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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旅游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的驱动力
———以贝江景区的勾滩屯为例

吴忠军ａ，吴少峰ａ，黄梅芳ｂ

（桂林理工大学 ａ旅游学院；ｂ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以融水贝江景区的勾滩屯作为个案，通过对广西融水贝江景区勾滩屯旅游发展情况的实地田
野调查，采用ＡＭＯＳ１７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从文化景观变迁的外在和内在
驱动力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当地旅游发展驱动力和文化景观变迁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在驱动力和内

在驱动力互相影响并不显著，外在和内在驱动力都对勾滩屯的各个文化景观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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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化景观变迁研究现状

自美国学者 Ｓａｕｅｒ引入景观的概念后，文化景
观起源与变迁就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Ｓａｕｅｒ认
为：“文化景观是由特定的文化族群在自然景观中

创建的样式，文化是动因，自然地域是载体，文化景

观则是呈现的结果。”［１］关于村寨文化景观的研究，

国外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社会重构和演变研

究［２］、构成要素及其影响研究［３］、结构和功能研

究［４］、保护和规划研究［５］４个方面；在文化景观变迁
的研究中，ＨｅＸＹ［６］认为动态的景观是景观结构、
功能、空间格局随时间的变化发生相应变化的过

程；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ＳＡ［７］，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ＬＳ［８］则指出景观发
生变化的原因在于内外驱动力对景观组成要素的

干扰作用，其结果使得景观稳定性及其空间格局发

生变化。景观格局的变化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景观

系统内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流动，进而对区域内重

要的景观生态产生深刻影响。国内村寨文化景观

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村寨文化景观要素特

点、景观演化及机理、文化感知、保护与规划方面。

驱动力方面则主要研究旅游的驱动力，保继刚以西

安、桂林、大连和昆明为例，研究了城市旅游驱动

力［９］；郭金海在基于供求关系影响下研究了庐山旅

游地生命周期驱动力［１０］；旅游景观变迁的驱动力研

究则相对较少，邱荣祖认为地形、地貌、土壤和

旅游开发等是森林景观变化的关键性驱动力［１１］，

邓茂林研究了高原湿地若尔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景观变化及其驱动力［１２］。而学术界对桂北文化景

观旅游影响研究成果也较少，主要分为定性和定

量两部分，对于民族地区文化景观驱动力方面的

研究则更少涉及。定性研究方面有王林以广西龙

脊梯田为例，阐述了梯田文化景观遗产［１３］，以及

对桂北龙脊梯田景区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变迁动因

的分析［１４］等；定量研究如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理论

技术及方法对侗族村寨歌舞文化的研究［１５］。

笔者通过对广西融水贝江景区勾滩屯旅游文

化景观的实地田野调查，采用 ＡＭＯＳ１７０运用结
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从文化景

观变迁的外在和内在驱动力的角度，寻找勾滩屯

旅游的发展驱动力和文化景观变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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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构模型构建、问卷设计和调研过程

２１　结构模型的构建
本模型旨在进一步检验外在和内在驱动力对

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潜在变量位于椭圆形内，

各路径系数和系数表达式将会在变量间的连线上

得到结论。此模型包含２个外生变量和４个内生
变量 （图１），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是外生变
量，歌舞表演、聚落建筑、梯田民俗和服饰文化

是内生变量。

图１　勾滩屯旅游文化景观变迁驱动力概念模型
Ｆｉｇ１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ｏｎＧｏｕｔａｎｓ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２　研究假设
根据文献资料以及田野调查的思考，在建立

以上模型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９个假设：
Ｈ１：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互相影响显著；
Ｈ２：外在驱动力对歌舞表演变迁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Ｈ３：外在驱动力对聚落建筑变迁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Ｈ４：外在驱动力对梯田民俗变迁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Ｈ５：外在驱动力对服饰文化变迁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Ｈ６：内在驱动力对歌舞表演变迁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Ｈ７：内在驱动力对聚落建筑变迁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Ｈ８：内在驱动力对梯田民俗变迁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Ｈ９：内在驱动力对服饰文化变迁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２３　观测变量的选取
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歌舞表演、聚落

建筑、梯田民俗和服饰文化是概念模型的６个结
构变量，不能直接对它们进行观测。测量指标在

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意见指导下，综合了古村落

的演化机理［１６］、传统聚落景观评价［１７］、中国乡村

景观评价的指标体系［１８］和梯田文化景观研究［１９］等

对村寨旅游文化景观变迁因素的研究，并根据田

野调查研究，选取外生变量的观测变量２组、５个
测量指标，内生变量的观测变量４组、１４个测量
指标，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模型观测变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外生变量 观测变量 内生变量 观测变量

Ｘ１开发商行为

歌舞表演

Ｙ１表演妆扮

外在驱动力 Ｘ２政府行为
Ｙ２表演内容

Ｘ３游客行为
Ｙ３使用乐器

Ｙ４音乐节奏

内在驱动力
Ｘ４外出打工

聚落建筑

Ｙ５房屋层数

Ｘ５教育
Ｙ６房屋功能

Ｙ７房屋材料

Ｙ８房屋卫生

梯田民俗

Ｙ９抛荒面积

Ｙ１０耕作种类

Ｙ１１民间信仰

Ｙ１２节庆习俗

服饰文化
Ｙ１３制作方式

Ｙ１４服饰功能

２４　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
问卷包括３部分：第１部分主要涉及被调查

者的社会学人口特征及社会属性；第２部分分别
是对内生变量的各观测变量调查，采用Ｌｉｋｅｒｔ五级
量分法，要求被访居民对每个测量项目从 “１—无
变化”到 “５—变化很大”来进行打分，分值越高
则说明旅游对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程度越

大；第３部分是对外生变量的各观测变量的调查，
同样采用要求被访居民对每个测量项目从 “１—没
有影响”到 “５—影响很大”来进行打分，分值越
高则说明该驱动力对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

程度越大。笔者等于２０１１－０６和２０１１－０７两次在
广西柳州市融水县勾滩屯进行调研和补充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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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调研的真实有效，在调研中采取实地问

卷调查，现场填写、现场回收；在深度访谈中，

采取以２人为一组的问卷调查小组对当地建筑工
匠、旅游经营者、村干部、老年村民进行访谈，

平均单份访谈时间在 ６０ｍｉｎ以上。共发放问卷
１００份，回收１００份，其中有效问卷率为９６％。运
用ＳＰＳＳ统计分析软件和ＡＭＯＳ１７０结构方程模型
软件对有效问卷进行分析。

２５　研究区域
勾滩屯是广西融水县贝江景区的自然屯，隶

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县新安乡。截止

到２０１１－０６，勾滩屯共有７８户，３３９人，全屯村
民多为半山苗、小部分为汉族。整个自然屯耕地

面积９５３ｈｍ２ （１４３亩），其中水田３３３ｈｍ２ （５０
亩），旱地６２ｈｍ２ （９３亩）。在旅游未开发之前，
勾滩屯主要从事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

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竹、木收入。１９９１年起开发旅
游，村民通过民族舞蹈表演、餐饮、卖手工艺品

等各种形式开展旅游经营活动。近年来，勾滩屯

年均旅游总收入约１００多万元，旅游取得较好发
展。勾滩屯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到２０１２－０７为
止，仍无道路通入，居民依然靠划船从贝江进出，

而游客也是从码头乘坐游船或者偶尔搭乘村民的

船只进出。本文选取该景点进行文化景观变迁的

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３　数据处理

３１　受访者描述性统计分析
问卷的第一部分主要从性别、年龄、学历、

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和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来

考察旅游地社区居民情况，具体如表２所示。
本次调研样本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各年龄段

都分布的比较平均，表明问卷发放的稳定性较高。

被访居民受教育程度均不高，从家庭旅游经营情

况及意愿来看，将近半数的被访居民已从事旅游

经营活动，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农和外出务工。从

整体来看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调研样

本抽取比较合适。

３２　调研地文化景观变迁情况
勾滩屯村民多为半山苗，聚落由上而下以水

源林、梯田到村落的形态依山而建，错落有致，

贝江在村前缓缓兀自流过。村民喜食酸鱼酸肉，

家中妇女常聚一起打油茶话家常，乐器以竹笙为

主，节庆喜爱跳多踩堂和多耶舞等，年轻人恋爱

有 “坐妹”等习俗。在问卷调查中，村民对所提

到的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感知不一，对

于不同景观变迁程度的感知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

的差别。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因子的描述性统

计具体如表３所示。

表２　样本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项　目 频数 比例／％

性　别
男性 ５１ ５３１
女性 ４５ ４９９

年　龄

１５岁以下 ２ ２１
１５～２４ ２４ ２５
２５～３４ １９ １９８
３５～４４ １１ １１５
４５～５４ ２４ ２５
５５岁以上 １５ １５６

学　历

初中及以下 ８２ ８５４

高中／中专技校 １２ １２０

大专及以上 ０ ０

旅游经营意愿

已从事旅游 ３９ ４０６

未从事但想从事 ２７ ２８１

未从事且不想从事 ２０ ２０８

家庭收入来源

务农 ４３ ４４８
旅游 １２ １２５

外出务工 ２５ ２６
其他 １６ １６７

表３　文化景观变迁因子变化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观测变量 均 值 观测变量 均 值

Ｙ１ ２７２９ Ｙ８ ３０７４
Ｙ２ ２７８９ Ｙ９ ２１２８
Ｙ３ ２１５１ Ｙ１０ ２４４７
Ｙ４ ２４０６ Ｙ１１ １７１３
Ｙ５ ２２７１ Ｙ１２ ２０４２
Ｙ６ １９６８ Ｙ１３ ２３９４
Ｙ７ ２４９５ Ｙ１４ ３２２１

可以看到，勾滩屯的文化景观观测变量总的

变迁平均分布指数均止于 “变化一般”的状态，

大多数总体变化水平较小，可是每一个考察的指

标却相对应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说明作为旅

游的重要吸引物，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总的变

化水平较小，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房屋卫生，变化

最小的是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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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信度描述了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反

映问卷的可靠性。问卷中对模型中所有的观测变

量的信度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进行检验。结果
显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为 ０７８０，大于 ０７，
说明获取的数据信度比较良好。对模型中所有的

１９个观测变量进行重复度量的方差分析，所有的
观测变量ｔ检验都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能够很好
的解释相应潜在变量。然后检验内生变量所对应

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发现所有的因子载荷在

０４２～０８８，基本上符合标准，说明观测变量受
到潜在变量的影响程度比较高，能够较好的解释

潜在变量，因此观测变量的效度比较可靠。

３４　测量模型分析
目前结构方程模型还没有能彻底保证模型收

敛的充要条件，但有一些基本的适配度指标可用

来对模型整体进行评估。首先，采用结构方程软

件ＡＭＯＳ１７０的极大似然法迭代１８次对数据进行
参数估计，分析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影响，以

便检验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度。在拟合度指标

的考虑上，选取绝对拟合值 χ２、χ２／ｄｆ、ＣＦＩ和
ＲＭＳＥＡ以及相对拟合指标 ＩＦＩ、ＰＮＦＩ、ＰＣＦＩ来进
行考察。其中，拟合度的卡方值检验小于２表示适
配度较佳，ＣＦＩ、ＩＦＩ大于 ０９，ＰＮＦＩ、ＰＣＦＩ大于
０５，ＲＭＳＥＡ小于００８，模型可以接受。研究表明，
模型χ２ ＝１６８２７７，χ２／ｄｆ＝１１７７，ＣＦＩ＝０９４７，
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３，ＩＦＩ＝０９５２，ＰＮＦＩ＝０５６３，
ＰＣＦＩ＝０７１３，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然后，对模型的组合信度、会聚效度和判别

效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表４），组合信度都大
于０７，可以接受，会聚效度使用潜变量的平均变
异抽取量ＡＶＥ来进行检验，ＡＶＥ基本均大于０５，
可以接受。平均变异抽取量 ＡＶＥ表明指标变量被
潜在变量解释的变异量百分比越大，相对的误差

测量就越小。平均变异抽取变量中梯田民俗的指

数略小于理想值０５，说明理论模型和调研数据契
合需进一步加强。总体来说，测量模型具有较好

的判别效度，模型整体的稳定性良好。

３５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是为了考察提出的预先

假设是否能获得检验模型的支持，其预先假设可

依靠路径系数进行判别，系数愈大则表明相互间关

表４　测量模型参数估计值及各项检验
Ｔａｂｌｅ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ｔｅｓｔｓ

变　量 因子载荷 信度系数 组合信度 平均变异抽取量

表演妆扮 ０７９３ ０６２９ ０８９２ ０６７４
表演内容 ０８７５ ０７６６
使用乐器 ０８２１ ０６７３
音乐节奏 ０７９３ ０６２９
房屋层数 ０７０４ ０４９６ ０７９ ０５０
房屋功能 ０６９７ ０４８６
房屋材料 ０８２７ ０６８４
房屋卫生 ０５６４ ０３１８
抛荒面积 ０５７１ ０３２６ ０７０ ０４０
耕作种类 ０８３５ ０６２９
民间信仰 ０４２３ ０１７９
节庆习俗 ０５９４ ０３５３
制作方式 ０８１１ ０６５７ ０７９ ０６６
服饰功能 ０８１６ ０４０４

系更强、影响越大。检验发现，本研究模型的各

个潜在变量与预设模型间基本符合，有较强的解

释能力。路径系数除假设１外，其他的都在０９３
至２５９之间，都能在０００１水平下达到显著，表
明除假设 １外，其他假设全部得到支持，如图 ２
所示：（１）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间互相影响
能力不显著。其路径系数为 λ１＝００９，表明在勾
滩屯旅游和社会发展中的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

力间还不存在显著关联。因此，Ｈ１假设被否定。
（２）外在驱动力对歌舞表演、聚落建筑、梯田民
俗和服饰文化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

系数分别为λ２＝１１４、λ３＝０９３、λ４＝２５９和 λ５
＝１７６，均在 ０００１水平下达到显著，表明外在
驱动力对勾滩屯的各项文化景观变迁因子间存在

较大的影响。因此，Ｈ２、Ｈ３、Ｈ４和 Ｈ５这 ４个假
设得到验证。（３）内在驱动力对歌舞表演、聚落
建筑、梯田民俗和服饰文化变迁都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λ６＝１８８、λ７＝１５０、λ８
＝２４６和λ９＝２２６，均在０００１水平下达到显著，
表明内在驱动力对勾滩屯的各项文化景观变迁因

子间存在较大的影响，即Ｈ６、Ｈ７、Ｈ８和Ｈ９这４个
假设得到验证，模型基本符合。

诚然，在社会的发展变迁中，文化景观的变

迁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但是在相对较为封闭的

旅游地，旅游的发展所导致的相关因素对当地文

化景观的变迁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如何能在旅游

的开发和发展中更好的保存民族民俗文化是旅游

开发中面临的问题。因此，观测到底是什么影响了

７８１第１期　　　　　吴忠军等：苗族旅游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的驱动力———以贝江景区的勾滩屯为例



图２　勾滩屯旅游文化景观变迁驱动力结构方程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ｔｏ

Ｇｏｕｔａｎｓｔｏｕｒｉｓｍ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民族村寨中旅游地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显得尤为重

要。从模型分析，虽然外在和内在驱动力都对勾

滩屯的文化景观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

内在驱动力对于歌舞表演、聚落建筑和服饰文化

变迁的影响大于外在驱动力所产生的影响 （λ６ ＞
λ２，λ７ ＞λ３，λ９ ＞λ５），而外在驱动力则在梯田民
众变迁的影响上要大于内在驱动力（λ４ ＞λ８），表
明在勾滩屯推动该地文化变迁的更多的是在于勾

滩屯居民自身在社会文化上所产生的变迁。内在

驱动力对所观测的歌舞表演、聚落建筑和服饰文

化产生较强的影响，说明勾滩屯村民自身在外出

打工中和日常教育中所接受的外部社会的观念和

意识形态对文化本身的改变有较大的影响，这和

笔者在勾滩屯目前所观察到的现状也是一致的，

作为旅游地的勾滩屯依然悠闲地按照自己的步调

传承和发展着文化，村民们希望能够通过旅游发

展村寨，但是也依然安贫乐道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旅游只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穿插于其间。与其他的

旅游村寨不同的是，交通的不便和游客的散漫对

这个发展了２０余年旅游的小村寨并没有带来很大
的冲击。勾滩屯的建筑绝大部分依然是木制结构，

依照祖辈的传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傍水而居。

村中出现的几家水泥建筑大多也是由于村民在外

面感受到更好的居住条件，加上防火的顾虑，于

是希望有所改善。村中入口处曾有一家水泥建筑，

由于开发商考虑到影响美观，于是在水泥房外面

用木头包建，村中小学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这样

使得依山傍水的苗寨的美景得到有效保护。在服

饰文化变迁上，外在驱动力的影响较大，除了一

些盛大的婚嫁与节庆喜事，现在勾滩屯苗寨大部

分村民大部分的时候并不再穿着民族服装，因为

平常干农活的时候觉得不方便。但是由于游客的

到来，为了一些歌舞表演和向游客更好的兜售商

品，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会更愿意在特定的环境里

穿着民族服饰，而且其中歌舞表演的服饰也大多

是由开发商定做而非自己手工做成。

４　结论和讨论

（１）本文将结构方程模型引入文化景观变迁
的驱动力研究，思考旅游地文化景观变迁的驱动

力所在，从理论上丰富了民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

的研究，也有利于旅游规划者在旅游开发的时候

尽量的规避对规划地的文化发展产生的不好影响，

从而彻底挖掘地区本身的文化，使之得到更好的

传承和发展。

（２）苗族旅游村寨文化景观变迁的驱动力研
究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田野调查的

心得，构建的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模

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构成，包括２个
外生变量、４个内生变量和１９个观测变量，所提
出的６个潜在变量分别是外在驱动力、内在驱动
力、歌舞表演、聚落建筑、梯田民俗和服饰文化，

各潜在变量之间存在９种关系。其中，８个假设都
得到验证，仅１个假设被否定，模型具有较强的
假设能力。

（３）研究表明，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互
相影响并不显著，外在和内在驱动力都对勾滩屯

的各个文化景观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模型中

所提出的外在驱动力为开发商行为、政府行为和

游客行为，内在驱动力为外出务工和教育，可以

看到开发商、政府和游客行为较好的解释了外在

驱动力（μ１ ＝２３９，μ２ ＝１９９，μ３ ＝１００），外出
务工和教育较好的解释了内在驱动力（μ４ ＝１００，

μ５ ＝２０６）。模型得出的结论和田野调查的观察基
本也是相符的，虽然在勾滩屯旅游开发将近２０多
年，但是由于周边的三江程阳八寨和贝江景区中

更容易到达的长赖这两个景点对客人的分流，以

及交通的原因，旅游虽然一直发展却并不像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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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那么发达，寨子里很多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外出

务工而没有太受旅游的影响，而村中也依然是只

有一所小学 （仅是１到４年级学生，其他高小学
生则需划船出去上学或到融水县城里去住读），而

旅游的各利益相关者对教育也未产生较大影响。

关于文化景观的变迁方面，所提出的各个观测

变量也分别对歌舞表演、聚落建筑、梯田民俗和服

饰文化进行了较好的解释。观测变量表演妆扮、表

演内容、使用乐器和音乐节奏较好的解释了歌舞表

演（μ６＝１００，μ７＝１１６，μ８＝０９７，μ９＝０９９）；
房屋层数、房屋功能、房屋材料和房屋卫生较好的

解释了聚落建筑（μ１０ ＝１００，μ１１ ＝０８７，μ１２ ＝
１３２，μ１３ ＝０８７）；抛荒面积、耕作种类、民间信
仰和节庆习俗较好的解释了梯田民俗（μ１４ ＝１００，

μ１５ ＝１４６，μ１６＝０５８，μ１７＝１００）；制作方式和
服饰功能较好的解释了服饰文化（μ１８ ＝１００，μ１９
＝０３４），全部在０００１水平下达到显著，符合模型
假设，说明观测因子选择有效。

（４）此外，从勾滩屯的田野调查研究中观测
到，政府对开发商进行一定的监督，让旅游市场

在居民间自行运做，而开发商又能提供给政府一

些反馈，从而政府综合各方面的条件履行一些决

策权，开发商用好自己的经营权，而居民则享有

自主的选择权，这样也不失为旅游地发展的一个

良性循环模式。

（５）本研究需待完善之处：首先，民族村寨
旅游发展中的文化景观变迁因子涉及到很多方面，

本次考虑的文化景观因素虽根据已有文献和田野

调查进行了综合，但是其完善性仍有待加强；其

次，虽然选取的研究点是旅游发展地，但是文化

景观变迁的驱动力不仅只是发生在旅游学中可能

产生的利益相关者方面，人类学、社会学各方面

因素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我们的时

间精力有限，驱动力方面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此

外，本研究的抽样调查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文

化景观的变迁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本文仅在时

间和空间上截选了某个点进行探析，未能从动态

意义上更深入地了解变迁的过程，今后的研究当

中将更进一步持续关注民族村寨文化变迁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动态发展，完善测量工具，对模型做

进一步修正，以提高研究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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