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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方依恋作为人与地方的一种积极情感联结，对旅游地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已有研究证实对旅游地具有较强依恋的游客会更容易对旅游地产生友好的态

度、积极的环境责任行为及重游意向，从而有利于促进旅游地持续发展。因此，

对如何促进游客生成地方依恋感的深入探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性。红色旅

游发展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尚未有研究探索多维度划分的红色

旅游体验是否可以作为游客地方依恋感提升的驱动因素。红色旅游地作为承载大

量红色记忆符号的记忆场，如何通过红色旅游体验唤醒旅游者的社会记忆，促进

游客对红色文化及其承载地的认同，加强个人记忆与旅游地记忆的交集，进而对

目的地产生地方依恋是未来红色旅游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以相关文献梳理为基础，依据 SOR 理论与旅游情境理论，结合红色旅

游实际特征确定红色旅游体验构成维度，构建了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及地方

依恋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接着，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运用 SPSS、AMOS 等

工具进行实证分析，详细探究红色旅游体验各维度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作用，

同时检验社会记忆在红色旅游体验与游客地方依恋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

明：（1）红色旅游体验显著正向影响游客社会记忆，其中认知体验、情感体验和

文化体验皆对社会记忆产生积极影响；（2）部分红色旅游体验显著正向影响游客

地方依恋，其中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具有正向影响，文化体验对

游客地方依恋不具有直接影响；（3）游客社会记忆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地方依恋；

（4）社会记忆在红色旅游体验与游客地方依恋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其中文化体

验在二者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几点发展红色旅游的建议：应重视文

化氛围的营造，增强景区不可替代性；注重互动和文本重述，提升游客认知与情

感体验；多路径活化旅游地记忆，推动构建社会记忆内容体系。

关键词：红色旅游 旅游体验 社会记忆 地方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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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ce attachment, as a positive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laces, and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tourists with strong attachment to

tourism places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friendly attitudes, positive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s and revisit intentions, which are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laces. Therefore, 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to investigate how to promote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attachment.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een a

hot topic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but no research

has yet explored whether the multidimensional division of red tourism

experience can serve as a driving factor for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attachment enhancement. As a memory field carrying a large number of

red memory symbols, how to awaken tourists' social memory through red

tourism experience, promote tourists' identification with red culture and

its carrying place, strengthen the intersection of personal memory and

tourism place memory, and then generate local attachment to the

destination is a problem that needs attention in future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determines the dimensions

of red tourism experience based on SOR theory and tourism context

theory, combines the 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red tourism, and constr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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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 tourism experience,

social memory and place attachment. Then, the data were obtain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SPSS

and AMOS tools to investigate in detail the influence of each dimension

of red tourism experience on tourists' place attachment, and to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memor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 tourism

experience and tourists' place attach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ed

tourism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s tourists' social

memory, among which cognitive experienc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al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social memory; (2) some

red tourism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s tourists'

place attachment, among which cognitive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ourists' place attachment, while

cultural experience does not have direct effects on tourists' place

attachment; (3) some red tourism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s tourists' social memory, among which cognitive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ourists' place

attachment. Tourist social memory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s

tourist place attachment; (4) social memor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ed tourism experience and tourist place attachment, among

which cultural experience plays a fu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This leads to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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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of cultural atmosphere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enhance the

irreplaceability of scenic spots; focus on interaction and textual retelling

to enhance tourist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multiple

paths to revitalize the memory of tourist plac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content system.

Keywords：Red tourism；Tourism experience；Social memory；Place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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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体验旅游”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红色旅游是我国特有且重要的一种旅游类型。一方面红色旅游能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红色旅游地普遍存在的经济落后问题，另一方面还具有传承社会记忆、红

色精神的政治功能及社会、教育等功能。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推

进文化和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红色旅游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体验是旅游的核心。在体验经济时代，我国国民的旅游需求越来越

个性化，游客不再满足于以往的观光式旅游，而是更加关注旅游过程中的深层次

体验
[66]
，因此，红色旅游需要给旅游者提供难忘的旅游体验。“观光旅游”向“体

验旅游”的转变，一方面能够满足游客对“体验”的追求，实现其内心和自我满

足的需要，有利于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难忘的体验更容易使旅游者形

成社会记忆，从而更好地凸显其社会效应与教育功能
[65]
。因此，深入研究红色旅

游体验对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1.2 游客的地方依恋情结在旅游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依恋是游客对旅游地情感上的联结。地方依恋在游客的购买行为及重游

行为意向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对旅游地具有高度依恋感的游客会更倾向于长时

间停留并且更愿意为旅游产品买单
[28]
，同时也更倾向于再次游玩并向亲朋推荐

[21]
。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旅游市场营销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对地方依恋的研究中。作

为人地关系的重要一种，地方依恋可以使游客从心理上与目的地产生联系。游客

在旅游地进行活动的过程中会直接体验到旅游地的各种相关要素，而这些体验会

影响游客在心理上或情感上对旅游地产生积极或消极的评价，积极的评价有利于

游客自发与旅游地产生联系
[8]
，这种自发的联系对旅游地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地方依恋还在游客的亲环境态度及资源保护意识与行为等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
[17]
，对旅游地具有较强依恋的游客会更容易对旅游地产生友好的态度和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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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责任行为，从而更有利于促进旅游地持续发展。因此，继续深入探究影响游

客地方依恋的影响因素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性。

1.1.3 旅游体验、地方依恋及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

目前，我国红色旅游虽开展火热但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

红色旅游发展在实践中出现了开发不足、规划不清、产品同质化等问题
[130]

，另

一方面，关于红色旅游发展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从资源开发策略
[117]

、开发模

式研究
[74]

、旅游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122]

、红色旅游产品研究
[68]

等供给侧角度进

行。在聚焦体验旅游转型的现阶段，从旅游需求方角度考虑，对红色旅游者的需

求和体验进行研究，进而指导红色旅游发展实践的研究则寥寥无几，而从旅游体

验角度出发关注红色旅游者不同维度的红色旅游体验及其影响的研究更显不足。

地方依恋是旅游者对旅游地产生的特殊情绪和情感
[22]
，游客对旅游地的依恋

会促使其产生一系列的正向行为，进而有利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已有学者通

过研究证明游客在经历了好的旅游体验后满意度会得到明显提升，进而会对旅游

地产生一系列的正向情感与行为。李文勇的研究证实，游客在旅游地的情感体验

能促使其对旅游地产生地方依恋
[84]
。以往关于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关系的研究大

多是在休闲、度假类的情境下展开，而红色旅游因其特殊的红色文化内涵与学习

教育功能使得游客在该情境下的旅游体验会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旅游体验。红色

旅游作为重要的文化旅游活动，更强调文化内涵与教育功能。文化体验要素的解

读与挖掘对于提升红色旅游地竞争力具有核心推动作用，而学习教育功能的实现

则需依托旅游地对认知体验要素的挖掘，二者共同推动游客对相关历史文化进行

深刻的认知与思考。由于整个过程具有严肃性，游客的特殊情感容易被激发，这

些都使得红色旅游情境下的游客旅游体验明显区别于其他旅游体验。因此，本文

综合前人的体验模型，将红色旅游体验划分为认知体验、文化体验和情感体验三

个维度。这些体验是否会影响其对旅游地的依恋？哪些体验会产生影响以及各维

度体验的影响程度如何都有待验证。

红色旅游目的地是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承载场所与符号象征，

能够传递独特的地域感知和社会关系。游客在这里更易产生或唤醒相关红色社会

记忆并因此而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但是鲜有学者在探究红色旅游中游客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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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时，将社会记忆作为中介变量。那么红色旅游地社会记忆能否

影响游客地方依恋的产生？旅游体验又能否通过唤醒游客的社会记忆来促进游

客产生地方依恋感？目前对于旅游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感生成的作用机理的研

究存在不足，尚未有研究将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地方依恋放在一起探索三

者之间的关系。虽陆续有学者推导出旅游体验与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

的关系，但仍局限于理论分析，缺少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红色旅游

体验、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证研究

检验假设，以明晰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以及地方依恋之间的作用机理，丰富

红色旅游及地方依恋相关研究。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红色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以 SOR 理论和旅游情境理论为理论基础，

通过文献梳理，结合红色旅游发展实际，构建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与地方依

恋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假设，以明晰红色旅

游体验、社会记忆以及地方依恋之间的作用机理。最后依据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

具体的、切实可行的红色旅游发展对策和建议，具体目的如下：

（1）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依据 SOR 理论和旅游情境理论，结合红色旅游

实际特征确定红色旅游体验构成维度，构建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及地方依恋

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假设，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前提。

（2）运用 SPSS、AMOS 等工具进行实证分析，详细探究红色旅游体验各维度

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作用，同时检验社会记忆在红色旅游体验与游客地方依恋

之间的中介作用，明晰三者之间关系。

（3）基于研究结论，探索提高红色旅游者地方依恋感、促进红色旅游地的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同时，从红色旅游体验角度思考唤醒或重构游客社会记

忆的有效对策，促进红色旅游社会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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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1 红色旅游发展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对于红色旅游地方依

恋感的研究多停留于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鲜有研究探索多维度

划分的红色旅游体验是否可以作为游客地方依恋感提升的驱动因素。本研究通过

文献梳理确定红色旅游体验维度并构建红色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感之间的理论

模型，接着进行量表设计与实证分析，验证了红色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作

用，为红色旅游地方依恋感提升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2 将社会记忆作为中介变量纳入红色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的理论模型中，

对红色旅游体验能否唤醒游客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否在游客依恋感提升中发

挥作用进行探讨并进行实证研究，拓展了红色旅游理论研究的视角。

（2）实践意义

1 本研究对多维度划分的红色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关系的探究，有助于红

色旅游地在规划开发中对重点体验要素加以区分，使其在基础设施、文化氛围等

方面的设计更具针对性，有助于推动红色旅游的体验转型，同时有助于促进游客

产生较高的地方依恋感，进而产生一系列正向的游中及游后行为，促进红色旅游

持续高质量发展。

2 本研究对红色旅游体验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以及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的

关系进行探究，有利于促进红色旅游地对社会记忆的关注与构建，引导红色旅游

地重视体验价值的提供，增强游客的地方依恋感。同时通过优化红色旅游体验的

相关维度，强调红色旅游目的地对游客社会记忆的构建与唤醒，增强红色旅游在

促进游客自我认同、政党认同、国家认同等方面的社会效应。

1.3 文献综述

1.3.1 红色旅游

（1）概念界定

红色旅游是我国所特有的红色文化事业与旅游产业逐步融合发展成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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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旅游形式，红色旅游的独特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使其成为我国旅游

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红色

旅游是指以革命战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纪念地、纪念物为载体，以宣传革

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

题性旅游活动
[131]

。之后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界定，红色旅游的定义也在这

个过程中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基于过往文献梳理，得到红色旅游定义如表 1.1

所示，本文对红色旅游的定义采用《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里的观点，认为红色旅游是以相关纪念地、纪念物为载体，对红色历史进行缅怀

学习、参观游览的旅游活动。采用此概念符合红色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产生的

认知、文化及情感体验。

表 1.1 红色旅游概念

研究者 年份 概念

雷召海 2005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 年新中国国成立期间，革命斗争所

形成的遗迹旅游
[77]
。

徐仁立 2010
创造性提出广义概念，即以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遗迹为载体，以红色

精神和历史故事为内涵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111]

。

左冰 2014 以爱国革命为精神内涵进行缅怀、学习和参观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137]

。

徐克帅 2016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进程

中以革命文物和遗址为载体的游览活动
[110]

。

金鹏等 2017
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年间，承载民族独立与复兴，推动经济发展，

提高民族认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旅游活动
[76]
。

（2）供给侧红色旅游发展研究

国内对于红色旅游的研究多从供给侧角度出发，结合特定地区的红色旅游资

源对其开发的战略、模式、区域合作及竞争力提升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

应对策略及建议。成红波、阎友兵从红色旅游定位、设计和合作等方面提出红色

旅游要遵循教育性与娱乐性，严肃性与趣味性以及政治性与经济、文化性相结合

的开发原则
[59]
。刘辛田为推动红色旅游地吸引力的提升，对资源导向型、产品导

向型、市场导向型及体验导向型四种开发模式进行分析比较，最终得出实现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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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吸引力提升及竞争力增强的最优开发模式就是以游客体验为导向，同时他

认为体验导向型红色旅游要以环境、价格、营销渠道和市场促销等要素为基础
[91]
。

在发展模式和竞争力提升方面，多位研究者对江西、湖南、遵义、百色等传统老

区进行了集中研究。焦世泰以左右江红色旅游区为案例地，在对其开发模式与资

源优势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组团式开发是该旅游区未来发展的最好方式，

这对于推动红色旅游与其他形式旅游结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62]
。刘宏明认为红色

旅游开发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实现跨区域间的资源整合，提高整体旅游竞

争力
[87]
。张河清等运用市场竞争态模型，对韶山、遵义、延安等不同城市进行了

比较
[122]

。陈建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为基础，从发展理念、拓展创新等角度为红色

旅游地形成竞争力提供对策建议
[56]
。刘春玲选取不同城市为案例地，以目的地竞

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对其红色旅游竞争力进行对比，探讨如何提升大西柏坡

的红色旅游核心竞争力
[86]
。

（3）需求侧红色旅游发展研究

随着体验经济的发展及对红色旅游发展研究的深入，游客的评价和质量感知

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通过明确旅游需求侧评价与感知的影响因素，为红色旅

游发展提供建议。黄春分析了井冈山等红色旅游地的游客行为规律，提出红色旅

游者的自身偏好及在旅游地的环境感知是影响游客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
[73]
。刘佳

雪等根据重要性-绩效评价图分析游客感知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景区服务态度、

景观环境等方面，为红色旅游地的建设提供了策略基础
[89]
。郭宁鑫基于扎根理论，

对网络游记与访谈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对触发游客红色愉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识别，指出红色旅游地提供的互动仪式有利于促进游客的认知体验，激发内心的

情感反应，丰富游客的体验感受
[67]
。邵晓锋等从感知价值、红色吸引物等方面构

建游客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黄冈市各景区进行了应用评价
[96]
。目前从红色旅

游需求方入手展开的研究仍侧重于基础设施与服务层面，在体验旅游转型趋势日

益明显的大背景下，从旅游者角度关注其旅游体验感知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1.3.2 旅游体验

（1）概念界定

旅游消费的本质是对某种体验的追求，旅游产品与服务的评判标准就是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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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游客提供了满意的旅行体验
[136]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Agapito 等（2014）认为

旅游体验就是在旅游目的地进行消费活动
[1]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将一系列外界

要素转变为价值
[23]
的一种愉快的消费经历可以称为旅游体验

[60]
。从心理学角度来

看，马天（2019）将游客体验区别于顾客体验，认为旅游体验是指旅游者在旅游

过程中与刺激互动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或情感反应
[94]
。谢彦君（1999）认为旅游

体验是旅游者在与旅游情景深度融合时所获得的一种身心共享的畅爽感受
[109]

。

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旅游体验的概念进行界定，但都可以归类为两个

视角，一是过程视角，即在场体验，强调对旅游者主观感受的关注，尤其关注游

客的情感和心理状态。二是结果视角，关注事后对旅游经历的主观感知和总体评

价。本文所研究的红色旅游体验不仅仅要关注结果，更强调与环境等元素的互动

过程。因此，本研究借鉴谢彦君（1999）和马天（2019）提出的相关定义，认为

旅游体验是个人对旅游消费的实时参与及情感反应。

表 1.2 旅游体验概念

研究者 年份 概念

Clawson 等 1966 游客游前、游中的影响与个人感受并一直持续到旅游后
[49]
。

Ryan 1997
旅游体验是具备符合功能的休闲活动，同时包含娱乐和教育的功

能
[32]

。

谢彦君 1999
旅游体验是旅游者在与旅游情景深度融合时所获得的一种身心共

享的畅爽感受
[109]

。

邓峰 2009 旅游体验是指旅游者轻松的、愉悦的、快乐的消费经历
[60]
。

周思芬 2011
旅游体验既是一项以追求旅游愉悦为目标的综合性审美实践活

动，又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和旅游世界中获得的心理感受
[134]

。

马天 2019
旅游体验是处于旅游世界中的旅游者在与刺激互动过程中产生的

心理感受，主要通过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
[94]
。

（2）旅游体验维度划分研究

随着体验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都曾尝试对旅游体验的维度进行划分。Pine

（1999）将旅游体验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分别是审美、娱乐、教育与逃避
[29]

。

Schimitt（1999）将旅游体验划分为五类：情感、感官、行动、关联和认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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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行动是指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与其他相关联事物互动而获得的感受，关联则是

指游客获得他人认可时而产生的体验
[34]
。在测量游客旅游体验时，学者们根据不

同类型的旅游特点构建不同的旅游体验模型。Wang（2012）等以情感、行动、审

美三个维度构建湿地生态旅游体验模型并进行测量
[45]
。Agapito 等（2014）以乡

村旅游者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视觉、听觉、触觉三个维度的游客感官体验模

型
[32]
。Vespestad（2010）聚焦自然旅游体验，在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后从真实

性、娱乐性、自我感受与社会文化方面构建了自然旅游体验测量量表
[44]
。Komppula

等（2012）对狩猎旅游体验感知进行研究时，提出了团结感对其的重要作用
[30]
。

Lin（2014）以花卉展游客为研究对象，从推动、期待、社交和忧虑等维度构建

了游客体验测量量表
[19]
。

国内对旅游体验的维度研究更多是结合不同类型的旅游情境，根据各类旅游

特点使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形成各具特征的体验维度。余构雄等（2019）以

广州夜游珠江为案例地，采用实证分析法探究都市水上夜游体验模型，结果表明

游客的体验维度可以分为都市体验、景观体验和自我体验
[121]

。颜丙金（2020）

等学者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包含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两大维度的自然灾

害型景观游客体验模型
[116]

。李江敏，高洁（2018）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究环

城游憩游客旅游体验，结果表明环城游憩游客旅游体验主要包括情感、情境、功

能、认知和经济五个维度
[78]
。李静和戴光全（2019）围绕传统节庆旅游，搭建了

文化体验、新奇体验、情感体验和社会体验四个维度的体验价值体系
[80]

。陈欣

（2021）从认知体验与文化体验两方面探究红色旅游体验对游客公民行为的影响

[57]
。顾依秋（2021）将旅游体验分为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验证了其与游客地方

依恋之间的作用关系
[66]
。红色旅游作为重要的文化旅游活动，更强调文化内涵与

教育功能。文化体验要素的解读与挖掘对于提升红色旅游地竞争力具有核心推动

作用，而学习教育功能的实现则需依托旅游地对认知体验要素的挖掘，二者共同

推动游客对相关历史文化进行深刻的认知与思考。由于整个过程具有严肃性，游

客的特殊情感容易被激发。因此，本文综合陈欣与颜丙金的体验模型，将红色旅

游体验划分为认知体验、文化体验和情感体验三个维度。其中，认知体验是指游

客在思考或解决问题时运用已有知识与经验，对外在信息进行加工并转换成认知

评价的过程。文化体验指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对相关文化氛围的感知体验，包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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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文化、环境文化等。情感体验是游客对客观事物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态度，一

般旅游过程中景区的服务质量、管理水平会导致游客产生消极情感，但在红色旅

游这种教育性的、非享乐性的旅游活动中，这种情感产生的可能性较低
[135]

，且

在红色氛围下对本文研究的地方依恋影响较小，因此本文的情感体验主要包括积

极情感体验和积极的负面情感体验，对游客的消极情感体验不再进行考虑分析。

（3）旅游体验的相关研究

目前学者对旅游体验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旅游体验的影响因素研究和作用

机制研究。Haller （2021）通过对比探讨了葡萄酒旅游体验的影响因素，分别

是发现原真性、审美性、欢乐性以及互动性
[10]
。Liang 等（2021）通过质性研究

验证了拥挤程度对旅游体验的影响
[18]
。Yang 等（2022）试图探讨空气污染对旅

游体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PM2.5 和 PM10 的浓度会对旅游体验产生显著负

面影响
[50]
。王镜等（2020）以丝绸之路景点为例，验证了旅游设施服务水平、资

源品质等显著影响游客旅游体验
[102]

。宋蒙蒙等（2018）验证了各因素对体验质

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体验对民族地区旅游体验质量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审

美体验
[97]
。

也有学者对旅游体验对游客满意度、忠诚度、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了

研究验证。武传表和谢春山等（2013）试图探究旅游体验与满意度、忠诚度等之

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游客的精神体验和感官体验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108]
。Tan（2017）在探究目的地形象感知与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

时，发现游客在目的地的娱乐性体验会对目的地的形象感知产生积极影响，而逃

避体验则更有助于游客产生重游行为
[37]
。刘静艳（2015）通过质性研究的调查方

式对十字水度假村的酒店住客进行深入访谈，探究生态住宿体验对游客亲环境行

为意向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度假酒店提供的产品解说服务与环保实践体验与游

客亲环境行为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90]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旅游体验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对旅游者具有潜在的长期影响。聚焦于红色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学

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好的红色旅游体验可以更好地吸引旅游者，实现政治、经

济、社会的综合效益，因此对红色旅游体验的学术探讨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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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社会记忆

（1）概念界定

“社会记忆”一词是由集体记忆演化而来的专有名词。康纳顿（2000）认为

在个人记忆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社会记忆，这种记忆连续不断且可传递，能通过纪

念仪式及身体实践来传递和维持
[55]
。随后，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偏好对社

会记忆进行定义。如王明珂以史学为研究角度，认为社会记忆是在某个社会中由

各类媒介保存及流传的记忆
[103]

。张俊华（2014）则提出社会记忆是一群人共享

的记忆，具有一定排外性且能够塑造群体身份认同
[123]

。Christopher（2018）认

为集体记忆发生在人与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集体记忆的发生首先以群体共同

身份为基础，对群体历史进行共享表示并且具有传递性与可塑性，群体的认知水

平与情感态度对集体记忆具有一定影响
[7]
。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对集体记忆、

社会记忆、集体和社会记忆等记忆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但无论是哪种记忆，实际

都具有群众性与社会性
[65]
。 基于此，本文研究的社会记忆是人类对过去一切的

文化建构过程，涉及的核心是历史、回忆与传承，涵盖不同时空下的群体支持的

社会性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地方记忆等记忆。

（2）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

关于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记忆的构建、社会记忆与社会认同的

关系等方面展开。Geana（2019）关注社会记忆与社交环境的关系，认为社交网

络聚类在构建社会记忆的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
[9]
。郭永平（2015）通过对大寨

妇女的质性分析，探究了实践与仪式如何影响社会记忆的塑造，同时他提出权力

能够引导并控制社会记忆的建构
[69]
。Figueiredo（2018）对刚果移民的殖民主义

认知进行了调查，发现当前城市的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会影响殖民个人的过往记

忆
[9]
。于雯静等（2021）以扎根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美食类节目的文本梳理与情

感分析，环境性、功能性、情感性可作为食物景观记忆的三种属性，同时也验证

了食物景观与社会记忆构建之间的关系
[120]

。胡洁（2020）提出在社会认同的构

建过程中，社会记忆与内外部权力会对群众社会共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社会认

同的生成
[71]

。Marschall（2018）认为记忆是体验、情感与认同的基础，记忆在

未来可能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
[104]

。刘燕（2019）认为纪念馆作为红色历史文化

的重要载体，利用展览、口述、仪式等丰富的记忆样态构建多维度社会记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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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唤起与重塑游客社会记忆，对于促进社会认同具有积极作用
[92]

。Ariely

（2019）通过对以色列大屠杀日前后民众的情感研究，发现国庆节日会提升民众

的民族认同和集体记忆
[3]
。

（3）社会记忆与旅游研究

旅游领域社会记忆的研究存在多个主题，如旅游开发中社会记忆的构建、社

会记忆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红色旅游中的社会记忆等。Winter（2009）提出

旅游业对游客理解与传承二战记忆具有促进作用
[48]
。章锦河（2014）提出旅游空

间的规划可以对社会记忆进行唤醒、再塑造
[128]

。在社会记忆与场所依恋的关系

方面，Casey（2014）提出“地域”是记忆的载体，是记忆的空间表述
[46]
。李志

飞等（2018）通过质性研究，结果表明集体旅游体验、记忆感知、功能依恋等会

影响游客地方依恋的产生
[85]
。Young（2019）以山地旅游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旅游过程中集体记忆的转化过程，同时发现旅游体验对游客地方认同的形成具有

显著影响
[51]
。

有学者对红色旅游发展与社会记忆进行了研究，徐克帅（2016）通过对符号

系统和社会记忆构建理论的梳理，构建了红色旅游目的地记忆符号系统
[110]

。Tang

（2021）提出红色记忆在形成的过程中会不断发展、改善及纠正，而这个记忆的

发展与改善与红色文化氛围具有高度相关性
[38]
。关于其他研究方面，张帅奇（2019）

认为古村落是建构与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和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符号象征

[124]
。闫阿慧（2019）认为在非遗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要关注非遗记忆的保留

与传承
[114]

。此外，也有研究关注了集体记忆对旅游者旅游地选择的影响
[107]

。

1.3.4 地方依恋

（1）概念界定

“地方依恋”由地理学中的“地方理论”与心理学中的“依恋理论”发展而

来。段义孚(1974) 最早提出“恋地情结”的概念并给出定义，认为这是一种人

对地方产生依恋的关系
[42]

。1989 年，Williams（1989）提出“地方依恋”词，

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对某一特定的环境场所的认同程度”
[31]
。随后，“地方依恋”

逐渐被应用到环境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和旅游等研究领域，指游客对旅游地的价

值感知及情感认同。环境心理学领域的地方依恋被界定为人与某个特定地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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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和认知联系
[2]
。Milligan （1998）认为可以从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两个

维度界定地方依恋,两个维度相互交融，物质环境是社会环境的构成部分，任何

场所都不可能脱离于其中某个环境而单独存在
[26]
。在这种界定方式下，个人通过

社交活动使某一物质环境具有意义，进而对该场所产生情感联结的过程就是地方

依恋形成的过程。国内旅游领域对地方依恋的研究最早是由黄向、保继刚等（2006）

引入的，他们将其译为“场所依赖”
[75]
。由此，“地方依恋”的相关理论在国内

的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并在之后的十年逐渐走向成熟。本文借鉴黄向和保继刚

（2006）以及吴丽敏等人（2015）的观点，认为地方依恋是指个体和对他们有意

义的特定环境之间的一种积极的情感，地方依恋由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

构成
[106]

。其中，地方依赖是游客对某一旅游地环境或设施的功能性依赖，反映

旅游地能够满足游客需要的特定条件。地方认同属于精神性依恋，反映游客感知

到的与旅游地相联系和归属的程度。

（2）地方依恋的维度划分

学术界对于地方依恋的定量研究相当丰富，对地方依恋的测量维度划分方式

不一，既有采用二元维度测量也有三元、四元等多元维度测量
[52][16][41]

。在众多维

度划分方式中，广为研究者认可的维度主要是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其次是情感

依恋和社会联结。目前大多数相关实证研究均采用地方依赖与地方依恋二元结构

测量模型，地方认同是个体对客观环境有意或无意的想法，并借由态度和行为趋

向的结合，形成对该地的归属感，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同
[33]
。地方依赖指与其他可

替代性场所相比，某个场所的资源、设施、服务等更能满足个体的特定需求，是

对某一场所功能性的评价
[31]
。社会联结是指游客在某个场所中与周围人互动而产

生的社会关系。情感依恋是人在与特定环境的互动中对环境产生的情感联系
[40]
。

一些学者认为地方认同与情感联系某种程度上都是指对某个场所情感上的依恋，

因此二者应是包含关系
[16]
。在关于地方依恋的研究中，情感依恋和社会联结两个

指标因没有足够的实证检验而很少被提及，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地方认同和地方依

赖这两个指标测量地方依恋。

（3）地方依恋的前因变量及影响研究

旅游休闲领域有关地方依恋的研究内主要聚焦于地方依恋形成的前因与后

果。游客地方依恋的前因主要包括旅游摄入、个人记忆与特征等内部因素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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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服务质量、吸引力等外部因素。Smaldone（2008）以美国国家公园为例，通过

因素模型构建，发现无论是外来游客还是当地居民，其对地方的依恋程度与时间

长度皆具有高度相关性，时间越长，其对地方的情感则越强
[36]
。Bricker （2002）

则聚焦于个体的游憩专业化水平及其对地方依恋的作用机制，通过案例分析得到

游憩专业化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恋的形成
[5]
。有学者认为个体的活动涉入程

度与其地方依恋强度存在高度相关，该观点后来得到多位学者的验证，即个体在

旅游过程中涉入的越多，则其与地方的关联性越强，其地方依恋感也就越强。Tsai

（2016）在对美食体验与游客忠诚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在旅游过程中形

成的社会记忆会正向影响游客忠诚，而地方依恋在二者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41]
。

也有研究就其他其他变量如服务质量、旅游目的地吸引力、感知拥挤度等对地方

依恋的影响进行探究。国内对地方依恋前因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旅游涉入及景

区服务质量等方面。陆敏等（2014）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游憩

涉入与地方依恋的相互作用关系，验证得到游憩涉入程度与地方依恋强度具有高

度正相关，地方依赖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93]
。

就地方依恋的影响结果而言，国外大多数的研究主要探究的是其对重游行为

或环境友好行为等方面的影响。现有研究验证了地方依恋能显著正向影响游客进

行环境友好行为及产生重游意向，游客的地方依恋感越强，其关注环境保护、进

行亲环境行为、产生重游意向的可能性就越大。Halpenny（2010）以国家公园为

案例地，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倾向之间具有高度正向相关

性
[11]
。国内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地方依恋与游客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

对游客忠诚度与满意度的影响、与游客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游客资源保护

态度的影响等
[54][61][100][101][133]

。近年来，众多研究对地方依恋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探索与验证，结果表明游客满意度受地方依恋的正向影响。钱树伟等

（2010）以苏州观前街购物中心为例分析了地方依恋对顾客满意度及忠诚度的作

用机制，研究发现顾客的地方依恋对其满意度及忠诚度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

外，满意度在地方依恋与顾客忠诚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95]
。

1.3.5 研究述评

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从红色旅游发展、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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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的维度与影响因素、社会记忆与旅游之间的关系、旅游领域中地方依恋的前

因后果等方面进行了述评，可以发现相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同时仍存在一定

程度的欠缺：（1）关于红色旅游发展的研究大都从供给侧出发，结合特定地区的

红色旅游资源对其开发的战略、模式、区域合作及竞争力提升等问题进行分析并

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及建议。从旅游需求侧出发，探讨红色旅游者旅游需求特征，

进而提出红色旅游发展建议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在体验旅游转型趋势下，关

注红色旅游者不同维度的红色旅游体验进而提升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更

显不足。（2）从研究内容来看，不论是对于旅游体验的影响因素还是价值维度的

研究，几乎都是结合某一具体旅游类型进行探讨，而对于红色旅游这一旅游类型

中游客的旅游体验研究较为匮乏。在关于地方依恋的研究中，较多研究者对地方

依恋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探索，但是就影响地方依恋的前因变量而言，仅少数学者

探索了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关于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生成的作用机

理的探索较为欠缺。另外，通过前文梳理我们可知，由于红色旅游地本身就是一

个记忆场，游客在这里更易产生或唤醒相关红色社会记忆并因此而产生强烈的认

同感，但是鲜有学者在对红色旅游中游客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的影响进行研究时，

将社会记忆作为中介变量。（3）从研究方法来看，尚未有研究将红色旅游体验、

社会记忆、地方依恋放在一起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虽陆续有学者推导出旅游体

验与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的关系，但仍局限于理论分析，缺少实证检

验。（4）从研究情境来看，以往关于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在休

闲、度假类的情境下展开，而红色旅游因其特殊的红色文化内涵与学习教育功能

使得游客在该情境下的旅游体验与其他类型旅游存在明显差别，因此迫切需要加

强对这一情境下游客旅游体验及地方依恋关系的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在红色

旅游情境下，以红色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以 SOR 理论和旅游情境理论为理论基础，

通过文献梳理，结合红色旅游发展实际，构建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与地方依

恋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假设，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假设，明晰红色旅游体验、

社会记忆以及地方依恋之间的作用机理，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红色旅游发展

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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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研究以红色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以 SOR 理论和旅游情境理论为理论基础，

通过文献梳理，结合红色旅游发展实际，构建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与地方依

恋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假设，以明晰红色旅

游体验、社会记忆以及地方依恋之间的作用机理。最后依据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

具体的、切实可行的红色旅游发展对策和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文献综

述、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路线。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对红色旅游、旅游体验、社会记忆、地方依

恋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三章，研究设计。本部分对红色旅游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的主效应及社会

记忆在红色旅游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影响中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推导，提出研究

假设，构建研究模型，并对各变量的测量指标进行选择，确定调研问卷。

第四章，实证研究。根据问卷所获的实证数据，利用数据分析软件对样本进

行信度与效度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等，验证假设。

第五章，结论与展望。对各项研究结论进行深入解析，发掘其深层次的原因，

提出有针对性的管理启示。最后阐述研究存在的局限、以及后续研究的未来展望。

1.4.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本文通过中国知网、图书馆馆藏数据库等平台对红色旅

游、旅游体验、社会记忆、地方依恋、SOR 理论、旅游情境理论等相关内容进行

梳理与总结，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构建本文的研究模型。

（2）问卷调查法：本文对前人研究成果与量表进行梳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适当修改形成适用于本文研究情境的测量量表。问卷收集后，按照有效问卷标准

进行数据筛选 ，最终通过数据分析验证本文假设。

（3）统计分析方法：本文利用 SPSS22.0、Amos23.0 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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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分析，主要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信效度分析、模型检验等验证红色旅游

体验、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三者的相关关系。

1.4.3 技术路线

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收集及理论回顾，对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和地方依

恋的相关概念、测量维度等进行梳理与界定，基于已有的理论基础和前人的研究

成果构建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地方依恋三者关系的理论研究模型并提出研

究假设；接着，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利用 SPSS 与 AMOS 工具，对假设进行实

证检验；最后，依据假设检验结果提出加强旅游地文化氛围、提升游客认知与情

感体验以及活化旅游地社会记忆的建议。技术路线图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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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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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创新

1.5.1 思路创新

本文为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现有关于社会记忆与

地方依恋的研究大多将地方依恋作为结果变量，认为对旅游地的情感联结和功能

依赖将促使游客构建并加深对旅游地的社会记忆。本文通过对红色旅游者社会记

忆与地方依恋的关系探究，证实红色旅游者在旅游地游览体验的过程中会唤醒之

前的相关记忆或构建起新的社会记忆，这些记忆的唤醒或重构将促使游客对旅游

地精神与文化产生认同并产生情感联系，也就是地方依恋。另外，本文首次对旅

游体验、社会记忆和地方依恋这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探究，基于 SOR 理论构建模

型明晰了旅游体验、社会记忆和地方依恋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1.5.2 视角创新

本文以红色旅游为研究视角来研究游客的旅游体验、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的

关系。相比于其他旅游类型，红色旅游更加注重对精神与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

红色旅游地与其他类型景区相比也更具独特性，如旅游地本身就是记忆之场，承

载了更多的文化和精神，具有特殊的情感带动作用等。因此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

也值得在其它旅游情境中进一步验证，开阔了有关游客地方依恋的研究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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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旅游体验

旅游消费的本质是对某种体验的追求，旅游产品与服务的评判标准就是是否

为游客提供了满意的旅行体验
[136]

。由前文文献综述可知，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

角度出发对旅游体验的概念进行界定，但都可以归类为两个视角，一是过程视角，

即在场体验，强调对旅游者主观感受的关注，尤其关注游客的情感和心理状态。

二是结果视角，关注事后对旅游经历的主观感知和总体评价。

本文所研究的红色旅游体验不仅仅要关注结果，更强调与环境等元素的互动

过程。因此，本研究借鉴谢彦君（1999）和马天（2019）提出的相关定义，认为

旅游体验是个人对旅游消费的实时参与及情感反应。

2.1.2 社会记忆

康纳顿（2000）认为在个人记忆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社会记忆，这种记忆连续

不断且可传递，能通过纪念仪式及身体实践来传递和维持
[55]
。随后，学者们从不

同的研究角度和偏好对社会记忆进行定义。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对集体记忆、

社会记忆等记忆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但无论是哪种记忆，实际都是在关注社会性

群体基础上的记忆
[65]
。

基于此，结合前文文献综述，本文将社会记忆界定为：社会记忆是人类对过

去一切的文化建构过程，涉及的核心是历史、回忆与传承，涵盖不同时空下的群

体支持的社会性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地方记忆等记忆。

2.1.3 地方依恋

1989 年，Williams 提出“地方依恋”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对某一特

定的环境场所的认同程度”
[31]
。随后，“地方依恋”逐渐被应用到环境心理学、

人文地理学和旅游等研究领域，被解释为旅游者在特定的休闲场所感受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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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情感上的认同程度。国内旅游领域对地方依恋的研究最早是由黄向、保继刚等

（2006）引入的，他们将其译为“场所依赖”
[75]
。由此，“地方依恋”的相关理

论在国内的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并在之后的十年逐渐走向成熟。

本文借鉴黄向和保继刚（2006）以及吴丽敏等人（2015）的观点，认为地方

依恋是指个体和对他们有意义的特定环境之间的一种积极的情感，地方依恋由地

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构成
[106]

。其中，地方依赖是游客对某一旅游地环境

或设施的功能性依赖，反映旅游地能够满足游客需要的特定条件。地方认同属于

精神性依恋，反映游客感知到的与旅游地相联系和归属的程度。

2.2 理论基础

2.2.1 SOR 理论

SOR 理论认为外部环境可以引起个体情感与感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会对

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
[25]
。S（刺激）是指对个体具有一定影响的外界因素，O（机

体）是指个体在接受刺激后产生的心理活动和思考过程等，R（反应）则是指个

体在外界刺激下最终产生的行为结果。随着该理论在不同情境下的应用与延伸，

S（刺激）和 R（反应）的研究范畴有了一定的拓展。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中，R（反

应）既包括行为反应，也包括满意度、认同感等认知和心理上的反应，而旅游体

验则通常被归类于 S（刺激）。如 Jani 等（2014）基于 SOR 理论构建酒店环境氛

围-顾客满意度模型，探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14]
。孙嘉玲（2021）运用该

理论证实游客的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游客幸福感是二者的

中介变量
[98]
。

本文基于 SOR 理论，构建红色旅游体验到地方依恋的路径模型。其中，旅游

体验是游客基于旅游地环境及活动刺激形成的直接认知，社会记忆是游客个体在

过往所积累的关于个人、集体、历史等方面的认知和记忆，在旅游过程中这些认

知与记忆是游客进行心理活动和内部认知加工的基础。游客在外部刺激与内部心

理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产生一定的反应，本文的地方依恋即是 SOR 模型里认知与

心理上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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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旅游情境理论

情境是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广泛应用的学术概念，最早由 Thomas 等（2000）

提出，强调其对行为研究的重要性
[39]
。旅游情境理论是指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会

随着旅游情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感受。谢彦君（2005）首次将情境引入国内旅

游研究中，认为旅游情境是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与旅游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旅游

场
[109]

。许春晓等（2018）进一步综合各学科有关情境的概念研究，对旅游情境

给出了明确的概念，指出旅游情境是旅游者与被旅游者感知的旅游目的地要素产

生交互作用后，对游客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环境条件
[113]

。白凯（2013）在研

究旅游者行为时提到旅游情境是由主客观因素产生的心理及行为环境，旅游情境

的不同，游客对旅游经历的感受也会发生相应改变
[53]
。

当游客处于红色旅游这样一个特定情境之中时，固然会产生积极情感，如振

奋、感动等，但由于景点多是严肃、沉重的氛围，使得游客也更容易产生诸如悲

伤或紧张的负面情感，同时红色旅游的教育属性也使得游客的认知体验明显有别

于其他旅游情境。这些不同的旅游情境会影响游客的各项体验，从而产生不同的

行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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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3.1.1 研究假设

（1）红色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

本文将红色旅游体验划分为认知体验、文化体验和情感体验三个维度。其中，

认知体验是指游客在思考或解决问题时运用已有知识与经验，对外在信息进行加

工并转换成认知评价的过程。文化体验指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对相关文化氛围的感

知体验，包括制度文化、环境文化等。情感体验是游客对客观事物产生的一种主

观体验态度，在红色旅游情境下除一些积极情感外，还普遍存在一些积极的负面

情感，如惋惜、惭愧等。

段义孚（1977）认为，人在对环境不断熟悉的过程中，若没有产生厌恶，便

会逐渐产生喜爱的情感
[42]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会收获丰富的经历与体验，这些会

促使其对旅游地地建立起情感联系，加强游客对地方的认同感，也就是地方依恋

[47]
。孙嘉玲（2021）以古城游客为研究对象，证实旅游体验会促进其幸福感的形

成，而幸福感的提升则会促进游客对该旅游地产生地方依恋
[98]
。同时，结合本文

所使用的 SOR 理论，当游客进行旅游体验后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刺激认知，当这个

体验感较好时，游客便会对旅游地产生一定的“好感延续”，即地方依恋情绪
[127]

。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 红色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段义孚（1977）认为当个体深度体验和了解与环境相关的事件和活动，与目

的地建立起认知和情感联系时，游客才会在熟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地方依恋
[42]
。

一方面，红色旅游者通过景区的图像、讲解以及体验活动能够加深游客对旅游地

相关事件及承载文化的了解与认知，从而在不断认知的过程中熟悉旅游地并产生

情感联结。另一方面，红色旅游者往往希望在旅游过程中能够深度了解相关知识

及历史，而旅游者在旅游地获得认知体验并产生认知联系有利于满足其认知需求，

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游客对旅游地的功能依赖。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a：认知体验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红色旅游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以社会记忆为中介

23

游客通过了解当地的文化、参与当地的活动、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来加强和

目的地之间的联系。Hou（2005）聚焦文化旅游情境，通过研究发现文化体验与

游客地方依恋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不同的文化体验有助于地方依恋感的生成
[13]
。

Liu（2018）认为浓郁的文化氛围能够激发游客对旅游地的地方依恋心理
[21]
。阎

友兵等（2020）通过研究发现游客在红色旅游活动过程中会被积极、进取的红色

文化所启发
[115]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b：文化体验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李文勇（2018）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的关系进

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游客的情感体验有助于促进地方依恋的生成
[84]
。周慧玲和许

春晓(2009)认为当游客赋予某地情感后，便会在心中形成一个“基模场所”，若

该场所符合游客自身的价值观体系，游客便很容易对该旅游地产生地方依恋。
[132]

。

刘欢等（2018）认为红色教育与其它旅游不同，游客在红色旅游景区会受到悲伤、

遗憾等情感体验，这些体验能加强教育与学习，同时加深游客对旅游地的情感联

结
[88]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c：情感体验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2）红色旅游体验与社会记忆

一直以来，旅游都是人们建构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方式
[110]

，红色旅游目的

地是特殊的社会记忆场所与纪念空间。红色旅游地运用再现、讲解、仪式、互动

等方式传递相关记忆，在此过程中游客能够回忆起与之相关的记忆和情感
[88]
。游

客在红色旅游地通过体验不断地回溯相关历史，唤起相关历史记忆
[58]
，同时构建

新的相关认知与记忆
[76]
。李卫飞、方世敏等（2021）认为游客在旅游地能够通过

仪式互动等形成群体符号，进而构建共同的红色文化集体记忆
[81]
。基于此，本文

提出研究假设：

H2: 红色旅游体验对社会记忆有正向影响。

红色景区的景观资源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能够给人提供探索新知识提升自我

的途径。在红色事件发生之后，个人或群体一方面有直接的体验，另一方面通过

建立红色记忆符号系统（纪念馆、纪念碑等）以维护记忆。由于大多数红色旅游

者并未经历过红色年代，其本身所具有的认知或记忆大都来自于对书本、纪录片

等资料的抽象理解，而红色旅游通过仪式、讲解、再现等活动让游客亲身参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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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观生动的方式能激发游客的学习兴趣，增强游客理解与思考的欲望，进而

影响社会记忆的唤醒与建构
[35]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a：认知体验对社会记忆有正向影响。

景区文化是一个景区的灵魂和脉络，这往往是旅游者前去景区旅游的核心动

力所在，也是游客形成相关记忆的重要内容
[118]

。游客在文化旅游过程中与文化

的接触有利于游客产生难以遗忘的旅游体验记忆。红色旅游具有历史文化属性，

游客在红色旅游景区所感知的文化体验能触发其对过去或历史的回想和记忆，同

时，游客在红色旅游地体验的红色文化还可以形成综合或某方面印象深刻的红色

印象，进而影响相关红色记忆的建构
[70]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b：文化体验对社会记忆有正向影响。

情感的刺激对记忆的筛选和保留具有重要影响
[6]
。Tung（2011）认为旅游过

程中正面的情感体验有助于游客形成相关记忆
[43]
。阎友兵等（2020）则认为红色

旅游者在进行红色旅游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负面情感诸如悲伤、遗憾，相较于平常

的积极情感，这些积极的负面情感更能够刺激游客红色旅游景区容易刺激游客了

解与思考历史，这有利于游客唤醒之前的历史记忆并形成新的相关社会记忆
[115]

。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c：情感体验对社会记忆有正向影响。

（3）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

根据旅游情境理论，在红色旅游这个特定情境中，游客不会像在其他旅游地

一样注重生态性或者娱乐性等体验，更多在意的可能是对红色历史的回溯、对文

化与知识的了解与学习以及对红色精神的传承等体验，这些不同的旅游情境会促

使游客形成或回忆起不同的社会记忆，从而产生不同的心理或行为影响。

个人记忆受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社会互动等多方面影响，由自身身份决定，

持续强化个体的社会认同感
[129]

。红色旅游地记录着社会的更替与历史的发展，

是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社会记忆的汇集地，这些记忆具有连续性和传递性，是

游客产生群体认同或地方认同的必要条件
[12]
。Gu（2009）在对旅游体验与地方认

同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探究的过程发现物质或社会环境中的特殊的记忆对场所认

同具有强化作用
[24]
。在对美食体验与游客忠诚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Tsai（2016）

提出，在旅游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记忆会影响游客忠诚，而地方依恋在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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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到中介作用。记忆与空间共同构建新的场所，记忆对地方依恋起到正向影响

[41]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社会记忆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4） 社会记忆的中介作用

提升游客地方依恋是旅游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赵志峰等（2016）认为

红色旅游地记录着社会的更替与历史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游客的相关历史记忆与

情感得到唤醒，地方认同感也随之增强
[130]

。Gu（2009）在对旅游体验与地方认

同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探究的过程发现物质或社会环境中的特殊的记忆对场所认

同具有强化作用
[24]
。记忆是一个活跃的、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旅游者在红色旅游

体验的刺激下唤醒基于个人记忆的社会记忆，当新体验与旧记忆重合并得到加深

时，便容易促使游客对该段记忆产生认同，进而对承载该段记忆的旅游地产生认

同。另外，游客在旅游地感受到的快乐、文化、独特意义和知识等会促使其形成

一段新的长期记忆，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游客会对景区产生一定的“好感延续”，

也就是地方依恋情绪。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社会记忆在红色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1.2 模型构建

以前文对相关理论基础的梳理与变量关系的分析与假设为依据，构建本文的

理论模型，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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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研究模型图

此理论模型图展示了本研究中三个核心变量即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与地

方依恋的假设路径关系。H1 代表红色旅游体验正向影响游客地方依恋，H2 表示

红色旅游体验正向影响游客社会记忆，H3 表示游客社会记忆正向影响地方依恋。

本研究将对以上三个路径关系进行实证验证，然后再验证社会记忆的中介效应。

理论模型中的红色旅游体验包含三个不同维度，分别为认知体验、文化体验和情

感体验。在验证三个主要变量关系的同时，本研究还将对各分维度之间的作用关

系进行进一步探讨，即明晰红色旅游体验中的认知体验、文化体验、情感体验分

别与社会记忆及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

3.2 变量测量与问卷设计

3.2.1 变量测量

（1） 红色旅游体验

旅游是个人对旅游消费的实时参与及情感反应。现有研究较多参考了

Schmitt（1999）提出的战略体验量表
[34]
，如 Wang 等（2012）从审美、情感、行

动三个维度对生态旅游体验进行划分
[45]
。陈欣（2021）在对旅游体验与公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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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的探究中将旅游体验划分成认知体验与文化体验两个维度
[57]
。颜丙金等

（2020）学者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提炼出了自然灾害型景观的游客体验维度，分

别为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
[116]

。红色旅游作为重要的文化旅游活动，相比于其它

旅游更强调文化内涵与教育功能。文化体验要素的解读与挖掘对提升红色旅游地

竞争力具有核心推动作用，而学习教育功能的实现则需依托旅游地对认知体验要

素的挖掘，二者共同推动游客对相关历史文化进行深刻的认知与思考。由于整个

过程具有严肃性，游客的特殊情感容易被激发。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与研

究目的，本文综合 Schmitt（1999）的体验模型以及陈欣与颜丙金对旅游体验的

划分方式，将红色旅游体验划分为认知体验、文化体验和情感体验三个维度。其

中，认知体验是指游客在思考或解决问题时运用已有知识与经验，对外在信息进

行加工并转换成认知评价的过程。文化体验指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对相关文化氛围

的感知体验，包括制度文化、环境文化等。情感体验是游客对客观事物产生的一

种主观体验态度，这里主要包括积极情感和积极的负面情感。

认知体验的测量题项主要参考李文明等（2020）的研究，结合情境进行调整，

共形成 5个题项，文化体验的测量题项主要参考许春晓等（2016）开发的量表，

包含 4个题项。情感体验主要参考刘欢等（2018）的研究并进行适当修改，包含

3项积极情感（振奋、感动、爱国）和 3项积极的负面情感（惋惜、惭愧、悲伤），

具体题项见下表 3.1：

表 3.1 红色旅游体验测量维度、测量题项及参考来源

变量 测量题项 参考来源

认知体验

能让我学习红色历史文化知识

能让我学习革命历史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红色精神

能激发我学习相关历史文化知识的兴趣

能使我对党和国家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能让我觉知到当下生活的美好

李文明等（202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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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变量 测量题项 参考来源

文化体验

经营有序规范

环境（景观设施、人员着装、宣传标语等）能凸显红色文化特色

提供的展览及表演等活动多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产品（住宿、饮食、纪念品等）与红色文化相扣

许春晓等（2016）
[112]

情感体验

让我感到振奋

让我十分感动

让我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让我对牺牲的革命先烈感到惋惜

让我感到悲伤

让我为自己的理论信念不坚定感到惭愧

祝慧（2015）
[135]

（2） 社会记忆

目前国内对于社会记忆量表的构建多是以怀旧旅游量表等相关怀旧量表为

基础进行提炼而形成。旅游领域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从人物记忆、时间记忆、环

境记忆、空间记忆四个维度对社会记忆进行测量。本文社会记忆的测量题项主要

参考张圆刚（2021）的量表，结合本文情境进行修改，得到 16 个题项，具体测

量题项见下表 3.2：

表 3.2 社会记忆测量维度、测量题项及参考来源

变量 测量维度 测量题项 参考来源

社会记忆

人物记忆

使我更能了解历史人物背后的故事

能够瞻仰/缅怀革命烈士

让我想到革命烈士艰苦奋斗的情景

让我想到革命烈士做出的伟大贡献
胡俊青（2020）

[72]
；

张圆刚等（2021）
[126]

；

时间记忆

让我联想到国家奋斗的进程

让我想到曾经某一时代的中国

让我回忆起历史事件或相关影视作品

让我回忆起长辈讲述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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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变量 测量维度 测量题项 参考来源

空间记忆

建筑布局使我更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

建筑布局是我认识、回忆当时情况的关键点

建筑布局与我了解的基本一致

纪念性场所的塑造更容易激发我的情感共鸣

环境记忆

红色旅游氛围使我心中故事形象更加丰富

环境和我记忆中的基本相似

环境、文物陈列更容易激发我的视觉记忆

旅游环境中的文化属性让我感受到革命情怀

（3） 地方依恋

学术界对地方依恋的定量研究，已有不少成熟的测量量表。研究大多以

Williams（1992）的地方依恋测量理论和二维量表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量

表设计。如李文明等（2019）在探究游客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时，从地

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对观鸟游客的地方依恋进行了测量。本研究基于实际

研究情境，综合 Williams（1992）地方依恋量表以及李文明（2019）的研究及

量表，适当调整表述方式，最终形成本研究的地方依恋量表，共 6个测量题项，

具体量表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地方依恋测量题项及参考来源

变量 测量题项 参考来源

地方依恋

景区可以提供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红色文化氛围

相比于其旅游景区，我更享受这个景区提供的环境及氛围

以后会去相类似的红色旅游景区

我对景区有强烈的认同感

我对这个景区有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游览这个景区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Williams（1992）
[31]

；

李文明等（2019）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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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问卷设计

结合上述变量测量题项设计本研究调查问卷。本研究调查问卷共由三个部分

组成，分别是基础信息、红色旅游体验及相关测量题项与个人信息。第一部分主

要用于确定被调查者具有相关红色旅游经历并引导其对印象最深的红色旅游经

历进行回忆。第二部分包括红色旅游体验测量题项、社会记忆测量题项和地方依

恋测量题项，该部分所有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被调查者需要根据印象最深

刻的红色旅游经历进行填写。第三部分则主要了解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包括学历、职业、性别、政治面貌等。为了保证问卷数据的有效性，本研究在问

卷中第二部分加入了 3 道定向选择题，要求被调查者根据提示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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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4.1 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 SEM（结构方程模型），由于变量较多且关系错综复杂，

为了保证 SEM 分析的稳定性和指标的普适性，需要较大样本量进行支撑。现有研

究认为可靠的 SEM 验证结果至少需要 200 个样本数量支撑且样本数量越多越好。

本研究共有 37 个测量题项，因此样本量在 200-370 之间即可达标。

本文通过线上进行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共回收问卷 413 份，根据测谎题

项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为 385 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93.2%。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问卷的样本社会人口特征信息如表 4.1 所示，本次调研 385 位受访者共有

男性 179 名，占比 46.5%，女性 206 名，占比 53.5%；政治面貌方面，共青团员

186 名，占比高达 48.3%，其次为群众 88 名和中共党员 62 名，占比分别为 22.9%、

16.1%；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上占据本样本的一半以上，其中本科为 183 名，硕

士及以上为 127 名，此外大专及以下占比 19.4%。在红色旅游行为方面，集体组

织（53.5%）要多于自发出游（38.4%）。

表 4.1 问卷样本基本情况

属性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出游方式
自发出游 148 38.4
集体组织 206 53.5

其他 31 8.1

性别
男 179 46.5
女 206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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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属性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4 3.6
大专 61 15.8
本科 183 47.5

硕士及以上 127 33.0

职业

学生 80 20.8
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职工 79 20.5

个体工商户 38 9.9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32 8.3

企业人员 48 12.5
农民 23 6

离退休人员 78 20.3
其他 7 1.8

政治面貌

群众 88 22.9
中共党员 62 16.1
共青团员 186 48.3

其他 49 12.9

4.3 信度分析

如表 4.2 所示，总样本的 Crnobach's ɑ 系数为 0.939，各分维度的

Crnobach's ɑ系数分别为 0.87、0.847、0.913、0.849、0.862、0.854、0.842、

0.897，均大于 0.8，表明各个维度的信度都较好。各个题项的 CITC 均在 0.5 以

上，且删除任意一题均不会引起 Cronbach's Alpha 值增加，说明量表整体信度

符合研究要求。

表 4.2 信度检验

维度 题项 CITC

项目删除后的

Cronbach's

Alpha

维度内

Cronbach's

Alpha

总样本的

Cronbach's

Alpha

认知体验

rzty1 0.674 0.849

0.87 0.939

rzty2 0.642 0.855

rzty3 0.743 0.831

rzty4 0.698 0.842

rzty5 0.723 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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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维度 题项 CITC

项目删除后的

Cronbach's

Alpha

维度内

Cronbach's

Alpha

总样本的

Cronbach's

Alpha

文化体验

whty1 0.741 0.78

0.847
whty2 0.731 0.785

whty3 0.571 0.851

whty4 0.701 0.8

情感体验

qgty1 0.861 0.882

0.913

qgty2 0.724 0.902

qgty3 0.759 0.897

qgty4 0.718 0.903

qgty5 0.766 0.896

qgty6 0.719 0.902

人物记忆

rwjy1 0.734 0.788

0.849
rwjy2 0.758 0.779

rwjy3 0.618 0.838

rwjy4 0.647 0.826

时间记忆

sjjy1 0.761 0.805

0.862
sjjy2 0.658 0.845

sjjy3 0.707 0.826

sjjy4 0.72 0.821

空间记忆

kjjy1 0.738 0.797

0.854
kjjy2 0.673 0.826

kjjy3 0.712 0.809

kjjy4 0.666 0.827

环境记忆

hjjy1 0.689 0.793

0.842
hjjy2 0.685 0.795

hjjy3 0.662 0.805

hjjy4 0.665 0.804

地方依恋

dfyl1 0.699 0.882

0.897

dfyl2 0.689 0.883

dfyl3 0.68 0.885

dfyl4 0.707 0.88

dfyl5 0.789 0.867

dfyl6 0.773 0.871

4.4 效度分析

效度可以反映研究工作中使用的测量方法与工具能够测量出要研究内容的

程度。效度检验一般包括内容效度及建构效度。本研究量表设计采用过往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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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量表，综合考虑与红色旅游特点与实际情况，可以认为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

效度。建构效度通常采用因子分析进行检验，本文首先利用 SPSS 工具对量表的

KMO 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进行测量，以此判断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再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量表的效度。如 4.3 所示，问卷

的整体 KMO 值为 0.926，大于 0.8，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 0.000，表明

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4.3 KMO and Bartlett 检验

4.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及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 37 个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实现观测变量的提取。

表 4.4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题项

成分

情感体

验

地方依

恋

认知体

验

时间记

忆

文化体

验

空间记

忆

环境记

忆

人物记

忆

qgty1 0.897

qgty5 0.817

qgty3 0.809

qgty2 0.78

qgty4 0.769

qgty6 0.767

dfyl5 0.81

dfyl6 0.798

dfyl2 0.74

dfyl4 0.706

dfyl3 0.684

dfyl1 0.681

rzty4 0.78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926

Bartlett 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8214.413

自由度比（df） 666

显著性（Sig.） .000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红色旅游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以社会记忆为中介

35

续表 4.4

题项

成分

情感体

验

地方依

恋

认知体

验

时间记

忆

文化体

验

空间记

忆

环境记

忆

人物记

忆

rzty3 0.775

rzty5 0.762

rzty1 0.738

rzty2 0.655

sjjy4 0.793

sjjy1 0.787

sjjy3 0.776

sjjy2 0.708

whty1 0.836

whty4 0.8

whty2 0.789

whty3 0.733

kjjy1 0.775

kjjy4 0.744

kjjy3 0.724

kjjy2 0.714

hjjy1 0.755

hjjy3 0.755

hjjy2 0.737

hjjy4 0.714

rwjy1 0.8

rwjy2 0.783

rwjy4 0.694

rwjy3 0.671

特征值 4.342 4.031 3.387 2.881 2.818 2.74 2.732 2.688

方差百

分比
11.734 10.895 9.154 7.787 7.616 7.406 7.385 7.266

累积 % 11.734 22.629 31.783 39.57 47.187 54.592 61.977 69.243

结果如表 4.4 所示，提取出 8个因子，总解释能力达到了 69.243% 大于 50%，

表明筛选出来的 8个因素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其中，与学习、理解、认知相关的

5个测量题项落入认知体验因子；文化体验因子包括 4个测量题项，分别对应物

质文化氛围与制度文化氛围两个维度；振奋、感动、自豪、惋惜等 6个情感相关

题项落入到了情感体验因子；人物记忆因子包括 4个与历史人物或革命烈士记忆

相关的测量题项；时间记忆因子包括 4个有关某一时代、某一历史事件记忆的测

量题项；空间记忆因子包括 4个与旅游地建筑布局相关的题项；环境记忆因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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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4个有关旅游地环境、氛围对记忆影响的测量题项；地方依恋因子包括 6个题

项，分别对应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各个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5，每个题项均落到对应的因素中，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4.4.2 收敛效度分析

收敛效度用于测量同一变量下多个测项题项有关联或相互聚合的程度。本研

究检验结果如表 4.5 所示，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 0.6 以上，高于 0.5。各

变量的 AVE 值分别为 0.576、0.589、0.644、0.554、0.596、0.615、0.598、0.571、

0.598，均大于 0.5，说明变量的聚合度良好。各变量的CR值分别为0.872、0.849、

0.915、0.832、0.853、0.864、0.856、0.842、0.899，均超过 0.8，综合说明

本研究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表 4.5 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 AVE

认知体验

rzty1 0.733

0.872 0.576

rzty2 0.71

rzty3 0.807

rzty4 0.751

rzty5 0.791

文化体验

whty1 0.826

0.849 0.589
whty2 0.834

whty3 0.614

whty4 0.774

情感体验

qgty1 0.912

0.915 0.644

qgty2 0.764

qgty3 0.801

qgty4 0.754

qgty5 0.808

qgty6 0.762

人物记忆

rwjy1 0.838

0.853 0.596
rwjy2 0.871

rwjy3 0.664

rwjy4 0.694

时间记忆

sjjy1 0.846

0.864 0.615
sjjy2 0.729

sjjy3 0.768

sjjy4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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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 AVE

空间记忆

kjjy1 0.816

0.856 0.598
kjjy2 0.745

kjjy3 0.799

kjjy4 0.729

环境记忆

hjjy1 0.765

0.842 0.571
hjjy2 0.769

hjjy3 0.735

hjjy4 0.753

地方依恋

dfyl1 0.759

0.899 0.598

dfyl2 0.729

dfyl3 0.729

dfyl4 0.767

dfyl5 0.832

dfyl6 0.817

4.4.3 区分效度分析

区分效度指不同变量下的测量题项的具有可区分性。根据表 4.6 所示，各变

量的 AVE 平方根值均高于相关系数，各变量之间区分效度理想。

表 4.6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认知体验 文化体验 情感体验 社会记忆 地方依恋

认知体验 0.759

文化体验 .373** 0.767

情感体验 .346** .227** 0.802

社会记忆 .466** .370** .355** 0.744

地方依恋 .526** .324** .380** .573** 0.773

4.4.4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验证前期研究所得因子结构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适配程度，本研究采用最大

似然估计法进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4.7 所示：CMIN/DF 为 1.291，

小于 3，AGFI 为 0.889，大于 0.8，符合要求， GFI、NFI、IFI、TLI、CFI 均大

于 0.9， RMR 为 0.071，小于 0.08，RMSEA 为 0.028 小于 0.08，综合来看，一阶

验证性因子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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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结果

模型拟合指标 最优标准值 统计值

CMIN/DF <3 1.291

RMR <0.08 0.071

GFI >0.8 0.903

AGFI >0.8 0.889

NFI >0.9 0.907

IFI >0.9 0.977

TLI >0.9 0.975

CFI >0.9 0.977

RMSEA <0.08 0.028

本文进一步针对社会记忆变量进行了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社会记忆

维度构建与数据的适配性，结果如表 4.8 所示，得到 CMIN/DF 为 1.514，小于 3，

GFI、AGFI、NFI、IFI、TLI、CFI 均大于 0.9， RMR 为 0.054，RMSEA 为 0.037，

均小于 0.08，可以认为社会记忆二阶验证性因子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维度构建

合理。

表 4.8 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结果

模型拟合指标 最优标准值 统计值

CMIN/DF <3 1.514

RMR <0.08 0.054

GFI >0.8 0.954

AGFI >0.8 0.937

NFI >0.9 0.953

IFI >0.9 0.983

TLI >0.9 0.98

CFI >0.9 0.983

RMSEA <0.08 0.037

4.4 结构方程模型与假设检验

4.4.1 结构方程模型建立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用于验证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及总

效果。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矩形表示可以直接通过观察得出的变量，也就是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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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椭圆形则指的的是潜在变量。根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及相应的假设推理，本

文运用 AMOS 23.0 绘制出如图 4.1 所示的结构模型图，模型中包含认知体验、

文化体验、情感体验、社会记忆、地方依恋五个主要潜在变量，其中社会记忆又

包含人物记忆、时间记忆、环境记忆、空间记忆四个维度。研究将通过结构方程

模型对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图4.1 结构方程模型图

4.4.2 假设模型检验

（1）模型拟合度分析

本文首先应用 AMOS 软件对基础模型的拟合度进行分析，从表 4.9 可知

CMIN/DF 为 1.291，小于 3 以下标准，AGFI 统计值为 0.889，大于 0.8，在可接

受范围内， GFI、NFI、IFI、TLI、CFI 均达到 0.9 以上的标准， RMR 为 0.071，

小于 0.08，RMSEA 为 0.028 小于 0.08，各个拟合指标均达到参考标准，因此可

以认为这个模型有不错的配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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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拟合指标 最优标准值 统计值

CMIN/DF <3 1.291

RMR <0.08 0.071

GFI >0.8 0.903

AGFI >0.8 0.889

NFI >0.9 0.907

IFI >0.9 0.977

TLI >0.9 0.975

CFI >0.9 0.977

RMSEA <0.08 0.028

（2）假设检验

为了进一步判断假设关系是否成立，本研究通过标准化路径系数和显著性水

平 P 值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下，要得到假设路径成立的结论，要同时满足 C.R.

绝对值大于 1.96 以及路径系数 P值小于 0.05 两个条件。本文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路径
标准化系

数
S.E. C.R. P

社会记忆 <--- 认知体验 0.373 0.052 5.219 ***

社会记忆 <--- 文化体验 0.228 0.05 3.609 ***

社会记忆 <--- 情感体验 0.186 0.037 3.215 0.001

地方依恋 <--- 认知体验 0.274 0.064 4.406 ***

地方依恋 <--- 文化体验 0.026 0.059 0.485 0.627

地方依恋 <--- 情感体验 0.112 0.044 2.29 0.022

地方依恋 <--- 社会记忆 0.462 0.107 6.139 ***

从模型假设检验结果可知：主效应方面，认知体验、情感体验对地方依恋的

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274、0.112，且 P值小于 0.05，故假设 H1a、H1c 成立，说

明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当红色旅游者深度

体验和了解相关红色事件或历史活动，就更容易对旅游地所承载的文化产生认同

感，另外，红色旅游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相较于其他类型旅游会更加丰富，在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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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等积极情感与遗憾、悲伤等积极的负面情感来回切换的过程中，游客增加了

他们对旅游地的情感投入，也加深了他们对旅游地的情感联结。文化体验对地方

依恋的 C.R.值小于 1.96，p 值大于 0.05，故假设 H1b 不成立，说明文化体验对

游客地方依恋的提升并没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红色旅游过程中的文

化体验较多体现在符号理解等浅层面，而认同感的形成与情感的联结是一种深层

次的改变，需要游客根据自己的认知与思考对感知到的文化符号进行消化与理解。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旅游地所提供的文化体验质量较差或存在同质化问题，容易

被其他景区所替代，因此不足以使游客对其产生依赖进而产生情感联结。认知体

验、文化体验、情感体验对社会记忆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373、0.228、0.186，

P 值小于 0.05，故假设 H2a、H2b、H2c 成立，说明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对社会记

忆的构建和唤醒具有正向影响。红色旅游地是特殊的社会记忆场所，具有教育和

回溯功能，游客在红色旅游过程中了解相关知识、接触红色文化、产生情感体验，

这些刺激一方面能够触发游客对过去相关历史或记忆的唤醒和回想，另一方面也

能够形成更深刻的红色印象，进而影响相关社会记忆的建构。

社会记忆对地方依恋的标准化系数为 0.462，，且 P值小于 0.05，故假设 H3

成立，表明红色旅游者可以通过唤醒或重构社会记忆来促进其地方依恋感的提升。

这是因为红色旅游地通常是纪念空间，旅游者在这个空间里容易回溯历史唤起记

忆，也容易学习形成新的历史认知和记忆，在游客与旅游地不断建立记忆联系的

过程中，游客对旅游地的情感联结也相应地得到加强，故游客更容易对旅游地产

生地方依恋。

4.4.3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了社会记忆在红色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之

间的中介效应，选取 95%置信区间，进行样本数据进行 5000 次重复抽样，得到

总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的分析结果，具体结果见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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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模型拟合结果

标准化效应值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95%CI 95%CI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总效应

认知体验对地方依恋 0.446 0.341 0.54 0.345 0.545

文化体验对地方依恋 0.131 0.02 0.238 0.019 0.237

情感体验对地方依恋 0.199 0.091 0.314 0.088 0.311

间接效应

认知体验-社会记忆-地方依恋 0.172 0.107 0.259 0.103 0.254

文化体验-社会记忆-地方依恋 0.106 0.04 0.191 0.037 0.188

情感体验-社会记忆-地方依恋 0.086 0.027 0.167 0.02 0.158

直接效应

认知体验对地方依恋 0.274 0.162 0.377 0.166 0.381

文化体验对地方依恋 0.026 -0.085 0.133 -0.086 0.133

情感体验对地方依恋 0.112 0.013 0.219 0.013 0.22

由表 4.11 所示可得：（1）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对地方依恋的直接效应值在

Bias-Corrected 与 Percentile95% CI 的 Lower和 Upper 的值区间之内均不包含

0，说明认知体验、情感体验与地方依恋之间存在直接效应；文化体验对地方依

恋的直接效应值在 Bias-Corrected 与 Percentile95% CI 的 Lower 和 Upper 的

值区间之内均包含 0，表明文化体验与地方依恋不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2）在

间接效应中，认知体验、文化体验、情感体验对地方依恋的间接效应值在

Bias-Corrected 与 Percentile95% CI 的 Lower和 Upper 的值区间之内均不包含

0，表明认知体验、文化体验、情感体验与地方依恋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故假

设 H4 成立，即社会记忆在红色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其中，

社会记忆在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

文化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这是因为旅游者很难将浅

层次的红色文化符号理解直接转换成深层次情感联结，但是当游客在与旅游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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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接触中唤醒了过往的历史和记忆或者构建了新的社会记忆，便无形中促使游

客进行思考，促进了其对红色文化符号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消化，加深了个人与旅

游地的联系，从而对该文化的承载地也就是旅游地产生情感联结。

4.4.4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通过对游客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以及地方依恋关系结构模型的验证，本

文将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汇总如下表 4.12：

表 4.12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编号 研究假设 假设

H1 红色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部分成立

H1a 认知体验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成立

H1b 文化体验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不成立

H1c 情感体验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成立

H2 红色旅游体验对社会记忆有正向影响 成立

H2a 认知体验对社会记忆有正向影响 成立

H2b 文化体验对社会记忆有正向影响 成立

H2c 情感体验对社会记忆有正向影响 成立

H3 社会记忆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成立

H4 社会记忆在红色旅游体验与地方依恋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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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5.1.1 红色旅游体验显著正向影响游客社会记忆

通过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证实游客旅游体验中的认知体验、情感体

验和文化体验正向影响游客的社会记忆。游客在红色旅游中的认知体验显著影响

其社会记忆的唤醒与重构。认知体验指游客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对感知

到的信息进行加工，进而形成认知评价的体验过程。旅游者在红色旅游记忆场中，

主要通过对物质与非物质符号的信息知识解析，理解符号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

最终形成红色社会记忆。另外，红色旅游还能激发他们学习相关红色与历史文化

的兴趣，提高他们对现在美好生活的感知能力，通过这种苦难与美好的强烈对比

可以唤醒游客过往的历史及集体记忆，这也回应了顾依秋的研究结论。游客在红

色旅游中的情感体验能够有效激发其社会记忆的生成。情感体验通常意味着游客

在红色旅游的过程中对于旅游地反应的红色内容与红色文化有较高的情感投入，

且该红色旅游地为其带来了具有价值感与意义收获的体验感知，故而会更积极有

效地将自身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联结并形成社会记忆。红色旅游地的文化符号

包括旧址、文物、仪式、故事等，游客在作为记忆之场的旅游景区，参观相关文

物（记忆载体），观赏相关表演（记忆故事），通过对旅游景区的参观和相关红色

旅游仪式的参与，使得旅游者得到切身体验和真实情感，进而不断地联想起与这

段文化相应的历史记忆，强化自身的红色记忆，使得相关的社会记忆得到又一次

的重构与传承。

5.1.2 部分红色旅游体验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地方依恋

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证实在红色旅游过程中，游客旅游体验中的认知体验

和情感体验正向影响游客地方依恋，文化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不显著。根

据刺激反应理论，红色旅游地通过图像、讲解以及让游客亲身体验的活动影响旅

游者的认知体验，红色旅游者在深度体验和了解与环境相关的事件和活动并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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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建立起认知联系后，会对红色旅游地逐渐熟悉并在熟悉的过程中产生情感联

结，形成地方依恋。同时，红色旅游地的外部环境可以刺激游客的情感从而影响

到游客的行为，无论是重述、讲解还是情景再现、实景演出，都能生动直白地将

游客代入过去的革命斗争或历史事件中而使其产生感动、自豪、悲伤等情感体验。

游客通过对苦难的历史与如今美好的生活进行对比，会更加肯定革命与历史的意

义，进而对承载该历史与文化的旅游场所产生认同感，进而对该旅游地产生深深

的留恋和情感联结，形成地方依恋。过往研究大多认为文化体验正向影响游客地

方依恋，而本研究通过实证得出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红色旅游情境。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本文采用的文化体验量表更侧重于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这种描述停留在

文化体验的表面，而认同感的形成与情感的联结是一种深层次的改变，需要游客

根据自己的认知与思考对感知到的文化符号进行消化与理解。另一方面，也可能

是旅游地所提供的文化体验质量较差或存在同质化问题，容易被其他景区所替代，

因此不足以使游客对其产生依赖进而产生情感联结。该结果与 Hou 的研究结论相

矛盾，表明文化体验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作用应结合不同的旅游类型进行分析。

5.1.3 游客社会记忆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地方依恋

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证实在红色旅游过程中，游客的社会记忆对地方依恋

具有显著影响。游客作为社会记忆的主体, 通过感知红色旅游地以物质要素和非

物质要素为载体的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红色记忆等，一方面唤醒游客对过去个

人、集体经历的回忆，促使人们对地方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建立与旅游地的情感

联结, 另一方面游客在对旅游地符号认同的基础上也逐渐构建起新的社会记忆，

这有利于加深游客对旅游地的怀念与情感联系，强化游客的地方依恋。

5.1.4 社会记忆在红色旅游体验与游客地方依恋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证实游客的社会记忆在红色旅游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

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中在红色旅游文化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中起到

完全中介作用。红色旅游地是特殊的社会记忆场所，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通过体验

红色记忆要素，如人物、事迹、精神等，唤醒自身记忆或构建新的社会记忆，这

些记忆持续强化着游客对红色文化、相关历史以及集体身份的认同感，在这种多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红色旅游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以社会记忆为中介

46

重认同感并存的情况下，游客很容易对承载这些认同感的旅游地产生同样的认同

与情感联结。

5.2 管理启示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将从提高景区文化的不可替代性，丰富游客的认

知体验与情感体验，增强红色旅游过程中游客的红色社会记忆入手，达到提高地

方依恋的良好成效。

5.2.1 重视文化氛围营造，增强景区不可替代性

本研究发现红色旅游文化体验对游客地方依恋无直接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

制度文化（如基础环境、经营制度等）不够人性化，或者旅游地的红色文化氛围

不足，文化体验停留在浅层次上，没有让游客体会到其他景区无法替代的文化优

势。因此，在红色旅游景区的建设中，一方面要注重对服务人员的培训，完善景

区的基础设施，打造具有人性化的景区制度文化，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对自身特

色的深度挖掘，可以从文化符号的选择、解释以及传递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

提升景区叙事能力，降低同质化从而提升景区不可替代性。首先，应明确红色景

区的历史重心与文化特色，确定景区的整体氛围，并据此选择合适的文化符号进

行挖掘，合适的文化符号在符合景区核心氛围的同时还应符合国情与当今社会价

值观，这样的符号兼具真实性与重要性，更能为游客所接受。其次，对于文化符

号的解释要清楚明确并符合客观事实，不能夸张或神化，这样才能引导游客进行

正确的理解与思考，减少走马观花式游览与娱乐化误解的发生。最后，在对文化

的传递方式上，景区要重视对高科技的运用，营造沉浸式的感受，让游客参与其

中，将抽象的文化与精神生动、直白地展现在游客面前。另外，还可以结合当地

特色，发动周边居民，开发符合景区整体形象氛围的特色民宿、餐饮、节庆活动

等，使游客在吃住行等各方面都能体验到红色文化。

5.2.2 注重互动和文本重述，提升游客认知与情感体验

现场讲解是触发旅游者产生愉悦感的触点之一
[67]
。红色旅游区别于普通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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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游客需要运用自身的知识积累与经历经验从一景一物中去感悟与理解其所

承载的文化与精神内涵。由于大多数人未曾经历相关历史且记忆的传递在时代变

迁中发生了代际递减，使得人们对相关历史或事件认知不清甚至存在误解，因此

游客在进行游览时需要提供讲解方面的帮助，这就要求红色旅游景区引进讲解人

才，重视对解说文本的创造，打造高质量讲解队伍，充分活化利用符号背后的相

关记忆，使游客身临其境，提高游客的对相关符号的认知。对于纪念馆、遗址遗

迹或实景演出型景区，可以运用相关先进技术全方位展示还原当时情境，一方面

可以提升游客的历史参与感，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旅游者猎奇的旅游心理。红色旅

游景区的互动主要包括敬鞠躬、默哀、宣誓等，在互动过程中，旅游者的态度也

会随着行为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让游客体验到“历史在场”，促使其进行自我代

入，从而增强对相关历史与承载地的认同和情感共鸣，实现情感集聚。

5.2.3 多路径活化旅游地记忆，推动构建社会记忆

本研究证实社会记忆的唤醒与构建在红色旅游者生成地方依恋感的过程中

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红色景区在发展中可以考虑从空间、仪式、旅游展演等多个

角度推动红色旅游记忆内容体系的构建。一是是空间营造，空间营造是指对景区

及周边空间进行合理安排与运作，包括线路的设计、整体氛围的营造等。通过借

助当地的历史遗存和红色记忆来生产具有符号意义的景观，增强红色旅游景区的

空间叙事能力，强化游客自身的相关记忆并构建新的社会记忆。二是仪式过程，

红色旅游景区要利用好自身的资源条件，丰富景区内的仪式形式，增强游客的参

与性，使游客在反复操演中加深社会记忆。除实体参与外，还可以考虑开通线上

虚拟参与，一方面能够将景区自身宣传出去，另一方面也容易激发游客想要实地

参与的兴趣。三是舞台展演，舞台展演的设计需要对演员的水平及高科技的投入

具有一定的要求，适用于资源丰富、预算充足的红色景区。舞台展演的感染力与

震撼力能够使游客产生真实的沉浸感与历史参与感，从而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那

段记忆背后的精神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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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不足与展望

5.3.1 研究不足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不足之处：

第一，本文将红色旅游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未考虑到不同类型游客

因自身经历与认知的差异，在经历相同的旅游体验后会对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产

生不同的反应。第二，本文的问卷主要通过线上形式进行发放，对题项的填写主

要基于被调查者对红色旅游经历的回忆，而回忆具有不准确性，可能存在误差，

进而对最终结论造成影响。第三，本文只研究了社会记忆这一中介变量，而对其

他变量如涉入水平、旅游动机等是否会对红色旅游体验与游客地方依恋之间的关

系具有调节或影响作用未作探讨。

5.3.2 研究展望

本文认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开展：

首先，可以根据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针对年龄段不同、旅游方式不同

的旅游者等进行针对性分析。其次，可以丰富数据收集的方式，进行实地多点调

研，避免因回忆误差影响研究结论，还可以进行追踪调查，对比长期记忆与短期

记忆对社会记忆与地方依恋的影响。此外，还可以尝试扩展研究情境，本研究通

过实证分析所验证的有关红色旅游体验、社会记忆和地方依恋的结论能否适用于

其他旅游情境，是否需要其他变量的调节还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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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红色旅游体验调查问卷

尊敬的女士、先生：

您好！这是一份有关红色旅游体验的调查问卷，涉及您的过往红色旅游体验，

问卷采用匿名形式进行，所有数据仅用于统计分析，不会外泄，请您放心填写，

感谢您的配合！

第一部分 红色旅游体验基础信息

1.您在最近三年内有过红色旅游经历吗

有 无

2.您进行红色旅游的主要出游方式：

自发出游 集体组织 其他

3.请填写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红色旅游体验地点（具体至某一旅游景区名）：

第二部分 红色旅游体验调查

以下问卷请代入您印象最深刻的红色旅游体验进行填写（1代表非常不同意，2

代表比较不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感谢您的配合。

4.结合红色旅游体验，请在以下各题中选择最符合您旅游实际体验的一项（相

应分值内打√即可）

1 分 2 分 3 分 4分 5分

此次红色旅游能让我学习红色文化历史知识

此次红色旅游能让我学习革命历史中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等红色精神

此次红色旅游能激发我学习相关历史文化知识的兴

趣

此次红色旅游能使我对党和国家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和认同

此次红色旅游能让我觉知到当下生活的美好

景区经营有序规范

景区环境（景观设施、人员着装、宣传标语等）能凸

显红色文化特色

景区提供的展览及表演等活动多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景区的产品（住宿、饮食、纪念品等）与红色文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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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感到振奋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十分感动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对牺牲的革命先烈感到惋惜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感到悲伤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为自己的理论信念不坚定而感到

惭愧

这道题是为了测试您是否在认真读题，请选择 2分

5.结合红色旅游体验，请在以下各题中选择最符合您自身情况的一项（相应分

值内打√即可）

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此次红色旅游使我更能了解历史人物背后的故事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能够瞻仰/缅怀革命烈士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想到革命烈士艰苦奋斗的情景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想到革命烈士做出的伟大贡献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联想到国家奋斗的进程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想到曾经某一时代的中国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回忆起历史事件或相关影视作品

此次红色旅游让我回忆起长辈讲述过的故事

景区的建筑布局使我更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

景区的建筑布局是我认识、回忆当时情况的关键点

景区的建筑布局与我了解的基本一致

景区纪念性场所的塑造更容易激发我的情感共鸣

景区的红色旅游氛围使我心中故事形象更加丰富

旅游景区的环境和我记忆中的基本相似

景区的环境、文物陈列更容易激发我的视觉记忆

这道题是为了测试您是否在认真读题，请选择 2分

6. 结合红色旅游体验，请在以下各题中选择最符合您自身情况的一项（相应分

值内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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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2 分 3分 4 分 5 分

景区可以提供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红色文化氛围

相比于其旅游景区，我更享受这个景区提供的环境及

氛围

以后会去相类似的红色旅游景区

我对景区有强烈的认同感

我对这个景区有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游览这个景区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这道题是为了测试您是否在认真读题，请选择 2分

第三部分 个人信息

7. 您的性别 男 女

8.您的最高学历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9.您的职业

学生 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职工 个体工商户 社会生

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企业人员 农民 离退休人员 

其他

10.您的政治面貌

群众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少先队员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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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行文至此，毕业论文的写作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我的硕士三年也将告一段

落。犹记得三年前收到录取通知的欣喜，让我得以来到兰州继续旅游管理的科研

学习。一路走来，虽偶有孤独与烦闷，但更多的是充实和成长，难忘数个打磨文

章的日日夜夜，也感激所有指点迷津的良师益友。

一朝沐杏雨，一朝念师恩。感谢我的导师周文丽教授，从论文的选题到最终

成文，感谢您陪我字斟句酌，倾尽所能。老师旺盛的精力和面对问题的思考能力

也激励着我多思考，多用新的思路解决问题。三年求学之路，无论是传道授业、

未来规划还是生活琐事，感谢您的体谅、包容与关爱。感谢工商管理学院里每一

位老师呕心沥血的教授，是您们灵活而专业的教导引领我们不断学习与进步。

愿岁并谢，与友长兮。感谢我师门所有的成员，感谢师兄师姐在学术及就业

方面给予的鼓励与建议，感谢师妹们在疫情带来不便时给予的及时帮助，有幸加

入这个大家庭，能一起讨论课题项目也能一起聊天分享各自的生活，从你们每个

人的身上我都学到了很多。在此我也想感谢我的小伙伴们，感谢我的硕士室友，

谢谢你们陪我成长，陪我走过这一段路，谢谢港一和婷玥不厌其烦地回应我的倾

诉和小情绪；感谢我的本科室友，璐璐、盼盼和金闪，虽不能陪伴左右却不时在

远方给予我关心与帮助，烦闷孤苦之时你们永远在身后；也感谢我的同班同学们，

三年间一起学习，携手进步，衷心祝愿大家都有更好的未来。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感谢我的家人们，见证了我的成长，教会我正直、

善良地对待每个人、每件事，谢谢你们一路走来默默地陪伴，愿意给我空间自由

发展并给予我最大的鼓励和最有力的支持，让我有勇气大跨步向前。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一路走来磨砺了心智，增长了见识也

收获了非常珍贵的友谊，感谢时常有好运相伴仍不忘努力的自己。道阻且长，行

则将至。感恩这段经历，教会我无论将来境况如何，始终以开放乐观的心态拥抱

未知，坚持不懈，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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