-10]等3个方面;
 

范围主要集中在乡愁与古村落景观[11-13]以及乡愁与城市景观[14-16]方面;
 

对象主要

是针对某一村落、
 

城镇的游客[17-19],
 

或是某一特定人群,
 

如老年群体、
 

青少年群体等[20-21];
 

数据主要来

自于古诗词、
 

歌词、
 

纪录片、
 

问卷等[22].
 

2021年4月29日,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

发展规划》明确指出,
 

在加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应更加注重文化遗产保护,
 

传统风貌保留,
 

延续历史文

脉[23],
 

就现有文献来看,
 

目前的研究在保护和传承乡愁的内涵和价值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古镇作为

旅游目的地,
 

集合了自然和人文两大环境优点,
 

非常契合当下城镇化进程中人们追求休闲+度假的旅游

需求,
 

古镇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脉络,
 

可以唤醒游客的乡愁情感,
 

具有重要的旅游价值和文化价值.
 

而旅

游网站丰富的信息资源,
 

为大众旅游打开了了解当地风俗的大门.
 

因此,
 

本文以网络游记为数据来源,
 

对古镇乡愁景观元素体系进行研究,
 

在理论层面拓宽乡愁景观的研究内容,
 

并为古镇乡愁景观资源的挖

掘和利用提供更多实际的指导.

1 数据来源及处理

1.1 数据来源

为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选取浏览量、
 

用户数量和黏性较高的携程旅行、
 

去哪儿旅行、
 

马

蜂窝3个旅游网站,
 

以“古镇、
 

乡愁”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通过横向对比发现,
 

携程旅行的有效游记数量最

多,
 

因此,
 

本文以携程旅行的数据为来源.
 

截至2022年5月10日,
 

共爬取到603篇网络游记,
 

考虑到同一

古镇在不同游记中的乡愁景观元素重复,
 

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一定误差,
 

所以对同一古镇的游记进行筛

选,
 

从中选择1篇提及古镇乡愁景观元素最全面的游记作为该古镇的研究文本,
 

剔除广告、
 

重复性高及关

联性不大的内容,
 

最终筛选出164篇网络游记,
 

共涉及到24个省份99个市的古镇,
 

为研究提供了充分的

数据支持.
1.2 数据处理

由于不同游客撰写游记在展示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为提高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和可用

112第11期    
 

 王梓凌,
 

等:
 

基于网络文本与IPA模型分析的古镇景观乡愁感知研究



性,
 

在对游记内容进行分析前,
 

先对文本内容进行预处理,
 

具体操作是:
 

①
 

删除游记中与分析内容无关的

内容.
 

如:
 

旅游路线、
 

注意事项、
 

费用统计等.
 

②
 

逐一提取核心记录段落.
 

对全文进行人工识别,
 

提取针对

古镇进行描述的核心内容.
 

③
 

游记内容的标准化整理.
 

如将“大榕树”“参天古树”“千年红豆杉”等统一替换

为“古树”,
 

将“许家厅”替换为“古私塾”.
 

④
 

建立过滤词表.
 

将代词、
 

介词等设置到过滤词表中,
 

如“呀”
“了”“呢”等.

 

再将预处理后的有效游记数据导入TXT格式文档中,
 

运用ROST
 

CM6软件对游记数据进行

分词,
 

筛选出游记所提及的古镇景观元素,
 

再运用“词频分析”功能,
 

统计出频数排名前80位的高频词汇

(表1),
 

可以看出,
 

高频词汇基本囊括了古镇中各类型的景观元素,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古镇景观元素高频词汇统计表

序号 词汇 频数 序号 词汇 频数 序号 词汇 频数 序号 词汇 频数

1 街巷 562 21 戏台 75 41 石阶 35 61 会馆 19

2 小桥 359 22 黛瓦 68 42 马头墙 35 62 古井 19

3 古宅 314 23 戏曲 66 43 匾额 35 63 池塘 19

4 老树 197 24 亭子 65 44 茶馆 35 64 传说 19

5 山林 194 25 山水 65 45 青瓦 34 65 水车 18

6 青石板路 175 26 石雕 61 46 梯田 34 66 炊烟 18

7 院落 151 27 牌坊 60 47 绿水 33 67 小鱼 18

8 祠堂 141 28 长廊 59 48 粉墙 32 68 灰瓦 17

9 小溪 140 29 木雕 58 49 小湖 32 69 砖雕 16

10 特色小吃 126 30 花海 58 50 青砖 31 70 古运河 16

11 庙宇 124 31 廊桥 56 51 瀑布 30 71 壁画 16

12 流水 120 32 码头 54 52 竹林 29 72 佛教 15

13 寺院 108 33 对联 49 53 山歌 29 73 峡谷 14

14 楼阁 106 34 白墙 47 54 古道 28 74 吆喝声 14

15 油菜花 88 35 门楼 45 55 供奉 25 75 祈福 14

16 农田 87 36 商铺 43 56 方言 24 76 盆景 13

17 小河 87 37 喝茶 43 57 酿酒 21 77 农家菜 12

18 游船 79 38 书院 41 58 鸟鸣 21 78 晒秋 12

19 灯笼 78 39 天井 38 59 碉楼 20 79 石墙 12

20 野花 75 40 四合院 35 60 吊脚楼 19 80 蝉鸣 11

2 古镇乡愁景观元素分析及体系构建

2.1 古镇乡愁景观元素分析

乡愁景观元素以乡物、
 

乡事等乡愁元素为载体,
 

表达于载体空间和载体活动之中,
 

使人们在载体空间

和载体活动的体验之中再现乡愁记忆,
 

从而实现乡愁情感的延续.
 

张智惠等[22]将乡愁景观载体系统分为物

态载体、
 

非物态载体2个大类及乡景、
 

乡食、
 

乡技、
 

乡风、
 

乡俗、
 

乡音、
 

乡趣7个中类;
 

王新歌等[24]认为自

然景观映像、
 

建筑风貌格局、
 

社区生活氛围、
 

劳作场景遗存、
 

乡土故事人物、
 

传承技艺表达、
 

地方节庆展演

7个大类共同构成了旅游地乡愁文化元素维度;
 

张琳等[25]将同里古镇地域特征感知维度分为物质景观、
 

非

物质景观2个大类以及建筑风貌、
 

街巷空间、
 

景观要素、
 

乡土民情、
 

历史文化、
 

同里美食6个中类;
 

孙坤

等[26]将“乡愁记忆”载体要素分为一级要素和二级要素,
 

一级要素包括物质载体要素和非物质载体要素,
 

二

级要素分为生态要素、
 

建筑要素、
 

生活要素、
 

历史要素、
 

文艺节庆要素、
 

饮食要素、
 

民俗要素、
 

典故要素、
 

传统技艺要素、
 

名人要素;
 

蔡礼彬等[27]通过隐喻抽取技术将乡愁景观要素分为味道记忆类景观、
 

仪式场景

类景观、
 

生活环境类景观;
 

李志飞等[28]认为乡村声景是乡愁产生的重要因素,
 

将声景分为人类活动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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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声、
 

自然地理声,
 

探究声景对居民和游客的乡愁触发影响机制.
 

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
 

乡愁景观元素的

覆盖面广、
 

类型较多,
 

在不同场景下,
 

唤起“乡愁感知”的元素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古镇乡愁景观元素源于古镇的生态、

 

生产与生活空间,
 

将提取的80个高频词汇进行聚类整合,
 

在这个

场景下,
 

“祠堂”“庙宇”“寺院”等是古镇中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建筑景观;
 

“街巷”“青石板路”“白墙”“黛瓦”等
组成了古镇白墙黛瓦的街巷空间;

 

“小桥”“廊桥”“长廊”等阡陌交错的节点空间串联起古镇整体;
 

“盆景”
“古井”“水车”等构成了古镇中生活气息浓郁的居民生活场所;

 

“农田”“梯田”“油菜花”等展现了古镇田园生

活之景;
 

“山林”“流水”“瀑布”等勾勒出古镇的山水意境;
 

“木雕”“石雕”“酿酒”“特色小吃”等是具有古镇地

域特色的传统技艺;
 

“灯笼”“对联”“晒秋”等是古镇在特定节日中所遵循的习俗;
 

“祈福”“供奉”等承载了人

们的精神信仰和寄托;
 

“传说”“方言”“戏曲”等蕴含了古镇特色文化内涵;
 

“鸟鸣”“蝉鸣”是儿时生活场景的

主要背景音;
 

“山歌”“吆喝声”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表达载体,
 

是值得欣赏和记忆的声音.
 

在这些类别中,
 

既

有可观赏、
 

可触摸,
 

以物态形式存在的乡愁载体,
 

也有以精神文化及行为活动等非物态形式存在的乡愁载

体,
 

它们涵盖了人文和自然景观的乡愁景观元素,
 

也包含了技艺型、
 

文风型以及听觉型的乡愁景观元素,
 

这些主要元素类型构成了古镇这一特定场景的乡愁感知和记忆.

2.2 古镇乡愁景观元素体系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
 

最终构建出古镇乡愁景观元素体系,
 

由物态乡愁景观元素与非物态乡愁景观元素2个

大类,
 

人文景观、
 

自然景观、
 

民俗特色、
 

文化信仰、
 

故乡之音5个中类以及建筑风貌、
 

街巷空间、
 

节点空间、
 

民居环境、
 

田园风光、
 

林间山野、
 

传统技艺、
 

节日习俗、
 

礼仪信仰、
 

地方文化、
 

自然之音、
 

人文之音12个小

类构成(表2).
表2 古镇乡愁景观元素体系

大类 中类 小类 元素

物态乡愁景观元素 人文景观 建筑风貌

1祠堂、
 

2庙宇、
 

3寺院、
 

4楼阁、
 

5亭子、
 

6码头、
 

7牌坊、
 

8商铺、
 

9书

院、
 

10天井、
 

11戏台、
 

12四合院、
 

13门楼、
 

14碉楼、
 

15茶馆、
 

16吊脚

楼、
 

17会馆、
 

18古宅、
 

19匾额、
 

20院落

街巷空间
21街巷、

 

22青石板路、
 

23白墙、
 

24黛瓦、
 

25青瓦、
 

26石阶、
 

27粉墙、
 

28青砖、
 

29灰瓦、
 

30石墙、
 

31马头墙

节点空间 32小桥、
 

33廊桥、
 

34长廊、
 

35古道、
 

36古运河

民居环境 37盆景、
 

38古井、
 

39水车、
 

40炊烟

自然景观 田园风光 41油菜花、
 

42野花、
 

43花海、
 

44梯田、
 

45农田、
 

46小鱼、
 

47池塘

林间山野
48老树、

 

49山林、
 

50绿水、
 

51瀑布、
 

52峡谷、
 

53山水、
 

54流水、
 

55小

溪、
 

56小河、
 

57小湖、
 

58竹林

非物态乡愁景观元素 民俗特色 传统技艺 59木雕、
 

60石雕、
 

61砖雕、
 

62酿酒、
 

63壁画、
 

64农家菜、
 

65特色小吃

节日习俗 66灯笼、
 

67对联、
 

68晒秋、
 

69游船

文化信仰 礼仪信仰 70祈福、
 

71供奉、
 

72佛教

地方文化 73方言、
 

74传说、
 

75戏曲、
 

76喝茶

故乡之音 自然之音 77鸟鸣、
 

78蝉鸣

人文之音 79山歌、
 

80吆喝声

3 古镇乡愁景观元素的乡愁感知分析及评价

3.1 古镇乡愁景观元素的乡愁感知分析

为了解游客对古镇景观元素的乡愁感知情况,
 

对古镇乡愁景观元素体系的12个小类、
 

5个中类以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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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类进行频次统计,
 

计算出各类古镇景观乡愁元素的频次占比情况(表3).
 

占比越高,
 

表明游客对其乡

愁感知程度越高,
 

即该类古镇景观元素越能够唤起游客的乡愁情感.
表3 各类古镇景观乡愁元素的频次占比分析

古镇景观乡愁

元素大类
频次

占比/

%

古镇景观乡愁

元素中类
频次

占比/

%

古镇景观乡愁

元素小类
频次

占比/

%

物态乡愁景观元素 4
 

482 84.71 人文景观 3
 

162 59.77 建筑风貌 1
 

528 28.88

街巷空间 1
 

048 19.81

节点空间 518 9.79

民居环境 68 1.29

自然景观 1320 24.94 田园风光 379 7.16

林间山野 941 17.78

非物态乡愁景观元素 809 15.29 民俗特色 528 9.98 传统技艺 310 5.86

节日习俗 218 4.12

文化信仰 206 3.89 礼仪信仰 54 1.02

地方文化 152 2.87

故乡之音 75 1.41 自然之音 32 0.60

人文之音 43 0.81

  结果显示,
 

“建筑风貌”类元素占比最高,
 

其次为“街巷空间”类元素,
 

“林间山野”类元素居于第三位.
 

可见,
 

这3类元素较易使游客产生乡愁感知,
 

是古镇景观中唤醒游客乡愁的重要元素类型.
 

相对而言,
 

游

客对于“自然之音”“人文之音”类元素的乡愁感知程度则较低,
 

证明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更容易忽略“故乡之

音”这类隐性元素.
 

由此可见,
 

游客对物态景观元素的乡愁感知程度远高于非物态景观元素,
 

在非物态景观

元素中,
 

民俗特色更能唤起游客的乡愁感知.
3.2 古镇乡愁景观元素的乡愁感知评价

3.2.1 古镇乡愁景观元素的编码与赋值

为理清游客对古镇景观元素的真实体验感受,
 

找准游客体验与感知程度的差异,
 

根据游客对高频词汇

的描述,
 

运用内容分析法,
 

对古镇景观元素进行编码,
 

将其分为“非常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非常差”5个

等级,
 

用“A、
 

B、
 

C、
 

D、
 

E”表示,
 

分别赋值“5分、
 

4分、
 

3分、
 

2分、
 

1分”(表4),
 

在打分过程中,
 

重点关注

“非常”“很”“比较”等程度副词,
 

将赋值结果记录在excel文件中,
 

用于乡愁感知评价的计算.
表4 元素赋值例表

量化依据 游记示例 元素 等级 赋值

1.
 

文本中有“非常/很/挺”等程度副

词+积极的词语

1.青岩古镇中的石雕、
 

木雕展现的精湛

的工艺技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
石雕、

 

木雕 A 5分

2.
 

有“比较/还”等程度副词+积极情

绪的词语

2.古镇里各式各样的祠堂,
 

都具有比较

鲜明浓郁的地方特色.
祠堂 B 4分

3.
 

文本中没有明显的情感态度,
 

对

旅游体验进行客观描述

3.清澈的巿河内,
 

流水潺潺,
 

在厚重的青

石板路上,
 

感受古镇生生不息的脉动.
流水、

 

青石板路 C 3分

4.
 

有“比较/还”等程度副词+消极情

绪的词语

4.如今古镇里所剩居民已不多,
 

古宅也

显得比较倾颓破败.
古宅 D 2分

5.
 

文本中有“非常/很/挺”等程度副

词+消极情绪的词语

5.很可惜这古宅年久失修,
 

部分已面临

濒临坍塌的危险.
古宅 E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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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基于IPA分析的乡愁感知计算及评价

IPA分析法是用于重要性和表现性评价的主要方法,
 

以重要性和表现性分别为横轴、
 

纵轴,
 

以中值为

横轴、
 

纵轴的分割点,
 

构建一个二维的四象限图.
 

象限图能直观地表明各景观元素的情况,
 

有助于问题的

归纳总结分析.
 

计算公式如下:

In =(n 出现的频次/文本总量)×100%

Pn =评价分值/n 出现的频次

式中:
 

In 为重要性指标,
 

指游客对古镇景观元素的乡愁感知程度,
 

即元素在游客游记中出现的频率;
 

Pn 为

表现性指标,
 

指游客对古镇景观乡愁元素的满意程度,
 

即游客对元素的评价分值(即元素的赋值结果);
 

n
为某类古镇乡愁景观元素,

 

具体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各元素重要性与表现性得分

编号 元素 词频 元素赋值总分 In/% Pn

1 建筑风貌 1
 

528 5
 

234 28.879 3.425

2 街巷空间 1
 

048 3
 

627 19.807 3.461

3 节点空间 518 1
 

748 9.790 3.375

4 民居环境 68 247 1.285 3.632

5 田园风光 379 1
 

369 7.163 3.612

6 林间山野 941 3
 

315 17.785 3.523

7 传统技艺 310 1
 

289 5.859 4.158

8 地方文化 152 553 2.873 3.638

9 礼仪信仰 54 173 1.021 3.204

10 节日习俗 218 748 4.120 3.431

11 自然之音 32 132 0.605 4.125

12 人文之音 43 169 0.813 3.930

  根据计算结果,
 

分别以In 与Pn 的中值(4.99,
 

3.57)为坐标分割点,
 

构建出IPA象限图(图1),
 

将第

I、
 

II、
 

III、
 

IV象限分别划分为优势保持区、
 

稳步推进区、
 

次要改善区、
 

重点优化区.

第I象限
 

“优势保持区”,
 

为重要性和表现性都较高的区域,
 

即游客对这些景观元素的乡愁感知程度较

高,
 

且体验满意程度也较高.
 

分布于该区域的景观元素有田园风光和传统技艺2类;
 

第II象限
 

“稳步推进

区”,
 

为重要性低、
 

表现性高的区域,
 

即游客对这些景观元素的乡愁感知程度较低,
 

但体验满意程度较高.
 

分布于该区域的景观元素有自然之音、
 

人文之音、
 

民居环境、
 

地方文化4类;
 

第III象限
 

“次要改善区”,
 

为

重要性和表现性均较低的区域,
 

即游客对这些景观元素的乡愁感知程度较低,
 

且体验满意程度也较低的区

域.
 

分布于该区域的景观元素有节日习俗和礼仪信仰2类;
 

第IV象限“重点优化区”,
 

为重要性较高,
 

但表

现性较低的区域,
 

即游客对这些景观元素的乡愁感知程度较高,
 

但体验满意程度较低.
 

分布于该区域的景

观元素有建筑风貌、
 

街巷空间、
 

林间山野、
 

节点空间4类.

从以上感知分析与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在建设唤起乡愁感知的古镇景观中,
 

有些景观元素的表

现性和重要性没有呈现出正相关性,
 

使得能够唤起乡愁感知的一些重要元素,
 

如:
 

建筑风貌、
 

街巷空间、
 

林

间山野等因游客体验满意程度较低,
 

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导致游客内心深处的乡愁情感没有

被真正激发出来,
 

乡愁景观感知和现实体验缺乏深度连接和情感共鸣.
 

所以,
 

当前以“留住乡愁”为导向的

古镇景观还有极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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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IPA象限图

4 以“留住乡愁”为导向的古镇景观优化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
 

有针对性地提出“留住乡愁”为导向的古镇景观优化策略,
 

让游客置身在古镇景

观场景下,
 

乡愁体验与乡愁情感能够产生共鸣,
 

从而满足内心深处的多种需求,
 

切实推进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

4.1 提升重点优化区域,
 

唤起乡愁情感

“重点优化区”所包含的“建筑风貌”“街巷空间”“节点空间”“林间山野”类元素是古镇的宝贵遗产资源,
 

承载了古镇原始的历史风貌和自然景观,
 

经过感知分析,
 

游客在这类元素中,
 

对乡愁的感知程度是最高的,
 

也是最容易唤起乡愁情感的主要方面.
 

所以,
 

在“建筑风貌”类元素方面,
 

应当注重保护和修复具有历史和

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
 

体现出原汁原味的外观和特征.
 

对于新建建筑,
 

必须要融入当地的建筑风格,
 

保持

和古镇整体风格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在“街巷空间”类元素方面,
 

应对不合理的街巷布局和设计进行改善,
 

创造具有人文情怀的街巷空间,
 

为游客提供愉悦的步行空间;
 

在“节点空间”类元素方面,
 

通过深度挖掘古

镇的乡愁文化,
 

打造具有独特氛围的场所,
 

赋予空间特殊的意义和乡愁情感;
 

在“林间山野”类元素方面,
 

应保护利用好自然资源,
 

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
 

保留并依托古镇山体、
 

农田、
 

河流、
 

建筑的原有肌理,
 

打

造良好的林野自然环境.
 

同时,
 

这些区域也是人们的主要步行与驻留区,
 

要统筹提升这些区域的服务品质,
 

提升游客观感与满意度.

4.2 保护优势保持区域,
 

激发乡愁共鸣

“优势保持区”所包含的景观元素在物态景观中乡愁感知较低,
 

而在非物态景观中感知较高,
 

同时游

客满意度都比较高,
 

所以重点在保护和传承上.
 

在“田园风光”类元素方面,
 

应当维护好古镇周边的自然

环境和生态系统,
 

保护农田、
 

山林、
 

水源等自然资源,
 

保持乡村原生态的美感,
 

为游客提供真实的田园

风光;
 

在“传统技艺”类元素方面,
 

应当重视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创新,
 

培养对传统技艺的热情和继承意

识,
 

可以打造互动体验的项目,
 

吸引游客参与和体验,
 

同时,
 

可以整合乡愁元素的展示,
 

通过建设博物

馆、
 

非遗馆和展览馆等场所,
 

将传统技艺公开展览,
 

让游客亲身感受古镇的乡土、
 

乡俗、
 

乡情,
 

激发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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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愁情感共鸣.
4.3 激活稳步推进和次要改善区域,

 

优化乡愁体验

“稳步推进区”和“次要改善区”所包含的景观元素主要集中在人文方面,
 

是提升游客精神感受的重

要元素,
 

也是打造古镇地域特色景观的重要方面,
 

但在实际满意度上参差不齐,
 

需要通过交流互动来优

化激活.
 

在“地方文化”
 

“礼仪信仰”和“节日习俗”等类元素方面,
 

通过举办传统节日活动、
 

传统乡村活

动,
 

来恢复和重启乡土文化,
 

让游客感受古镇的传统习俗、
 

文化信仰和文化氛围;
 

提供地方特色美食,
 

让游客在品尝地道美食中,
 

通过味觉体感来增强乡愁感知;
 

在“民居环境”类元素方面,
 

可以开设民居参

观区域或建设民宿,
 

让游客了解和体验传统民居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特色;
 

在“自然之音”类元素方面,
 

注

重环境建设与生态保护,
 

维护古镇生态环境与生物种类的多样性,
 

为鸟类、
 

昆虫类提供良好的栖居环

境,
 

吸引更多鸟类、
 

昆虫类到古镇栖息生活,
 

提升古镇自然之音的多样性.
 

在“人文之音”类元素方面,
 

可以举办传统音乐和表演活动,
 

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建设声音博物馆,
 

将古镇中具有地域性、
 

代表性的山

间民歌、
 

吆喝叫卖声等人文之音进行收集,
 

构建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声音资源库等.
 

通过体验最真实、
 

最

原生态的古镇文化,
 

优化游客的乡愁体验.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构建“留住乡愁”的古镇景观体系对推动古镇旅游和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网络游记为研究对象,
 

从游客的真实体验出发,
 

来反映当前古镇景观规

划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的问题.
 

就研究结果看来,
 

当前古镇景观规划建设中,
 

景观元素的利用、
 

地域特

色打造、
 

旅游消费服务等激活古镇活力的方面都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发挥,
 

使得“留住乡愁”为导向的古镇

景观规划因缺乏人性关怀和人文关怀,
 

无法满足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文化和精神的多元化需求.
 

所以,
 

当

前古镇景观空间和服务亟待优化,
 

以此来保留人们赖以依恋的故乡场景,
 

唤起乡亲乡情和情感记忆,
 

创

造宜居、
 

宜业、
 

宜文、
 

宜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推动文化和旅游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
5.2 讨论

本文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对古镇景观乡愁感知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研究对象覆盖了国内各类具有代表

性的古镇;
 

研究数据的获取也突破了传统调查访谈等数据获取不便捷、
 

数据来源单一等问题,
 

但是旅游网

站的使用人群大多数为青年人、
 

中年人,
 

因此所获取的数据中存在儿童群体和老年群体样本量不足的情

况,
 

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
 

同时,
 

研究内容主要是对当前国内古镇景观整体层面,
 

但古镇景观具

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
 

地区城镇化进程、
 

经济发展状况、
 

规划建设思路等因素都会对当地文化和旅游的开

发和利用产生影响,
 

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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