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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促进温州地区艺术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升艺术乡村的整体形象，同时为浙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

益参考，以温州市的4个代表性艺术乡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潜在狄利克雷分配模型（LDA）和扎根理论，利

用八爪鱼工具在大众点评网站上获取用户生成内容（UGC）评价文本，借助旅游地形象的“认知—情感—整

体”模型对艺术乡村形象感知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温州艺术乡村的感知维度涵盖乡村景观感知、

乡村文化感知、乡村艺术感知和乡村服务感知4个方面；（2）温州艺术乡村的消极因素主要体现在场景体验、

建筑景观、基础设施、管理服务、交通区位、自然环境6个方面；（3）当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建设内容同质化、

运营管理不足、商业化与原真性保护之间的冲突以及艺术介入的不可持续性。为此，提出以下改进策略：整

合艺术资源、实现产业融合、加强原真性保护以及共建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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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rt villages in Wenzhou and enhance their overall image while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Zhejiang, this study takes four representative art villages in Wen-

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applying the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model and Grounded Theory and utilizing the 

Octopus tool to collect 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 reviews from the Dianping website, the study explores the perception of 

art villages’ images in Wenzhou based on the “Cognitive - Affective - Overall” model of destination image.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perception dimensions of art villages in Wenzhou include rural landscape perception, rural culture percep-

tion, rural art perception, and rural service perception; (2) The negative factors in art villages in Wenzhou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six aspects: scene experienc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services,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and nat-

ural environment; (3) The current issues include homogenization of construction content, insufficient operational management, 

conflicts between commercialization and authenticity protection, and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artistic interventions.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tegrating art resources to achiev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trengthening authen-

ticity protection, and jointly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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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自2021年起连续两年召开全省

“艺术乡建”工作现场会，大力推动这一实

践。2022年5月，省文联联合相关部门发布

指导意见，提出六大行动计划，为“艺术乡

建”提供纲领和行动方案。同年6月，“艺术

乡建”被列入省乡村振兴十大助力行动；9

月至10月，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两次批示并

专题调研“艺术乡建”工作；12月，深化“艺

术乡建”写入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决定》。

2023年3月，浙江省文联在全国文联组联工

作会议上获得表彰并分享经验，突显了浙江

在“艺术乡建”方面的成果和影响力。在乡

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升级背景下，浙江省正系

统性地推进“艺术乡建”，将其作为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预示着浙江艺术乡

建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热潮。温州，作为

浙江省的重要经济中心，艺术乡村建设近年

来发展迅速。目前，温州市已有56个乡村

入选了不同层级的艺术示范村，包括省首批

艺术示范村、市艺术特色示范村、“百村争

鸣”十大系列文化艺术村，以及省美育示范

村。尽管温州在乡村艺术建设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仍面临独特性、可持续性等一系列

挑战。因此，研究游客对艺术乡村的形象感

知，可以深入理解温州地区乃至浙江艺术乡

建的效果和影响因素，帮助地方政府和相关

利益主体更精准地把握游客需求和偏好，从

而指导艺术乡村和运营，提升游客的满意度

和重游意愿。

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作为乡村旅游

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近年来受到了学

者们的广泛关注。乡村形象感知不仅影响着

旅游者的决策过程，也是乡村旅游目的地竞

争力的关键因素。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乡村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成要素及其对游客吸引

力的影响 [1]。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

关注特定类型的旅游地，如乡村图书馆 [2]，

并探讨基于不同方法的形象感知分析，例如

内容分析法 [3]、游客受雇拍摄法 [4]。这些研

究揭示了游客对旅游地的认知形象、情感形

象以及推荐意向等多维度的感知。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乡村旅游形象感知的研究不仅

关注游客的体验，还涉及乡村居民对旅游发

展的感知及其效应 [5]。这些研究强调了当地

居民在旅游目的地形象传播中的作用，以及

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除了传统的实地调研方法，基于用户生

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文本数据

的旅游形象感知研究逐渐兴起 [6]，利用文本

分析等方法，为理解旅游者的在线行为和偏

好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有研究从品牌

管理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通过品牌概念地

图来构建和优化乡村旅游的品牌形象 [7]。综

上所述，乡村旅游形象感知的研究是多维

度、跨学科的领域，需要综合运用定性和定

量的研究方法，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模型和实

证研究路径，以更好地服务于各乡村旅游目

的地的规划和管理。

尽管现有文献在乡村旅游形象感知领域

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

例如，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形象感知

比较研究相对较少，且在某些特定类型的旅

游地（如艺术乡村）的形象感知研究也尚不

充分。对于UGC文本数据采用单一高频词统

计、语义网络构建游客形象感知，导致分析

结果不全面或误解游客的真实感受。此外，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旅游形象感知的动态

变化和在线口碑的管理也是未来研究可以深

入探讨的方向。

因此，选取温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4个

艺术示范乡村，借助潜在狄利克雷分配模型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扎根理论，改

进传统文本分析的局限性，从而更全面地

理解游客评论和游记中的主要内容和隐含主

题，避免仅依赖高频词汇可能忽略的重要信

息；借助旅游地形象“认知－情感－整体”

的模型 [8]等对4个温州艺术乡村的UGC文本

数据展开分析，实证评价游客对温州艺术乡

村的形象感知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形象

提升策略，以期丰富艺术乡建主题的成果体

系，为浙江省探索艺术乡建高质量发展的可

行路径。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温州地区4个具有代表性的艺

术示范乡村作为研究对象：苍坡村、碗窑村、

徐岙底古村和山根村（表1）。乡村的选择基

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1）地理分布代表性。

所选村落分别位于温州的北部（永嘉县）、南

部（苍南县）、西部（泰顺县）和东部（瓯海

区），确保了研究样本在地理空间上的全面

覆盖。（2）艺术介入模式多样性。这些乡村

代表了不同的艺术介入模式 [9]，包括艺术导入

基于UGC文本数据的温州艺术乡村形象感知分析及提升研究     周晨光    等.  

表1   温州4个艺术乡村概况
Tab. 1   Overview of four art villages in Wenzhou

乡村名称
Village name

所属区域
Region

艺术乡建相关荣誉
Artistic rural development related 

honors

艺术乡建模式
Artistic rural develop-

ment model

苍坡村 永嘉县 浙江省美育示范村 艺术导入型

碗窑村 苍南县 浙江省“艺术乡建”首批示范村 艺术入驻型

徐岙底古村 泰顺县 温州市艺术特色示范村
艺术合作型

山根村 瓯海区 第六届黑松露奖“年度乡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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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苍坡村）、艺术入驻型（碗窑村）和艺术

合作型（徐岙底古村和山根村），有助于比较

分析不同模式下的形象感知差异。（3）政策

认可度。选取的村落均获得了省级或市级的

艺术乡村建设相关荣誉，如苍坡村入选省级

美育示范村、山根村入选了浙江省“艺术乡

建”首批示范村、碗窑村入选市级艺术特色

示范村、徐岙底村在第六届黑松露奖中荣获

“年度乡建榜样”荣誉等，体现了其在政策

层面的典型性和代表性。（4）知名度和数据

可获得性。这些村落在大众点评平台上均有

大量的用户评论，保证了研究所需UGC文本

数据的充足性和可靠性。

通过这种多维度的选取标准，旨在构建

一个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的样本集，以确保

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同时，这种

选取方法也为探讨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

艺术乡村的形象感知差异提供了基础。

1.2 数据来源

收集2012年1月至2024年3月内大众点评

中游客对苍坡村、碗窑村、徐岙底村、山根

村的原始UGC文本数据，提取出表现游客感

受和认知的点评语句，并去除广告、重复等

词语，共得到947条有效点评语句。

1.3 研究方法

基于旅游地形象“认知—情感—整体”

三维结构模型，将分析的对象聚焦于UGC文

本数据中的评论，结合定性、定量方法进行

研究（图1）。（1）认知形象分析。使用微词

云，对文本进行预处理，提取其高频关键

词。使用LDA模型对预处理后的UGC文本数

据进行主题聚类分析，识别出文本中的主题

词和热点主题。通过困惑度计算以确定最佳

主题数量。最后，通过人工合并并提取出反

映乡村景观、文化、艺术和服务等方面的认

知形象。（2）情感形象分析。使用Python第三

方库SnowNLP的情感分析工具对UGC文本数据

进行情感评分，将情感划分为积极、中性和

消极三类。通过统计不同情感类别的评论数

量，以量化游客对艺术乡村的情感态度。结

合扎根理论，借助NVivo11质性研究软件，对

消极的UGC文本数据进行编码分析，提取核

心范畴，以构建影响游客情感体验的主要因

素模型。（3）整体形象分析。整体形象分析

综合了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分析结果，通

过UGC文本数据的总体满意度和重游意愿，

评估艺术乡村的整体形象。利用评论中的评

分数据统计游客对各个艺术乡村的总体评分，

然后结合前述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分析，

综合评估4个乡村的整体形象。最后，根据

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提升建议，以增强

温州艺术乡村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2 温州艺术乡村形象感知研究结果

2.1 艺术乡村认知形象感知

2.1.1 高频词与评论热点主题提取词

利用微词云对UGC文本数据进行预处

理，包括提炼同义词、筛除无关词和识别

新词语，并进行高频词提取。通过设定频

次阈值为5次，共提取出881个高频词。为

了挖掘评论数据中的潜在主题及其特征词，

文章采用LDA模型对预处理后的4个艺术乡

村UGC文本数据进行主题聚类分析。在应用

LDA模型时，需要确定最优主题数K以获得

最佳的主题提取效果。为此，通过计算不

同主题数下的困惑度来选择最优主题数。困

惑度是衡量主题模型聚类效果的常用指标，

其值越低表明聚类效果越好。在具体的LDA

模型参数设定上，进行了以下配置：主题

数范围，从1到14的主题进行测试，迭代次

数（Iterations）为3 000，预烧期（Burn-in）为

1 000，Alpha值为0.1，Beta值为0.01。如图2

所示，随着主题数的增加，困惑度呈现逐

渐降低的趋势。当主题数从10增加到14时，

困惑度的下降幅度变得相对平缓，这表明在

10个主题之后，进一步增加主题数对模型

性能的提升效果变得不再显著。因此，综合

考虑主题的识别效果和模型的复杂度，文

1

图1  研究方案
Fig. 1  Research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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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将最优主题数K设置为10。最后，通过对4个艺术乡村的UGC文本

数据进行LDA模型分析（表2），提取出10个热点主题，包括商业空

间、乡村风景、乡村特产等。

商业空间和艺术氛围分别占比16.26%和13.31%，是讨论最为集中

的主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建筑风貌与布局的平均得分最高，达

到0.60，这显示出其在相关文本中被归类为这一主题的概率较高。其

他主题如手工体验、历史文化以及交通出行与基础设施等也体现出了

一定的关注度。这些结果不仅反映了各主题在艺术乡建研究中的重要

性，也揭示了不同主题在乡村建设中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

2.1.2 认知形象构建

根据表2可知，游客对艺术乡村认知形象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

乡村景观感知、乡村文化感知、乡村艺术感知、乡村服务感知。

（1）乡村景观感知。乡村景观感知是游客体验乡村环境的基础，

包括建筑风貌与布局、乡村风景以及乡村特产。这些景观要素共同塑

造了游客对乡村的第一印象，这种关注部分源于乡村与城市在自然与

文化资源方面的根本区别。有研究表明，游客倾向于探索乡村独特的

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资源 [10]。乡村风景在乡村景观感知中占据了中心地

位；建筑风貌与布局不仅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为游客提供独

特的视觉和空间体验；乡村特产作为农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为游客提供独特的购物体验，也成为游客了解乡村生活的重要途径。

（2）乡村文化感知。游客对乡村文化的感知主要来自历史文化、

乡村生活与氛围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共同影响着游客的整体感受和

满意度，也直接关系到乡村文化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历史文化作

为乡村文化的根基，通常通过“图书馆”等文化空间或构筑物直接展

困
惑
度

主题数/个

表2   温州艺术乡村主题分析结果
Tab. 2   Topic analysis results of art villages in Wenzhou

主题
Topic number

分类
Category

总条数

Total number 
主题分布占比 /%

Percentage
平均得分

Average score
特征词

Keywords

主题一 商业空间 154 16.26 0.54 店铺、民宿、咖啡馆、餐厅、网红、围炉煮茶、露营、音乐节

主题二 乡村风景 42 4.44 0.43 风景、夜市、空气、太阳、雾气、秋收、风情、魅力

主题三 乡村特产 82 8.66 0.44 柿饼、农家乐、粉干、柿子、秋收、土特产、红薯、玉米、素面

主题四 手工体验 118 12.46 0.51 陶瓷、烧制、参观、博物馆、烧窑、陶艺、手艺、手工作坊、工

作室、窑洞、老师傅

主题五 艺术体验 72 7.60 0.47 拍照、体验、打卡、表演、集市、展示、打铁、聚会、稻田、亲子游、

散步、氧吧、写真

主题六 历史文化 77 8.13 0.48 古村落、历史文化、古建筑、传统、文化、红粬、变迁、传承、

保存、廊桥、原始、画展

主题七 建筑风貌与布局 91 9.61 0.60
建筑、布局、祠堂、住宅、建筑理念、鹅卵石、石板道、围墙、砚池、

条石、规划、亭榭、榕树、牌匾、方形、石桥、纵贯、鹅卵石、树龄、

布局

主题八 交通出行与基础设施 94 9.93 0.48 停车、开车、停车场、管理、票价、修路、设施、停车方便

主题九 乡村生活与氛围 58 6.12 0.46
生活气息、居民、原生态、田园、老人、居住、远山、晒太阳、

烟火、古宅、古道、炊烟、古屋、黑瓦、小巷、客栈、烟雨白墙、

小桥流水

主题十 艺术氛围 126 13.31 0.54 特色、风格、文艺、创意、艺术气息、设计、复古、有特色

2

图2  困惑度随主题数目的变化情况
Fig. 2  Change of perplexity with the number of topics

基于UGC文本数据的温州艺术乡村形象感知分析及提升研究     周晨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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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游客面前。相比之下，游客对乡村生活与氛围的感知则更加依赖

于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以及参与乡村活动等间接途径。通过沉浸式的文

化体验活动，游客能够深入了解乡村的历史、传统和风土人情。

（3）乡村艺术感知。游客对乡村艺术感知涵盖了艺术体验、手工

体验以及艺术氛围等多个方面。艺术体验，如“戏剧”“集市”等特

色艺术活动，不仅能让游客放松身心，享受悠闲时光，也成为游客感

受乡村艺术的重要方式。此外，亲自参与手工艺制作过程不仅能够增

强游客与乡村艺术文化的互动，也为游客提供动手创作的机会。浓厚

的艺术氛围不仅提升了乡村的文化品位，也吸引了众多对艺术感兴趣

的游客前来观光。

（4）乡村服务感知。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的服务体验主要包括

商业空间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游

客的满意度，也是吸引回头客和促进口碑传播的关键因素。对于艺术

乡村而言，除了要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娱乐活动吸引游客外，还需

要同时提供便捷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独具特色的商业空间，

确保游客在各个环节都能享受到舒适和便利的服务，从而全面提升乡

村旅游的整体品质。

2.2 温州艺术乡村情感形象感知分析

游客对目的地的情感依恋程度是评估旅游地形象的另一个关键

维度，情感形象能够反映出游客对目的地的情感倾向。针对情绪判别

分类，NLP技术与传统的文本处理方法相比，NLP技术能够更有效地

处理非结构化数据，这使得情感分析的结果更加精准和实用 [11]。其

中，SnowNLP是一个基于朴素贝叶斯的Python库 [12]。该库在处理文本时，

首先对其进行分词和向量化处理。在此基础上，通过训练各类特征

词的先验概率，计算每个类别（积极或消极）的概率，从而得出可能

性较大的情感类别。因此，为了深入分析游客对温州艺术乡村的情感

态度，采用Python第三方库SnowNLP情感分析工具对各艺术乡村的评论

文本进行情感分析。通过对情感分析结果的统计，得到了不同艺术乡

村的消极情感分布情况，为从游客角度梳理温州艺术乡村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2.2.1 情感分布与统计结果

SnowNLP的算法最重要的就是语料库的选择与分词，而自身提供

的语料库具有滞后性与局限性 [13]。采用大众点评文本语料库对其进行

训练，可以更好地捕捉到旅游者的最新情感趋势和表达方式。文章将

中性情感的得分范围设定为[0.1，0.5]，在该评分范围内，分数越高表

示情感倾向越积极，反之则越消极。对艺术乡村评论数据的分析结果

表明，游客评论的平均情感值为0.91，这一数值表明游客对艺术乡村

项目普遍持有积极的情感态度，对项目体验表现出了高度的满意程度。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所有评论中，情感得分大于0.5的极端积极评论占

比高达92.5%，而得分小于0.1的极端消极评论仅占5.7%。处于中立及两

极化情感之间的评论则相对较少，占比为1.8%。这一情感倾向分布明

确地反映出游客对艺术乡村项目的整体态度倾向于积极一端。

2.2.2 艺术乡村游客消极情感评论扎根分析

为了解游客对艺术乡村产生消极情感的原因，此处参考既有研究

的分析理路 [14]，对相关的消极评论文本进行了扎根理论编码分析。为

保证消极情感文本的完整性，对4个乡村的消极评论进行了人工审阅，

删除了部分无效的文本内容。最终得到消极评论54条，并选择其中的

44条进行编码分析，同时预留10条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首先，对4

个艺术乡村的负面评论文本进行开放性编码，提炼初始范畴。随后，

进行主轴性编码，将初始范畴概念化并进行分类归纳，提炼出主范

畴。最后，通过选择性编码，进一步提炼核心范畴。随后，将预留

的10条消极评论文本进行了同样流程的编码分析，结果并未出现新的

概念、范畴和类属关系，这表明前述编码的理论饱和度检验得以通

过。结合扎根理论的编码分析结果，可以将“艺术乡村游客消极情绪

影响因素”的核心范畴概括为场景体验、建筑景观、基础设施等6个

方面（图3）。其中，场景体验、建筑景观、基础设施、管理服务为内

3

图3  温州艺术乡村消极情绪影响因素模型
Fig. 3  Model of negative emo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rt villages in 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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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影响因素，交通区位、自然环境为外部影

响因素。

根据表3的数据显示，游客对内部要素

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场景体验、建筑景观、基

础设施和管理服务4个方面。（1）在场景体

验方面，游客的不满主要体现在“艺术氛围

营造”和“体验项目设置”两个领域。具体

而言，艺术氛围的营造方面存在艺术节同质

化严重、艺术特色不足与“网红”味浓等问

题，这些因素导致慕名而来的游客对景点形

象产生显著的认知差异，并引发“审美疲劳”

及不满情绪。此外，旅游者在艺术乡村的活

动本身是一个交互过程，然而，艺术体验活

动的数量不足且质量不高，会显著降低游客

的体验感。（2）在建筑景观方面，建筑作为

乡村艺术活动的载体，直接影响到旅游者的

参与感与体验感。然而设计缺乏独特性及维

护不善，导致游客由此产生负面评价。（3）

在基础设施方面，主要问题包括停车位数量

不足、缺乏导视系统及卫生设施分布不合理

等。尤其在旅游旺季，停车与卫生设施的问

题更为突显。（4）在旅游服务方面，服务质

量、管理制度和运营效率的不足会降低游客

参与体验项目的意愿。一是服务质量的主体

通常是当地居民、商户、工作人员，他们都

会影响到游客体验，当地居民能为旅游者提

供乡村“原真性”的氛围，商户与工作人员

则可以提高旅游的“仪式感”。在管理制度和

运营效率方面，挑战主要集中在管理漏洞、

票价设定以及开发与管理不同步三个方面。

表3   温州艺术乡村游客消极情感评论的扎根理论编码分析过程
Tab. 3   Grounded Theory coding process of negative emotional comments from visitors in art villages in Wenzhou

核心编码
Core coding

主轴性编码
Axial coding

开放性编码
Open coding

部分原始评论内容
Partial original comment content

场景体验

艺术氛围营造

官方投射形象差异化 真搞不懂热度何来

艺术节同质化严重 前几天看了太多晒秋，去了好几个村子，已是审美疲劳了

艺术特色不足 又小又没啥特色

“网红”味浓 打造得很网红风格

体验项目设置

艺术体验项目少 做陶艺的体验活动都没开

体验效果欠佳 就一个老伯在那划拉几下碗，我们想体验说要留下学三年

讲解服务缺失 可能我们缺少个帮助讲解的

美食开发不足 没有什么特色美食

建筑景观
建筑风貌 建筑风貌不佳 博物馆破破旧旧的，里面的东西也很少

建筑室内空间 室内空间压抑 整个博物馆非常阴森

基础设施

停车设施 停车位数量不足 机动车停满了山边，去和回的时候都堵车

导视系统 标志不清晰 景区路口的标志不太明显，来来回回倒了好几次才找到

服务设施 卫生设施分布不合理 我们找个厕所都找了很久，太隐蔽了一点吧

管理服务

服务质量

居民服务意识薄弱 里面的人不太愿意搭理游客

商业化严重 全都是店铺，真的没什么意思

商业服务质量不佳 每家店各种牌子摆起来，不消费禁止拍照，禁止入内逛

工作人员

服务意识不足
不知是不是我在携程上订了门票，售票窗口工作人员不是很开心，脸色都变了

管理制度
管理不合理 买门票的都是大冤种，进去后就一条路出来就是后门

门票价格不合理 白瞎我们门票钱，特别差的一次体验

运营效率 开发与管理不同步 这地方还在招商开发中，村里不要急着收停车费

交通区位
交通条件

交通不完善 一条路是单行线，当时开车开过头了没办法只能出了景区再往回开，非常愚蠢

道路不平整 村内道路也基本上土路不平整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不便 古村落在大山里，交通非常不便

自然环境
周边环境

野生动物 遇到了大蛇和小蛇，蛇怕人人也怕蛇，小心为上

蚊虫叮咬 蚊子真的太毒了，要注意防蚊

气候条件 天气炎热 附近的稻田画太晒没去

基于UGC文本数据的温州艺术乡村形象感知分析及提升研究     周晨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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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艺术乡村由于缺乏专业的运营团队和相

关人才，加之没有较为详细的规划，在运营

管理、应急响应能力以及与周边机构的协调

合作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在外部因素中，虽然道路交通和周边环

境引发的负面情感较少，但节假日期间的停

车问题和较远的通行距离仍是游客关注的主

要问题。此外，高温天气和蚊虫叮咬等问题

也会助长游客的负面情绪。

2.3 温州艺术乡村整体形象感知分析

整体形象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

和情感形象的综合感知。网站评分、重游意

愿和推荐意愿直接或间接反映了目的地的整

体感知形象。文章利用各艺术乡村的游客评分

来评判游客的游后满意度。研究发现，在947

条有效评论中，游客评分为0.5～1分（很差）、

1.5～2分（差）、2.5～3分（一般）、3.5～4分

（好）、4.5～5分（很好）的比例分别为0.84%、

1.48%、8.67%、37.80%和51.21%，值得注意的是，

碗窑村的评分均值显著偏低，为4.23分。此

外，“好”及以上评分的比例为89%，说明4

个艺术乡村给游客留下了较为满意的整体印

象。同时，也有22位游客给出了2分以下的

低分，表明该部分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产生了

极端负面的旅游体验。其中碗窑村极端负面

评论占比最高，其负面评论占总低分评论的

36%。通过整理低分的UGC文本发现，游客

负面评价的主要讨论点集中在交通、场景体

验以及管理服务三个方面，这一结果与上文

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3 主要问题及提升策略

3.1 温州艺术乡村的主要问题

基于前文对温州艺术乡村形象感知的分

析，当前温州艺术乡村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建设内容同质化。现有的晒秋等艺

术节庆活动的内容或形式可能表现出较强的

单一性。当一个乡村的艺术活动显著成功并

吸引大量游客时，其他乡村可能会纷纷效仿

这一模式，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活动内容的

同质化并阻碍创新 [15]。

（2）运营管理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主

要体现票价设置不尽合理，且运营与开发管

理未能同步进行，未能形成运营制度。主要

原因是，当前部分乡村，尤其是古村落较为

偏远，面临着中年劳动力外流的困境，留守

儿童和老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乡村运营的

操作难度 [16]。乡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目前专业的乡村运营人才严重匮乏。

（3）乡村开发过程中商业化与原真性保

护的冲突。温州部分艺术乡村开发过程中引

发了商业化与原真性保护的两难选择，进而

导致非旅游季节缺乏足够的艺术体验项目。

相关评论表明商业与原真性引发了游客的不

同反馈，一方面，较少的商业化让部分游客

在体验过程中感到无聊；另一方面，多数游

客认为未经修饰的天然景色更具吸引力。因

此，如何在商业化和原真性保护之间找到平

衡，是乡村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4）艺术介入的不可持续问题。随着时

间的推移，温州一些艺术示范乡村的项目在

初期吸引了大量游客，但始终面临缺乏长期

资金支持和缺乏专业运营团队的挑战，这些

因素导致艺术项目未能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和更新，未能满足艺术乡建这一长期建设过

程的需求，从而导致其吸引力逐年下降。

3.2 温州艺术乡村的提升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前文的形象感知分

析，提出以下提升策略：

（1）全局思维做好艺术乡村规划。对区

域内艺术乡村资源进行资源整合和规划，注

重区域合作与垂直合作，推动区域内各艺术

乡村之间合作与联动，宏观有目的地引导形

成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多元化艺术乡村体

系，争取通过分层利用、叠加利用、多维利

用的方式“用足”乡村特色资源，从而推动

区域艺术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跃升 [17]。

（2）艺术介入到艺术化振兴，推动全产

业融合创新。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

地，同时也是文化、生活、自然及战略资源

的重要承载地 [18]。因此，艺术的介入应通过

发展第三产业来推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

整体链条发展，并建立全新的艺术资源观

念。通过这种方式，乡村可以拓展其多种功

能，从仅提供低附加值的“使用”功能，转

变为具有高附加值的多功能状态 [19]，实现

“艺术引领+全产业链参与+全领域融合”的

持续建设阶段 [20]。

（3）原真性的保护与挖掘。原真性仍然

在旅游者目的地选择中具有作用，避免让乡

村成为套路化、格式化运作下圈地收费的大

公园或游乐场。由于乡村深刻扎根于广袤乡

村中，具有怀旧情结、集体记忆、生存智慧

等文化内涵，表现为特定的历史厚重感、地

域基因和群体特性，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标准程式。相应地，对乡村的原真性重塑应

尽可能保留其在各历史时段的差异化风貌，

如环境、气候、风俗、饮食起居和劳作方式

的差异 [21]。

（4）共建利益共同体。艺术乡建是一个

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涉及利益与

规范的双重博弈 [22]。为缩小目标差距，实现

共同发展和项目的可持续成功，需采取多维

度的策略。首先，应满足村民利益，确保他

们在项目中的受益和实质性参与。其次，还

应致力于培育新的价值规范，促进各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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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合作 [23]。最终目标是构建“同意、同

向、共生、共享”的艺术乡建新体系 [20]。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研究通过对温州4个典型艺术乡村的

游客感知分析，揭示了以下主要研究发现：

（1）艺术乡村的认知形象主要由乡村景观感

知、乡村文化感知、乡村艺术感知和乡村服

务感知4个维度构成。其中，乡村艺术感知

维度区别于一般乡村，是艺术乡村形象的特

有维度。（2）游客关注的主题可以大致归为

两类：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包

括商业空间、建筑风貌及其布局、交通出行

与基础设施、乡村风景以及乡村特产等。而

非物质要素则涵盖了手工体验、艺术体验、

历史文化、乡村生活和艺术氛围等。通过

对LDA模型分析发现，商业空间、建筑风貌

与布局、艺术氛围是游客最为关注的三大主

题。（3）通过情感分析和扎根分析，识别出

影响游客消极情绪的主要因素，包括场景体

验、建筑景观、基础设施、管理服务、交通

区位、自然环境。（4）研究尝试基于分析提

出问题及相关对策建议。

4.2 讨论

研究结合LDA模型、扎根理论及情感分

析，提供了一种系统分析游客感知的新方法，

为艺术乡村的形象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

践指导。此外，研究通过细化游客感知的具

体维度和主题，丰富了艺术乡建研究体系。

尽管文章提供了艺术乡村形象感知的实证分

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但仍存在局

限性。例如，UGC文本分析可能存在主观性，

研究对象的覆盖面有待拓宽。未来的研究可

以结合问卷调查、田野调查、口述史等方法，

以增强客观性和全面性。此外，本地游客与

外地游客在艺术乡村形象感知倾向性上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需要进一步探索。希望文章为

浙江艺术乡村的建设提供参考，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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