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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

文明的“基因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景观，具有极大

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价值[1-2]。伴随着全球化、工

业化、商业化的快速推进，许多具备地域特色的传统

文化逐渐流失，传统文化景观面临生存困局[3]。适当

的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颓势，为传统

村落带来了经济效益，促进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

展。2017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

后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利用数字化

手段进一步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加强传统村落文

化景观的传播与传承。学术界对于传统村落文化景

观的数字化研究集中在现状梳理与前景预测[4-5]、数

字化建档与保护[6-7]、数字化技术应用与产品开发[8-11]

以及数字化传播与传承领域[12-16]。数字旅游作为传

统村落文化景观数字化传播的重要方式，聚焦于数

字平台搭建、网络营销、数字旅游产品开发设计以及

虚拟旅游[17-21]研究。传播内容涉及传统建筑、文物等

物质文化景观 [17]以及传统民俗、技艺等非物质文化

景观[18]；传播技术手段涉及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三维动画、全景摄影、语义web等[19-20]；传播载体

涉及微信、微博、微视频、旅游网站等[21]；传播主体涉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及其旅游价值提升
——以张谷英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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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的总体逻辑框架，并以张谷英村为例进行实证探索。形成以下结

论：①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区别于一般景观传播，其传播方式更加高效、传统内容更精准、传播过程

更系统，能够在数字旅游过程中将景观基因更好地传播给游客；②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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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 [21]。总体而言，研

究结果较为丰富，但多关注技术手段、传播载体等层

面，缺乏系统分析和理论支持。

“基因”一词最早由国外学者Richard提出[22]。而

后Taylor将其应用于文化景观研究中，寻求聚落空间

分布规律[23]。Conzen从发生学视角对近似基因层面

的聚落形态进行解读[24]，并形成了“康泽恩(Conzen)形
态学派”。受“生物基因”概念启发，国内学者刘沛林

最早提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概念。“景观基因”是

传统聚落遗传信息留存和延续的载体，是该传统聚

落景观区别于其他传统聚落景观的核心要素，对传

统聚落的形成以及识别具有决定作用 [25]。近年来，

“景观基因”理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在传统聚

落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25-27]、基因区划[28-30]、基因图谱

构建[30-31]、旅游规划及应用[32-34]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成

果，理论、方法较为成熟完善。将景观基因理论应用

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数字化传播中，是创新传统

村落数字旅游的有力探索，也是实现传统村落保护

与利用的有效补充。基于此，本文借助景观基因与

传播学理论，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传播与旅游经济

发展的现状问题出发，尝试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

数字化传播路径的逻辑框架，并以张谷英村为案例

地进行实证，探索张谷英村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

径，以促进张谷英村数字旅游经济的发展，提升旅游

价值，对张谷英村的保护与发展有所裨益，并对其他

传统村落的数字化传播路径构建有所启迪。

1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与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

1.1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传播的现实困境

现有绝大部分传统村落都在发展乡村旅游，但

除少数发展得较好之外，大部分的传统村落发展状

况不佳，难以产生较好的旅游经济效益，改善传统村

落的“生产”难题。造成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状况不佳

的原因之一是对于传统村落的特色文化景观的宣传

没有到位，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状态，将传统村落

的特色文化景观有效地传播出去，才能达到吸引游

客的目的。目前，在旅游过程中根据传播主体的不

同，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传播方式可划分为人际传

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一般的传统村落文化

景观传播，或通过游客之间口口相传，以语言传达信

息；或通过政府、旅游组织等自上而下地开展宣传活

动，以文字、图片、视频等传达信息；或通过报纸、广

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信息生产，对非针对

性的大多数人进行信息传播。以上方式虽然具备

一定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但仍然面临着诸多局

限：①传播方式传统化。多数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主

要依靠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一般的大众传播，通过

语言交流、文字表述、图片展示、摄影视频等进行传

播展示，并未充分利用三维技术、虚拟平台等新兴数

字传播手段，传播内容较为表面化、平面化，无法全

面、深入地体现当地文化景观的特色，影响传播效

用。②传播内容宽泛化。目前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传

播内容较为宽泛，在传播过程中所有景观要素驳杂

其中，重点不凸显且内容碎片化，游客无法准确把握

该传统村落的关键景观要素，较难影响潜在旅游受

众产生旅游行为。③传播体系孤立化。目前传统村

落文化景观多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平台或媒介等来

进行信息传播，从传播主体、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等

单一层面着手将文化景观传播出去，并未从系统的

角度综合考虑他们之间的联系，形成完整的旅游传

播链条，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文化景观传

播不到位，传统村落无法被大众有效认知，难以吸引

游客，改善旅游经济发展状况，不利于传统村落后期

的保护与发展。

1.2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的内涵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核心

要素，与生物基因一致，生物基因决定生物个体的外

貌和构造，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则影响着整个传统村

落的性状特征，是该传统村落之所以“独特”存在的

核心组成。在旅游过程中，剥离传统村落文化景观

中的非核心要素，将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传播给游客

能够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在传播学领域，传播可分

为传播者(who)、传播内容(what)、传播媒介(which)、传
播受众(to whom)、传播效果(what effect)五部分，分别

对应传播学的五大基本研究内容 [35]，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数字化技术手段逐渐被应用于传播领域，并

凭借着动态、原真、集成和超时空等优势成为传播研

究领域的新宠[4，15]。目前，在文化景观数字化传播研

究方面，已有学者从文化传播、非遗数字化等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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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概念界定，将文化传播看作是“利用文化传播手

段，传承与保留传统文化的活动与过程[5]”，将非遗数

字化解释为“采用数字化技术(如数字采集、存储、处

理、展示等)将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数字形

态，并加以保存利用的过程[36]”。但对于传统村落文

化景观数字化传播的研究尚停留在意义分析、技术

宏观分析、数字化案例分析与实践探索方面[7，16-18]，五

大基本研究内容之间也仍然缺乏有效连接，尚未有

人从系统的角度综合考虑“传播路径”，并明确其概

念内涵。为了更准确、高效、系统地将传统村落文化

景观传播给游客，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景观基因与传播学理论，将“传播路径”理解为“传

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受众”三者的有效链接，将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的内涵表述为：

以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为传播内容，利用数字化方式

对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进行采集、处理、展示，最终通

过游客等传播受众进行数字化体验的综合过程。以

此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在数字

旅游过程中传播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提高传统村落

的知名度与认可度，提升旅游价值，从而吸引目标游

客，获取更多旅游收益，改善传统村落的“生产”难

题，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2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的总体逻辑

结合前文界定的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

路径内涵，本文综合考虑数字化传播内容、数字化传

播方式以及数字化传播受众三方面，将传统村落景

观基因、数字化传播方式以及数字化传播受众(游客)
体验三者按照逻辑顺序链接起来，综合构成传统村

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图1)。

图1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的总体逻辑

2.1 数字化传播内容提取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便是本文数字化传播的内

容，从传统村落所有的文化景观中提取该村落的景

观基因是本文研究的首步。本文借助刘沛林提出的

景观基因理论及其识别分类方法来对传统村落的景

观基因进行识别提取[25-26]。根据其提出的传统聚落

景观基因识别方案，对应发掘传统村落的环境特征、

布局特征、形态特征、民居特征、公建特征以及文化

特征，依据元素提取、图案提取、结构提取、含义提取

方法对发掘出来的传统村落景观特征进行提取处

理，最后，结合内在唯一性原则(在内在成因上为其

他聚落所没有)、外在唯一性原则(在外在景观上为其

他聚落所没有)、局部唯一性原则(某种局部有但是关

键要素为其他村落所没有)、总体优势性原则(虽然其

他聚落有类似的景观要素，但本聚落的该景观要素

尤其突出)，综合分析提取出来的传统村落景观特

征，找出本质内核，确定该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图2)。
2.2 数字化传播方式构建

本文将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方式定义

为借用数字化工具将现实景观基因转化为数字形

式，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数字化处理，结合数字化载

图2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提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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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向游客进行展示的过程。因此，本文按照逻辑将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方式划分为数字化采

集、数字化处理与数字化展示三个阶段，将现实景观

基因“编码”成数字虚拟旅游产品。

2.2.1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采集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采集是用数字化工具

将识别出来的景观基因进行数字采集，将现实景观

要素转换成为数字要素，以便于保存、处理、展示与

传播。景观基因类型不同，其数字化采集的方式也

有所差异，这里将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采集分

为物质类景观基因数字化采集、非物质类景观基因

数字化采集和时空类景观基因数字化采集。物质类

景观基因在数字化采集的过程中主要应用无人机、

三维激光扫描仪等工具，结合倾斜摄影技术、近景摄

影测量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等对其整体特征与

细部特征进行数字提取。非物质类景观基因在数字

化采集的过程中主要利用摄像摄影、扫描、录音、文

档录入的方式进行记录。传统村落时空类景观基因

是指涉及特定空间要素，并具备时间连续性的景观

基因，可简述为过程类景观基因，其数字化采集工作

应是一种从头到尾的完整记录，不仅包括环境特征、

物质载体、制作/演绎过程，还包括其蕴含的文化意

义。主要采用摄影技术、动态捕捉技术等对整个过

程、动作以及环境特征进行数字化记录。

2.2.2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处理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数字化处理方式主要分为

数字化建模和数字化重建两种。数字化建模主要针

对物质类景观基因，采用3D建模等技术将物质类景

观基因虚拟构建出来，形成与原有景观比例一致、形

态一致、颜色一致的三维场景模型，使传播对象更加

具象、立体；数字化重建主要针对非物质类景观基因

和时空类景观基因，在完成数字化采集的基础上，利

用场景搭建、真实感角色生成等技术，将以文字、图

像记录的传说故事、名人事迹虚拟重建出来，包括场

景虚拟重建、人物虚拟重建、服饰虚拟重建和动作过

程虚拟重建，再现其历史面貌。

2.2.3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展示

数字化展示是指将经过数字化采集和数字化处

理的景观基因与数字载体相结合，从而向游客进行

呈现。现有的数字化传播载体繁杂，并非所有的数

字化传播载体都是传统村落数字化展示的有效方

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载体的选择一般需要

满足以下三个原则：①原真性原则。高度重视原始

信息，最大程度保证景观基因的真实、准确。②吸引

力原则。在保证原真性的同时，采取一定艺术形式，

使景观基因的展示更为生活化、时尚化、趣味化，增

加其生动性和对游客的吸引力。③实际需求原则。

充分考虑传统村落游客的现实需求，以期达到良好

的传播效果。确定数字化传播载体之后，需对展示

环节进行相关设计，形成数字化旅游传播产品，向游

客进行展示。

2.3 数字化传播受众体验

传播受众(游客)的体验分为体验过程与体验结

果两部分。游客通过身体实践(如视、听、触、嗅、感)
来对构建的数字化旅游传播产品进行体验，在体验

过程中不断“解码”该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并在体

验过程中逐步学习、了解、体会传统村落的景观特征

及文化寓意，留下心理意象，产生文化认同，以此构

建完整的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

3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及其旅游价值

提升

3.1 研究区域概况

张谷英村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张谷英镇，是首批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同时也是首批中国传统村

落。张谷英村旅游景观资源丰富，物质景观层面，保

存有较为完整的中国南方明清传统民居建筑群，极

具中国传统血缘宗亲制特色，被称为“民间故宫”。

非物质景观层面，张谷英村保留有独具一格的宗亲

文化、耕读文化，其中“耕读继世，孝友传家”是其最

核心的家训族戒。此外张谷英村还具备丰富的民间

节庆和特色美食。建村至今，张氏族人聚族而居，至

今已达 27代，繁衍 7000余人，这是目前国内罕见的

历史文化现象，具备传播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张谷英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数字化

传播条件，现有的数字化传播手段主要有三种，张谷

英官网 (http://www.zhangguyingcun.com/#/scenicSpot)、
张谷英景区微信公众号和数字二维码。但仍处在数

字化传播建设初期，面临以下问题：①传播手段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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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谷英村数字化传播手段仅三种，其中张谷英

官网、数字二维码对张谷英村旅游景观进行了基础

介绍，张谷英景区微信公众号对景区动态进行了一

定的补充。②传播内容表象。出现了“这边的宣传，

我实话实说，搞得不好，一般就是摄影一下，搞个宣

传，发到政府网站上让大家看看(G1)①”等问题，主要

采取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对张谷英村进行展示，未

有针对性地对特色景观进行深入挖掘与剖析。③传

播效果欠佳。“游客的话，湖南、湖北来这边的比较

多，一般是长沙、武汉市场，那边旅行社带过来(C1)”，
由实地访谈可知，张谷英村主要客源来自湖南省内

以及湖北地区，主要以旅行社带动游客，传播范围有

限，旅游受众有限，未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综上，

张谷英村数字化传播效果并未达到理想水平，故选

择此地作为本次研究的案例地，以期能为其后期建

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

3.2 张谷英村数字化传播内容提取

依据上文提出的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提取方法，

对张谷英村的环境特征、布局特征、形态特征、民居

特征、公建特征以及文化特征进行全面分析。张谷

英村整体按照“人丁兴旺”的理念规划布局，当大门、

王家塅、上新屋三大建筑组团呈“丰”字形。纵轴由

堂屋构成，一般为四至五进，纵轴两边并列伸出几条

横轴，每条横轴由三至四进堂屋组成，两侧为厢房，

依据长幼尊卑有序居住。建筑内部的窗雕门刻，种

类丰富，形态生动，均有吉祥寓意。且无论是建筑门

联、宗族故事还是家规族训，都蕴含了浓厚的“耕读、

孝友”宗族文化。平时的民俗演艺活动，如张谷英村

的传家宝——劝孝歌，张谷英村的特色美食油豆腐，

都是传统宗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因此，在考

虑内在唯一性原则、外在唯一性原则、局部唯一性原

则、总体优势性原则的基础上[25]，最终确定张谷英村

的景观基因为中国传统宗族文化基因，具体体现在

民居建筑及宗族文化两方面。民居建筑主要包括当

大门、王家瑖、上新屋明清建筑组团，宗族文化体现

在宗族故事、家训族诫以及民俗技艺上，见表1。
3.3 张谷英村数字化传播方式构建

3.3.1 数字化采集

对张谷英村民居建筑景观基因当大门、王家瑖、

上新屋而言，主要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获取建

筑的平面结构和整体形态，快速生成高精度坐标和

影像；对于被屋顶遮蔽的内部结构和细部装饰，则采

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对位置、形态、尺寸、纹理进行精

确记录与采集；对于建筑的规划思想与隐喻象征则

邀请专家或张谷英村传承人进行口述，采用音频及

文档形式进行数字化采集。对于张谷英村宗族文化

基因而言，宗族故事、家训族诫记录于孝廉家风传承

馆中，可对照进行扫描记录，并邀请村落传承人进行

补充叙述；民俗技艺多为时空类要素，需采用数字摄

影方式将民俗技艺进行全过程记录，且需记录所处

环境特征以及所用器具。对于较为复杂的民俗、工

艺或者演艺，需将其流程或关键动作进行提炼分解，

表1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

中
国
传
统
宗
族
文
化
基
因

分类

民居建筑基因

宗族文化基因

表现

平面结构

造型样式

局部装饰

宗族故事

家训族诫

民俗技艺

说明

当大门、王家塅、上新屋三大建筑组团均按照“丰”字型布局，入门庭院左右两侧各有一口烟火塘，
以备防火；整体分布有房间1732个，房房相连；天井206个，大小各异，用途为采光、通风、排水；房
间之间以屏风檐廊巷道沟通分隔，“晴不曝日，雨不湿鞋”

硬山式屋顶，覆盖灰色小青瓦；人字形山墙；传统砖木建材，青砖做内墙，松、杉、樟、楠木做内柱；
花岗岩(当地称麻石)条石充当石门框、石马鼓、石柱脚

建筑内处处布有精细雕刻，形式为石雕、木雕、砖雕，主题包括龙凤戏珠、双龙夺宝、麒麟游宫、鲤
跃龙门、松鹤延年、竹报平安、鸿雁传书、鸳鸯戏水等，均蕴含“福禄寿喜”寓意

张谷英村宗族故事共有七则，分别为“始迁祖礼让朋友”“张月舫义劝赌徒”“张春盛代仆受罚”“张
皇一义纾族困”“张云屏赠银安盗”“张蛰兮比武有度”“张云浦修百步三桥”，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经过不断地增修，张谷英村现今共有家训25条、族戒5条，以“孝、和、勤、廉”为核心，涉及为人处
世、工作生活等方面

包括“婚俗”“岁俗”“年俗”等民俗，“绣花”“纺纱”“制扇”“打铁”“油豆腐制作”等工艺，及“劝孝歌”
“舞龙”等演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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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动作捕捉技术，形成数字运动轨迹。如张谷英

村油豆腐制作工艺，可分解为选豆—泡豆—磨浆—

过滤—烧浆—石膏点浆—豆腐成型七个关键步骤进

行采集。与此同时，需对每个步骤或动作背后的内

涵寓意进行仔细梳理并采集，最终形成张谷英村景

观基因的数据集、文本集、图样集、音频集和影像集。

3.3.2 数字化处理

①对张谷英村民居建筑景观基因进行数字化建

模。利用前期采集的数据，借助3D建模技术和虚拟

现实技术等将当大门、王家瑖、上新屋的现实场景特

征数字还原，转变为三维虚拟场景。数字化处理过

程中严格遵循其原有比例、尺寸、颜色、材质特征，并

对建筑内部的木雕、石雕等内部构件进行精细化建

模。②对宗族文化类景观基因进行数字化重建。张

谷英村宗族故事、家训族诫、民俗技艺除了采用数字

记录的方式进行文档、影像保存以外，均可采用数字

化重建的方式实现历史再现与过程再现。对于宗族

故事，根据故事情节，采用场景搭建、真实感角色生

成等进行数字化场景重建，虚拟还原其故事背景和

情节。对于未在宗族故事中体现的家训族诫，先进

行故事情节设计，再对其进行虚拟重建。对于民俗

技艺，除了对其环境、工具进行数字建模之外，还需

利用三维动画技术将捕捉的动作运动轨迹进行还

原，实现过程虚拟再现。

3.3.3 数字化展示

在考虑实际需求原则的基础上，叠加原真性原

则与吸引力原则，确定数字化传播载体，再依据载体

特性，对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景观基因进行设计安排，

确定数字化展示的具体方式。在此过程中，首先需

要考虑张谷英村景观基因传播的主要旅游受众类

型。张谷英村“游客的年龄结构以中老年人为主，因

为每个年龄阶段的人爱好不同，张谷英村文化底蕴

比较丰厚，吃喝玩乐的比较少，所以比较受中老年人

的喜欢(C1)”；“其实来这边的话还是这三种人比较多，

一个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也有些，还有就是搞摄影、研

究风水建筑、文化传承这一块的也比较多(G2)”，综合

归纳来看，张谷英村主要旅游受众分为以下三种：追

忆乡愁者、好奇尚异者、科研工作者。追忆乡愁者主

要为中老年人，张谷英村建筑风貌、街巷格局在很大

程度上保留了其原真性，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中老年

人为了寻求乡愁，选择此地游赏。好奇尚异者主要

为青少年，张谷英村民居有着“民间故宫”的美称，其

古朴的风格与当今城镇车水马龙的现实景观产生强

烈的反差，而这种强烈的反差正是吸引城镇人群的

重要因素。科研工作者是指来张谷英村考察学习的

科研工作者。不同群体对张谷英村景观需求有所差

异。中老年人更关注于张谷英村原真性的体验，青

少年则不满足于单纯的观赏解说，对娱乐性提出了

一定的要求，“这里看的地方还是太少了，主要就是三

块建筑，一下子就看完了，开车专门来一趟，就这样子

感受一下，感觉还是少了点什么(Y1)”；“旅游景点太

单一了，就光这个老房子，留不住客，你要留住客人

的话，肯定要增设很多东西(项目)景区，比如娱乐性

的，参与性的(项目)(C1)”，科研工作者更关注村落景

观全面、深层次的解读。由此，结合现实情况，张谷

英村数字化载体的选择需要满足原真性原则、吸引

力原则与全面深度原则。参考传统村落数字化传播

载体的已有研究和数字化建设的已有成果，选取三

维虚拟视频、虚拟现实仿真平台、严肃游戏以及数据

库四种载体，将其与数字采集的原始资料、数字化处

理的模型相结合，对张谷英村景观基因进行数字化

展示，并通过设计处理，形成张谷英村景观基因数字

化旅游产品(下页图3)，具体如下：

①三维动画视频：包括民居建筑动画视频与宗

族文化虚拟动画视频。通过利用 3DMax、Unity3D、

Lumion等软件技术，将民居建筑三维模型导出为可

全方位浏览的三维动画视频；将数字化重建的宗族

故事、家训族戒、民俗技艺虚拟场景与动画技术结

合，设计人物形象、人物对白、背景音乐及相关解说，

生成寓教于乐的虚拟动画视频。

②虚拟现实平台：是具备交互性的虚拟场景平

台。通过3D技术、人机交互、虚拟现实技术，将经过

数字化处理的场景与模型进行叠加融合，形成一个

完整的张谷英村景观基因虚拟现实平台。游客可通

过手势、体态等多种方式和平台进行交互，对于感兴

趣的部分可进行自主触发了解。

③严肃游戏：出于教育目的，将景观基因融入游

戏之中，让游客在游乐过程中完成知识传播。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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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以张谷英村民居建筑群为骨架，将张谷英村的

宗族文化要素嵌入其中，以任务的形式组织游客进

行闯关，在闯关过程中主动认知张谷英村的景观基

因。如针对张谷英村民居建筑群房房相连、四通八

达的特点设置迷宫小游戏，通过游戏角色参与性学

习宗族故事、家规族训及民俗技艺等。

④数据库：根据景观基因的类型分类编码，建立

专区。设立民居建筑景观基因数据专区和宗族文化

景观基因数据专区，下设平面结构、造型样式、局部

装饰、宗族故事、家训族戒、民俗技艺数据子区，每个

子区又设文本库、图片库、音频库、视频库、动作库、

模型库，分门别类，自成系统。当然，景观基因也是

整体景观的一部分，可将景观基因的数据库与张谷

英村整体景观的数据库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子系统

嵌入，便于统一管理。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库的建立

不是一次性产物，需要对存储的数据进行及时补充、

更新和替换。

3.4 张谷英村数字化传播受众体验

数字化传播受众体验是指让游客通过身体实践

对形成的数字化旅游产品进行体验，根据上文可知，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数字化体验互动分为四种类型，

分别为三维动画视频体验、虚拟现实交互体验、严肃

游戏体验和数据库体验(图4)。下文对其数字化体验

过程与预期体验结果进行具体阐释。①三维动画视

图4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数字化体验

图3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产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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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体验。游客通过观看民居建筑动画视频与宗族文

化虚拟动画视频，初步了解张谷英村传统民居建筑

(当大门、王家塅、上新屋)的平面结构、建筑样式、局

部装饰的特征，初步了解张谷英村宗族故事内容情

节、家训族诫内容、民俗技艺过程，让游客感受到张

谷英村的独特性，激发探索的欲望与热情。②虚拟

现实交互体验。游客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感

兴趣的部分进行交互体验，通过肢体动作进行系统

控制，对张谷英村的民居建筑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观

赏，并对宗族文化进行沉浸式体验。对于想要详细

了解的部分，选择触发解释系统，系统会对该景观的

特征、背景及内涵寓意进行详细解说，对于民俗技艺

等甚至可以对每一个动作进行分解查看。让游客详

细了解张谷英村的景观基因特征，并在参与式的沉

浸虚拟漫游中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③严

肃游戏体验。游客通过游戏化的互动体验来自主探

索张谷英村的景观基因特征，在游戏中必须学习了

解张谷英村的景观基因特征及文化内涵，并通过游

戏考核才能获取闯关奖励。形式上采取虚拟游戏角

色扮演的方法，通过游戏角色移情，参与感受张谷英

村的民居建筑平面结构、造型样式和局部装饰特征，

代入式体验宗族故事发生的背景和情节，参与式体

验民俗技艺(民俗、工艺和演艺)的过程，最大限度地

实现游客对历史、事件及文化的理解。寓教于乐，让

游客在游戏的过程中深刻领会张谷英村的独特魅

力，达到知识传播与实践教育目的。④数据库体验：

游客在体验过程中，可以对设立的民居建筑景观基

因数据专区和宗族文化景观基因数据专区进行系统

查看，也可以根据分类，利用图像检索等技术进行数

据库资料查找，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深入查

看，系统、深入了解张谷英村的景观基因特征。通过

以上体验，游客获取了张谷英村景观基因信息，达到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的目的。

3.5 数字化传播的旅游价值提升

通过张谷英村数字化传播内容(张谷英村景观

基因)提取、数字化传播方式构建、数字化传播受众

(游客)体验三个过程综合形成了从现实实体到数字

虚拟，从地方知识到游客脑海意象的张谷英村景观

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该路径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能

通过“编码-解码”过程，将张谷英村景观基因以数字

化的形式传播给游客，让游客留下心理意象的传播

价值上，也体现在引流价值、经济价值与保护价值等

旅游价值提升上。在张谷英村数字化旅游体验过程

中游客易产生“代入感”，将自身的情感代入虚拟人

物的情感，产生联想与共鸣，达到传播内容与自身情

感的统一，对张谷英村产生文化认同，如青少年，容

易对传播过程中领会到的张谷英村“孝友”文化产生

共鸣并进行模仿学习，游客认同当地文化，就会产生

重游意象和口碑传播，吸引更多人进行体验，为当地

旅游增加客流量。客流量的增加会带动当地餐饮、

娱乐、住宿等行业的发展，获取更多的实地旅游经济

收益；此外，形成的张谷英村景观基因数字化旅游产

品可与旅游网站等进行嵌套，吸引线上游客，设置一

定收费服务项目，如浏览体验过程中设置虚拟合影、

3D打印等项目，获取网上体验收益及网络流量收益

分成；也可与企业进行合作，依据数字化成果开发旅

游商品并进行销售，获取旅游收益，提升张谷英村旅

游经济价值，改善张谷英村的“生产”难题。“生产”问

题得到改善，可以吸引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原住民回

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村落空心化问题和人口老龄

化问题，为活化传统村落奠定基础，有利于传统村落

的保护；另外，在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数字化过程中

保存有大量数字化资料，建设了许多高精度模型与

场景，为传统村落后期的保护与修复提供了参考依

据；同时，部分产生收益可用于传统村落后期保护与

修复的实际行动，达到生产性保护的目的。

4 结论与讨论

在乡村旅游的大背景下，本文通过梳理传统村

落文化景观传播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借鉴

景观基因理论、传播学理论构建了传统村落景观基

因数字化传播路径的总体逻辑框架，并以张谷英村

为案例地进行实证，探索了张谷英村景观基因数字

化传播路径及其旅游价值提升，形成以下结论：①传

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在传播内容及传播方式

上区别于一般景观传播，一般景观传播具有传播方

式传统化、传播内容宽泛化、传播体系孤立化的局

限，而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数字化传播作为现有传

播的深化，其传播方式更高效、传统内容更精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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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过程更系统，能够在数字旅游过程中将景观基因

更好地传播给游客，达到吸引游客，提高旅游经济效

益的目的。②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的

逻辑框架包括数字化传播内容、数字化传播方式、数

字化传播受众三部分，是在识别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

基础上，利用数字化方式进行采集、处理、展示，最终

通过数字化体验传播给游客的综合过程。③以张谷

英村为例，对张谷英村景观基因进行数字化采集、数

字化处理、数字化展示，并对游客的数字化体验过程

和体验结果做出预设，形成了以三维虚拟视频、虚拟

现实仿真平台、严肃游戏以及数据库为旅游展示产品

的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数字化传播路径的构

建不仅体现在传播价值上，也体现在引流价值、经济

价值与保护价值等旅游价值提升上，在传播张谷英村

宗族文化基因的同时，增加线上、线下的游客流量，

为张谷英村注入经济活力，达到生产性保护的效果。

目前对传统村落景观数字化传播的研究，许多

学者在数字传播主体、技术手段、传播载体等方面产

生了大量成果，侧重于文化遗产景观的保护与开发

利用。然而传统村落作为一个有机体，需要不断补

充经济资本等营养物质，才能保证整个系统平稳健

康的运行。数字旅游传播作为现有旅游基础的有效

补充，能够将传统村落的特色文化更好地传播给游

客，扩大游客受众面，提高旅游经济效益。本文将传

统村落景观基因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数字化传播路径

之中，构建了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路径逻

辑框架体系，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整个数字化传播

的过程，并尝试将理论应用于现实，增强景观基因的

可视化表达，创新传播路径，以提高传播效率，吸引

更多游客产生旅游行为，从而为当地注入新的旅游

经济活力，提升旅游价值。相对于前人的研究，本文

明确了“为什么要进行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

播”以及“如何进行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

并对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的旅游价值提升进行了探

讨，能为其他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传播提供一定参

考，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原有景观基因理论，是

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路径的一次积极探索。但是

作为一个交叉性较强的研究，本文仅对传统村落景观

基因如何进行数字化传播进行了初步探索，案例地选

取较为单一，对于游客进行数字化体验之后产生的结

果并未进行详细实证，传播路径的普适性与实际传

播效果是后续可以继续追踪和研究探讨的方向。

注释：

①内容来自 2020年 7月 10—15日实地访谈，其中C代表

传承人，G代表工作人员，Y代表游客，数值代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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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 and
Its Tourism Value Promotion: A Case Study of Zhangguying Village

Liu Peilin Liu Yingchao Yang Liguo Li Xuejing

Abstract：By com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landscape communication and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drawing lessons from landscape gene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overall logical framework of digital transmission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 and takes Zhangguyi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Comparing with the general landscape communica⁃
tio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 has more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mode, more
accurate traditional content and more systematic communication process. It can better spread landscape gene to tourist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ourism. 2)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 digital communication
path includes three parts: digital communication content, digital communication mode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audi⁃
ence. It is a comprehensive process of collecting, processing, displaying and finally spreading to the tourists through
digital experience on the basis of identifying the gen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3) Taking Zhangguyi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s the digital transmission path of landscape gene in Zhangguying
Village from real entity to digital virtual, from local knowledge to the mental image of tourists. The effect of this path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communication value, but also in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value, such as drainage value, economic
value and protection value.

Key words：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 digital communication; digital tourism; virtual tourism; tourism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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