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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研究经历了多次研究视角的转
4

，从经济的视角转向社会文化的视

角，又转向体验的视角。这种转化体现了旅?研究从仅仅关注外部经济效应逐渐

聚焦於旅?者
)

在需要的历程。在体验视角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的背景下，笔

者依据对客观事实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从穿越的视角重新审视旅?的

本质的观点。通过对旅?动机的深入分析和旅?业的现实供给分析可以看出，旅

?本质上具有穿越属性。相比於无法实现的物理穿越和居家神?而言，由於旅?

具有身临其境和多感官体验的特性，旅?成
&

现实的穿越替代方式。穿越视角的

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基於穿越的视角看待旅?业发展，可以
&

旅

?企业的市场定位、行销宣传和景区规划方面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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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穿越视角的缘起

１．１　体验视角深化和细化的需要

旅?研究经历了多次研究视角的转
<

，

从经济的视角转向社会文化的视角，又转向

兼顾旅?的外部效应和旅?者
'

在需求的

综合视角。进入新世纪以来，聚焦於旅?者

的
'

在需求的体验视角逐渐?据了主流地

位。

从宏观的角度将旅?看作一种行业，关

注其外部经济和社会效应无可厚非，但真正

推动旅?业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只能是源於

旅?者
'

心的需要。仅仅关注旅?现象的

外部特徵和外部效应，不聚焦於旅?者的
'

在需求，不回答旅?者
"

什
G

旅?这个核心

问题，就永远无法触及旅?的本质。笔者也

完全认可体验视角研究旅?发展是十分恰

当和必要的。然而，正所谓，“无体验，不生

活”，人类的生命历程当中所有的行
"

都是

"

了体验或者本身就是一种体验，从这个角

度来看，将旅?的目的或本质定义
"

体验好

像也太过宽泛。谢
\

君（２０１０）和徐菊凤

（２０１１）等学者都使用?地性、暂时性和休

盻性对旅?体验进行了严格的界定。
7

调

旅?的休盻属性是
"

了将旅?与商务旅行

等职业行
"

加以区分；?地性和暂时性这两

个时空范畴的界定将旅?与其他日常休盻

活动进行区分。但是这种界定还不能完全

回答旅?体验与日常生活体验有什
G

不同

和特点。因而，体验视角需要进一步细化和

深化，需要在体验视角的统摄之下，从旅?

现象的本质出发拓展出一些新的视角来审

视旅?。

１．２　满足人类穿越需求的需要

１．２．１　人类的穿越情结

“穿越”动机往往处於人类的睶意识之

中，穿越需求也?不属於人类的基本需求，

人们的穿越动机和需求
Q

总是睶在地存在

著，有时会投射到其外部行
"

上，从而使这

种动机得到间接和局部的满足。人类的穿

越情结，可以从创作者对穿越题材的锺爱，

以及大
8

对穿越文学影视作品的矼迷上体

现出来。

“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念天地之

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脍炙人口的千

古名句是陈子昂登上幽州台时触景生情而

作，表达了作者哀伤自己只能活在现世，无

法穿越古今的无奈。亦如白居易在《长恨

歌》中的哀睵：“上穷碧落下
E

泉，两处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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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见！”中国古典文学中，对於时空穿越

类作品有一个专门的称谓———“仙乡淹

留”。这种“仙乡淹留”类型的故事中，往往

会出现“误入仙境”的故事情节，其结果往

往是仙界一日，人间百年（李永平，２０１１）。

仙乡淹留类型的故事总体上是一种在时间

流逝方向上加速前进，进而穿越到未来的故

事。丁乃通（２００８）和锺敬文 （２０１０）的相

关研究都表明仙乡淹留类型的故事除中国

小
/

和民间传
/

以外，也见於其他国家的各

类文学作品，是一种世界范围
'

普遍存在的

民间观念。

直至当代，穿越题材的文学作品依然广

受欢迎。中国最大的文学
D

读平台起点中

文网在２０１６年的统计结果显示，
D

读量前

２０位的作品中有８部是穿越题材的小
/

。

如今最火爆的网路小
/

之一———《临高
$

明》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今，持续?据起点中

文网
7

力推荐榜首页将近９年时间。这本

网络小
/

描述了５００名现代人穿越到明朝

时期的海南临高县的精彩故事，截至２０１８

年７月 ３１日其字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７１８８６万字，且依然
.

有完结。“时空穿

越”题材的影片已经成
"

现代电影的一个

主要类型（蔡卫和?飞，２００４）。耳熟能详

的相关影视作品不胜枚举，穿越题材的受欢

迎程度可见一斑。

穿越题材广受欢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

人类在
'

心深处有
7

烈的穿越动机和需要，

文学影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能
?

缓解这种

无法真正满足的需要。人类先天具备的某

些基因资讯以及集体无意识深刻影响了文

学创作，穿越题材的文学作品也一定反映了

人类的某种基因和心理情结。这一心理情

结就是摆
@

时空束缚，实现时空穿越。

１．２．２　由
2

渐实的穿越供给

穿越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蓬勃发展

不仅印证了人类普遍存在的穿越情结，也在

一定程度上，至少在精神层面满足了人类的

穿越需求。但这个看不见、摸不著，只能靠

精神想像的
1

拟世界也给人们带来了些许

遗憾。穿越影视作品相比於文学作品而言，

显然可以更加直观地满足人们的视觉和听

觉需求，解
0

了“看不见”、“听不到”的缺

憾，但“摸不著”的问题依然存在。人类显

然不会坐视这种缺憾，现实生活中，人们对

复古和怀旧现实载体的追求日益
7

烈。以

重
,

历史和回忆童年
"

主题餐厅的兴盛就

是一个现实的回应，从９０年代流行的知青

饭店以及现在广受欢迎的外婆家餐厅、妈妈

的味道餐厅等，都可以
/

明这一点。

不仅特色餐厅在打“穿越”的卖点，旅

馆经营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位於旧上海

法租界
'

的一家名叫“时间胶囊”的民宿凭

藉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室
'

装潢，吸

引了不少房客。

人类穿越情结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从想

像、神话传
/

、穿越小
/

到穿越影视作品的

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表现形式的变化，

对穿越的哲学思考、穿越故事情节处理等方

面都日渐走向细化和具身化。生活於资讯

爆炸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不再可能沉浸

於单一情节、单纯形式的仙乡淹留的“迷

思”当中，单纯的听闻享受不足以满足其多

感官体验的睯望。

广义的旅?业是包含食、住、行、?、购、

)

六要素的综合性行业，这些要素显然与文

学、影视、音乐和建筑密切相关；餐厅和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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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是广义旅?业的组成部分。按此推

理，旅?业理所应当地应该在满足人类穿越

需求方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历史地看，穿

越需求正在从早期的
1

拟或幻想逐渐形化

"

物质实体或确切的时空存在，从而
"

人们

的具身造访和体验提供了机会。
<

言之，从

文学作品到影视剧再到建筑实体以及主题

化的运营空间，穿越的隐性需求逐渐外化
"

一种显性需要。於是，它与旅?的关联便由

此
-

生了。

２　旅?的穿越属性

作
"

旅?活动外部特徵的“?地性”和

“暂时性”是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的，它们归

根结底是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这一点与穿

越具有
'

在的一致性。谢
\

君（２０１５）认

"

，“探寻旅?现象的本质属性离不开对旅

?目的的研究”。要探寻旅?的穿越属性

的存在与否，就需要从旅?动机入手。

２．１　旅?动机中的穿越倾向

２．１．１　遁世与怀旧

克朗普顿（１９７９）识
2

出七种动机，其

中第一种就是“逃避所感知的世俗环境”。

格雷所提出的所谓“漫?癖”（ｗａｎｄｅｒｌｕｓｔ）

和“恋物癖”（ｓｕｎｌｕｓｔ）（谢
\

君，１９９９），包含

了
7

烈的融入未知世界的张力。艾泽欧－

阿荷拉则提出了与之接近的“逃逸因数”和

“逐求因数”旅?动机二分法，逃逸相当於

漫?，逐求相当於恋物（谢
\

君，１９９９）。漫

?和逃逸都具有“逃避”或者“遁世”的意

味。正如郭少棠（２００５）所
/

：“当代社会中

的个体都有?移现世空间的心理渴望。”这

类旅?动机事实上都暗含了穿越的意味。

日本学者田中喜一（１９５０）将格利斯曼

的四类动机细分
"

十一种，其中提到了“思

乡心”这一动机；克朗普顿识
2

出七种动机

中的第五种是“怀旧”；日本心理学家今井

省吾认
"

现代人的旅?动机包括对“未来

的往”（谢
\

君，１９９９），这类表述中的穿

越动机已经十分明显了。

需要
/

明的是，“怀旧”的时空范围得

到了极大的拓展，不再局限於个体生活和经

历的时空。Ｓｔｅｍ从文化的层面将怀旧划分

"

历史怀旧和个人怀旧两种（赵
]

蓉，

２００９）。历史怀旧是借用历史事件及人物来

兴发浪漫情怀，个体认
"

过去好於现在，
"

了逃避现在的生活而渴望回到过去。“历

史怀旧”这个概念的提出，极大地扩充和丰

富了“怀旧”的
'

涵，不再将怀旧的时间跨

度和水平局限於个体生存时间的长短，从而

赋予怀旧以更
"

广阔的含义，使怀旧从个体

水平扩展至集体水平，?延伸至历史的深

处。这种扩展使怀旧和穿越到过去具有了

几乎相同的
'

涵。

２．１．２　寻求“差?”的穿越

谢
\

君（１９９０）认
"

旅?的动机可以归

结
"

对差?的追求，?进一步指出：“旅?

实质上是一种矛盾现象，是人类矛盾需求心

理的突出
-

物，从古代的吟游诗人到现代的

旅?者，不管是流连於山川秀色，还是沉迷

於古老文化，都是在寻求与其个人当时处境

相悖的某种补偿。诱发旅?行
"

的根本因

素是个人心理状态与其所处的自然及社会

环境之间存在的差?。这种
'

化的矛盾就

是推动旅?活动发生的第一动力。”人类面

临的最大的匮乏就是对时光流逝的无奈，时

空差?也远比地域差?更加
7

烈，穿越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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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定是旅?动机的一部分。

谢
\

君在探讨旅?者的心理需要与不

同类型的旅?景观之间对应关时曾提出

一个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旅?者心理状态与景观状态对应关模型图

资料来源：谢
5

君．论旅?的现代化与原始化．旅?学

刊 ，１９９０（４）．

模型显示，旅?景观状态和旅?者心理

状态之间存在某种“负相关”关。旅?者

的心理状态越接近原始状态则越倾向於偏

爱现代特徵明显的旅?景观，反之，旅?者

的心理状态越接近现代状态则越倾向於偏

爱原始状态的旅?景观。作者称这两个区

域
"

“倾向区”（图中 ＥｃＰ和 ＱｂＦ区域）。

介於这两个区域之间的 ＯＰＱ区域称
"

“随

机区”，这个区域的景观偏好?不明显，这

个区域中的旅?者的具体旅?行
"

更多地

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通常也会体现出对原

始和现代两个极端类型旅?景观的偏爱。

这一模型极具穿越意味，对原始状态的

往，可以理解
"

回到过去的往，对现代状

态的渴望也就是对未来的渴望。

总体来
/

，旅?者在选择目的地、以及

形成旅?期望的过程中，获得穿越体验往往

不是主要动机，甚至完全是一种睶在的动

机。由於环境的提示或激发作用，才使得这

些睶在的动机被
K

起，最终旅?者以意外惊

喜的形式获得了穿越感。但在针对特殊目

的地的时候也有例外。这种情形多见於旅

?目的地具有
7

烈而明显的穿越特徵时。

例如，朝鲜作
"

一个特殊的旅?目的地，对

於中国旅?者有著某种穿越的意义，可以让

?客切身体验到逝去时代的某些特徵。旅

?者在选择这类目的地的时候，其主要动机

就是体验一次穿越之旅。如果要用一个连

续谱的两极来代表一次旅行所含有的穿越

成分，那
G

，去朝鲜旅?是最能体现穿越动

机的一端，另一端是个
2

完全不具备穿越动

机的旅?活动，更多的旅?活动则位於二者

之间，或多或少的、明显或睶在的具有穿越

动机。

２．２　现实中的穿越供给

很多旅?景区和企业推出的旅?
-

品

?
.

有将“穿越”作
"

题材和卖点，但嗅觉

敏
A

的新闻记者在新闻报导时
Q

有意无意

地使用了“穿越”的表述。例如，２００６年 ６

月《中山日报》记者闫莹莹和曾淑花在报导

香山文化遗
-

旅?时，称其
"

“穿越时空的

一日?”；２０１４年３月《中国资讯报》记者李

丽媛将皖北旅?开发的亮点表述
"

“穿越

时空的隋唐盛世”。这些现象
/

明，管业

界
.

有意识到旅?
-

品的穿越属性，但新闻

工作者凭藉其敏
A

的职业直觉从中提炼出

了“穿越”这个主题。管旅?学术界对於

穿越几无关注，但旅?业界也有部分企业和

景区注意到了“穿越”题材的独特吸引力，

推出了相关主题的旅?
-

品。在景区大型

演出剧码中突出“穿越”主题，如“丽江千古

情”、“梦回大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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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更
"

常见的情癋就是供给方

和宣传者都
.

有
7

调穿越主题，但是旅?者

在旅?过程中体验到了穿越的感觉。年轻

的?记作家晨曦历时７年，?历了５０个国
家、２００个城市，２０１６年，作者把旅?过程中

创作的 ７０个?记结集出版，取名《曦?
记》，在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

V

述：

“旅行是一门大综合，它让我亲自接触

世界的每一种可能，也让我可以在不同的角

色扮演中更深切地理解生活，去回首过去，

融汇现在，贯通未来。”（晨曦，２０１６）

在《罗素谈人的理性》第二十一章“不

同的快乐理想”开篇就是这样的
V

述：

“大家都知道威尔斯写过一本幻想小

/

《时间机器》。在这本小
/

中，机器的主

人在时间上能做过去和未来的旅行，能让他

看见自己过去和未来是怎样的。然而人们

Q

常常想不到在今天通过周?世界也能获

得威尔斯设想的许多好处。一个到过纽约

和芝加哥的欧洲人等於看见了未来，因
"

如

果欧洲度过了经济危机，它将要走向的未来

大概就是现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样子。另一

方面，当这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

是过去，在印度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罗

素，２０１６）

罗素将“旅?”和“时间机器”等同起

来，通过旅?，人类可以实现向过去和未来

两个方向的穿越。无论旅行到哪我们看

见的也是当下的芝加哥、现在的印度，罗素

所
/

的情形显然也?非真正的穿越，而是现

实的旅?。

３　旅?是现实的穿越替代方式

到目前
"

止，人类所拥有的最好的“时

间机器”就是我们的大脑。人类利用大脑

的想像功能畅?寰宇，此之谓“神?”。龚

鹏程（２００１）认
"

，“所谓神?，是指一种特

殊的旅?情癋，旅?者形体不动，?不展开

?览行动，
Q

宣称在其
'

心去?历过了”。

通过“神?”的定义可以发现，神?含

义中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神?”过

程中?者的身体不动，动的是精神，可理解

"

一种身体不进行空间移动的“精神旅

?”；第二个要点是神?会给人一种“身临

其境”的主观感觉，但这只是一种
1

拟感

觉，需要个体的主动宣称。由此可见，神?

不过是
.

有时空突破、不需要物质实体支
^

的
1

拟旅?而已，它虽不是旅?，但
Q

具备

“旅?的精神”。

当代的最佳穿越替代方式，恐非旅?莫

属。旅?在获得穿越体验方面具有自身的

特点和优势。

３．１　身临其境

旅?通过真实的空间移动到达“?

地”，进入“现场”，这在外在表现上和单纯

的神?具有根本性区
2

，对旅?者的
'

在体

验也具有积极意义。

李白《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中有云：

“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明代的刘基在

《绍兴崇福寺记》中写道：“因登其皆山之

楼，眺於群山，悠然而怀古焉。”两位诗人的

怀古之情都是由於移动到圯桥之上、登上楼

宇之後油然而生，可见旅?由於“?地性”

的基本特徵带来的空间移动对於穿越体验

的生成有特殊意义。

美国著名盲人女作家海伦·凯勒在其

代表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十六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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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博览会”有这样的
V

述：

“我们是在３月份去尼亚加拉的。站立

在瀑布边的高崖上，只觉得空气颤动，大地

震抖，此时此地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一个极富感性的作家都无法用语言来

形容她进入现场时的感受，可见进入现场是

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替代的。对於一个存

在视觉和听觉障碍的旅?者依然可以获得

愉
I

的旅?体验，可以感知到周围的特殊氛

围，这也是得益於进场。

和不进行空间移动的神?相比，旅?可

以使旅?者真实的进入“现场”。而且，那

些富含“历史”和“文化”时间烙印的场所，

*

大多数都已经被开发
"

旅?景区，对於
K

起旅?者的穿越动机，满足旅?者的穿越需

求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３．２　多感官体验

旅?者的“全身心进场”带来的一个好

处就是通过多感官形成整体性的旅?体验。

可以
/

多感官体验即是旅?者进场的目的，

也是进场的结果。由於旅?是真实的空间

移动，旅?者真实地进入一个与日常生活不

同的环境当中，因此，其体验必然是具身的，

可看、可听、可闻、可触摸、可品味，当然也可

以想像。当这些感知的物件带给感知主体

以超越於其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阈限时，感

知主体便能获得穿越的精神体验。

?记作家孤独川陵（２０１３）在《最美的

年华在旅行》中有这样的描述：

“爬上高地，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古

堡便出现在眼前。我迈开腿，用双
_

感受著

那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我低下身，品尝著路

边老式饮水器流淌出来的泉水；我抬起

头，仰望著古堡上生满铁锈的十字架；我伸

出手，轻叩著被岁月雕琢得?常光滑的木门

……在这短短的几分钟
'

，这简直是穿越时

空的漫步。我仿佛被带到了几百年前的欧

洲小镇———老安道尔
*

对是个能让你陶醉

其中的地方。”

作者通过攀爬、观看、触碰和品尝达到

了通感，获得了很好的穿越体验。

相反，如果不能多感官摄入，仅仅依靠

单一感官，即使是人最重要的视觉也可能导

致人缺乏临场感，即使你真的到了那个地

方。例如，加拿大学者谢弗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ＭｕｒｒａｙＳｃｈａｆｅｒ，１９７７）在其著作《世界的旋

律》（ＴｈｅＴｕ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一书中也这

样的描写：

“我记得有一次坐火车经过洛矶山
W

。

坐在圆顶透明的观览车
`

，听著从公共扩

音系统传出肤浅煽情的背景音乐，我不禁

想到：我不过是在欣赏一部关於洛矶山
W

的旅

?观光影片———我根本
.

有‘来到’这。”

可见仅仅只有进场或者多感官体验其

中之一都很难获得
7

烈的体验，只有二者兼

备才是最佳方式。旅?就是这样一种全身

心在场的具身体验。

旅?者具有穿越体验的旺盛需求，旅?

企业自然会将目光投向现实世界的穿越供

给，这些现象也显示了穿越视角研究旅?的

必要性。

４　提出穿越视角的意义

４．１　理论意义

穿越视角的提出是来自对客观事实和

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从穿越的视角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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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旅?及旅?体验的本质，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按照这个新的视角审视旅?体验，可

能获得更
"

深刻的知识，?将旅?体验研究

从原有的仅限於管理学、心理学等少数的学

科边界拓展至更
"

宽广的领域。

历来的旅?体验研究，基本上是就体验

谈体验，旅?体验研究的知识细化和深化还

.

有充分展开，其中也缺乏独特的理论范畴

来作
"

支
^

和引导。穿越视角的提出，
"

旅

?体验研究开拓出一片新的研究领域，拓展

了旅?穿越体验研究的范围。在穿越的视

角下，大量前所未有的研究课题都将进入旅

?研究的视野，对於洞察旅?体验的本质有

积极意义。

最後，就旅?穿越体验领域自身而言，

它是一个未曾得到应有的学术关注的领域。

在这一领域展开系统研究，可能会开拓一个

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增进旅?体验研究问题

域的广度和深度，对丰富旅?学科的
'

容有

一定的探索价值。

４．２　现实意义

４．２．１　指导旅?发展实践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类具有

7

烈的穿越需求。当大
8

旅?时代到来之

际，旅?活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类

的穿越需求，成
"

穿越体验更
"

现实的替代

方式。部分旅?业经营者已经有意无意的

在提供相关的穿越供给，相关的?记研究也

显示旅?者在旅?过程中获得了穿越体验

（周广鹏，２０１８），相应的旅?研究显然不能

长期的缺位。基於穿越视角对旅?现象展

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将旅?景观的穿越特

徵进行更
"

清晰和具体的描述；开发出针对

旅?者的穿越体验的维度和穿越感的测量。

这些研究方向势必对於提升旅?者的体验

品质、景区的规划设计和情境营造提供帮

助，可以
"

旅?
-

业发展实践提供理论指

导。

４．２．２　提高?客旅?体验品质

人类穿越情结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从想

像、神话传
/

、穿越小
/

到穿越影视作品的

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表现形式的变化，

也反映出了人对穿越需求满足的要求日渐

走向细化和具身化。旅?可以
"

?客提供

身临其境的多感官体验，这些特色可以提供

更好的穿越体验。

而且穿越体验是一种旅?活动中的

“激励因素”④，由於穿越动机具有睶在性，

旅?者在旅?活动中获得穿越体验的期望

?不明显，甚至自己都完全意识不到。据

此，可以设想在旅?活动中
.

有获得穿越体

验，旅?者?不会有不满的情绪。相反，在

适当的旅?情境中，由於旅?的具身性特

点，旅?者穿越动机被
K

起和穿越体验的获

得变得相对容易起来，而这种不在计划
'

的

“突袭”而来的穿越体验对於旅?者而言自

然属於意外惊喜。一般情癋下，在旅?活动

中
.

有获得穿越感?不会让旅?者感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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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激励因素”是诸如
6

升、意外的
7

金等可以给员工带来满意的那些因素，激励因素缺失?不会令

员工不满，仅仅是
0

有满意而已，要想让员工满意就需要在激励因素上做文章；“保健因素”则是指工作安

全、按时发工资等因素，这些因素特点是不能给员工带来满意，但是保健因素做不好将会导致员工的不

满。参见：弗雷德克·赫皍伯格．赫皍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快，但是如果在旅?活动中获得了穿越体

验，?客会视之
"

一种意外收，进而提升

整个旅?体验的品质。

前文在分析旅?活动中的穿越动机时

提到了一种特指性的穿越动机，例如到朝鲜

旅?和一些其他由
7

烈的怀旧动机驱动的

旅?活动不在此列。在这种特殊的旅?活

动中，穿越成
"

主要动机，则穿越体验就变

成了“保健因素”，按照双因素理论的原理，

一旦不能很好的满足，会极大地降低?客体

验品质，事实上还是
"

提高?客体验品质提

供了理论依据。

５　基於穿越视角对
#

业实践的

几点建议

５．１　因地制宜的
#

品定位

不同类型的旅?景区所具有的穿越特

质在程度和类型上存在差?，从穿越视角?

取的定位策略也不尽相同。穿越特质非常

突出的景区应该突出基於穿越感的
-

品定

位；几乎
.

有穿越特质的景区可以从其他视

角下定位自己的
-

品；介於二者之间的景区

可以根据具体情癋将穿越体验的营造定位

於“激励因素”或“保健因素”。

-

品定位的差?也直接影响著企业宣

传策略，将穿越特质作
"

主要卖点的景区，

穿越体验成
"

?客出?的主要动机和旅?

体验的“保健因素”时，旅?经营者要重点

宣传景区的穿越属性；具有一定的穿越特

质，但是其主要卖点的景区在宣传时可以不

宣传穿越属性，有利於作
"

“激励因素”的

穿越体验给?客带来惊喜。

基於穿越视角可以从旅?
-

品具有历

史感、未来感和永
R

感来进行旅?景观分

类，不同地区、城市和区域的旅?景区可以

根据自身特点选择这些穿越感的亚类进行

市场定位。一般而言，历史文化景区、博物

馆等更适合营造历史感；科技馆、科幻主题

公园和现代都市适合营造未来感；
.

有人类

加工痕?的自然风景区可以考虑永
R

感的

营造。需要
/

明的是，很多自然风光
"

主的

景区即使
.

有人类加工痕?，由於历史记

载、文学作品的描写，也可能带来历史感；类

似沙漠无人区那样完全不具备任何时代特

徵的景区适合营造永
R

感，同时也具有营造

未来和过去双向穿越体验的可能。

５．２　重视整体穿越氛围情境的营造

高品质穿越感的营造具有整体性、系统

性的要求，?非单一某个载体所传达的资讯

就可以达到，因此，它要求的是整体的氛围

感。

旅?景区规划的核心无疑是核心景观，

-

品定位也必然是主要依据核心景观来确

定的。核心景观如果不具备时代特徵，无论

周边的氛围因素做的再好也不会
K

起穿越

感的
-

生。这就要求核心景观量保持其

“原汁原味”的时代特徵。

穿越氛围情境的营造不仅要求核心景

观的原汁原味，其他周边要素也需要和核心

景观保存一种整体协调，这一点对於氛围的

营造十分重要。这些周边的氛围因素不是

营造穿越感的核心因素，
Q

可以破坏穿越感

的
K

起和保持。由於旅?体验具有多感官

的性质，感官类
2

的增加，使得旅?者在观

赏景观、聆听背景音乐、品尝美食、入住酒

店、乘坐特色交通工具以及与他人互动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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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穿越体验都可以得到
K

起，这种体验可

能会贯穿在旅?过程的始终，呈现出贯穿性

的特点。同时，破坏穿越感的干扰因素同样

弥漫在旅?氛围情境当中，不合时宜的景

观、外界的噪音、自身
L

带的现代化设备等

等，这些因素可以把瞬间
K

起的穿越体验也

以瞬间出戏的方式消退。时代特徵载体包

括：建筑、交通工具、地域性美食、活化的生

活情景和符合场景特点的声音景观。就像

龙迪勇（２００８）所
/

的那样：“一个逝去时代

的精神风貌总是睶藏在那些空间性的建筑、

古物或图像中，正因
"

如此，这些空间性物

件对於再现往昔的历史时才显得格外的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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