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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
维度探测与量表开发

包亚芳 孙治 蒋晗静

  摘要:目前有关文化活力维度的探讨大都基于城市情境,难以适用于旅游情境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测

量。本文以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为案例地,从村民的视角出发,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探讨

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内在结构和测量量表。结果显示,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由文化

行动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3个维度、13个测量指标构成。其中,文化行动力是地方文化活力最有效的构成

维度,之后依次为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凝聚力。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情境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具有区别于城市

情境下文化活力的新维度和新内涵。研究结果不仅丰富和推进了文化活力的基础研究,也为传统村落旅游高质量

发展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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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双重冲击下,作为中国农耕文明最生态化记忆的传统村落普遍面临自然衰退、人口空心

化、文化边缘化等困境。而旅游为传统村落提供了一条独具吸引力的“自然发展路径”①,是实现村落遗产保护与

社区发展兼容的最具普适性的产业选择之一②。通过旅游发展,不仅推动传统村落经济、社会等层面的活力构

建,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路径支持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把我国建成文化

强国的战略目标④。在此背景下,旅游之于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功能更是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同时,随着旅游

目的地竞争的日趋加剧,各类型的乡村旅游地也越来越注重将地方文化作为建立市场竞争优势和差异化市场策

略的重要因素。然而,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不仅经历着在地人口的变动,也经历着由于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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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日渐泛滥所带来的地方文化的更新和替换①。能否在变动中增强地方文化的传承发展能力,使其呈现出

生机勃勃的发展状态,进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是传统村落旅游利用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旅游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的关键。由此,部分学者将“活力”理论引入地方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中,强调从保护文化生命力的视角去探讨传统

村落的旅游利用,并将其作为衡量和反映村落地方文化传承发展能力的主要参照。这也使得探测传统村落地方

文化活力的结构维度以及测量量表成为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
然而,现有有关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研究相当匮乏,对于其维度构成和量表开发更是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成果,而量表开发是科学衡量地方文化活力的关键。鉴于此,本文在界定地方文化、地方文化活力概念内涵的基

础上,以质性分析结合量化探索的研究方法,以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为研究情境,利用访谈资料进行质性编码,构建

地方文化活力的基本维度并编制初始量表;利用定量统计分析对量表进行检验和修正,开发出一套能够有效测量

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量表,为后续研究剖析地方文化活力的形成机理和作用机制,推动地方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奠定基础。
一 文献回顾

(一)地方文化活力的概念内涵

地方文化活力的概念源于“活力”理论。“活力”(vitality)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为旺盛的生命力,借指事物得

以生存、发展的能力。生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率先提出生命创造活力论,指出生命的本质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

活力②。随后,活力论被扩展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引入城市文化领域的研究,这使得城市文化活力成

为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且有诸多学者试图对“城市文化活力”的概念进行界定。如常东亮提出城

市文化活力是呈现于主体日常中的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总和③。汪胜兰等认为城市文化活力是城市

文化发展的能力与潜力④。与城市社会地理学不同,社会学通常将文化活力纳入社会活力的范畴,认为文化活力

是社会活力的精神源泉,是内在于社会整体活动中的深层的、机理性的力量⑤,并且强调文化活力的情感属性。
这种情感属性是由文化创造主体在日常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与社会文化关系堆叠而形成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据此,文化创造主体获得探索并创造新的文化的内在动力,进而使文化产生强大的生命活力,推动文化的可持续

发展。
上述研究深化了对文化活力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囿于城市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范畴,难以适用于

旅游发展情境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探讨。由此,本文以“活力”理论为基础,将地方文化活力界定为“地方

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是地方文化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反映主体与地方文化之间的积极情感以及主体在地方实

践中保护、传承、创新地方文化的行为能力”。本文中,地方文化指带有地方烙印的文化,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复制

性。因此,地方文化活力强调的地方实践既要坚守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又要通过创新将地方文化融入新时代,对
接新需求,从而使其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二)文化活力的结构与测量

地方文化活力相关研究非常匮乏,目前尚未发现直接对其内在结构的研究成果。而对文化活力的结构与测

量虽已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由于对其内涵理解的差异性和结构模型的不确定性,针对文化活力内在结构的专门

性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有限,大都将其作为一个因子在其他研究中被测量。例如,汪海和蒋涤非选取感官、社会、经
济和文化4个向度来表征城市公共空间活力⑥;任彬彬和忻益慧将文化活力作为特色村寨公共空间活力评价的一

个维度⑦。与此同时,学者对文化活力各维度的测量大都基于研究者对文化活力各维度的理解,因此,在维度界

定和测量指标的选取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塔娜等认为文化活力是一个单一维度概念,并且采用单一指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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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施POI密度”进行测量①;向苏娜认为文化活力的结构是多维的,包括“管理运行”、“文化载体”和“文化活

动”②。此外,目前学界对于文化活力结构和测量的探讨大都基于城市情境或公共空间的视角,强调物质空间及

其空间中的文化设施或文化活动,而忽视了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承者在激发文化活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文化作为

生命体是文化具有活力的前提,而文化的生命体特征来源于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对于传统村落而言,村落文化

的活力本性在于村民创造村落生活的本性,村落中的文化因人的实践而被赋予“生命”内涵,作为赋予村落文化以

生命的村民理应成为激发其地方文化活力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现有有关文化活力结构和测量的研究结果存

在诸多不足,难以适用于传统村落情境下地方文化活力的测度。
鉴于此,本文从村落文化主体———村民的视角出发,以质性分析结合量化探索的研究方法,交织混合建构主

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选取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示范区———浙江省松阳县为案例地,试图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

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结构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开发相应的测量量表,以推动文化活力在传统村落领域的研究

进展。
二 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选择

松阳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丽水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县域范围内隐藏着百余座格局保护相对完整的

传统村落,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古典中国的县域标本”。截至2019年,松阳县有75座村落入选《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数量位列华东首位③。传统村落是“生活着”的文化遗产,也是松阳最宝贵的资源。但是,近年来随着

年轻人外出打工,松阳的传统村落同样面临“空心化”的困境,老屋一度黯然失色。

2016年1月,松阳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确定为全国唯一的“拯救老屋行动”项目整县推进试点县。松阳也

把“拯救老屋行动”作为乡村文化修复、人心修复、经济修复和生态修复的重要抓手,并且始终将村民作为老屋修

缮和再利用的主体,通过“技术助力、政策扶持、资金补助”的模式激发村民保护、活化传统居民建筑的内生动力④,
增加村民对村落的文化认知和自信⑤。截至2021年8月,松阳共修缮老屋265栋,其中超过1/3的老屋成功植入

民宿、餐饮、艺术家工作室、展览馆等新业态,实现了古村传统与乡村旅游、当代艺术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松阳扎

染、非遗高腔、古法红糖、古法造纸、竹溪摆祭等本土文化的创新性传承与发展,使得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文旅融合

的实践中“活”了起来。其中,四都乡平田村、陈家铺村和西坑村、三都乡杨家堂村、赤寿乡界首村、枫坪乡沿坑岭

头村以及安民乡安岱后村7座中国传统村落巧借各村独特的地方文化,不断推进旅游赋能村落高质量发展的进

程,成为典型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在本研究中,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指社区居民仍生活其中,并依托村落内

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传统村落。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是乡村发展的根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是激活我国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重要路径,因此,以上述7座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⑥为研究场域具有一定的

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内在结构,并据此开发量表,主要涉及理论建构

和实证检验两个部分。理论建构部分,由于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内在维度尚不明晰,有必要采取

具有理论探索性功能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作为一种直接从原始资料入手,通过系统分析与归纳从而抽象出理

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无疑适用于面向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因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法对旅游发展型传统村

落地方文化活力进行结构识别和理论探测。实证检验部分,根据深度访谈文本开发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

化活力的初步量表,并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删减、优化量表题项,依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

因子分析等,最后对理论探测得到的地方文化活力结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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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了获得全面、可靠的研究数据,将深度访谈、问卷调查与非参与式观察法相结合进行数据收集。课题组于

2021年4-5月、2021年6-7月和2022年7月三次前往案例地开展实地调研。初入案例地时主要通过非参与式观

察法记录村落基本信息,包括村落概况、旅游发展现状以及村落的传统技术、民风习俗和节庆活动等。同时,选取16
位村民进行半结构和非结构的深度访谈,共形成访谈文本约10.2万字。第二次调研主要是问卷调查。其间发放初

测调研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2份;正式调研阶段共发放问卷390份,回收382份,其中有效问卷345份。第三

次调研主要为了提高访谈信息的饱和度而进行补充访谈,共完成补充访谈6人,整理访谈文本约3.8万字。本文在

访谈对象的选取时兼顾本地原住居民和外来人员,具体包括非遗传承人3名、普通村民3名、景区和民宿从业人员6
名、传统手工艺人3名、文创从业人员2名、新乡贤1名、村落管理人员2名、面包坊员工和书店管理员各1名。访谈

内容主要围绕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地方文化活力进行设计和展开。具体包括:村落引入旅游产业等新业态

后,村民对村落文化的认知和情感,对村落物质/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态度和行为,对保护村落完整性、文
化真实性的态度与参与度3个部分,以有效捕捉地方文化活力的内涵与本质。访谈时长为每人30-40分钟,根据

被访者的回答进行适度追问和互动,并在征得被访谈者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进行录音。
三 研究过程

(一)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结构探测

理论建构资料主要来自深度访谈文本。分析前,研究者首先按照受访谈者类型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顺序编

码(FT1-FT22)。随后,根据Corbin和Straus的程序化扎根理论①,分别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

和选择性编码。为了确保编码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由两位合作者单独完成数据编码和范畴化,经两人反复修

正确认达成一致意见后,再交由另一位合作者补充、修正。

1.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通过概念和范畴来反映资料的内容,以达到指认现象、界定概

念、发展范畴的目的②。首先,从22位访谈对象的文本数据中随机选取16份进行逐句编码,形成初始概念,并进

行分类整合,发展概念范畴。在范畴化过程中,借鉴学者胡宪洋和白凯③的做法,将重复次数少于2次以及前后矛

盾的概念进行剔除,最终提取出65个初始概念和24个范畴(见表1)。
表1 开放编码分析示例

资料记录 初始概念 范畴

现在村里有好多活动,萝卜节、音乐节,大家基本上都会去。 a1参与节庆活动

摆祭是最重要的,这里的每户人家都会做,现在游客也来看,很热闹。 a2参与民俗活动

村里人气旺了,有画家来,还有画展,游客喜欢看,我也挺喜欢的。 a3喜欢看画展

我们村里就有一个非遗体验点,平时活动还挺多,有空我就带着小朋友过来玩一

下,也让她了解一下自己家乡的文化。
a4参与非遗体验活动

我演出“松阳高腔”40多年了,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披袍唱戏,现在游客来听戏的也

挺多,比以前热闹,我唱戏的劲头也更足了。
a5参与高腔演出

A1参与村

落 文 化 活

动

修葺后的老屋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格,吸引了很多游客,现在村里好多人都去修缮

老屋,自己挑土修房。
a6主动参与老屋修缮

村里有很多古道,都是那种看不到尽头的,会有村民去维护修缮,我也经常跟着长

辈去修缮。
a7主动参与古道修缮

小时候为了修缮祠堂,父亲带着我挨家挨户募捐,长大后即使有段时间我在县城创

业,一旦听说村里有人收购雕花窗子,我都会去劝阻。
a8主动抵制破坏老屋

的行为

A2主动参

与 村 落 物

质 文 化 的

保 护 与 传

承

  2.
 

主轴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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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编码是对开放编码提取的范畴进行归类、比较,并梳理彼此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提炼出最能体现

研究主题的主范畴①。对开放编码得到的24个范畴加以“聚敛”,在持续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得到3个主范

畴,分别为文化行动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见表2)。其中,文化行动力是从行为层面阐述村民作为主体参

与村落文化活动和文化保护传承实践的自觉力,以及展现出来的对他人参与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的影响力。
只有让村民的日常生活逻辑融入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元素,才能使地方文化生生不息,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文化凝聚力是从情感层面阐述村落地方文化对于村民的价值和意义,通常具有强大的聚合力量。这种力量源自

人们共同的价值观、认同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当个体对村落文化产生强烈的情感归属和

联结时,不仅有利于形成和睦的邻里氛围,而且会产生文化自珍意识,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自觉

性。文化创造力用于衡量主体参与村落地方文化创新性发展的能力。创新是地方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旅游发

展背景下的文化创新是内核保留式的文化再生产,即通过村落地方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在强化地方

真实内涵的前提下,将现代技术、现代文化要素等融入本土实践,从而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赋予传

统文化时代特质,进而使其不断拓展和延续。
表2 主轴编码分析

主轴编码提取的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开放编码提取的范畴

文化行动力
主体参与性

主动参与村落文化活动,主动参与村落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保护

村落地方文化的真实性,保护村落风貌格局的完整性

主体影响力 影响他人保护传承村落地方文化

文化凝聚力

文化认同 文化情感认同、文化价值认同、文化规范认同、文化依赖、文化归属

文化自信 文化自豪、文化赞扬

文化自觉 主动了解村落地方文化,主动思考村落地方文化的发展

文化创造力

文化产品创新 文化活动创新、文化商品创新

传统技艺与方法创新 传统技艺创新性利用、村落地方文化传播方法创新、村落地方文化展现方式创新

物质空间创新 传统空间再利用

生活方式创新 产生新的生计方式、新的休闲方式,创新地方饮食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主要用于挖掘核心范畴,构建新的理论命题,即将主轴编码提取的所有范畴进行精炼、整合形成

一个核心范畴的过程,并通过描述整个现象的“故事线”来探讨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

系,从而形成理论框架②。在深入分析上文所提取范畴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对比原始资料,将“旅游发展型传统村

落地方文化活力”确定为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展开的故事线为:对于千百年来相对封闭、偏居一隅的传

统村落,村民世代坚守他们的“文化”,大多源于其对本土文化的认知、认同而产生的文化自珍、自觉行为。但是这

种认知、认同伴随着村落人口“空心化”和传统农业的日渐式微而面临衰微。在此情境下,松阳将地方文化融入特

色民宿、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新业态,不仅吸引越来越多的村落精英返乡创业,激活地方经济,而且也促使

普通村民深刻体会到本土文化的独特价值,由此,重新燃起他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不仅体现在对地方文化规

范、价值的认可,也表现为对地方文化产生功能上的依赖以及情感上的依恋和归属。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使得村民

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被唤醒,促使他们主动去追寻、理解、思考地方文化的过去和未来。而此时,村落文化生存

的土壤也在旅游开发的扰动下发生变化。为永葆地方文化活力,这种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与自觉就像黏合剂和助

推器一样,呈现出强大的聚合力量,促使文化凝聚力的提升,并不断激发村民维护自身传统的动能,主动将地方文

化保护与传承融入日常实践,展现出强大的行动力。正如刘勇萍等所指出的,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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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要求①。村民在维护地方传统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创新在传承地方文化、挖掘其时代价值方面的重要作

用,而且也深刻体会到这种创新必须是固守地方文化本质内涵的创新。由此,开始主动将创新融入地方文化产品

与生活方式、地方文化传播与展示、传统物质空间与传统技艺再利用等方面,不断将地方文化重构于新的时代环

境,对接新的时代需求,最终推动文化创造力的提升,使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展
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进而实现了“情感认同-行动参与-创新性发展”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建

构路径。此外,为保证研究效度,本文将预留的6份访谈资料文本进行饱和度检验,按照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

择编码依次进行,结果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的产生,说明理论已达到饱和,可以停止范畴发展。
(二)量表的开发与验证

通过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发现,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是一个多维概念,包括文化行动力、文
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然而,这一结构维度的科学性和适用性需要定量数据的支持和验证。本部分主要采用

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理论探测的地方文化活力的结构维度进行实证检验。

1.初始量表构建

基于上文扎根理论分析结果,编制出包含3个维度的初始量表,量表中的题项主要来源于开放编码提取的24
个范畴。为了保证初始量表的内容效度,聘请两位旅游文化领域的专家对题项进行逐一审核,判断语言表述是否

清楚、恰当,各题项是否体现与之对应的维度等,并进行相应的修改,最终形成包含17个测量题项的量表(见表

3)。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表3 文化活力初始量表题项

测量题项 来源范畴

CV1主动参与村落文化活动 主动参与村落文化活动

CV2主动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主动参与村落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主动参与村落非物

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CV3主动保护村落风貌格局的完整性和地方文化的真实性 保护村落风貌格局的完整性、保护村落地方文化的真实性

CV4鼓励他人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影响他人保护传承村落地方文化

CV5对村落文化充满感情 文化情感认同

CV6对村落文化的价值、规范有强烈的认同感 文化价值认同、文化规范认同

CV7村落文化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文化依赖

CV8村落文化让我更有归属感 文化归属

CV9为村落独特的文化感到自豪 文化自豪

CV10觉得村落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并不比外来文化差 文化赞扬

CV11主动了解村落地方文化,比如发展历史、传统和习俗等 主动了解村落地方文化

CV12主动思考村落地方文化的发展 主动思考村落地方文化的发展

CV13注重将村落文化产品在传统中融合创新 文化活动创新、文化商品创新

CV14注重将村落传统技艺结合现代需求进行创新性利用 传统技艺创新性利用

CV15注重运用新的方式对村落地方文化进行展示、传播 地方文化传播方法创新、地方文化展现方式创新

CV16注重对村落传统空间的再利用 传统空间再利用

CV17积极融入村落新型产业创造的新的生活方式 产生新的生计方式、产生新的休闲方式、创新地方饮食

  在正式采集数据之前,本文对基于初始量表形成的调查问卷进行预测试。预测时间为2021年6月,选取松

阳县域内的平田村、西坑村和陈家铺村村民为预调研对象,通过方便取样法进行数据收集。具体预调研地点为村

落主要公共空间以及村民家门口或庭院等具有一定私人属性的开放空间,确保调研对象的典型性。同时,聘请3
位当地大学生和研究生参与实地调研,以便及时就问卷题项向村民解释,并在发放问卷时说明调查目的以及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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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要求。共发放预调研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2份。借助SPSS19.0对预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依据预

处理结果删除不符合要求的题项,并针对语句表述不清以及信度和效度不佳的题项进行修订,形成正式调研问

卷。数据预处理包括缺失值检测、一致性比较(相关系数)、正态分布检验和量表信度检测等。经检验,有1个题

项(CV10)信度过低,且删除后能够提升量表整体信度,考虑删除。最终得到包含3个维度16个题项的旅游发展

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量表。

2.数据的采集

正式问卷调研于2021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实施,调研地点除预调研的3个村落外,还包括界首村、杨家

堂村、沿坑岭头村和安贷后村等,具体调研方法同预调研。共发放调研问卷390份,回收382份,其中有效问卷

345份。样本基本情况如下:女性样本(51.6%)稍高于男性(48.4%),年龄主要集中在18-29岁和40-59岁之

间,分别占29%和27%;83.6%的受访者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8万元之间(76.8%);31.3%
的受访者为旅游行业从业者,非旅游行业从业者为58.3%。同时,受访者在本村的居住年限均较长,其中居住年限

在20年以上的占比59.1%,居住年限在11-20年的占比23.8%,仅17.1%的受访者居住年限在10年及以下,这为

准确把握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特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中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3个维度是通过扎根理论分析获得的,需要借助探索性因子分

析法对其维度结构和信度进行验证。将数据代入SPSS19.0统计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和正交旋转的方法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量表的KMO值为0.903,Bartlett球形检验值相伴概率为0.000<0.001,表明本文所开发的量表

符合因子分析的条件。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因子提取标准,并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5或交叉载荷大于0.4的题项,

经过2次因子萃取,共删除3个题项(CV6、CV11、CV12),最后得到由13个题项、3个公因子构成的维度结构。同

时,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介于0.683-0.876之间,均高于0.5,3个公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变异量为75.17%,超过

60%的门槛值,说明3个公因子的解释效果较为理想。根据各因子所包含题项的内容和特征,将3个因子分别命

名为:文化创造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行动力。与此同时,采用Cronbanchsɑ值检验量表的信度,并借助总相关

系数CITC净化量表中多余的题项。如表4所示,文化创造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行动力的Cronbanchsɑ值分别

为0.932,0.892和0.872,大于0.7的标准,总量表的Cronbanchsɑ值为0.920,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结构维度

较为稳定。各题项的CITC值介于0.562-0.738之间,大于0.3的标准,且项目删除后Cronbanchsɑ值均小于量表

整体的Cronbanchsɑ系数值0.920。以上说明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这也初步验证了上文基于扎根理论分

析法探测得到的地方文化活力的结构维度。
表4 信度分析结果

维度/维度均值 题项 均值 CITC值
项目删除后

Cronbachsα值

文化创造力

(4.15)

注重将村落文化产品在传统中融合创新 4.15 0.694 0.913

注重将村落传统技艺结合现代需求进行创新性利用 4.15 0.697 0.912

注重运用新的方式对村落地方文化进行展示、传播 4.09 0.686 0.913

注重对村落传统空间的再利用 4.16 0.714 0.912

积极融入村落新型产业创造的新的生活方式 4.24 0.656 0.914

Cronbachsα=0.932

文化凝聚力

(4.26)

对村落文化充满感情 4.29 0.562 0.917

村落文化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4.11 0.580 0.917

村落文化让我更有归属感 4.27 0.567 0.917

为村落独特的文化感到自豪 4.37 0.625 0.915

Cronbachsα=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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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行动力

(3.91)

主动参与村落文化活动 4.08 0.692 0.913

主动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95 0.650 0.914

主动保护村落风貌格局的完整性和文化的真实性 3.68 0.693 0.913

鼓励他人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93 0.738 0.911

Cronbachsα=0.872

  从表4可知,各维度及题项的均值得分均在3分以上,说明松阳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的地方文化活力普遍较

高。从主范畴各维度排序来看,文化凝聚力得分最高,均值达到4.26,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村民对于村落具有深厚的

情感联系,村落地方文化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使村民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文化创造力排序次之,均值为4.15。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松阳以“文化修复和人心修复”为核心,始终

将村民作为地方文化创新利用的主体,通过技术指导、知识宣讲、产业推动、政策扶持、资金补助等方式不断赋予

村民创新的能力和动力,由此促使村民积极参与村落传统空间的再利用和传统技艺、非遗文化、民俗活动的创新

性发展,主动融入村落新型产业创造的新的生活方式。同时,抖音短视频、微信直播等新媒体传播受到村民的青

睐,成为村落文化传播的主流方式。
文化行动力得分相对较低,但也达到了3.91。2016年4月,松阳启动“拯救老屋行动”项目,采用村民自愿申

报,自主选择施工队伍,参与修缮方案制定,资金直接补助等方式,直接点燃了村民参与村落古民居保护的热情。
但是对于主动保护村落完整性、文化真实性得分较低(均值为3.68),说明村民可能对于村落文化保护的理解还不

够全面,目前主要通过政府监督保护古村风貌格局的完整性,村民大多被动参与,尚未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力。

4.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结构维度,借助AMOS22.0统计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数据显示,各观测变量与潜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均达到了0.05的显著水平,说明各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

关系稳定,且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738-0.902之间,高于0.5的标准,说明模型的适配度良好,观测

变量能够有效反映其所要测量的潜在变量的特质①。与此同时,3个潜变量之间的协方差均达到显著水平且变量

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75的标准,表明不存在更高阶的共同因子,适宜采用一阶验证性因子进行分析。随后,对模型

进行拟合优度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标均超过最优拟合临界值,说明模型与调研数据的匹配度较高,模型拟

合效果良好。
接下来,对量表的效度做进一步检验,主要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来实现。收敛效度的判断指标通常包括

平均方差变异量(AVE)、组合信度(CR)以及潜变量与其题项之间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5),所有潜变量的AVE值介于0.639-0.701之间,CR值介于0.876-0.921之间,均高于两者的经验判断标

准0.5和0.7。所有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测量路径均在99%的置信区内(双尾)显著,且各因子的标准化载荷均

大于临界值0.5,表明量表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主要采用Fornell等的建议,若某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小于其AVE值的平方根,则表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②。经计算,构成本量表3个变量

的AVE值的平方根均高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由此表明地方文化活力各维度确系不同的构念,具
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可见,本文所开发的文化活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可以由文化行

动力、文化凝聚力以及文化创造力来表征,且数据显示一阶模型的适配度良好。各维度与地方文化活力之间具有

较强的关联度,其中文化行动力与地方文化活力的关联度最高,其次是文化创造力,两者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972
和0.724,同时在p<0.001水平上显著,反映出村民对旅游利用促进其产生文化行动力和提升文化创造力的认可。
此外,文化凝聚力与地方文化活力也呈强相关关系,路径系数也达到0.589,并在p <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传统

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落文化能否对村民产生聚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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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维度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AVE 组合信度

文化创造力

注重将村落文化产品在传统中融合创新 0.827

注重将村落传统技艺结合现代需求进行创新性利用 0.862

注重运用新的方式对村落地方文化进行展示、传播 0.916

注重对村落传统空间的再利用 0.822

积极融入村落新型产业创造的新的生活方式 0.751

0.701 0.921

文化凝聚力

对村落文化充满感情 0.749

村落文化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0.901

村落文化让我更有归属感 0.845

为村落独特的文化感到自豪 0.845

0.700 0.903

文化行动力

主动参与村落文化活动 0.838

主动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0.860

主动保护村落风貌格局的完整性和文化的真实性 0.740

鼓励他人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0.753

0.639 0.876

  四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提出地方文化活力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通过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

型传统村落为案例地,对地方文化活力的内在结构展开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由文化行动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3个

维度构成,其中文化行动力是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最有效的构成维度,之后依次为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凝聚力。
这与城市情境下文化活力内在结构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表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情境下的地方文化活力具

有区别于城市情境下文化活力的新维度和新内涵。同时,本文提取出文化行动力是地方文化活力最为重要的表

征要素。从以往研究来看,向苏娜探讨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时,发现“文化活动”是文化活力的重要构成维度①。本

文研究结果与之相似的是,文化行动力也蕴含文化活动的相关题项,但是其内涵更加丰富,还涉及村民参与地方

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的自觉力。这也证实了村民的文化保护与传承行为是塑造地方文化活力的原动力这一学术

观点②。
其二,本文初步编制了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测量量表。依据访谈内容,经由探索性因子分析和

验证性因子分析,编制了包含3个维度13个题项的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测量量表。同

时,应用该量表对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进行测评发现,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型传统

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普遍较高,且在各维度上存在差异,其中文化凝聚力得分最高,其次是文化创造力和文化行动

力,从而验证了量表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可为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提升提供重要依据。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首次以“活力”理论为基础,以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传统村落为研究情

境,从文化主体的视角,对地方文化活力的内在结构进行了系统探究,这有别于以往学者大多基于城市情境,从文

化设施或者公共空间等物质层面探讨文化活力的维度问题,不仅更能反映“活力”的本质属性,而且丰富了不同情

境下文化活力的基础研究。第二,本研究开发并验证了旅游利用情境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测量量表,为传统

村落地方文化活力各维度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和理论框架的确立提供了研究工具,并将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

力的研究从理论探索推进到了实际应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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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结果对于旅游发展情境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提升具有启示作用。首先,提升文化行动力是

激发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最有效的方式,这就需要发挥村落主体即村民参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能动性,并赋予他们

参与其中的能力,这种“能动性”和“能力”可有效促进村落文化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满足新的需求。因此,如何让

村民获得这种“能力”和“能动性”,是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进一步激发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重要举措。其次,激
发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需要推动村民从经济、社会认同拓展至深层次的文化、情感认同。只有当村民对村落的

认同上升到文化和情感层面,他们才会将维护地方文化本底融入日常实践,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单纯追求经济

利益而使文化出现异化或过度商品化,进而使村民成为村落地方文化真正的守护者、实践者和传播者。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严格遵循了理论建构和量表开发的程序,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可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首先,
案例地的选取仅限于浙江省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尚未考虑具有显著

文化差异的其他地区,比如少数民族区域内的传统村落,有待后续研究予以补充和深化。第二,对地方文化活力

的结构维度进行探索性研究,初步阐述了各维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但是激发文化活力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

程,尚有待引入前因变量或中介变量,通过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对地方文化活力的形成机理进行探讨,可为传统

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提升提供有益指导。第三,依据本研究建立的地方文化活力维度结构和测量量表,进一步构

建评价模型与评价指标体系也值得后续研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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