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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文化村镇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和空间，传递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文化、经济、社
会态度、审美以及人地关系等多种重要信息，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再现。
在当前陕速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历史文化村镇文化遗产获得了旅游开发、城镇化等发展
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或矛盾，出现了历史建筑多种原因的损毁、建设陸破坏、村民
传统生活方式的异化等现象。
2003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首批2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及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
指标体系，标志着历史文化村镇科学保护制度的基本建立和完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研究和实践上
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针对乡村社区发展、保护文化遗产的现实需要以及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历史文化村镇以旅游促进保护
的模式，在学术界、政府管理部门和农村体制精英阶层基本达成了一致。
历史文化村镇的适度旅游开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村镇发展的一种有效转型方式，可以促进历史文化村
镇的保护和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从旅游需求角度看，在经历了以满足好奇心为主要目的的纯自然观光旅游之后，越来越多的游
客将目光转向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追求，大力发展包括历史文化村镇在内的传统文化旅游，符合游客
需求的这种转变。
在2000年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全国掀起了古村镇旅游热潮，古村镇成为
广大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目的地，不少历史文化村镇先后被评定为4A级景区，成为新世纪的旅游亮点
和热点，也成为旅游开发的重点。
寻求历史文化村镇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赢”之路，已经成为旅游学界和业界的共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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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相关理论，从社区居民的视角开展了旅游发展的区域影响研
究。
以皖南古村落为案例，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了历史文化村落旅游地居民的感知特征、规律
及形成机制，揭示了一系列历史文化村落旅游发展的现象和规律，不仅拓展和丰富了旅游地理学、旅
游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而且对历史文化村落旅游开发与管理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全书共七章，第一、二章为基础理论分析和研究区域简介，第三至第六章为实证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
感知特征和规律研究，第七章阐明了旅游地居民感知研究对历史文化村落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与遗产
保护的重大意义。
    本书适用于旅游科学研究人员、旅游管理人员、旅游院校师生、旅游规划设计人员以及一切关心历
史文化村镇旅游发展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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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松，1974年生，安徽黄山人，2003年于安徽师范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2007年于南京大学获理学博
士学位。
现为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研究员，安徽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交通要素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与优化研究”、安徽省旅游
科学研究项目“安徽交通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安徽
省大型主题公园的创新与影响研究”；主持和参与地方政府委托旅游规划10多项。
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农业经济问题》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
编高职高专旅游管理专业教材《旅游学概论》，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教材《人文地理学》、《旅游规
划原理》。
2004年获安徽师范大学优秀教学奖；2005年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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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国外对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研究由来已久，历史较久远.研究成果丰硕居民对旅游
认识研究是与旅游影响研究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的（肖洪根，2001）。
60年代旅游研究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旅游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动向，即旅游影响研究，并成为旅游研
究的主题而延续至今（申葆嘉，1996），因而，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研究也已开展了近半个世纪
。
而我国的相关研究则起步较迟，最早的代表性成果出现在90年代初期，比国外滞后30年。
（二）国外研究内容丰富，有较好的深度和广度.注重理论的总结和应用50年来，国外居民感知与态度
研究涉及到旅游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方面，包括旅游影响评估尺度和测量方法、感知差异及
其影响因素、居民群体聚类、相互作用模型、理论解释、跨地区分时段的比较、旅游影响对居民生活
质量的影响等方面的探讨，尤其近期日益增长的旅游影响文献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使用定量方法来测量
态度和评估他们和感知影响之间的关系（Lindlbersetal，1999），使用多种数学模型来阐明居民感知与
态度的变化规律，预测居民感知与态度变化的方向和程度。
而国内研究内容相对较窄，研究较多停留于影响感知的表面描述和探讨，深入细致的挖掘不够。
（三）国外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方法论较为成熟较多的运用了数学方法，模型研究受到众多学者的
青睐，尤其是结构方程模型在测度居民旅游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上得到了较多的运用，近期
研究关注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注重居民感知的多因子综合影响分析。
我国研究中描述分析、定性研究成果多，使用较复杂的数理方法的较为有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定
量测算旅游影响的性质、程度和方向的成果更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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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文化村落作为传统的人居空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承载着璀璨的地域文化，是历史的微缩，具有
很高的历史文化、美学、建筑、科考等价值，已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类型的旅游目的地。
与此同时，历史文化村落旅游开发给接待地社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
系列自身内在的矛盾和外在的问题。
Murphy（1985）指出：“在开发和规划不能与当地的意愿和能力相符的情况下，抵制和仇视的行动将
会提高企业的成本，甚至会毁坏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全球持续发展大会旅游组报告指出：旅游持续
发展是在保持和增强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满足目前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的需求。
因此，从社区居民角度分析历史文化村落旅游发展的区域影响，加强历史文化村落居民对旅游影响的
感知与态度研究，寻求历史文化村落旅游和谐社区发展之路成为二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是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完成的。
2004年夏天，我有幸考取南京大学攻读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学博士学位，师从我国旅游地理学界知名
学者、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张捷教授。
攻博期间，我参加了张捷教授主持的建设部《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规划及保护措施研究》、《历
史文化名镇（村）保护规划编制技术导则研究》、《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历史
文化村镇课题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对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感知与态度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研究。
本研究的顺利完成，得到了诸多师长、学友和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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