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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五千年优秀的文明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

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1]。从表演艺

术、节庆活动，到各种传统手工艺，非遗传承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瑰宝，具有重要价

值。昆曲、皮影戏、中医诊法等已经成为我国非遗的

重要名片①，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传承”是非遗本质属性，而“活态性”是非遗有

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之处[2]。非遗的活态性主

要表现为不仅保护物质形态，更体现为对传承载体

认知体验、宣传弘扬，最终实现传承振兴来保护非遗

的生命力[3]。非遗传承是以人为载体可延续的文化

传递过程，通过技艺经验表现让非遗渗透至文化持

有者的衣食住行中[2]。作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非遗

同样具有传统文化的地方精神价值，依托地方社区

展示出深厚的文化、民族和地域性特征[4]。因此，遗

产本身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和所拥有的广泛群众基

础，决定了非遗是依赖与人类互动的文化财富，这种

活态的非遗传承性包含了与生俱来的体验价值。

推动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为旅游业向深层

文化体验和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向[5]。已有研究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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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方式、路径以及非遗与人和社区之间互动

联系，思考如何在旅游创新保护非遗为其提供生存

环境背景下，将非遗融入现代社会[6]。非遗对于传承

人和承载者而言，能为相关社区和团体提供“认同感

和地方连续性”[7]。但非遗不仅是文化资源，更是一

种经济资源，非遗活态传承对社会经济结构优化发

展具有积极作用 [8]。所有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

保存、研究和传播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都具

有重要价值[9]。尽管文化传媒、旅游管理等领域的研

究对非遗价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提出非遗作为

活态的文化资源本身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科学、经

济价值[10]，然而对于非遗参与者的体验研究鲜有学者

关注，其活态传承体验价值如何衡量尚未揭示。

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决定了旅游项目的生命

力，非遗旅游项目开发价值取决于可展示与体验

性 [11]。非遗活态传承既促进非遗保持良好文化生

态，也是打造特色文旅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12-13]。研究发现，非遗的保护利用、活态传承与

个人感知之间存在联系 [14]，在活态传承中了解非遗

所蕴含的民族价值取向和追求，有利于社会公众认

同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 [15]。本文对非遗

活态传承体验价值及对应维度进行探索，构建活态

传承价值体系并加以验证，发现参与者在非遗活态

传承中的关注点，促进非遗文化生动诠释，进而为非

遗开发提供借鉴。

本研究依据人类学文献提出了非遗活态传承的

定义和特征，结合体验价值理论框架，采用扎根理论

识别了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的五维结构体系。接

着将定性的测量要点具体设计细化为量表，在专家

Q-sorting测试基础上，对非遗体验项目259名体验者

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

分析，实证检验并确认了非遗活态传承的五维结构。

1 文献回顾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在日常交流中保护其物

质形态、活态保存其传承载体，是物质及相关文化活

动的活态保存和传承[3]，对象为文化积淀如语言、表

演艺术、仪式和节庆活动及各种传统手工艺，往往在

日常交流、体验和学习中得以传承②。活态传承是以

人、团队或者社区为载体，并与当地历史文化紧密相

关，不可移植[4]，具有较强地域性特征。由于非遗是

根植于地域、社区中的创造性资源[16]，其价值在互动

中提升，非遗活态文化传递非遗文化所蕴含的核心

理念③，在于保护、认知及传承非遗的核心价值。其

核心价值基于可参与的文化传播和体验价值传递，

是传统文化与精神的再传播[1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活态性还表现为促进传统历史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活

态呈现与重新生活化[17]。例如，江西婺源“文旅融合，

非遗先行”，特色鲜明的非遗项目在乡村旅游中活态

展示，在传统旅游产品中透出新意，通过旅游途径让

非遗重焕生机活力[18]。非遗活态的核心表现是人类

自身的生活文化。非遗传承者与体验者在交流互动

中实现文化传承，个人感觉和体验成为重要因素[19]。

非遗活态传承研究起步于人类学研究，从个体

自我到社区群体的地方认同，突出个人文化权益和

需求，提倡“将人与遗产联系起来”[20]，并强调通过政

府和公众来识别、保护和传播非遗。例如，埃及政府

颁发公告来传承Hilali Epic史诗，为确保以口头形式

传播，举办朗诵训练并将系列讲座编入学校课程，以

增加市民了解和认同 [21]。不同于有形遗产，非遗需

要通过展示和创造为一种生活经验或者活动形式加

以大范围推广 [22]。基于人类学视角，非遗活态传承

也需要对传承人加以重视[23]。通过对传统体育等非

遗研究，发现活态传承对象聚焦在传承人、学生、社

区三方 [24]，多以校园、社区、互联网平台进行活态传

承，从而发挥非遗在现代社会的实用功能[25]，社区参

与的传承方式进一步体现了人地结合思想，有助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26]。非遗文化空间保

护与开发是传承非遗的有效手段，非遗产业化发展

可以实现经济价值，提升非遗影响力，并保持传承的

生命力[27]。非遗开发模式包括以文化生态区和博物

馆为代表的静态开发模式，以节庆和主题公园为代

表的动态开发模式 [28]。非遗与人息息相关，非遗和

旅游碰撞会形成有效的活态传承[29]。Alivizatou从产

业角度揭示文化遗产、旅游业和区域竞争力之间的

密切关系 [30]。在当下社会转型期，非遗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软实力，非遗旅游开发是文化活态传承的有

效途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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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体验价值

非遗的活态传承途径有体验、认知和传播等。体

验价值高低决定非遗活态传承项目吸引力大小。体验

价值是指顾客经历消费后的体验感知，需要亲身参与

体验才能实现[32]。Mathwick等认为体验价值来源于人

们对产品服务直接使用或远距离欣赏，是消费者对产

品属性和服务效益的相对感知[33]。产品属性和服务效

益相对感知是体验价值研究的主要思路。学者们对体

验价值开展了丰富的探索，从二维模型一直发展到五

维模型。Holbrook和Hirschman基于消费者核心价值

需求，提出了实用和享乐的二维体验模型[34]；Michie和
Gooty在此基础上扩展出了象征性维度，体验价值扩展

到三维[35]。经典的框架是Sheth等在探讨消费决策价

值因素中指出，体验价值具备功能、社会、情感、认知及

情境价值5个维度[36]，一度成为服务体验的主流模型。

旅游体验价值是以顾客为中心在特定时空为客

户提供有明显差异和无形价值的服务，不同消费者

有不同体验需求[37]。在旅游服务的体验研究中，Paul
和Geoffrey增加认知维度以适用于旅游环境层面[38]，

Sweeney和 Soutar对顾客价值量表进行调整和扩展，

提出功能性、情感性、社会性和知识性四维度[39]。在

“亲身参与”主动体验共同制造模式研究中张凤超和

尤树洋证实Sheth等的五维体验价值模型[40]。而在环

城游憩行为研究中，李江敏和严良将体验价值划分

为两类五维度，提出环城游憩体验价值包含功能、经

济、情境、情感及认知价值[41]。

尽管体验价值的划分方法不尽相同，但Sheth等
的五维分类法[36]是认可度较高的分析框架，并在旅游

服务研究中得到较多验证。非遗的活态传承体验价

值在旅游理论和开发实践研究中尚处于起步阶段。

2 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文借助扎根理论探索识别和提取体验价值的

表现形式。扎根理论适用于提炼和构建各种关键维

度或构念，对特定社会学和管理学定性资料进行循

环和持续比较，不断迭代、提炼和修正观点直到理论

饱和。可用于抽象原始资料并建立理论 [42]，经由严

谨系统分析来构建某一理论和框架。在扎根理论分

析前，不预设体验价值结构，首先围绕“非遗体验形

式”“非遗体验内容”以及“非遗体验感受”三方面内

容进行深度访谈、收集关键受访者的评价。

研究以武汉作为扎根分析的案例地。近代以

来，武汉一直是中国中部水陆经济核心城市，长江流

域非遗展馆就坐落在武汉。武汉也是南北文化交融

之地，非遗活化发展比较典型。本研究以汉绣博物

馆、古琴台景区、长江非遗博物馆、楚天茶道茶空间、

武汉木船雕工作室和雕花剪纸工作室6个核心非遗

体验区作为典型的访谈地点，通过深度访谈了解非

遗传承人、非遗爱好者以及体验者对活态传承体验

价值的看法。引导问题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一，非

遗有哪些特殊的体验形式?第二，非遗活态传承的体

验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三，对所在体验区的活态

传承体验感受是什么，有什么需求?针对非遗传承人

访谈时间控制在20分钟内，非遗传承体验者访谈时

间控制在10分钟内。所有内容以文本形式整理成访

谈记录，供扎根理论分析使用。通过引擎搜索“非物

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关键词，得到部分新闻媒体对

非遗活态传承的报道，并将其作为补充合并到访谈

文本(包括20份访谈资料及1份网络数据)，并抽取其

中1/3(7份个人访谈记录)做理论饱和度检验。

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

择性编码3个步骤，完成对文本资料的结构化系统分

析，逐层归纳形成概念、对应范畴和主范畴。通过和

其他领域的服务价值体验维度研究比较，对理论进行

解释和说明。张凤超和尤树洋的认知价值是指满足

参与者学习产品技术或知识包含技术学习等[40]，本研究

认知价值是参与者在体验过程中获得新知识的文化

认知价值；Sheth等的情境价值是在特定环境下获得

有条件的价值[36]，本研究情境价值是参与者在特定情

境下对产品与服务的感知效用，是在一定环境下具有

增强性的价值；对于超出现有体验价值研究的维度，

例如传承价值、活态价值，采用扎根分析中主轴编码

的核心要点进行命名，命名来源于政府报告中“文化

自信”及相关法令《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文非遗发[2012]4号)中“生产保

护”等，确保维度的定义和核心来自关键受访者的文

本归纳，由此归纳非遗活态传承的体验价值体系。

扎根理论识别了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的维

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定性的测量要点具体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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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适合于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的量表。在专家

Q-sorting测试基础上，通过严格的问卷初测以及实

测，对非遗体验项目体验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探

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确认其效度和

信度基础上，实证检验并确认非遗活态传承的维度

结构，并以此确立相应的体验价值体系测量框架。

3 扎根分析与体验价值识别

扎根理论是依赖于对真实鲜活原始资料的逻辑提

炼，进而呈现出对理论的抽象[43]。为了识别非遗活态

传承体验价值的维度和特征，首先借助扎根理论对访

谈文本进行规范性编码。扎根理论应用的前提有两

个：第一，确保被访谈对象具有典型性，第二，能够获得

准确的文本信息。为了体现参与人员的典型性以及文

本的准确性，将访谈者集中在非遗载体(如非遗传承人)
以及非遗接受者(如非遗爱好者，非遗体验者)范围。

根据扎根理论的分析步骤，开放式编码是第一

步。为了减少歧义和偏差，研究者将现场访谈的语

音和文本记录变成文字，并进行校对和补充完善。

通过阅读访谈文本，将关键语句变成概念化的关键

词。当存在歧义或者不确定时，成立专家小组参与

判断，并最终协商确定。通过开放式编码，得到 150
个语句词条，并形成不带有感情色彩的关键词标

签。通过对其进行概括性整理，表达相近或存在相

关性概念合并，最终形成19个重要概念。其中，对应

最多语句词条的概念是8条，最小的概念是3条。由

于篇幅有限，部分概念省略，开放编码见表1。
表1 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指标开放编码示例

概念
A1了解文化

A2氛围浓郁

A3文化自信

A4主题特色

……
A17鉴赏艺术

A18出行成本

A19时间精力

来源
非遗体验大学生

非遗爱好者

非遗体验大学生
非遗爱好者

非遗爱好者

非遗传承人

游客
非遗爱好者

……
非遗爱好者
非遗传承人

非遗体验大学生
游客

非遗体验大学生
游客

原始对应语句示例
A1-1我对传统音乐很喜欢，想学习了解一下，领悟(这种)传统文化
A1-2(我)通过学校选修课参与过陶艺传承课，因为对这个感兴趣，还能学习知识
A1-3我很喜欢传统技艺、民俗类，能够了解历史(了解地方差异)，了解风俗习惯，掌握知识，进
一步掌握文化体系
A1-4参与非遗活动可以帮助我探索新事物，获得知识；同时加深我对非遗的了解，扩大知识面
A1-5我爱茶又不太懂，参加非遗活动能够帮助我认知茶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知识)
A1-6在非遗体验中我可以了解历史、了解传承人生活情况
A1-7增强年轻一代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认知
A1-8我体验过苏绣手工活动，我觉得亲身体验非遗很棒，多了解会发现非遗很美好
A2-1参加非遗活动周围环境是否具有可体验度、是否具有足够趣味性会影响我的活动体验
A2-2非遗活动环境非常重要，我很在意参与非遗的传承人素质、非遗体验的场景布置
A2-3我希望控制好参加人数，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
A2-4非遗项目质量、环境以及周围参与者的素质状况会深刻影响我
A2-5非遗活动过于商业化、功利性会给我的非遗体验(带来不利影响)
A2-6非遗活动环境非常重要，我希望环境能够有活力、时尚点
A3-1了解了非遗传承活动后，非遗真正走进了我的生活，对我产生积极影响，更加热爱祖国
和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A3-2(我认为)非遗宝贵有价值，是中国古代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A3-3继承好当代非遗文化也能保护民族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冲击
A3-4我对参加的非遗活态传承活动很支持，这种活动有民族风气
A3-5(我们的)黄梅挑花非遗产品质朴精美、用途广泛，能够出口国外，展示国家文化魅力
A4-1非遗太具有地方性，因地域因素也呈现不同特点
A4-2非遗美食各种小吃独具特色
A4-3非遗这种中华文化，太具有民族特色
A4-4非遗工艺制作精良，用法考究，反映了古人的经验智慧
……
A17-1我对传统音乐很喜欢，学习弹奏古琴，领悟传统文化，欣赏古典美
A17-2参加非遗活动能够丰富生活，提高我的生活质量，进行艺术鉴赏
A17-3传统手工艺和传统美术与现代因素结合较好，符合现代审美，是开发较好的非遗类型
A18-1我通过学校选修课参与过陶艺非遗活态传承，很方便
A18-2非遗太具有地方性、地域因素(交通不便可能会影响出行成本)
A18-3武汉(被访者所在城市)城市交通方便，花销不大
A19-1我会再次参加非遗活动，并推荐给朋友(时间精力足够)
A19-2我通过学校选修课参与过陶艺非遗活态传承，省时省力
A19-3非遗地方性、地域因素会影响我到达非遗景点的时间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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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式编码是将得到的概念联系起来，重新抽

象、提升和综合，建立非遗活态传承体验类属概念之

间的联系。对19个重要概念围绕非遗活态传承体验

内容这条线索进行分析和比较，最终构成 5个主范

畴。选择式编码是通过梳理核心范畴与次要范畴之

间的逻辑关系，建立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联系。

文本分析显示，5个主范畴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内部

依赖性，且不能相互替代。每一个主范畴代表了不同

价值体系和利益诉求，5个主范畴可以归纳为5个感

知价值维度，包括传承价值、情境价值、活态价值、经

济价值以及认知价值，主范畴和对应范畴依据访谈

资料及文献基础确定，具体见表2的价值内涵解释。

结果显示，非遗活态传承的体验价值体系既包

含现有研究已提出的情境价值、经济价值及认知价

值，还识别了传承价值和活态价值两个新价值维度。

4 问卷设计与实证检验

4.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通过扎根分析基本明确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

的五维结构及每个维度重点关注的要点。由于扎根

理论源于对典型调查对象的文本识别，还缺乏面向

旅游体验者的一般性测量方法。因此，本研究试图

设计一整套测量题项，用于对不同非遗活态传承活

动体验价值的测量。

遵循一般量表设计方案，通过文献梳理和扎根

分析，初步设计了包括19个题项组成的问卷。其中，

传承价值、活态价值包括4个题项，依据访谈资料进

行扎根分析独立设计；经济价值、情境价值包括4个
题项，认知价值包括3个题项，依据前人研究并结合

扎根分析共同完成。问卷使用Likert7级量表测量(1
表示非常不同意，4表示一般，7表示非常同意)。

问卷调研前，邀请了5名旅游管理和心理学研究

专家对问卷进行审阅，解决体验题项的归类问题。

首先通过背对背形式，采用两阶段Q-sorting方法对

所有题项与 5 个体验维度进行匹配。结果发现，

SV4、TV4和LV4这3个题项聚焦不明显，出现较大的

归类偏差。因此，根据专家意见删除了这3个题项，

并对体验价值的部分测量题项语言进行了修订，使

之更符合非遗活态传承的研究情景。正式调查之

前，团队在汉绣博物馆、古琴台景区、长江非遗博物

馆、楚天茶道茶空间、武汉木船雕工作室和雕花剪纸

工作室等非遗体验区发放问卷，进行量表初测。根

据返回信息对文字和措辞进行修订和完善形成正式

表2 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结果

主范畴

传承价值(TV)

情境价值(SV)

活态价值(LV)

经济价值(EV)

认知价值(CV)

对应范畴

TV1：文化自信

TV2：青年关注

TV3：生产保护

TV4：审美传承

SV1：环境适宜

SV2：氛围浓郁

SV3：感官享受

SV4：主题特色

LV1：共同参与

LV2：自我认同

LV3：生态和谐

LV4：技艺创新

EV1：出行成本

EV2：时间精力

EV3：花费合理

EV4：服务感知

CV1：习得技能

CV2：了解文化

CV3：鉴赏艺术

价值内涵

参与者在活动中或活动后意识到非遗文化所值得关注的时代传承价值

参与者在特定情境下对产品与服务的感知效用，是在一定环境下具有增强性的价值

参与者在活动中或活动后意识到的非遗生活化价值，是非遗融入生活所带来的价值

参与者获得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成本和便利价值

参与者在体验过程中获得新知识的文化认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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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项，如表3所列，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

调研对象筛选了参与过非遗活态传承体验的个

人，在2019年7-8月期间共发放问卷270份，涉及的

非遗体验项目有：非遗手工美食节庆、传统戏曲体

验、手工技艺课堂、传统体育和游艺杂技、非遗研学

活动以及现代非遗博物馆体验等。回收有效问卷

259份，总体问卷有效率为 95.9％。其中，男性被访

者 95人 36.7％，女性被访者 164人 63.3％；样本年龄

分布为：18岁以下6.2％，18～24岁55.6％，25～34岁
28.6％，35～44岁6.9％，45岁及以上2.7％；学历分布

为：小学、初高中、中专 7.0％，大专 5.8％，本科

65.2％，研究生22.0％；职业分布为：政府单位及技术

人员 13.1％，公司职员(含私企)23.5％，学生 56.4％，

离退休人员及其他职业7.0％，样本具有代表性。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使用 SPSS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因子结

构。结果显示，KMO值为 0.851，超过 0.8，显著性水

平Bartlett球形检验 p值小于 0.05。采用方差最大化

正交旋转方法，选择特征根大于 1作为因子形成依

据，并获得相应的因子载荷旋转矩阵，共提取了

64.4％的方差贡献率。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每个因子负载均超过0.5，绝大多数因子负载

表3 非遗活态传承的体验价值测量题项

构念
经济价值(EV)

认知价值(CV)

情境价值(SV)

传承价值(TV)

活态价值(LV)

问卷题项
EV1(时间精力)：这次出行省时省力
EV2(出行成本)：这次出行交通等成本较低
EV3(花费合理)：非遗体验花费合理
EV4(服务感知)：这次非遗体验中整体服务我感觉很值得
CV1(学习技能)：非遗体验让我学习不熟悉的技能
CV2(了解文化)：非遗体验活动让我了解传统文化地域特色
CV3(鉴赏艺术)：这次非遗活动让我感受到传统艺术的智慧
SV1(感官享受)：非遗体验让我享受到视、听、实践于一体的文化盛宴
SV2(氛围浓郁)：非遗体验地结合历史、故事传说氛围浓郁
SV3(环境适宜)：非遗体验地的周边环境适宜，给我留下好印象
TV1(文化自信)：我对非遗体验中所展示民族传统感到自豪
TV2(青年关注)：非遗体验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TV3(生产保护)：非遗传承项目能促进非遗保护
LV1(共同参与)：我愿意加入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传统文化队伍中
LV2(自我认同)：在非遗文化体验中我意识到生活的意义
LV3(生态和谐)：这次非遗体验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表4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题号

EV1
EV2
EV3
EV4
CV1
CV2
CV3
SV1
SV2
SV3
TV1
TV2
TV3
LV1
LV2
LV3

题项

时间精力

出行成本

花费合理

服务感知

学习技能

了解文化

鉴赏艺术

感官享受

氛围浓郁

环境适宜

文化自信

青年关注

生产保护

共同参与

自我认同

生态和谐

因子结构

经济价值EV
0.832
0.831
0.640
0.574
0.101
0.040
0.176
0.095
0.119
0.120
0.044
0.031
0.026
0.172
0.181
0.157

认知价值CV
0.081
0.194
-0.008
0.085
0.816
0.780
0.736
0.108
0.185
0.105
0.088
0.018
0.334
0.113
0.203
0.115

情境价值SV
0.076
0.038
0.341
0.089
0.055
0.210
0.146
0.738
0.725
0.656
0.128
0.354
0.007
0.056
0.173
0.321

传承价值TV
0.057
-0.012
-0.103
0.395
0.101
0.124
0.129
0.102
0.099
0.253
0.761
0.741
0.674
0.079
0.170
0.248

活态价值LV
0.249
0.027
0.239
0.105
0.113
0.071
0.194
0.195
0.032
0.185
0.187
0.048
0.158
0.814
0.758
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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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于0.6，说明汇聚效度较好。所得到的探索性因

子分析结果与扎根理论得到的编码关系基本一致，

初步验证了该非遗活态传承的体验价值的量表具有

较好的效度。

4.3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测量模型

为进一步验证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的科学性，

本文运用AMOS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该方

法主要测试在考虑残差的前提下，一个因子与相对

应的测度项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研究者所设计的理

论关系，用给定的拟合优度反映测量模型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显示，绝对拟合指数中，卡方系数CMIN/
df为 1.567，GFI值为 0.934，AGFI值为 0.905，RMSEA
值为 0.047；相对拟合指数中，CFI值为 0.955，TLI为
0.942，IFI为0.956。以上数据综合表明，整体拟合情

况效果较好，测量模型成立。具体结果见图1所示。

通过AVE分析发现，变量数值都大于 0.5，并且

平方根大于交叉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5)，符合判别效

度的要求。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组成信度测量

模型的信度水平。研究显示，Cronbach’s α系数在

0.78～0.84之间，组成信度CR也介于0.76至0.82间，

证实测量模型的信度水平较好。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研究结论

文旅融合背景下科学开发非遗旅游资源，对于弘

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国文化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效识别非遗活态传承的体验价值是文化旅游产品

设计的前提[44]。已有研究强调非遗的保护利用，对于

如何有效开发非遗的体验价值的研究有待深入 [45]。

本研究对于活态传承体验价值进行了理论探索，通过

扎根理论识别了体验价值的结构维度，最终开发了包

含16个题项的量表，运用两种因子分析验证了量表

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主要结论包括以下三部分。

第一，识别了非遗活态传承的体验价值体系，由

经济价值、认知价值、情境价值、传承价值、活态价值

5个维度组成。经济价值涵盖时间精力、出行成本、

花费合理、服务感知4个方面，突出展示产品或服务

的经济成本和便利程度，其中，服务感知与前人研究

的收益感知相比 [41]，更突出服务在非遗活动中的重

要性，尤其是非遗传承人的精神态度；认知价值涵盖

学习技能、了解文化、鉴赏艺术三个方面，参与者在

非遗项目中求知需求明显；情境价值涵盖感官享受、

氛围浓郁、环境适宜三方面，表明参与者需要合适的

环境氛围，并关注感官感受。

第二，在理论上界定了新的体验价值，突破体验

价值理论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回顾 Sheth等探索消

费决策价值[36]、Paul和Geoffrey在旅游层面丰富顾客

注：斜角为AVE平方根，**表示p＜0.005，***表示p＜0.001。

表5 皮尔逊相关矩阵及平均萃取变差

题项
EV
CV
SV
TV
LV

Cronbach’s α
组成信度CR

EV
0.73

0.37***
0.44***
0.26**
0.57***
0.82
0.81

CV
0.78

0.53***
0.49***
0.54***
0.79
0.82

SV

0.72
0.65***
0.67***
0.84
0.77

TV

0.73
0.57***
0.78
0.78

LV

0.72
0.83
0.76

图1 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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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38]及马凌和保继刚研究傣族泼水节探索感知价

值[46]，对比发现，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包含活态价

值、传承价值两个新维度。传承价值是指参与者积

极关注非遗所具有的时代传承价值，呼吁保护性开

发，涵盖文化自信、青年关注、生产保护3个方面。活

态价值扩展了非遗活态传承，在共同参与体验非遗

文化中，实现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注重人与自然和谐

可持续发展。活态价值涵盖共同参与、自我认同、生

态和谐3个方面。进一步说明非遗在商品化生产过

程可能出现资源破坏问题，要注重非遗资源可持续

旅游开发 [47]。目前，对体验价值的旅游研究集中在

工业旅游、古村落博物馆等实体资源[48-49]，而关于非

实体资源研究较少。本研究发现，传承价值、活态价

值是非遗体验所特有的。

第三，开发了一整套量表(图 2)适用于测量非遗

活态传承的体验价值，为以体验为核心的非实体遗

产价值识别提供科学测量方法，为非遗开发提供借

鉴，满足参与者对非遗活态传承体验需求，提升旅游

服务水平。

5.2 管理启示

研究结论为非遗活态传承的组织建设、科学管

理、营销推广等提供了测量方法，对于文化旅游地资

源规划、非遗体验产品设计以及文化传承开发提供

理论指导。

5.2.1 旅游地资源规划

非遗旅游开发要与传承人、社区、旅游地紧密结

合，旅游规划者、景区经营管理者、相关政府部门应

基于非遗消费者需求，加强地域合作，共同进行非遗

资源开发，合理定位，引导非遗和地方生态和谐共

生。传承价值、认知价值及活态价值表明，消费者通

过体验传承非遗文化从而实现个人自我认同、增强

民族共同感的社会认可心理在旅游地资源规划中要

得到重视。非遗活态传承是文化体验行为，旅游景

区、地方社区等非遗资源开发主体，必须立足消费者

对民族地域文化的需求，打造文化底蕴深厚、生态良

好的旅游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

5.2.2 非遗体验产品设计

非遗活态传承中参与者的情境价值表明，体验

活动要突出主题特色，实现视、听、嗅、味、触等全方

位感官享受，因此，非遗活动环境应尽量还原生活场

景，让消费者感受到非遗不是虚假演绎而是真实存

在于社会发展中。非遗活态价值中与时俱进的观念

可通过形式多样的项目设计、主题与情境营造进行

体现。非遗产品要满足体验者学习和鉴赏需求，增

加其自我认同感。重视非遗与人的互动，提升社区、

传承人共同参与度，传承人要走进大众视野，从而让

非遗真正活在生活中。非遗产生发展源于生活，非

遗产品设计应该拉近非遗与生活的距离，关注人的

文化需求，注重环保，实现人和生态和谐统一。

5.2.3 文化传承开发

通过挖掘非遗本土文化内涵，把非遗资源体现

到地方文化、节庆活动等传统文化载体中。结合现

代技术媒介吸引青年群体关注，引导其深入感受民

族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心。开发非遗研学项目，图2 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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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少年生动传递非遗价值观，采取非遗学堂等形

式，在景区、社区或是课堂体验。同时，对非遗资源

要处理好生产与保护的关系，不仅进行经济产业转

化，而且注重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价值。非遗作为

中华文化优秀基因和旅游结合能为我国旅游业升级

转型提供思路，非遗活态传承增加旅游价值，这种旅

游活态传承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更有助于夯实国

家文化根基。

5.3 研究局限性

研究在非遗类别代表上考虑到了多种非遗类

别，对非遗活态传承体验价值提升具有普遍指导意

义，但同时也有一定的研究局限性：第一，不同类别

非遗具有自身的特色，研究中未针对不同类别进行

对比分析，未来可进一步选取特定类型非遗进行活

态传承体验价值研究以及不同类别的对比研究；未

对不同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的群体感知价值进行

差异分析，后期可针对不同人口特征群体开展比较

研究。第二，研究基于体验价值理论对非遗活态传

承进行分析，从顾客体验视角探索出非遗活态传承

体验价值的两个新维度。今后研究中可进一步从非

遗传承者、非遗管理者及非遗开发者视角研究非遗

活态传承认知，以期形成良性互动管理，实现科学保

护，开发具有民族记忆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注释：

①依据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昆曲 2001年第一批入选，皮影戏 2011年被列入世

界级非遗名录。依据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

诊法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
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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