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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客感知的旅游地特色美食地方认同
———以黄山屯溪老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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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美食是居民以及游客与旅游地之间的重要媒介。基于主客感知的地方认同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和文

献分析等方法，探究居民和游客对黄山屯溪老街特色美食的地方认同程度。结果显示：居民和游客对皖南特色美

食的地方认同程度存在差异，居民对于当地美食的地方认同度较高，游客中女性游客的地方认同程度高于男性。

最后提出“听、看、品、思”融合发展、提高美食品牌亲切感和游客参与度、提升美食与地方性的融合度等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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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美食是人与地（居民、游客及潜在游客与

旅游目的地）之间的重要媒介。对于居民而言，符

合水土、延续岁月的当地饮食可以满足其日常生活

需要，具有区域认同的地方意义；而对于游客而言，

对目的地食物的偏好是出于探索当地文化以及原

真体验需要的动机。因此，特色美食的地方认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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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影响居民和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认同程度是值

得研究的课题。

一、旅游地特色美食的地方意义

食物是中国人感知和把握世界的一个重要方

式。中央电视台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推出

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已成为现象级ＩＰ

和文化节目品牌。《舌尖上的中国》从食物、人物和

文化出发，围绕中国各地最具地域代表性的特色美

食，探讨人与食物、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该节目以精绘的“人—美食—文化”地方美食地图

和美食旅行地图，催生了“舌尖上的旅行”，掀起了

一股美食主题旅游热，并成功传播了地方旅游口碑

和品牌。

《舌尖上的中国》展现了我国各地的美食生态，

强化了受众对地方美食的独特感受，正是这种特色

美食蕴含的感官享受和乡土情怀，使观众“口水与

泪水齐飞”。《舌尖上的中国》借助大众传播媒介，

放大了地方的特色符号，让受众产生了强烈的自我

认知和地方认同感，节目以精心遴选的食物、人物、

故事为主要“食材”，人在独特环境中烹制美食，投

入情感，展现出特色美食的地方性，并以地方文化

的舌尖阐释情境，给中国城乡贴上地方性的鲜明

标签［１］。

在现代旅游发展过程中，美食与旅游体验紧密

相关，特别是在海滨海岛旅游、乡村旅游（农家乐）、

葡萄酒旅游等特色旅游线路中，美食已成为重要的

旅游资源。品尝特色美食不仅是游客体验旅游目

的地软环境和了解当地居民生活的重要途径，而且

在游客旅游决策、体验满意度、旅游地营销等方面

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独特地位［２］。美食传达的

不仅是食物的价值，更可唤醒游客的身份认同、心

理怀旧和行为忠诚等［３］，旅游地的风味小吃、特色

美食、名特产品等饮食文化，为饮食文化资源开发、

美食旅游品牌化、餐饮产业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发

展提供了有效的推动力［４］。

在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中，１９７８年Ｐｒｏｓｈａｎｓｋｙ

提出“地方认同”（ｐｌａ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概念，用以阐释和

测量人—地关系中人对所居环境的自我认同［５］。

作为一种动态的认知结果和发展态度结构，地方认

同影响人们在地方环境中的特定行为，可从房屋

（家）、社区、城市等不同尺度以及人格、社会、地方

特征等不同侧面研究其心理机制［６］。

二、黄山屯溪老街简介

黄山屯溪老街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和“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

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与开发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注重徽文化的原生态

和原真性保护，２０１０年入选十大“国家文化创新

工程”。该试验区涵盖徽文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包括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工艺、新安

理学、新安医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文书、徽州

民俗、徽菜等主要内容。依托徽州文化生态保护

试验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逐步建成并日

趋完善。２０１４年，《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

设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提出将打造“美丽中

国建设先行区、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区”的三大战略定位。

屯溪老街位于黄山市屯溪区中心地段，由新安

江、横江、率水河等三江汇流的水埠码头演化而成，

明朝嘉靖年间已是全国著名茶市，汇集“祁红”“太

平猴魁”“黄山毛峰”“屯绿”等享誉中外的名茶，是

全国首个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老街核心段东起青

春巷口，西至镇海桥，包括１条直街、３条横街和１８

条小巷，街巷由粉墙黛瓦马头墙和徽州三雕的徽派

建筑构成，徽菜馆以老街一楼、老徽馆为代表，茶文

化馆以三味茶馆为代表，并有毛豆腐、臭鳜鱼、黄山

烧饼、秀嫂挞等著名传统小吃，以及寸金糖、麻酥

糖、秤管糖、坑口麻饼、茯苓玫瑰酥、芙蓉糕和徽州

月饼等徽州传统糕点，其中，徽州顶市酥制作技艺、

徽州烧饼制作技艺、徽州臭鳜鱼制作技艺、徽州挞

制作技艺、徽州馄饨制作技艺、徽州寸金糖制作

技艺均为非遗项目。此外，老街还另有黄山石耳、

芡实糕、黄山蕨菜、黄山竹笋、黄山香菇、剁辣酱、徽

墨酥、五城茶干、程德馨酱油、皖花火腿等地方特

产。２００８年屯溪老街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２０１１年老街社区博物馆进入全国首批５个生

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名单，２０１８年１月街区内

的中国徽菜博物馆正式开馆。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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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主客感知的屯溪老街特色美

食地方认同分析

（一）调查对象的主客特征差异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２０日，笔者所在的课题组

采用随机抽样的形式对屯溪老街及周边街区的

居民、商户和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为

居民、商户和游客对本地特色美食的认同程度和

影响因素，居民、商户和游客对本地特色美食的

感知差异等方面。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５０份，

其中向游客发放问卷１２６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２２

份，对周边居民及商户发放问卷１２４份，收回有

效问卷１２２份，总有效率为９７．６％。从基本情况

来看：参与调查的居民男女性别比例为１∶１，年

龄６０岁以上的比例较高，学历以大专和本科为

主，６９％的居民为老黄山人；参与调查的游客男

女性别比例为１∶１，７０％的游客年龄为２１～３０

岁，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从收入情况来看：月收

入１０００元以下的占３４．２１％，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的

占２５．３５％，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的占２３．１１％，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元的占８．１６％，７０００元以上的占９．１７％。

从职业分布来看：以学生为主，占６４．７５％；其次是

专业（文教）技术人员，占９．０２％；服务销售人员和

企事业管理人员均占６．５６％；公务员占５．７４％；其

他职业占７．３７％。从客源地分布来看，安徽省内占

６７．８５％，其次是浙江省（占９．８４％）和江苏省（占

９．０２％）。从被调查者了解皖南特色美食的信息途

径（可多选）上来看：５９．０２％的游客是通过亲友介绍

知道皖南特色美食的，３５．２５％的游客是通过互联

网，通过报刊杂志（２０．４９％）、影视传媒（２７．０５％）、

商业广告（２９．５１％）方式的游客人数基本相当，而

了解途径为旅行社等专业机构、节庆活动、旅游促

销活动的游客则相对较少；居民大多是通过亲身体

会来了解皖南特色美食的，２９．５１％的居民是通过

亲友介绍，２１．３１％的居民则是通过互联网（图１）。

图１　主客了解皖南特色美食的信息途径

（二）美食感知的主客差异分析

通过分析本地特色美食感知的统计数据可知，

“味道独特”“能领会徽文化”“代表一种居民饮食习

惯”“来黄山旅游不品尝皖南美食是一种遗憾”这些

变量的均值在４．０以上。在居民感知中，“使我感

觉踏实”“是一种独特体验”“使我心情愉悦”“使我

想起过去的时光”这些变量的均值在３．５以上，说

明居民对此较为认同。而对于“营养丰富”“健康卫

生”“品尝可以舒缓压力”这三个变量，居民则是持

中立的态度。在游客感知方面，“鸭血粉丝味道独

特”这一变量的均值为４．１，说明游客对此是非常

认同的。其余的变量例如“营养丰富”“体验独特”

“旅游时品尝皖南美食使我心情愉悦”“来黄山旅游

不品尝皖南美食是一种遗憾”的均值都在３．５，表明

游客对此也较为认同。而“健康卫生”“能让我了解

当地文化”“发现新奇的东西”“了解居民生活”“舒缓

压力”“使我想起过去的时光”等变量的均值都在３．５

以下，表明游客对此的感知态度保持中立。居民和

游客对皖南美食感知的高频词是“实惠的”“地道的”

“有特色的”，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还认可它是“经典

的”，近一半的居民选择了“熟悉的”（图２）。此外，通

过主客对皖南美食地方认同均值比较发现，居民对

美食的地方认同程度较高，但是不同年龄的人之间

存在差异。游客的地方认同程度较高，但是低于当

地居民（表１）。

图２　皖南美食的主客感知差异

表１　主客对皖南美食地方认同均值比较

地方认同

均值

游客／

人

占比／

％

居民／

人

占比／

％

１～２．４

（不认同）

１３ １０．６６ ６ ４．９２

２．５～３．４

（既不认同

也不反对）

４８ ３９．３４ ３７ ３０．３３

３．５～５．０

（认同）

６１ ５０．００ ７９ ６４．７５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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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山屯溪老街特色美食发展建议

（一）“听、看、品、思”融合发展的总体策略

游客对地方饮食的认同不仅限于“果腹”，更是

“精神追求”。皖南美食作为旅游吸引物，要想使游

客获得丰富的感官体验，应采用边看边尝边思的模

式推广特色美食，例如，可以将美食体验与历史传说

相结合，让游客在“听”（听与美食相关的历史传说与

故事）、“看”（观察美食制作过程与原材料的来源）、

“品”（尝味道）、“思”（思考意蕴）中收获知识，开阔

眼界。

（二）提高皖南美食品牌的亲切感，增加游客参与度

对于黄山本地知名美食品牌而言，其知名度是

足够的，客流量也是巨大的，但是给予游客的亲切感

却较低，原因在于现代化的管理与服务操作让游客

有疏离感，游客面对的只有冰冷冷的餐牌和图片，看

不到食物的具体制作流程。因此，品牌店可以将制

作方式透明化，如厨房的外墙更换为全透明的玻璃，

让游客了解特色美食的制作流程。此外，还可以在

店内张贴悬挂一些特色美食小故事，或者播放宣传

视频。有条件的店铺还可尝试增加真空外带服务，

方便游客带回家乡进行推荐，以扩大特色美食的认

同范围。

（三）提升特色美食与地方性的融合度

旅游者去成都就会想到火锅，去西安就会想到

肉夹馍，去天津就会想到狗不理包子，这些都充分体

现了特色美食与地方性的紧密融合。美食与地方性

的融合会增加旅游消费，增大客流量，提高城市地

位。因此，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美食旅游发展模式，

加大宣传力度。此外，宣传渠道还应多样化，从本文

的调查结果可知，大多数游客对于皖南美食的了解

是通过亲友或互联网，因此可增加互联网以及新媒

体的宣传投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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