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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得见的乡愁:乡村旅游中的声音景观
李志飞 李佳蔚

  摘要: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乡村声景是乡愁产生的重要因素。以四川成都乡村旅游地为案

例,通过扎根理论构建声景对乡村旅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乡愁触发影响机制模型,对两者在声景识别和乡愁感

知维度的异同展开比较与讨论。研究发现,声景能激发乡村旅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乡愁,其中,自然地理声最

能激发两者乡愁情感,生物声次之,而人类活动声触发乡愁情感的作用最弱;在地居民和旅游者产生的乡愁维度基

本一致,情感体验是对在地居民和旅游者影响最大的维度;乡愁维度中存在主观精神层面的乡村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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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2021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①,“阡陌交

通、鸡犬相闻”,“听取蛙声一片”的传统乡村格局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度的城镇化进程。面

对由此而来的“城市病”,乡村中蕴含的乡村记忆与乡愁情感能起到心理安慰和心灵净化的作用②。乡村旅

游也因此成为旅游市场的“热点”,变成中国居民的主要旅游方式。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

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③。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提出,“留住乡愁记忆”,“重现原生田园风光和原本乡情乡愁”,乡愁是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

游的重要内核④。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是从“看得见”的层面上记住乡愁,然而在“听得见”的
层面上记住乡愁同样重要。研究指出,视觉主导人类感知,听觉能有效影响视觉认知的形成⑤。目前国内外

有关乡村旅游景观的研究多关注视觉景观的设计与改善,忽视了听觉感知的声景构建与蕴含的价值分析。
段义孚认为乡愁的产生是地方感的缺失⑥。声景对乡村地方感具有重要影响,乡村声景是乡愁产生的重要

因素。首先,乡村旅游中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活动均在乡村的声音环境中开展,乡村声景是两者无法回避和

选择的感知要素;其次,声音中蕴含着丰富的区域文化符号,通过声景体验能给人带来独特的地方情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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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想,对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地方感知具有显著影响①,对全面认知旅游环境具有重要意义②。
声景能否激起乡村旅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乡愁? 声景激发乡愁的机制如何? 如何通过声景的构建

增强乡愁? 本文以四川成都4个乡村旅游地为例,借助已有的乡愁量表,通过扎根理论及因子分析,探讨声

景对乡村旅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乡愁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乡愁产生机制,完善乡愁构建的理论

体系,提升乡村旅游体验和旅游地宜居水平,助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一 文献回顾

(一)乡村旅游与乡愁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乡村旅游在乡村发展、乡村振兴中的推动作用被广泛认可。乡村旅游研

究更多地关注空间布局、居民利益分配获得感、乡土文化、乡村民宿等问题,这些问题离不开对乡村旅游情感

内核的讨论。从内涵特征来看,乡愁是乡村旅游的情感表达③。新时代背景下关注乡愁塑造和传递机制能

更好地表达乡村情感,对促进乡村旅游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认为,乡愁是对过去的渴望的情感,国内学者提出乡愁是关于童年或其他事物的记忆的情感。

在乡愁内涵的分析中,Baumgartner提出从认知-情感两个维度理解乡愁,认知从时间维度展开,情感是由

认知产生的消极或积极情绪④;谢新丽等将乡愁解构为社会-空间-环境三个维度的记忆⑤;陈晓艳等针对

传统村落中的乡愁测度展开研究,识别开发出文化-情感-记忆三维度乡愁量表⑥。因此,记忆和情感是乡

愁内涵的两个基本维度。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愁的定义与内涵正在被不断重构。乡愁中“乡”的
外延在社会加速发展背景下不仅指代个体意义上的家乡,而且扩大到乡村;乡愁主体也扩大到在家乡生活的

在地居民和外来游客⑦。
已有关于乡愁的前因变量的研究认为,乡愁的产生多源于过去事物的消失。Reksc   ''认为家庭变故、社会

变革、文化与生活环境改变或消费方式变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引发了乡愁⑧;强乃社认为乡愁在归属感丧失

到重构的过程中产生,受个人的特殊体验和经历影响而形成⑨。本文将乡愁理解为: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

上形成的,受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对家乡或乡村的记忆、情感和美好愿景。
(二)声音景观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将声景定义为,“在特定情景中被个体或集体感知、体验或理解的声环境”。

Dubois等将声景与传统声学概念相区分,强调声景中个人或社会对声音环境的感知和理解,将声音景观定

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所感知或体验的文化领域”。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声景研究涵盖了声景理论化、声
景调查测量与量表开发、声景资源化与规划开发和声景优化管理;从研究的关键词来看,声景分类、城市声

景、环境噪声、噪声污染等成为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Waitt等将声景研究引入旅游领域,指出听觉体

验是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游客情感体验的重要因素,并指出了旅游中因“视觉的暴政”(tyr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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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hevisual)导致的对声景等其他感官的研究不足①。国内关于声景的研究开展较晚,声景研究主要集中在

声景的设计和优化、声景的识别与声景资源评价,学科上主要归属在建筑与园林学,旅游领域的声景研究相

对较少。旅游声景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声景物理属性、声景理论、旅游目的地主客声景感知与体验等方面。
声音是人们获取、理解、体验地理信息的重要来源,声景中蕴含着独特的地理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仇梦嫄等从旅游层面将声景理解为“游客、居民、旅游工作人员等旅游主体所认知到的旅游环境中与其他景

观形式相互作用的声音现象组合”②。在声景理论方面,Schafer提出声景三角形理论,将声景划分为基调音

(Keynotesound)、信号音(Soundsignal)、标志音(Soundmark)3个空间层次,认为声景涵盖了记忆、意象、
文化、社会的涵义③。声景三角形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将声景附着于自然、产业和文化的空间,对声音的类别、
表达和发展变化进行文化分析,该理论启发了学者关于声景文化价值的讨论。基于声景三角形理论,王俊秀

将声景分为历史音、文化音、社会音和自然音,探讨声景如何变为都市表情④。在旅游目的地主客声景感知

与体验方面,Carles发现,不同声音元素对人的偏好改变产生影响,并证实了声景对视觉景观的互补性⑤;朱
竑等通过音乐对旅游地形象建构的研究发现,藏族歌曲影响旅游者对西藏的出游意愿⑥;陈麦池等通过调查

旅游者对安徽宏村不同类型声景的评价,识别出声景对游客旅游体验的影响⑦。这些研究证明了声景是地

方感知的重要视角,对人的感知存在显著的影响。
已有关于乡村旅游声音景观的讨论集中在景观开发与优化层面,缺乏声景对乡愁作用机制的探讨。如

果将乡愁比作乡村旅游的“神”,声景作为乡村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地方感知的重要视角,是乡愁表达的

“形”。本文希望通过乡村旅游声景对乡愁产生影响机制的研究,关注声景如何激发乡愁,发掘声景蕴含的乡

愁价值,在完善乡愁产生机制理论的同时,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多维度打造理想中的美丽乡村。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为更好地理解声景影响乡村旅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乡愁形成的基本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首先,以声音和感受为主题,对四川成都4个乡村旅游地16名在地居民和旅游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
选择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原因在于:“视觉暴政”背景下,听觉并非人类感知事物的第一知觉常被忽视,半结

构深度访谈能相对客观且全面地挖掘旅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对声景的感知和情感。其次,运用扎根理论

对访谈文本进行归纳提炼,采用Strauss和Corbin的程序化编码理论⑧指导编码,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

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在对资料的不断比较中形成范畴和类属。
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充分搜集了相关文献,了解相关研究现状,制定了完备的研究设计

指导后续的研究;在不同时间段进行了两次实地深度访谈,对访谈材料进行不断对比互证完成资料的三角交

叉,保证研究的效度;研究编码、分析过程均在两人讨论中完成,确保研究的信度。
(二)案例地选择与描述

考虑到案例的典型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选取了四川成都4个乡村旅游地作为案例地:郫都区农科

村、双流区黄龙溪古镇、甘溪镇明月村、大邑和平村(花溪谷)。案例地选取的理由为:一是四川成都的乡村旅

游发展历程较长,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二是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主题特色各有差异,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案例地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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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案例地基本情况表

案例地 乡村旅游类型 案例地景观描述

郫都区农科村 农家园林休闲型
农科村主要发展“农家乐”式旅游,花卉和树木种植面积300多亩,在地农户

80余户,有农家旅游接待百余户。

双流区黄龙溪古镇 川西文化古镇型
黄龙溪古镇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保留着具有浓厚川西风格的建筑、水陆码

头、水碾以及古风民俗,如打更、烧火龙、川剧座唱等。

甘溪镇明月村 乡村体验型

明月村拥有8000余亩雷竹林、3000余亩茶园和4条天然水渠,形成茂林修

竹的生态田园景色。同时,其依托古窑明月窑、扎染工坊、书法篆刻博物馆,

发展多样的乡村体验项目。

大邑和平村(花溪谷) 田园观光型

花溪谷是山地主题运动的森林花园景区,花卉观赏区达800余亩,山地体验

项目包含玻璃栈道、空中飞人、动物乐园等。同时,景区内配备有两个餐厅、

一家特色酒店。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1.数据来源

笔者通过初次考察大致了解案例地综合情况(2021年9月),根据案例地声景特征结合已有乡愁量表①

拟列访谈提纲,并于2022年1月20-23日和2022年2月15-18日进入案例地,对在地居民和旅游者进行

深度访谈,获得分析所用的文本材料。访谈分为两轮,第一轮访谈者8人(4名游客,4名在地居民);第二轮

访谈者16人(8名游客,8名在地居民),且第一轮受访者均参与第二轮访谈,以获取不同时间维度下相同访

谈者的访谈资料,便于与先前访谈材料进行比较与证明。访谈时间为45-120分钟,访谈的开始通过暖场与

访谈对象初步建立关系,在获得对方许可后进行录音或文字记录,最终整理获得访谈文本25.8万字。从受

访者的性别占比来看,女性占62.5%,男性占37.5%;从受访者年龄分布来看,35岁以下4人,36-55岁5人,

56-75岁5人,75岁以上2人。

2.声景识别与分类

基于声景理论,根据郫都区农科村、双流区黄龙溪古镇、甘溪镇明月村、大邑和平村(花溪谷)声音环境的

特点和实地调研识别,并结合后续两次访谈文本加以补充,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声景。案例地声景可分为

三类:一是自然地理声,自然现象所产生的各种声音,主要由案例地即时天气和地理特征决定,如溪流声、水
车声、风吹树叶沙沙声、雨声、雷声等;二是生物声,由人类以外的自然界动物产生的声音,多由鸟、蛙、昆虫和

村内饲养的家禽牲畜产生,如鸟鸣声、狗吠声、昆虫声、蛙鸣、鸡鸭牛羊叫声等;三是人类活动声,主要由人类

活动引起的交往、娱乐、移动等活动产生的声音总和,如游人交谈声、麻将声、商贩吆喝声、特色文化表演声、
喇叭广告声、汽车和摩托车声等。

3.在地居民和旅游者对不同类型声景的感知

根据访谈材料整理,按声景类型划分,统计出各类声景被案例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提及的人次(如表2
所示)。具体来看,旅游者对于自然地理声最为敏感,生物声稍弱,最后是人类活动声;在地居民则更关注人

类活动声,对自然地理声感知次之,最后是生物声。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是由两者日常生活环境的差异造成

的。旅游者大多生活在城市,人类活动声在城市较为常见,自然地理声和生物声在城市日常生活中较之在乡

村环境中更难以识别,因此,在乡村环境中的自然地理声和生物声更容易被旅游者识别并引发乡愁。在地居

民的日常生活在乡村,自然地理声和生物声作为日常的环境音较少被关注,而由于旅游者的进入所产生的人

类活动声对在地居民的乡愁触发效果更加明显。
声景识别统计显示,在地居民和旅游者对三种声景类型的识别人次差距不大,差距均在7人次以内,整

101

李志飞 李佳蔚 听得见的乡愁:乡村旅游中的声音景观

①陈晓艳等《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测度及其资源价值———以苏南传统村落为例》,《自然资源学报》2020年第7期,第1604页。



体来看各类声景的识别较为平衡。当在地居民和旅游者对各类声景识别人次数差距不大时,以两者综合数

据作为参考,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总体来看,在地居民和旅游者识别到的声景类型的人次按从多到少

排序应是:自然地理声、人类活动声、生物声。
表2 案例地声景识别人次

声景类别 旅游者声景识别人次 在地居民声景识别人次

自然地理声 20 14

生物声 16 9

人类活动声 13 16

  三 编码过程

首先,将深度访谈文本进行初步整理与编号。郫都区农科村、双流区黄龙溪古镇、甘溪镇明月村、大邑和

平村(花溪谷)四个案例地分别用A、B、C、D指代,在地居民用Z指代,旅游者用L指代。其次,将访谈文本

中对声景的情感感受的相关内容提取出来进行标记建立节点,共完成127条标记,随后对这127条标记进行

编号,如文本AL1提取到12个参考点,则依次编码为AL1-01到AL1-12。按此规则,对访谈文本材料的所

有语句依次进行编号。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对文本内容的初步提炼,形成概念模板以供后续访谈开展和概念归类合并。首先,对带有

强烈情感的描述性语句进行提炼,完成初步概念的提取;其次,不断比较、补充和合并,依据初步概念的特点

与表达内容进行分类,进一步抽象命名形成类属;最后,概念及范畴化程序重复进行两遍,两次编码结果相同

的语句一共有134条,占全部语句的94.33%,重复率较高,说明语句编码结果具有可靠性。农科村的编码共

获得14个概念,12个类属,其开放性编码示例见表3。
表3 开放性编码示例表

编号 原始语句 概念化 类属化

AL1-01
听到水花声就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候伯伯带我划船,当时好

快乐。
童年 快 乐 回 忆、亲

人回忆

娱乐场景回忆、愉悦快

乐感、故人旧识

AL1-03
想到从小到大每年过年聚会家里也是这样坐几桌打麻将,听到

麻将声就觉得亲切。
亲切熟悉感 家庭的温馨感

AL1-04
这儿的鸟叫听着比城里的麻雀叫要让人开心,像回到大自然一

样,听着就觉得节奏慢下来,人放松了。
开心、放松

生态环境想象、宁静平

和感

AL1-05
以前总能听到蛙叫,现在听到就感觉回到以前,有种环境很好的

感觉。
记忆中的生态大自

然
美好生态记忆

AL1-07
听到蛐蛐叫的声音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在姥姥家总能听到蛐

蛐叫,感觉很亲切。
家乡的亲切感 归属感情

AL1-08
听到水车哗啦啦倒水的声音就像电视剧里那种古代劳作的感

觉。
古代劳动场景 生产场景回忆

AL2-05
听到这么多人搓露天麻将、摆龙门阵,就想到以前也是这样在田

坝耍。
生活娱乐方式和场

所回忆
生活场景回忆

AL2-06
现在听到那些拿喇叭拿音响卖东西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没以前

资格(正宗)咯。
浮夸、不 如 以 前 正

宗简单
人情交往

AZ2-02 麻将声一响就感觉是回到四川,肯定算是四川人的一大特色。
代表四川的文化认

同
民俗特色

AZ1-03
听着水流声和鸟叫声,有的时候就觉得真的不想离开这里,想一

辈子都留在这里。
不想 离 开、想 留 在

这里
依恋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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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轴性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将已经形成的编码分类,通过各编码间的不断比较,构建主要类属

的内容。本研究共梳理出四个主类属,分别是记忆联想、愿景投射、情感体验和文化感受。其中记忆联想类

属包含三个子范畴,愿景投射类属包含两个子范畴,情感体验类属包含三个子范畴,文化感受类属包含一个

子范畴(见表4)。
表4 主轴编码结果表

主轴编码
开放性编码 编码参考数

子范畴 概念化 在地居民 旅游者

记忆联想

环境记忆 生态环境回忆 5 6

空间记忆 娱乐场景回忆、生活场景回忆、生产场景回忆 8 16

社会关系记忆 故人旧识、人情交往 3 7

愿景投射
环境想象 生态环境想象 0 4

社会关系想象 人情交往想象 0 6

文化感受 地域文化 民俗特色 5 7

情感体验

愉快情绪 愉悦快乐感、家庭的温馨感、宁静平和感 27 33

情感联结 归属感情、怀念感情、依恋感情 5 5

负面情绪 现状不满 2 2

  记忆联想和愿景投射两个类属共同构成了乡村旅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通过声景而产生的乡村回忆与

想象,两者均是对非现实情境的想象。其中,记忆联想是对客观发生过的事物回忆;愿景投射并非经历过的

乡村生活,而是主观层面的构想。记忆联想有环境记忆、空间记忆、社会关系记忆三个子范畴。环境记忆主

要指在声景感知中产生对记忆中的乡村生态环境的记忆。如“听着虫叫青蛙叫,仿佛回到当年成都四周都还

是田坝的时候,那时候环境好得很”(DL2-06),通过乡村生物声景联想到以前记忆中还未被污染的生态环

境,表现出受访者对现在城市污染的不满以及对良好环境的怀念。空间记忆主要是指通过声景唤起过去玩

耍、居住生活以及劳作生产场景的回忆,包括娱乐场景回忆、生活场景回忆和生产场景回忆3个概念化维度。
如“听到这些昆虫的叫声仿佛回到以前在田野里抓蛐蛐的时候”(CZ1-04),通过识别昆虫的叫声,回忆起童

年娱乐的场景;“听到这么多人搓露天麻将、摆龙门阵的声音,就想到以前也是这样在田坝耍”(AL2-05),通
过识别麻将声,回忆起过去生活的模式。社会关系记忆是指声景唤起的对记忆中的某些人以及人与人相处

方式的回忆,包含故人旧识和人情往来两个概念化维度。如“听到这些鸭子叫声,就想起以前奶奶总带我去

看小鸡、小鸭子,可是奶奶现在已经不在了”(AZ1-01),通过生物声景触发了受访者对于故人的相关的回忆;
“想起以前赶场的吆喝、讲价”(BL2-05),通过对叫卖吆喝声的识别,触发受访者对以往人际交往场景的回

忆。
文化感受类属中只识别出地域文化一个子范畴。具体表现为从声景中感受到特别的地域文化或民俗风

情,从而产生一定的地方文化认同感,由民俗特色一个概念化维度组成。如“麻将声一响就感觉是回到四川,
肯定算是四川人的一大特色”(AZ2-02),已经将麻将视为四川的标志,只要听到麻将的声音就自然地想到自

己的家乡,语气中也带有对四川人身份满满的认同感。
愉快情绪、情感联结和负面情绪是通过乡村旅游地声景而体验到乡愁的情感体验维度的三个子范畴,是

在地居民和旅游者在产生乡村想象或文化体验,抑或通过声景直接产生的情感体验。愉快情绪是指在地居

民或旅游者在感受乡村旅游地声景过程中产生的轻松、自由、开心快乐、温馨的情绪反应,包括愉悦快乐感、
家庭的温馨感、宁静平和感三个概念化维度。如“听着风吹过竹林和四周的鸟叫,就会莫名觉得很开心”
(CL1-02);“我们老家过年也是这么多人坐在外面打麻将,听到机麻声音和大家聊天就感觉很热闹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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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2-01);“就这样静静地听着风吹着树叶的声音就很平静,心里的烦躁都没有了”(DL1-01)。情感联结是

通过声景产生了恋恋不舍的情感或文化认同,包括归属感情、怀念感情、依恋感情三个概念化维度。如“一直

在外地上学,听到这个熟悉的方言腔调,瞬间就感觉回家了”(AL1-10),属于归属感情;“听着风吹树叶哗哗

的就不想回去上班了,下周一定带朋友过来一起躺平”(BL1-02),这种对乡村旅游地依依不舍的情感,属于

依恋感情;“原来哪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都凭的是质量,现在这些做生意的都没有以前老实咯”(BL2-
06),旅游者通过表达对浮夸宣传手段的不满,表现出对以前淳朴人情的怀念。负面情绪指通过声景感知,在
地居民和旅游者对乡村旅游地产生的担忧、不满等负面情绪,包含对现状不满一个概念化维度。“以前都没

有这么多汽车开进来,现在倒是经常听到喇叭声,感觉生活环境不如以前舒服了”(DZ2-07),表达了在地居

民对旅游开发后汽车噪声的不满。
同时,基于对三类声景触发的乡愁节点数的统计发现(见表5):在各类声景触发乡愁的节点总数上,自

然地理声最多,生物声次之,人类活动声最少;在触发记忆联想、愿景投射、情感体验类属乡愁的节点数上,自
然地理声最多,生物声次之,人类活动声最少;人类活动声触发文化感受类属的节点数最多。

表5 声景触发乡愁节点数统计表

主轴编码 自然地理声触发节点数 生物声触发节点数 人类活动声触发节点数

记忆联想 20 15 10

愿景投射 6 3 1

文化感受 0 0 12

情感体验 36 28 10

  (三)选择性编码与理论饱和度检验

数据分析的最后步骤是进行选择性编码。在选择性编码之后,可以发展出一条“故事线”,即用前两级编

码发展出的类属、关系等提炼出一个可扼要说明全部现象的核心。通过对访谈文本材料初始概念化、类属化

和主范畴结果的多次讨论与分析,最终产生了“声景蕴含的乡愁维度”这一核心范畴,并结合提炼出各个类

属、范畴,共同构建出声景对乡村旅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乡愁触发影响机制模型(见图1)。

乡愁主体

旅游者

影响因素
个体因素：时空变迁感知、个体
性格特征、成长经历等
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变化、现代
化与城镇化、竞争压力等

在地居民

触发因素

生物声

自然地理声

人类活动声
声

景

乡愁情感的产生

环境记忆
空间记忆
社会关系记忆

记
忆
联
想

环境想象
社会关系想象

愿
景
投
射

文化感受

情感体验

图1 声景对乡村旅游地在地居民、旅游者乡愁触发影响机制模型

在对声景的感知中,乡愁主体从记忆联想、愿景投射、文化感受、情感体验四个维度产生乡愁情感。声景

作为乡愁表达的载体,通过自然地理声、生物声、人类活动声,触发旅游者和在地居民的乡愁。其触发机制与

路径受乡愁主体自身经历、生长环境、文化背景等个人因素和自然环境变化、现代化与城镇化等社会因素共

同影响,导致乡愁主体在不同维度识别、产生乡愁感情上的差异。研究发现,声景触发乡愁情感的产生可归

纳为四条路径:一是声景触发乡村回忆,即产生记忆联想,三种类型声景均能引起这一维度的乡愁且强弱程

度无明显差别;二是声景触发乡愁主体对乡村环境、社交等情境的想象,即愿景投射,此类路径产生于生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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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旅游者,其愿景投射的想象来自于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或长辈讲述的美好乡村(家乡)情境,三种类型

声景均能引起这一维度的乡愁且强弱程度无明显差别;三是声景触发文化感受,人类活动声对此维度乡愁激

发作用最为显著,而自然地理声和生物声基本无法激起文化感受这一维度;四是声景触发情感体验,自然地

理声和生物声对情感体验触发作用较为明显,人类活动声较弱。此外,由声景作为刺激因素,乡愁的四个维

度间存在一定的因果与条件关系:记忆联想与愿景投射无明显联系;记忆联想和愿景投射可以产生文化感受

和情感体验;通过文化感受可以产生情感体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能够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完善和验证。本研究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抽取原始语句,并

按标准流程对抽选语句进行重新编码。结果显示,随机抽选语句编码与已构建类属比对基本一致,未发现新

的节点和概念,因此认为上述结果在理论上基本饱和。
四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对四川成都四个案例地的在地居民和游客进行分析,归纳出声景中蕴含的四个乡愁

维度:记忆联想、愿景投射、文化感受和情感体验,并结合提炼出的各个类属、范畴,共同构建出声景对乡村旅

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乡愁触发影响机制模型。

1.声景能激起乡村旅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乡愁

声景作为触发因素,能通过不同类型的声景,从记忆联想、愿景投射、文化感受和情感体验四个维度刺激

旅游地在地居民和旅游者乡愁的产生。一方面,声景是乡愁表达的重要载体。声景中蕴含的共同记忆和地

方文化是乡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乡愁元素通过声景外化,唤起在地居民和旅游者乡愁,在记忆联想维度

表现最为显著。另一方面,声景是塑造在地居民和旅游者乡愁的重要因素。声景通过满足对乡村的愿景期

待,建立对乡村的怀恋。在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和声景三者互动中,在地居民和旅游者产生对乡村旅游地的

乡愁情感。

2.在地居民和旅游者对声景中的乡愁感知

研究认为,自然地理声最能激发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乡愁情感,生物声次之,而人类活动声触发两者乡

愁情感的作用最弱。从各类声景被在地居民和旅游者感知识别人次来看,自然地理声最多地被乡村旅游地

在地居民和旅游者所识别,是在地居民和旅游者最为关注的声景类型。从三类声景触发乡愁的维度与路径

来看,自然地理声可以触发除文化感受维度以外的所有乡愁维度,并且其对记忆联想、愿景投射和情感体验

的触发作用均很明显,因此,自然地理声最能激发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乡愁。人类活动声和生物声被在地居

民和旅游者识别的人次相近,人类活动声是唯一触发文化感受维度的声景类型,但文化感受下识别的子范畴

较少,触发乡愁的路径受到限制,生物声对记忆联想、愿景投射和情感体验三个维度的触发作用均强于人类

活动声,触发识别的子范畴更为丰富。因此,生物声较人类活动声更能激起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乡愁情感。

3.愿景投射———主观想象维度的乡愁

本文根据已有乡愁量表对案例地的在地居民和游客的乡愁进行识别,得出记忆联想、愿景投射、文化感

受和情感体验四个乡愁维度。较之已有研究将乡愁划分为认知-记忆,或是情感-记忆-文化,在已有研究

中愿景投射未被提及。在新时代背景下,有学者关注到乡愁的主体不再仅仅是家乡和游子的关系,乡的地域

范畴也不仅仅指家乡。研究发现,生长于城市的被访谈者依然会产生乡愁。声景促使他们产生乡村环境(社
会关系)的想象,其想象会使乡愁主体产生乡愁情感。因此,可以认为美好愿景投射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愁的

一个维度。本研究拓展了关于乡愁内涵的讨论,丰富了声景理论的分析路径。此外,区别于城市与环境领域

关注声景的物理外在属性,本研究从旅游感知的视角探讨声景的内涵与价值,其结论对其他领域的声景研究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启示与讨论

本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举措促进声景的乡愁表达。其一,自然地理声和生物声作为能显著被在地居

民和旅游者识别,刺激双方产生乡愁情感的声景类型需要得到乡村旅游建设相关部门的重视。在乡村旅游

开发中应注重乡村旅游开发中的环境建设与生态保护,积极维护乡村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为乡村旅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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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居民和旅游者提供多样的自然地理声和生物声。其二,人类活动声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表达载体,三种类

型声景中,仅有人类活动声显著地影响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文化感受。因此,在乡村开发与发展过程中要关

注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节日的保护保留,为在地居民和旅游者提供更好的文化感受。其三,情感体验

是在地居民和旅游者通过声景产生的最为显著的乡愁维度,可以通过修建情感寄托场所,增加情感体验旅游

产品,增强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情感体验。其四,乡村形象管理不能只关注视觉还需兼顾听觉,关注噪声治

理,改善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的声景体验,规范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

AudibleNostalgia SoundscapesinRuralTourism

Lizhifei LiJiawei
SchoolofTourism Management HubeiUniversity Wuhan430062 China

Abstract Ruraltourismiseffectiveforruralrevitalization andtheruralsoundscapeisimportantfornos-
talgiageneration Thispaperdiscusses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ofsoundscaperecognitionandnos-
talgiaperceptionbetweenthehostsandtheguestsinfourcasesofruraltourisminSichuanProvinceand
constructsamodelofsoundscapeinfluenceonnostalgiatriggeringmechanismofthehostsandguestsin
ruraltourismundertheguidanceofgroundedtheory Itisfoundthatsoundscapecanstimulatethenostal-
giaofhostsandguestsinruraltourismareas Naturalenvironmentsoundplaysthedominantrole fol-
lowedbybiologicalsound whilehumanactivitysoundhastheweakest Thenostalgicdimensionsgenera-
tedbetweenthehostandtheguestarethesame andtheemotionalexperienceistheconsistentandmost
influentialdimensionforboth Thereexistsasubjectivespiritualdimensionofruralimaginationinthe
nostalgic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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