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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街区游客意象空间构成情况，揭示不同属性特征的游客对三坊七巷历史街区意象空

间感知的分异性特征。借助城市意象理论，首先采用深入访谈法，基于游客自身的游览体验描述，总结出游客意象

空间因子，其次借鉴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出每种意象空间因子包含的最具代表性的意象空间元素；最后采用问卷调

查法，详细了解游客对意象空间因子及元素的感知情况。研究表明：三坊七巷历史街区意象空间由坊巷道路、边界、

名人文化景点、地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 E 个因子构成，各意象因子包含对应的意象元素；三坊七巷历史街区具有较

强的“可意象性”；游客的个人属性对意象空间感知具有一定的影响。文章认为，三坊七巷历史街区的发展，需要拓

展历史街区意象空间范围，大力整合周边环境，突出历史街区文化意象元素，挖掘深厚文化内涵，针对意象空间感知

差异特征，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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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期以来，我国历史街区研究更“ 侧重对历史

街区的保护和更新研究，即侧重物质形态方面的研

究，对非物质形态，以及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结合

的研究关注较少。”［$］多学科介入尚不足，对历史街

区中人的感知研究尚欠缺。

通过空间感知来把握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打破

了传统的土地功能分区和社区分析的城市结构研究

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受城市空间影响的个人和集

体行为上，已成为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和设计中最常

用的方法之一［"］。

早在 "# 世纪 G# 年代初期罗文索就提出了感知

研究的方法［%］，对于城市规划学科而言，L=.?2 所著

的《M2: C7’3: ,0 M2: 15<=》无疑是最受推崇的一部力

作，他通过对美国 % 个城市的实证研究，得出城市意

象的 E 个基本构成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

志物［ I］。

"# 世纪 J# 年代，城市意象理论和方法被应用

于研究城市旅游地意象空间［E］，并从意象的类型、构

成要素、影响因素和空间认知过程等方面初步探讨

了旅游地意象空间［GFN］。我国对感应地理学、意象空

间等概念的介绍在国内始见于 N# 年代［*F$#］。

$“意象”及“意象空间”的心理学释义

“感知”以“感觉”为基础，客观事物对人脑产生

了直接的刺激和影响，这些影响经过人脑的逻辑思

维分析，并得以重新架构，从而产生了对客观事物的

“知觉”。本研究认为，“意象”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

产物，是介于“感觉”和“知觉”之间的一种精神感知

状态，意象基于并超越感觉，但尚未上升为知觉。从

这个意义上说，意象空间即在这种精神感知状态中

形成的意象感知结构。

" 研究区域概况

三坊七巷历史街区有“ 明清建筑博物馆”之美

誉，位于福州市中心最繁华的东街口的西南部，向西

至白马河，南至乌石山，东面紧邻南街（ 八一七中

路），北面紧邻杨桥路。

三坊七巷是我国历史街区发展的一个缩影，集

中体现了旧城更新带来的物质形态上的巨大冲击。

目前，对三坊七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如何从物

质空间上进行保护和有机更新方面，从人的角度出

发探讨感知意象的研究较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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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过程与方法

本研究调查小组分两个阶段对三坊七巷历史街

区开展研究。第一阶段，主要采用深入访谈法，记录

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描述，总结出代表性

较强的意象空间因子，并借鉴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出

每种意象空间因子包含的最具代表性的意象空间元

素；第二阶段，制作调查问卷并发放回收，详细了解

游客对意象空间因子及元素的感知情况。

第一阶段共收回访谈资料 "# 份，其中包括道路

结构图 #! 份；第二阶段共发放问卷 !$$ 份，收回 #%&
份，有效问卷 #’( 份，回收率 %’) ，有效率 %*) 。

" 研究结果分析

"+ & 样本描述

问卷回收情况代表了较为普遍的人口学特征。

从性别构成上看，男性游客略高于女性游客，比例为

&+ #, &；在年龄构成上，中青年游客是三坊七巷的主

要组成部分，#- 岁以下的游客是主体，占到总量的

-"+ *() ，#*"" 岁 的 游 客 是 第 二 大 主 体，占 到

!#+ ’")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硕士学历的游客样本

量偏低，其他学历的游客所占比例较为平均。

问卷具有良好的地域代表性。福建省游客占到

总样本量的 ’&+ %") ，其中福州市游客占 "$+ #%) 。

福州市辖五区八县，其中各县市区占福州市游客比

例为：仓 山 区 &#+ -) ，鼓 楼 区 &(+ ’-) ，晋 安 区

&*+ $’) ，台江区 *+ #-) ，马尾区 !+ -’) ，八县总量

占到 "#+ (*) 。

"+ # 游客意象空间因子

本研究通过深入访谈调查法，获取游客在游览

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描述资料，共取得 "$ 份样本，每

份样本的平均访谈时间约为 ’$ ./0。经过整理归

纳，提炼出三坊七巷历史街区意象空间构成因子：

&）坊巷道路。道路是人们认识一个地区的基

本要素，人类空间路径绝大部分是由道路串接而成。

坊巷道路是构成三坊七巷历史街区风貌特色的重要

组成部分。

#）边界。边界通常是区别两个区域的线性要

素，边界内外的区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有 #- 位被

调查者提到，三坊七巷“ 有一种安静闲适的氛围”，

由此可见，地处福州最为繁华的东街口的三坊七巷

异质性极强，而进一步被问及“ 三坊七巷由哪些要

素围合而成”时，边界线条较为明显。

!）地标物。地标物是观察者的外部观察参考

点，具有帮助游客准确定位所在区域的功能，在空间

尺度上可大可小。#( 位被调查者承认，“ 在游览方

向时常常会不能清晰辨别出所在坊巷的位置”，而

&# 位被调查者之所以能够清晰把握方向，是因为他

们的游览范围仅限于南后街。被问及遇到在这种情

况下如何重新判别方向时，地标物的作用就显而易

见了。

"）名人文化景点。三坊七巷名人文化深厚，名

人文化景点是三坊七巷主要吸引力之一。!# 位被

调查者认为“来参观名人故居”是重要目的。而且，

在被问及“ 您认为三坊七巷最有特色性的区域”这

一问题时，被调查者常常将三坊七巷作为一个整体

性的区域进行描述，由此可见，名人文化景点在游客

形成区域整体性的感知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街区的特征及个性可能融于

场所中的砖块和灰浆中，也可能是由街区内各种传

统活动所形成的。［&&］”非物质文化展现了传统生活

的风貌，是形成特色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被

调查者到三坊七巷是为了“ 品尝特色小吃”、“ 体验

闽都文化”。

"+ ! 游客意象空间元素

通过对访谈结果的整理分析，并参考三坊七巷

历史街区居民对原先生活场景的描述，得出如下意

象元素构成（表 &）。

表 &1 三坊七巷意象元素构成表

意象因子 意象元素

坊巷道路 &+ 郎官巷；#+ 黄巷；!+ 塔巷；"+ 安民巷；-+ 宫巷；*+ 衣锦坊；’+ 文儒坊；(+ 南后街

边界 &+ 杨桥路；#+ 通湖路；!+ 吉庇路；"+ 光禄坊；-+ 八一七路；*+ 道山路；’+ 安泰河

地标物 &+ 北入口牌坊；#+ 南入口开街石；!+ 南北入口地图；"+ 各坊巷入口门楼；-+ 乡约碑；*+ 泔液镜；’+ 坊巷内景点指示牌

名人文化

景点

&+ 林觉民故居（冰心故居）；#+ 严复故居；!+ 小黄楼；"+ 水榭戏台；-+ 新四军办事处旧址；*+ 沈葆桢故居；’+ 林则徐纪念馆；(+
光禄吟台；%+ 欧阳氏民居；&$+ 郭柏荫故居；&&+ 陈承裘故居

非物质

文化

&+ 地方工艺品（&+ & 脱胎漆器；&+ # 牛角梳；&+ ! 软木画；&+ " 寿山石；&+ - 裱褙；&+ * 纸伞；&+ ’ 纸花；&+ ( 花灯）；#+ 传统小吃

（#+ & 肉燕；#+ # 鱼丸；#+ ! 肉松；#+ " 老卤酱鸭；#+ - 木金肉丸；#+ * 锅边糊）；!+ 民俗活动（!+ & 立春剪纸花；!+ # 中秋排塔；!+ !
重阳节放风筝；!+ " 二十三日祭灶；!+ - 除夕供公婆；!+ * 元宵张灯）；"+ 地方曲艺（"+ & 伬唱；"+ # 折枝诗；"+ ! 闽剧；"+ " 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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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客属性对三坊七巷历史街区意象空间感知

分异

本研究运用 #$## %&" ’ 软件，采取单因素方差

分析法（()*+,-. /0(1/），试图探寻在一个控制变

量的不同水平下，对观测量是否产生了显著影响，来

确定判别指标和 2 个意象因子所包含的意象元素的

关系。

这里选取游客对三坊七巷历史街区意象 2 因子

的感知个数作为因变量，选取不同游览次数、性别、

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来探寻影响三

坊七巷历史街区游客意象空间感知与游客人口属性

之间的关系。其中事后的多重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

法（3#4）进行。

%）不同游览次数对意象空间元素的感知分异。

基于游客不同游览次数所引起的均值差异做方差分

析和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游览次数与非物

质文化（! 5 &’" 266，"#$" 5 ’" ’’’）、名人文化景点

（! 5 %2" %78，"#$" 5 ’" ’’’）、坊巷道路（! 5 %6" &26，

"#$" 5 ’" ’’’）、边界（! 5 &&" 8&6，"#$" 5 ’" ’’’）及

地标物（! 5 7" !89，"#$" 5 ’" ’’’）的感知个数均呈

现较强的显著性差异。

对方差分析结果进行齐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同

游览次数对非物质文化（%&’&(& 值为 ’" &29，) 值为

’" :’! ; ’" ’2）、名人文化景点（%&’&(& 值为 9" 6:8，)
值为 ’" ’:% ; ’" ’2），显示方差齐性，需要用最小显

著性差异方法 3#4 来检验不同游览次数与非物质

文化、名人文化景点是否有显著性差异；不同游览次

数对坊巷道路（%&’&(& 值为 %!" &’9，) 值为 ’" ’’’ <
’" ’2）、边 界（ %&’&(& 值 为 8" ’2&，) 值 为 ’" ’’’ <
’" ’2）和地标物（%&’&(& 值为 !" 89%，) 值为 ’" ’’7 <
’" ’2），显示非方差齐性，需要用 =->?-)* 双尾两两

* 检验。

在不同游览次数对意象五因子的方差分析的基

础上，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检验，结果发现：在非物

质文化因子、在名人文化景点因子、在坊巷道路因

子、在边界因子方面及在地标物因子方面，随着游览

次数的增多，对意象元素的感知越强。

9）不同性别游客对意象空间元素的感知分异。

基于游客不同性别所引起的均值差异做方差分析和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性别对非物质文化

（! 52" 8’& %&，"#$" 5’" ’9）、坊巷道路（! 5 !" 22& &6，

"#$" 5 ’" ’&）及地标物（! 5 6" &:’ ’2，"#$" 5 ’" ’%）

的感知个数具有显著性差异。

通过比较发现，在非物质文化、坊巷道路、地标

物方面，女性的意象空间感知普遍表现得比男性强。

&）不同年龄游客对意象空间元素的感知分异。

基于游客不同年龄所引起的均值差异做方差分析和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年龄对名人文化景点

（! 5 &" :6!，"#$" 5 ’" ’%%）的感知个数影响最为显

著，对非物质文化（! 5 9" %67，"#$" 5 ’" ’79）影响较

为显著。

对方差分析结果进行齐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同

年龄对非物质文化（%&’&(& 值为 ’" 229，) 值为 ’" 6!
; ’" ’2）和名人文化景点（%&’&(& 值为 %" 2!8，) 值为

’" 9’9 ; ’" ’2）显示方差齐性，需要用最小显著性差

异方法 3#4 来检验不同年龄与非物质文化是否有

显著性差异。

在不同年龄对非物质文化和名人文化景点的方

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检验，结果发

现：在名人文化景点方面，!227 年龄段的游客与 92
岁以下、96!!、6’ 岁以上这 & 个年龄段的游客都具

有最强的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中年游客出游

的目的更为休闲放松，6’ 岁以上与 92 岁以下、96!!
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差异，这是因为 6’ 岁以上的游客

对名人文化景点的熟悉程度高；在非物质文化因子

方面，6’ 岁以上年龄段的游客与 !227 年龄段的游

客具有最强的显著性差异，6’ 岁以上年龄段的游客

与 92 岁以下、96!! 岁与 !227 岁这两组年龄段的游

客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差异，这是因为老年游客对三

坊七巷历史街区有着更为深刻的记忆。

通过均值差异结果可以看出，在非物质文化因

子方面，6’ 岁以上年龄段的游客最感兴趣，其次是

92 岁以下，!227 年龄段的游客对非物质文化的意象

最弱，这表明，非物质文化对老年游客的吸引力最

大，对青少年年龄段的游客吸引力较大，对中年游客

吸引力最弱；在名人文化景点方面，!227 年龄段的

游客远比 92 岁以下、96!! 年龄段的游客吸引力弱。

由此可见，!227 年龄段的游客是最为特殊的一

个群体，他们对非物质文化和名人文化景点的关注

度不高，其中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个群体的游客

多为商务目的或陪伴家人来，对此方面关注度较低。

!）不同职业游客对意象空间元素的感知分异。

基于游客不同职业所引起的均值差异做方差分析和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发现，不同职业对意象因子感知

个数影响不显著。这表明，三坊七巷历史街区已经

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旅游区域，在众多类型群体游客

67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AAB：C C ,,,D EF)GHD E)@ @ @ @ @ @ @ @ @ @ 第 97 卷



意象中均有着吸引力。

!）不同受教育程度游客对意象空间元素的感

知分异。基于游客不同受教育程度所引起的均值差

异做方差分析和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受教

育程度游客对非物质文化因子（! " #$ %&’，"#$$ "
&$ &()）具有显著性差异。

对方差分析结果进行齐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同

受教育程度对非物质文化（%&’&(& 值为 ($ &#!，) 值

为 &$ #*) + &$ &!）显示方差齐性，需要用 ,-. 来检验

不同受教育程度与非物质文化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对非物质文化的方差分析的

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检验，结果发现：在非

物质文化方面，硕士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游客与其他

受教育程度游客具有最强的显著性差异，硕士及以

上群体的游客对非物质文化的关注要明显小于其他

受教育程度群体。原因可能是被调查对象多为专业

技术人员，对特定领域内的关注度高于非物质文化。

! 结论及建议

!$ ( 结论

(）三坊七巷历史街区意象空间由 ! 因子构成。

旅游者对客观事物的意象空间感知有差异，但是客

观事物却具有客观存在性，因此，本研究将意象空间

构成落实到实体空间中，试图在实体空间和意象空

间中构建一定的联系，由此揭示出三坊七巷历史街

区意象空间五因子构成：坊巷道路、边界、地标物、名

人文化景点、非物质文化。并且每种意象因子由若

干种代表性的意象元素构成。

/）三坊七巷历史街区具有较强的“可意象性”。

历史街区不仅仅是自身存在的事物，更是由游客感

受到的区域。历史街区在物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与

现代城市建筑截然相反的风貌，并且，由于集中保留

了传统的地域文化，历史街区也成为承载城市传统

记忆的重要区域，这些文化氛围上的异质性造就了

历史街区具备较强的“可意象性”。

#）游客的个人属性特征对意象空间感知具有

一定影响。意象空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游

客的个人属性对意象空间感知具有一定影响。本研

究表明：游览次数因素对意象 ! 因子都呈现较为显

著的影响，并随着游览次数的增多，对意象因子的感

知越强；性别因素对非物质文化、坊巷道路及地标物

的影响较为显著，并且，女性对这 # 种因子的意象空

间感知比男性强；年龄因素对名人文化景点的影响

最为显著，对非物质文化较为显著。中年游客（%!!0
岁）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将历史街区看成

一个休闲放松的目的地，悠闲轻松的氛围是吸引其

游览的重要因素；另外可以发现，老年游客群体比中

青年游客群体更为了解三坊七巷历史街区；职业因素

对意象 ! 因子的感知影响均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因素

对非物质文化因子的影响较为显著。

!$ / 建议

(）拓展历史街区意象空间范围，大力整合周边

环境。游客对三坊七巷历史街区的意象，源于三坊

七巷历史街区本身与城市其他区域的异质性文化氛

围。福州的古城空间格局为“ 三山两塔一条街”，三

坊七巷位于古城核心区域，并且环绕有西湖、白马河

等水体空间，未来要以三坊七巷历史街区为核心，打

造闽都文化旅游区具有优越的条件，强化福州市历

史文化氛围，竖立特色鲜明的城市形象。

/）突出历史街区文化意象元素，挖掘深厚文化

内涵。现代化背景下历史街区需要以自身深厚的历

史文化为依托，借助于文化创意产业，深入挖掘文化

旅游的内涵，满足不同群体游客的文化旅游需求。

#）针对意象空间感知差异特征，打造特色旅游

产品。研究表明，在非物质文化感知方面，女性游客

比男性游客表现出更大的兴趣，针对女性旅游者喜

爱小型工艺品、美食及传统文艺表演的特性，三坊七

巷历史街区应遵照国内外“ 原址开张”的传统商业

业态准则，修复一批南街老字号，包括生活、文化等

商店、商场和商行。并结合传统节庆，开展多种多样

的传统民俗及曲艺表演，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

度认识。同时，这种非物质文化的深度开发，也能够

提高不同年龄段的游客的旅游体验。

同时针对不同职业的旅游者，可开展不同主题

的特种旅游产品。例如，结合三坊七巷历史街区精

美的古建筑，针对青年修学旅游者，可推出古建筑摄

影节、三坊七巷历史街区建筑大讲堂等具有教育功

能的旅游产品。商务旅游者对休闲环境要求较高，

可结合历史文化价值不高的建筑，开发成商务会所，

满足商务旅游者会客、休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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