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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康复性景观理论认
+

，环境和体验是理解景观具有“康复性”的关键，这
+

解析旅?与健康的互动关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依循该论断，本文以丽江古

城的旅?者群体
+

研究对象，试图对环境—康复性—体验之间的互动关进行实

证探究。通过对丽江古城旅?者群体进行访谈和文本分析，主要获得如下研究结

论：（
@

）在丽江古城，自然、社会、象徵环境构成的康复性环境，与旅?者日常生活

环境形成反差性、互补性，
+

旅?者康复性体验提供了客观基础和外部条件；（
B

）

物质体验、情感体验、社会体验是旅?者与丽江古城康复性环境的联结方式，也是

丽江古城康复性体验的具体体现、形成过程与结果呈现。文章试图突破旅?与健

康互动过程中“因果关”或“解释机制”的个体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从

“人
?

地”两端纵深化、系统化考虑旅?与健康促进、社会福祉增进的关联，
+

旅?

目的地有效回应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提供现实指导。

关键词：康复性景观；旅?体验；康复性体验；康复机制；旅?目的地；丽江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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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健康是人类关注的永
]

话题，是民族昌

盛和国家富
5

的重要标?。现代社会在技

术理性、功利主义支配下，社会大
=

面临著

一系列“现代文明病”和健康困境。加之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席蔓延，健康已然

成
"

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中最普遍、基础的需

要。通过旅?寻求健康日益普遍，旅?所
>

含的逃逸、放与休盻、自由与愉快等特质，

使其成
"

个体反抗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功利

主义的积极尝试，获得或者调整健康的重要

途径和关键行动，甚至催生了一系列以健康

体验
"

主题的旅?目的地。旅?与健康的

关在当下显得尤
"

重要，作
"

核心承载的

旅?目的地或旅?过程，到底如何让旅?者

'

生健康体验，其学理构成值得深思，亟待

探索。

近年来，健康地理学领域提出了康复性

景观概念，表明康复性体验是地方自然、社

会、象徵环境与主观健康感知的“交织共同

体（
1),7()1* 01#$'()&%

）”。旅?研究对其

引入，进一步诠释旅?目的地的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和象徵环境是旅?者获得康复性

体验的基本框架。旅?体验作
"

旅?客体

与旅?主体的互动过程，充满杂性、不确

定性、动态性，而旅?目的地具备何种特质

才能有效促使旅?者
'

生康复性体验尚待

实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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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古城被探险家约瑟夫·洛克称
"

“梦中天堂”，它以“治?”“疗伤”“慢活”闻

名於世，是现代性弥漫下的“香格里拉”。

当地居民、外来经营者，“丽江漂”“丽江驻

客”与旅?者都沉浸?宣扬丽江古城的“治

?”力量。丽江古城的体验和回馈契合了

康复性体验的概念本源，即康复性体验?非

是医学层面特定疾病的医疗与治?，或是从

受损状态到未损害之前的完全恢复，而是对

人类健康和发展
'

生的主观感知和实质性

好处，包括调节压力、缓解焦虑、增进归属

感、增
5

幸福感、促进社会互动等。基於此，

本文以丽江古城
"

案例地，重点讨论：丽江

古城的环境特徵如何引导康复性体验的
'

生？旅?者如何从丽江古城的环境结构中

获得康复性体验。文章致力於从“环境—

旅?者—体验”关的能动性回应康复性

体验的形成过程，旨在从旅?发展过程中拓

展旅?目的地，促进健康的新型人地关。

１　相关研究进展

旅?体验自
BC

世纪
UC

年代提出以来，

已成
"

旅?学界重点关注的核心命题，旅?

体验的概念、构成、本质、理论建构、影响因

素等多个方面均被加以探索和研究。由於

“体验”概念的杂性，导致其在不同旅?

研究典范中的释义也不尽相同，既是旅?者

心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描述旅?活

动意义的工具，还是旅?的基本认知和符号

代表。随著对旅?体验的本真性、舞台化、

商品化、系统性、建构性等议题广泛而深入

地探究，学者们发现旅?体验不仅仅是个体

赋予其意义的主观心理过程，也是环境与

人、人与人、人与地杂关的活动过程。

旅?消费的转型与发展，旅?主体体验

需求日益个性化、差?化和多样化，新的旅

?体验类
.

逐渐分化，健康体验日益成
"

旅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提出从

“超越表徵”视角出发理解健康体验不仅是

与个体行动相关的体验，还涉及身体与物质

对象、物质环境、物质事件等，既要关注健康

体验的意识层面或者
+

在特质，也需关注健

康体验所依存的时间与空间，以及人与非人

同时在空间
+

的居住、行动、表达。旅?与

健康的关机理，需要置於动态的、?质的

新型人地关中探索。

健康和福祉已经成
"

新时期旅?发展

的价值追求和现实导向，相较於实践层面健

康旅?的快速发展，相关研究缺乏视角创新

和理论贡献，尤其是旅?中健康体验和健康

效应的形成机制尚不明晰。健康地理学中

的“康复性景观”
"

旅?促进健康的
+

在机

制提供了良好理论借鉴。康复性景观（
,/1-



"D1+,(# 2")*%#"D1%

）概念最早由健康地理学

家
H1%21-

所提出，他认
"

“康复性景观是自

然环境、社会环境、象徵环境与人类感知相

结合，对个体健康、生活状态具有促进作用

的地方”。
H1%21-

表明，康复性景观概念的

提出
$

发於
BC

世纪以来文化地理学对文化

景观的阐释，康复性景观作
"

一种特殊的文

化景观，其核心要义在於诠释 “传统或非传

统景观在康复过程中环境、个人和社会因素

相互作用的杂方式和结果”。

康复性景观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康复

性环境逐渐从现代医疗保障系统，拓展至更

"

常见的场所、空间和地方。康复性景观相

关研究主要包括：（
@

）不同尺度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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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方康复性功效与价值的实证检验。久

负康复盛名的自然圣地或者宗教场所，居住

社区、花园、城市
N

地、海岸等日常生活空

间，提供特殊健康服务或健康活动的疗养中

心、关怀场所，家、蓝
N

空间、
6

色沙漠空间

等的康复性效益均得到了实证检验。
H1%21-

认
"

不同环境或地方的康复性效益获得实

证，很好地诠释了康复性景观?非立意於将

地方或环境进行康复性与非康复性二元分

隔，而是致力於从人地互动过程解剖地方与

健康?存的可能。（
B

）康复性景观作用机

制的
*

议与批判。不同的文化情境、人群特

质、自然与非自然元素、地方感、非人类动物

均会对康复性机制
'

生影响。（
J

）康复性

景观研究方法的探讨，既有研究肯定了定性

研究方法对康复性景观本质深描的重要性，

涉及访谈、随行访谈、心理实验、地理资讯技

术、话语分析、自我
e

事、照片引导、声音引

导等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环境与主观感知是康复性体

验及其效益形成的核心要素，从根本上反应

地是人、环境与健康之间的杂互动。
>+33

引入行动者网路理论将康复性景观诠释
"

提供物质、情感、社会支援的资源网路，个体

体验反之会能动性地将地方建构呈现
"

“赋能性地方（
1)"02()& D2"#1%

）”。同样，

f1"-)%

和
:$22()%

也在其研究中指明，康复性

景观具有偶然性，关乎特定时空的环境特

徵，以及个体的意识形态、权力、抵抗。康复

性景观理论引入旅?情境中，如何整合旅?

目的地的环境特徵、旅?者自身的主体特徵

与主观体验，将
"

进一步诠释康复性效益形

成机制提供新的研究情境。

２　案例地概癋与调查

２．１　案例地概癋

丽江古城隶属丽江市，地处滇西北、界

连西藏，地势险峻、山高谷深、滩多流急、交

通不便、环境闭塞，漫长历史时期都鲜
"

人

知。群山环绕、田野开阔、水系发达的丽江

坝子成
"

了纳西族人安身立命、寻求发展的

理想居住之地，丽江古城在此逐渐形成。

“城依水存，逐水而居”达成天、地、人相生

相融境地，契合了中国本土文化养生、长寿

的空间本底，被俄国作家顾彼得认
"

是疗?

自我、体悟幸福真谛的“被遗忘的王国”。

@AAU

年，丽江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
'

，

声名鹊起。大批逃离现代性的都市白领、小

资群体随之驻留於此，将丽江古城渲染成
"

了神清气爽“病人们”的聚集地，“去丽江疗

伤”已经成
"

都市迷
f

眧苦苦
g

扎者的普

遍选择。如今，丽江古城仍被认
"

是对抗、

熨平现代性之殇的“香格里拉”，疏解压力、

重拾自我的“梦中天堂”，逃避快节奏和高

压力的理想化“乌托邦”。

有学者对丽江古城的旅?目的地意象

探索分析发现，丽江古城是“反现代化”

“浪漫”“美好”“健康生活”的“他地”，是段

义孚先生浪漫主义地理视域下人性与大地

互动中崇高卓越的地理景观。亲近自然、慢

生活、休盻养生自始至终渗透到丽江古城发

展变迁中，甚至成
"

古城现今活生生的文化

心态。
BC@V

—
BCBC

年之间，丽江古城连续

上榜“中国康养城市排行榜
TC 5

”，逐渐成

"

中国国
+

旅?者追求身心放、健康幸福

的热门旅?目的地。丽江古城的生长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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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演变轨?，始终和人与自然、人与他

人相容?存实现人类文明对幸福和欢乐的

追求息息相关，这也和康复性景观概念本源

对地方与健康互动关的阐释具有高度一

致性。

值得注意地是，丽江古城?未有
5

有力

的医疗资源支
:

，健康、养生、疗伤如何得以

实现值得深思。源於此，笔者自
BC@U

年进

入丽江古城开始田野调查，聚焦丽江古城的

时间结构、日常生活与健康等问题形成了系

列研究成果，充分确立了丽江古城与康复性

景观之间的密切关，发现到访者的动机均

在不同程度上与焦虑消解、压力缓释相关

联。同时发现丽江古城已成
"

旅?者心仪

的疗?自我目的地，相较於广西巴马长寿文

化主导的康复机制，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医

疗干预过程，丽江古城突显
"

舒适气候、优

良空气品质、充足阳光、慢生活氛围等综合

要素的疗?作用，
"

旅?的康复机制探究提

供了更多元的案例选择。

２．２　案例地调查

"

了充分解案例地的基本情癋，对案

例地形成尽可能可靠、立体的认识，笔者於

BC@U

年
U

月
@T

日
? JC

日、
BC@V

年
T

月
BB

日

? JC

日、
BC@A

年
T

月
@J

日
? BB

日、
BCBC

年

@C

月
@C

日
? BV

日连续
Q

年赴案例地调查。

旨在通过对丽江古城的旅?者进行深度访

谈，获得对丽江古城康复性体验形成的深入

阐释。通过初步的交流和解，具体选择的

访谈对象呈现如下特徵：明确提到来丽江古

城是以放、自我调节
"

主要目的；在旅?

目的地停留时间较长，超过
T

天
Q

晚及以

上。共访谈旅?者
TU

人（编码
" :C@ ?

:TU

，其中
:C@ "

季节性度假旅?者，访谈
J

次；
:CB "

季节性度假旅?者，访谈
B

次）。

访谈过程中，通常以热身问题开始：“您
"

什
F

来丽江古城？”“您今天什
F

时候起床

的？”“丽江古城
"

什
F

让您感到放”等。

经历多次
h

改、增补、
L

动式调整之後，

确立最终的访谈提纲：（
@

）丽江古城整体认

识。包括丽江古城的概癋（自然环境、地理

环境）、形象与特色。（
B

）丽江古城的感知

与体验。来丽江古城的动机、
?

策、重?次

数、想像和实际感受等。（
J

）丽江古城的日

常生活与自身日常生活差?对比。（
Q

）丽

江古城的疗伤、治?。包括疗伤的经历、可

能的影响因素。（
T

）丽江古城的社会交往

与氛围。包括经营者与旅?者、旅?者与旅

?者之间的交往。经访谈对象许可，所有访

谈过程均已
&

音，?在访谈结束
BQ

小时
+

撰写
"

文字稿，随即进行资料初步分析，累

积获得访谈文本
@@@

余万字。访谈稿整理

完毕後，立即仔细
<

读一遍，如有疑问，则与

受访者进行电话或当面确认，对访谈
+

容修

正完善，有效建立访谈资料的可信度与可分

析度。访谈资料整理完成後按照文本分析

的方法梳理出丽江古城环境、旅?体验、日

常生活对比等相关主题，进而阐述康复性体

验形成的
+

在逻辑。

３　丽江古城的康复性环境结构

康复性景观镌刻在地方
+

外相互联动

的社会、文化与自然
W

环境网路之中，环境框

架是康复性景观及其效益建立和形成的基

础和前提。
H1%21- 5

调康复性景观由地方

自然、社会、象徵环境要素综合作用而成，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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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任何一种环境要素的影响，都会使康复性

景观理论欠缺解释力。由此，文章首先从丽

江古城自然、社会、象徵环境三个方面去整

体思考其环境的结构特质，进而
"

理解环境

特质对康复性体验
'

生的积极作用。

３．１　自然环境

纳西族先民建立丽江古城的过程，实际

就是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将自然

环境赋予的优势进行极大化彰显的过程，促

使丽江古城成
"

了依山靠水、临水布街、沿

河延伸，光照充足、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聚居环境。“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空间，

达成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天、地、人、神“四

元”相处共舞的境界。丽江古城的自然环

境让作家顾彼得领悟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他将丽江古城认定
"

是《消失的地平瞃》所

描述的“香格里拉”和东方的“人间天堂”，

他在书中提到：“我凝视这天堂的景色，气

XX

和，空气芳香，玫瑰花遍地都是，小溪急

流淙淙，百灵鸟和其他鸟类的啼叫声如同神

灵的音乐。”“丽江就是这个样子，街道铺砌

整齐，
1

有灰尘，
1

有臭味”“丽江是一种
1

有掺杂过多奢华享乐的天堂景色，而是一种

通过智慧和爱而得到的转化物”“我在丽江

的幸福生活，我觉得与世无
*

了，更
"

重要

的是，我的心坦然了”（分
.

节选自《被遗忘

的王国》
JC ? J@

页；
TB ? TJ

页；
J@B

页；
J@J

页）。

丽江古城自在生成的发展格局、向心平

和的空间品格、因水成势的肌理特徵以及纯

朴自然的营造取向成
"

其至今保持独特魅

力的关键所在。丽江古城历经数次修葺完

善，“顺应自然”的逻辑
1

有被人
"

扼杀，原

真的生态基底，建筑、道路依旧随地形、环

境、水系变化多端，整个古城精美雅致、色调

和谐、外观朴素，兼具经济、生态和美学价

值。丽江古城自然环境的优越性，赋予了其

得天独厚的自然舒适物，涵盖了气
X

、湿度、

日照天数、水域、总体自然吸引力等要素，自

然舒适物对个体情绪高涨、心情舒畅、生活

愉
_

等正向影响早已达成共识。丽江古城

自然环境呈现出以鲜花、
N

植、阳光、气候、

气
X"

核心要素结构，而这类成分组合被认

"

是康复性景观的调色板和质料，也是康复

性景观原真性甚至理想化的客观环境存在，

对於降低疲劳、调剂心情、促进健康至关重

要。

３．２　社会环境

丽江古城隶属茶马重镇，各方流动人口

辗转停歇於此，多元、开放、包容由此根植在

古城的社会网路结构中。
@AAR

年，丽江古

城在遭受了地震
d

害的重创，地方政府、纳

西居民、外来经营者等群体进行了多维度地

改造与重构。丽江地方政府遵照“修旧如

旧，恢复原貌”的逻辑主瞃，综合真实性、生

活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对丽江古城进行保

护、改造、修建基础设施等，丽江古城的古与

真、纳西民族风俗与文化得以根植和延续。

丽江古城重构过程中?未草率地退守至原

始而落後的乌托邦，反倒适应社会发展成
"

介於城市和自然两个极端的中间景观。通

过限制车辆进
+

，高速运转的世界被隔离在

外，古城漫步，充斥著身体与自我流动的社

会想像、社会聚集与社会互动，恬淡、自由、

盻适的诗意盝居氛围由此延展。

地方政府对古城的修葺完善、管理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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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推动丽江古城走向世界。申遗成功之後，

丽江古城
'

业结构转型
"

旅?主导，社会网

路结构随之变迁。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传

统古乐、东巴文化、悠盻生活、小桥流水人家

与高速推进的社会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吸引

了大量城市社会或者都市生活的小资群体、

文艺青年、背包客，甚至是“驻客”或“丽江

漂”，到此寻求丰富多样的感官体验和原真

性的生存体验，满足其逃避自然、逃避文化、

逃避混沌的本性需求，丽江古城因此成
"

短

暂性逃离现代性和都市社会压迫的“他

地”。纳西原住民逐渐从古城退
8

，纳西民

居变成了
"

外来经营者追逐、造生活情趣

的场所，外来群体所
i

带的情感经历、理想

情怀、生活体悟随之整合进古城空间
+

，酒

吧、书吧、火塘吧、咖啡吧、手工艺作坊便是

最直接的佐证，“泡吧、喝咖啡、晒太阳、发

呆”成
"

了外来群体整合纳西族人传统休

盻而成的小资雅文化。外来群体改变了丽

江古城的社会结构，又以自身的行
"

方式、

活动表现和在地实践将丽江古城置於现代

化的对立面，?在此沉湎怀旧和对抗无处不

在的都市化与现代性，寻找理想的生活情调

和生活品味，安置自身对生活和生命的独特

感悟和理解。日益增多的外来追逐者与古

城淳朴的“土著”文化接触滋生了浪漫执拗

的“远方之爱”，丽江古城成了城市浪子的

心灵庇护所、精神归宿，多元性、杂性和流

动性的社会结构将丽江古城塑造成
"

具有

情感关怀、包容、自由化的生存情境。

３．３　象徵环境

丽江古城在发展变迁过程中，得益於自

然环境的舒适性和社会环境的包容化，“浪

漫”“慢活”“休盻”不断被
5

化甚至成
"

丽

江古城的符号标。
BCCJ

年，《一米阳光》

播出，使丽江古城成
"

社会大
=

想像、追求、

邂逅浪漫爱情的圣地，当地政府顺势推出

“丽江柔软的时光”和“丽江一米阳光”等品

牌行销。外来经营者从事旅?商业活动过

程对古城的浪漫特性进行了扩大呈现，从客

栈和酒吧便可窥见一斑。就客栈而言，“慢

时光”“阳光”“发呆”“邂逅”“看书”“品茗”

等直观文本，盆景、鲜花、秀珍鱼塘、茶台、
R

椅、铃铛、藏族银器等物质装饰，集中渲染了

“丽江的柔软时光”与“丽江的慢时光”，成

功地向外部世界渲染了丽江古城的浪漫形

象。酒吧兴盛发展，促使各地往自由、奔

放、流浪的大
=

集聚於此，丽江古城被隐喻

"

精神乐土。“酒吧”“邂逅”“硊遇”逐渐成

"

了丽江古城的标和符号，昔日的“历史

文化名城”逐渐走向了“浪漫邂逅之都”“硊

遇之都”，丽江古城的发展也进入“浪漫迷

思”阶段。外来经营者对浪漫的极度渲染，

推动了丽江古城“去地方化”进程，旅?者

关注的重心也从丽江古城的历史文化景观

转移到地方浪漫氛围，弥补了个体在社会

“向前发展”洪流中怀旧、真实与自由等浪

漫情感缺失与渴望。

与此同时，外来经营者基於纳西族人

“懂生活、爱休盻”的生活品性，通过喝茶、

晒太阳等空间活动
"

媒介，将丽江古城悠

盻、淡然的慢生活在新时空环境眧延续?且

具象化。丽江古城的休盻已经成
"

一种独

特的文化特质和空间现象，被细分
"

基於民

族特质之地方实践的传统性休盻、基於文化

认同之传统发明的群体性休盻、基於场所依

赖之空间展演的日常性休盻。而休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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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视
"

具有放、
\

心甚至“心闲体
\

”

“心宽体健”的功效。从休盻延伸而来的慢

生活，是丽江古城的另一种地方性、符号象

徵和精神
+

核，慢活以截然相反的
-

速逻辑

促使个体达成自我与环境、个体与自我
+

外

在的平衡，重新审视自我价值、生命意义。

慢活引导旅?者从现代性所造成的?化、生

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活节奏的程式化等状癋

中获得暂时“解
Q

”，也促使古城能
7

从表

层的放感官体验，关联到更深系统的健康

调整。

丽江古城的环境结构是地方主体生存

发展的具体情境和关网络，反映了人们的

生活实践过程对健康意义的追求和演绎，呈

现环境与健康的系统联结和正向关联，也由

此将丽江古城康复性环境的特质显现化和

具体化（见图
@

）。

图
@

　丽江古城的康复性环境特徵

４　旅?者康复性体验的类
)

丽江古城从环境层面确立了某些旅?

者惯常生活环境不具备或尚未被发掘的康

复性，
"

个体与健康的正向互动提供了可能

性条件，但?不能意味著旅?者必然能
7

在

此获得康复性体验。
N1)&2")*

指出健康可

以被理解
"

一个“项目（
D-$_1#,

）”，是一种

需要特定能力支援实现的状态或品质，意味

著康复性体验不仅需要旅?目的地的外部

支援，同样需要旅?者自身的
+

部生
'

，包

含了自然与人文、环境与感知、客观事实与

主观建构多重互动逻辑。
>+33

引入行动者

网路理论，
5

调康复性效益的
'

生是在一系

列康复性体验、网路、联中建立和创造的。

深入理解康复性体验和效益的
'

生，需要重

点关注个体在物质、情感、社会体验层面获

得的相应支援，进而
"

确定康复性体验以及

描述其生
'

和建构的
+

在机理提供依据。

４．１物质体验

在讨论宏观层面公共健康干预措施时，

往往
5

调物质资源对於维护健康、增加福

利、开展健康促进活动的重要性，地方或环

境物质层面的感官接触成
"

理解康复性体

验的关键所在。流动性连通了旅?世界和

生活世界，
"

生存环境的感官体验提供了直

接的对比参照。
:TC

山西太原人，刚刚从工

作单位退休，谈起此次古城之行，“我工作

了三十多年，一直忙忙碌碌，想著退休以後

就轻了，但实际上退休以後有种莫名的空

/

和失落，适应不了，情绪状态不太好。在

丽江古城开客栈的儿子让我来这边玩玩，散

１９



散心。我第一次来这边，蓝天白云，空气清

新，每天都能见到太阳，不用生活在雾霾之

中，状态一下就好很多。我从小就喜欢养花

花草草，但家眧地方太小，一直满足不了这

个愿望。现在这个院子养了各式各样的花

草，看著各种不同的花儿竞相开放，心情特

.

舒畅。”由蓝天、白云、阳光、空气、花草构

筑的优越生态环境
" :TC

带来最
"

直接的

感官击和物质体验，从而
'

生了状态好很

多、心情舒畅等积极感知，达成了旅?者与

日常生活或者惯常环境的间离。

由阳光、空气、植物等物质基础牵涉的

健康体验也出现在其他旅?者的
e

述中。

“我每年三月过来这，这个时间整个古城到

处都是鲜花，有很多多肉植物，春意盎然，阳

光照下来，空气中充满花香。坐在客栈玻璃

球眧面，晒著太阳，吹著风，拿一本书，真的

会很治?。（
:@R

）”“张家口一到这个时候

各种飞絮飘落，我就皮肤一直过敏，加上张

家口比较乾，所以脸上一直起疹子，特
.

的

痒。到这儿以後，感觉好了一些，这边空气

好、湿度刚好，脸上不痒得难受，心情自然也

好多了。（
:@C

）”“这几年一边要忙升职、一

边忙两个小孩上学，整个人时刻紧?著，晚

上睡觉也很容易惊醒，到了古城这几天一直

睡到自然醒。
1

有车来车往，整个环境很是

安
\

。（
:TR

）”鲜花、多肉植物、阳光、
X

度、

花香、微风、湿度等物质集合成
"

“地方调

色板”，构成
"

丽江古城的舒适物，旅?者

藉由光、声、色调、花香、听觉、皮肤等一系列

感官元素，调动了自身“舒服”“治?”“安

\

”“睡眠”“皮肤状态”的健康感知与体验。

物质层面引发的健康体验，已经成
"

旅?者

对地方认同的具体表达（见图
B

），回应了丽

江古城环境塑造的各种物质资源对於健康

促进或健康提升的支
:

作用，凸显优越的自

然环境生态品质是康复性体验
'

生的根本，

同时表明身体、感官是地方环境与康复性体

验的关键媒介。

图
B

　咖啡馆意见簿
&

容节选与例举

注：笔者拍摄（拍摄地点：丽江古城优雅时光咖啡馆，拍摄获得咖啡馆老许可）

Q5B

　情感体验

物质体验彰显了个体与自然、阳光、蓝

N

空间的亲密关，隐含了客源地和旅?目

的地环境结构的反差性，也意味著康复性体

验的
'

生离不开流动的重要情境。旅?者

２９



是流动的个体，
i

带著日常生活种种经历而

'

生的各种情绪，尤其是日常生活单调、琐

碎、压力等负面因素滋生，个体与居住地之

间的情感联和意义纽带被撕裂，导致旅?

者尤
"

渴望获得情感补偿。笔者发现重游

丽江古城的旅?者，其活动仅局限於古城范

围
+

，遇到访谈对象
:@B

时已经是她第五

次重?至此，她解释到“这是我第五次来，

第一次是
BC@J

年来的，今年已经是第二次

来了。我单纯地觉得来这儿，心情会特
.

好，?不是
"

了看景点，就想在这眧住一住、

待一待，不用想生活、工作、家庭各种烦心

事。”

除了从日常生活的繁杂琐碎中逃离从

而获得“心情好”等正向情感体验以外，访

谈对象还对比曾经的旅?经历，
5

调了丽江

古城所
'

生的独特情感体验，
:QT

谈到：“我

也去过很多古城，丽江古城给我的感觉是不

一样的，在这真的可以慢下来的。有的古城

过於僻
\

，的确能让人慢下来，但也让人感

到孤独，
1

有人搭理你，各自忙各自的，这种

治?不了你，只会让你更受伤。在这，可以

喧闹、可以安
\

，可以孤独、也可以有很多
X

暖，这边你可以和
.

人一起喝茶、喝酒，晚上

一起玩到半夜。就这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在

.

的地方找不到，所以这眧的治?对於我或

者很多人而言是独一无二”。
:QT

与丽江古

城恰到好处的“喧闹与安
\

”“孤独与
X

暖”

环境相联结，实现了真的“慢下来”，?进一

步将这种联结引申
"

“疗伤”“治?”的情感

反应。来自西安的
:CA

同样
5

调了“慢”带

给自己的疗愈效益，“我是做音乐作，之

前自己开了一个小型工作室，长期高压忙

碌，精神和身体出了很多状癋，来这眧就是

想要休息和疗养。在城眧每天工作十四个

小时左右，精神紊乱，身体也承受不了。这

眧的节奏很慢，让我精神上不再有压迫感，

也重新感受到对生活的那份热爱。
)

到底，

这就是我生活出现问题之後，帮我疗伤、帮

我平复的一个地方，慢下来了，身体状癋好

多了、心也安定下来”。丽江古城的“慢”充

分满足旅?者的“逃离”欲求，摆
Q

了惯常

环境中工作、生活的忙碌与压抑，重新给予

了个体以生活指导从而实现身心状癋的改

善。

访谈对象
:CR

同样提到“丽江慢悠悠

的生活确实挺治?的，在这眧，大家都经常

坐一块聊天，聊完心眧会敞亮很多，出去看

看花、拍拍照、晒晒太阳，心眧就是很滋

润”。“慢”作
"

丽江古城变迁中塑造的独

特地方性和象徵环境，成
"

了丽江古城引导

生活方式转
`

，实现个体与地方积极情感交

汇的关键因素。事实上“不消慌，才逍
j

”

是整个云南地区睶移默化形成的时间观念

和生活理念，正是因
"

这种渗透在地方发展

演化过程中的“慢”生活节奏，将旅?者从

快节奏社会眧暂时解
Q

，重新去体味生活的

自由自在、惬意和本真，从而形成了个体与

时间、生活、地方、自己之间的正向情感邂

逅。正如
>121+M1

研究发现，地方上的情感

邂逅将会转移至身体层面，而使身体充满喜

_

，甚至改变著个体的情感取向和行动能

力，也就意味著旅?者
+

心所期待的“情感

需要”在体验过程能否得到满足，也是在地

方上的康复性体验的重要体现。

４．３　社会体验

社会支援历来被视
"

促进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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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各种风险和脆弱性的发生率和严重程

度的重要维度，紧密的社会关、频繁的社

会交往能
7

促进个体的积极情感甚至是幸

福感和满意度提升。旅?是一个社会交往

的过程，对於旅?目的地而言，各群体能
7

在此空间范围与更多的行
"

者建立更多样

化的关，获得社会支援、社会信任和人际

互惠等，从而?取更多样化的行动，便能
7

'

生相应的、正向的社会交往体验。访谈对

象
:CB

来自浙江，他尤其
5

调了人际互动

带给自己的“疗伤魔力”，他提到：“我是遗

传性白化病，一直以来极度自卑，前段时间

我离婚了，整个人的思想和心理都陷入到偏

激、极端的状态。幸亏来了这，这眧的生活

很美好，大家都很
X

暖，
1

有人对我的白化

病问东问西，大家在一起就是讨论有什
F

地

方好吃的、有哪可以一起去玩，晚上一起去

慢
R

吧，心态就改变了，那些极端的想法也

就灭了，所以丽江古城是有疗伤魔力，虽然

我
)

不清楚到底是什
F

改变了我，可能就是

人际际遇吧。”

访谈对象
:QC

是位单身妈妈，离婚之

後自己独立承担著父母养老和孩子抚育，她

认
"

自己能
7

在丽江古城从离婚的悲伤情

绪走出来，关键便是从丽江古城的社会交往

过程得到充分诉
)

自身经历的机会，而在日

常生活中她的压抑和痛苦往往无人倾诉，

“我在丽江遇到的都是贵人。客栈老娘

看我一整天都在房间不出去，吃饭就点外

卖，她就一直叫我出来和他们一起聊天、喝

茶、吃饭。刚开始我还不愿意，後来实在耐

不住人家热情，就出来跟她聊。我和他们是

陌生人，我可以毫无顾忌什
F

都
)

，
1

法跟

家人、朋友
)

的，都跟他们
)

了，
)

完心眧敞

亮多了、释怀了、心打开了。也听了很多人

的经历，觉得自己这点坎坷也不算什
F

。
)

实话，如果他们
1

有主动找我聊天，我可能

也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有治?的神奇力量。”

在
:QC

看来，多样化的人际关、多元化的

社会行动、简单质朴的社会氛围，甚至是交

际、移情、倾听和互动的技能，
"

个体的安全

感、包容感、私密感和归属感提供了社会资

源与社交支持，?且延伸成
"

旅?者自我认

同乃至社会认同的关键，达成了旅?者“多

重疾病”和“整体健康”的综合疗愈与提升。

:BT

经历辞职回到家乡、逃离家乡来到

丽江停留，她表示自己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羞於开口求人、社交技巧匮乏、社交恐惧、不

懂得如何跟外部世界相处，在现实和非现

实、在迷失与自我追寻中徘徊。
:BT

提到：

“其实我觉得丽江古城带给我的治?，主要

还是跟这边的人有关，如果在这眧
1

有遇

到正确的人，就
1

有遇到对的丽江古城。我

在这眧交到了很好的朋友，一群人在一起开

心地玩，也就不再社恐了。”
:BT

将社会交往

与康复性体验的结果进行了直接关联，同时

表明社会交往的杂性会造成康复性体验

的不确定性。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结论

本文通过
BC@U ? BCBC

年持续
Q

年的案

例地追?调查，从丽江古城的环境特徵和旅

?者的感知体验，系统探究康复性体验的形

成过程，研究发现康复性体验是旅?者与目

的地环境、日常生活环境之间互动呈现的动

态过程与结果，具体获得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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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丽江古城，自然、社会、象徵环境

构成的康复性环境，与旅?者日常生活环境

形成反差性、互补性，
"

旅?者康复性体验

提供了客观基础和外部条件。丽江古城自

然环境赋予的舒适度与改造过程的宜居化

是康复性景观的原始化、理想化、客观化存

在；其社会环境塑造的包容、自由从情感关

怀层面催化了康复性景观的
+

涵延展；象徵

环境隐含的浪漫、休盻与慢活从健康生活层

面匹配了康复性景观的要义，共同推动了环

境与健康交互的新介面，呈现了地方生存发

展的具体情境，
"

康复性体验提供外部支援

和客观基础。

（
B

）物质体验、情感体验、社会体验是

旅?者与丽江古城康复性环境的联结方式，

也是丽江古城康复性体验的具体体现、形成

过程与结果呈现。丽江古城自然、社会、象

徵环境同构互促过程，
"

反差性、互补性生

活体验提供了资源构成与客观基础，旅?者

置身其中通过具体的、微观的物质、情感、社

会体验，与丽江古城的环境和自身的日常生

活
'

生有意、无意地联结，从而实现了康复

性环境与旅?者个体性的联通，康复性体验

的意义与价值也随著“丽江古城—旅?者

体验—日常生活”的动态交互不断明晰和

显化。

５．２　讨论

新冠肺炎病毒持续对人类健康
'

生影

响，如何通过旅?促进健康福祉仍需进一步

探索，丽江古城康复性体验的实证探究，试

图将旅?的康复机制清晰化。研究发现，康

复性体验不仅是旅?者生理、心理和社会上

的健康感知，也是一种地理现象，阐释了健

康与环境是最基本的人地关。一方面，

“环境本底”和“环境结构”是旅?者获得康

复性体验的基础。旅?目的地通过认识自

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创造了美丽宜居、

自然生态、人地和谐的地理环境系统，提供

了地方促进健康的生态轮廓，彰显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关本质，这既成
"

地方康复性景

观的实质性存在，也是赋予旅?者康复性体

验的客观基础。旅?目的地的环境特徵，也

诠释了现代医疗保健系统往往无法提供身

体和精神康复的治疗环境，反倒是大自然中

>

含的新鲜空气、清洁水域、壮丽风景，建筑

环境暗含的压力隔离、人文关怀、公平能
7

激发个体阐释康复性体验的睶在性和可能

性。另一方面，“健康想像”与“健康体验认

同”确立和深化了康复性体验的意义和
+

涵。日常生活中生存困境和意义模糊，激发

了旅?者对健康的迫切需求，成
"

了旅?者

在?时空环境中获得放、释放自我、自我

疗愈体验的关键驱动。旅?者在“旅?目

的地与客源地”“逃离与融入”的流动过程

中，重新建立了与自然的亲密互动、按照个

体价值观和兴趣偏好行事、获得了他人的人

际关怀与支持、获得与日常生活暂时“解

Q

”、实现 “去远”和“诗意地盝居”，促使旅

?者在逃离和寻找生活意义中达成共识。

康复性体验的意义也从表面的放感官体

验，关联到更深层次的心理健康、精神健康、

情感健康及整体健康的调整和康复。旅?

情境中康复性体验形成机制实际上是“旅

?目的地环境—旅?者主观体验—康复性

意义”三元关的互动与关联（见图
J

）。

康复性体验映射出结构主义与人文主

义地理学中的“人
?

地关”判断，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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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性景观是由地方
+

部自然环境、社会环

境、象徵环境交织共同体下，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自我和谐关网络的独特性所
?

定，回应了结构主义对地方整个格局、区位

和自然条件的
5

调；另一方面，处於地方之

上的外部群体的想像与实践、经历与体验、

主体意识、价值认同深化了康复性景观的
+

涵，
5

化了康复性景观的独特性、差?性和

作用机制诠释，回应人文主义对主体情感认

同和主体意识的
5

调。康复性体验实际上

阐释地方与健康、自然与社会、人文与生态

之间的辩证关，地方的无序开发与环境牺

牲，终究会使康复性景观消失殆尽。康复性

体验追根究底是人类对生存品质、生命意义

的主动追寻，旅?目的地高品质发展过程需

要主动对接社会大
=

对健康的需要，而不是

停留在物化景观的感官体验。

图
J

　旅?者康复性体验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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