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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是具有文化性的共享空间，不仅在客观物理环境上

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同时还在抽象精神空间上完成了游

客内心栖息。本文从大众媒体传播的角度，从拓展共享空间

的叙事性来解读民宿的文化性，以南通民宿发展现实为例，

着重从民宿精神内核的符号化确立，各种在地资源的文化性

整合以及社区民众的持续介入和评判来试图实现叙事方式和

民宿文创 IP 的新途径。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说人类是一种喜欢“象征性、

概念性、寻求意义”的动物。在他看来，人是一种“不能生

活在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中”的有机体。因此，人一直都在

寻找生活的意义，在分析周边生活的环境和事物。在分析中

发现，叙事能模仿现实又能以不同的洞察力吸引着人们，从

没有文字的时代到有文字的时代，尤其在大众媒体的当下，

人们会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产生故事，也会在故事中生活，并

且人们讲故事的方式也更多样化，不再只依靠文字和语言，

共享空间也成为人们讲故事的一种新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发

展速度的放缓，中产阶层闲暇时间的增多，面对生存空间的

日益恶化，逃离喧嚣，去寻找精神家园。民宿的诞生恰恰就

是迎合了这个市场需求，成为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个空间。

这里不仅是个物理空间，是个商旅产品，更是个有温度，有

情怀，有故事的精神家园。

2020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

施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

重点利用手机应用程序等方式，改善旅游和购物

体验。近年来，各种民宿创业项目涌现，国内民

宿市场在不断增长。根据移动大数据监测平台发

布《2019年中国在线民宿预订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2016 年到 2019 年，民宿行业房源数量、线

上交易额保持高速增长。市场总房源数量从 2016

年的 59.2 万套增长至 2019 年的 134.1 万套，而线

上交易额 2019 年突破 200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四倍。而 2020 年受疫情影响，中国民宿线上房源

数量及交易额增速均放缓，房源数量突破160万套，

交易额破 250亿元。感性和理性兼容培育的市场，

强化商旅度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与增加体验式消费的路径，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成熟型中产阶层消费群体，这个需要的不

仅仅是满足物质要求，更需要满足精神追求的群体。

中国民宿的主要客源是 80、90后，他们追求的不是奢华，

而是寻求真实，沉浸式以及量身定制的体验，人类学家克利

福德·格尔茨说，人类是一种喜欢“象征化、概念化、寻求

意义”的动物。因此，民宿作为一个能真实兑现主题的“意

境”是很重要的。一处成功的民宿是一个“意境”，一个“原

乡”，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新方式，更是一部叙事，人们认识

故事，走进故事，住进故事里，体味故事，会发现自己就是

故事的一部分。道德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在其著作

《追寻美德》中说，人类通过有意无意地提及他们所听过的

故事来引发他们辨别事物重要性以及应该如何行动的感觉。

如果不储备一些故事资源，我们将无法对任何社会产生认知，

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因此，叙事的胜利不仅是人类文明进

步的表现，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讲故事的形式有很多

种，民宿就是其中的一种。民宿就是一种叙事的形式，在设

计自由的空间内完成叙事的自由，虚幻的信念在这里可以落

实。作为事实存在的民宿，不同的民宿主，不同的住客会对

它进行不同的解读。在当下大众休闲时代，多种方式的表现，

并没有离开注重体验的本质。而体验说到底就是人们不愿意

在做一个旁观者，而是成为参与者，即故事的参与者，在参

与中还能听到其他角色的故事，从而形成自己的全新故事。

南通民宿实现文创 IP 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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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主通过民宿周边资源的整合、氛围的营造、品牌的打造，

讲述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住客愿意

花更多的时间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去汲取别人的故事，在不

知不觉中改变自己。民宿作为旅游中一种新的叙事方法，该

如何讲故事，讲好故事？

一、以精神内核为依托的符号化确立

民宿中各种碎片信息、文化元素是靠待客理念为精神内

核来连接的，在连接中完成各种意义的找寻和凸显，它以不

易察觉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民宿的解读。民宿主是理念内核

的符号化存在，当然也包括在民宿工作的从业者，将虚构的

想象外显成客人的真情实感。在小体量的民宿中，主人为客

人当司机、导游、厨师等，在频繁的接触中，分享自己的人

生起伏、遭遇和经历，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待客理念在

这些具体外显中完成传递，即“客人是来家里做客的朋友”。

既然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主人就要热情的将家里的好酒好菜

拿出来招待他们，这个是情谊；还要如数家珍的将家里特色

展示给他们看，这个是体验。主人与客人之间的交流，是源

于信任，这里有经济信任，更有文化信任和精神信任。主人

的文化、心态、胸怀、生活理念都会在与客人的接触中传递

出来。待客距离的远近，传递出来的理念和文化是有差距的，

理念的实现需要实际行动和接触支撑，这也是信任的延伸。

这是身份的认同，使想象群体在现实中变得可见。主人的文

化、情绪都在影响着待客理念的实现，客人也在交互的情感

消耗间完成入住体验。在民宿物质条件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待客理念就像电脑芯片一样，呈现出各种民宿的不同之处。

润物无声，相处无行，于无声处叙述民宿故事，塑造民宿个性，

实现“有温度的住宿，有灵魂的生活。”

近年来，南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坚持“以

旅促农，农旅结合”为原则，以打造乡村旅游精品为主要抓手，

全力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目前已拥有 3 家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8家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形成了一大批品牌形象明

确，产品特色鲜明，深受游客赞誉的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旅

游成为推动南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南通民宿作为南

通农村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宿主人在农旅融合的感召下，积极主动发挥本地人优势，

熟悉风土人情，更深谙南通文化，生于斯长于斯的民宿主，

用自己的方式爱护着家乡，守护着家乡。通过调查，可以发

现，他们都秉承着“回家的亲人”理念，让远游在外的游子，

可以放下疲劳和负担。这里没有奢华的装潢，没有过于精致

的菜品，没有奢靡的格调，有的只是民宿主的真诚，一杯清

茶，一碗粥，一盘家乡的炒青菜，在菜籽油的味道中，找到

了南通的烟火气。这里的民宿多半是民宿主自己经营，用忙

碌的身影拉近了和游客的心理距离。南通启东圆陀角的寻海

时光民宿，地处江海岸线，拥有黄金海滩，碧海银沙的优势，

面朝大海，无论休闲娱乐还是度假观光都是好去处。

二、在地资源的横向空间整合，在经济性中凸显生活性

民宿，唯有院子和主人文化不可复制，有强烈的地方性

和社会表征。尤其是乡村民宿，全面认识和把握乡村空间，

是开展进一步打造的前提，在地资源是民宿选址的优先考虑

因素，这里有物质空间，文化空间还有社会空间。在讲求体

验经济的现在，民宿不仅要重视游客的功能体验，更要重视

他们的心里体验和情感体验，在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中，拓

展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纵观目前中国民宿发展成功的云南、

川湘、浙闽、徽南以及京郊地区，无论是民族特色代表的松

赞还是徽派文化代表的澍德堂，民宿创始人在构建民宿之初，

都是被当地的建筑文化，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所吸引，生活

性的彰显是民宿的灵魂。在盘活当地闲置房屋和老宅后，精

心巧妙设计，成为融设计与在地文化为一体的存在。例如，

以自然风景为依托的“月墅”，以民族风情为典范的“松赞”，

以传统文化为基调的“澍德堂”，山水间的民宿已然是风

景的组成部分，走进民宿就是走进风景。在

地的资源风景是民宿品牌得以依托的支撑。

南通启东的“寻海时光”民宿和“好望角”

民宿也都秉承着这一原则，采用启东当地民

居洋房的风格。中国近代洋房不仅是启东文

化的一部分，更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与江

海金滩融为一体，成为圆陀角风景的一部分。

民宿的内部设计、装饰多是就地取材，

于不经意处巧用设计，看似自然而成实际却

是用心铸就。七八十年代的自制沙发，陈旧

的手工小凳子，斑驳的老式台灯，旧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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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回来的老式家具，老旧的织布机，凡此

总总都在努力让客人走进民宿时，回到那

个时代，贴近生活。来到这里，就是当地

人，和当地人一样生活，一起享受这里的

阳光和风雨，没有外来人，没有客人，有

的只是回家的游子。南通蓝印花布的扎染

成为民宿文化装饰的重点打造项目，南通

几乎所有的民宿都会或多或少用到蓝印花

布元素符号，走进蓝印花就是走进南通，

走进南通文化，在交互作用的帮助下，南

通文化也熏陶了民宿住客。

有的民宿会请蓝印花布的手艺人做客民宿，与游客一起

扎染一块蓝印花布，一起描样，一起扎捆，一起漂染，在理

论与经验的碰撞中摸索蓝印花布的奥秘。民宿的选址关系到

在地文化的传播，在地资源的整合以及在地人民的共处。文

化空间根植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在物质空间的活化中，

在民众的参与中强化。文化空间是动态的，多元的，分散的，

在有限的物质空间里，凸显在地文化，不得不说民宿确实为

一个适合的表达形式，这里不仅有鲜明的地方性表征，人们

的实践活动表述，还有人们的主观臆想。这里不仅可以被感

知，还可以被构想，这里有实践，有体验，有生活，构成了

民宿空间“三重模型”的整体性。仅从被动的客体来认知民宿，

确乎有些表面，人们在空间里实践的同时，空间也影响着人

们的社会实践。民宿在自然要素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人文要

素的地理环境整体，这是社会空间，即人类凭借其社会行为

所建构出来的空间，是次生空间。也就是说，民宿通过对土

地利用，生态环境、建筑景观等物质要素承载，成为可以感

知的物理空间，感知进而成为生活的空间和反映价值观念及

主观精神的文化空间。通过感官物质空间，体味文化精神空间，

这就是民宿的初衷。

三、发挥民宿触媒效应，扩大社区影响空间

民宿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满足人们的精神

需求。在提供住宿的功能之外，这里的活动，节目，文化项

目都不能缺少当地人的参与，友好开放的社会环境也是民宿

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之一。民宿不是容器，不是静止的，有限的，

这里有人类的实践，有民众的参与，有游客的体验，因此这

里是多元的，动态的，这里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存在。由于

触媒效应，民宿的发展可以带动和激发周围社区的建设和发

展，形成链式反应，引导后续开发。

入住民宿的游客要想体味在地文化，必须要与周围社区

的民众发生接触，“乡愁”“集体记忆”仅仅在单独的民宿

中寻找，是不切实际的，必须与周围社区的接触中解读在地

文化的本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宿的概念不仅仅是空间

的物理所在，更是一个“内蕴”过程，是以一个空间形式的

物质，要超越民宿空间的狭隘。民宿存在于社区中，不仅物

质的供应链需要社区，民宿的烟火气也需要社区。民宿为周

围社区提供一个新的经营项目，新的经济业态，不仅让当地

人体味到了共享经济的具象，还能在民宿主的积极引导下参

与到民宿的经营中。民宿主在维持民宿内部有序性的同时，

还要维护周边社区的交流沟通。周围社区民众参与其中，在

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还学习了民宿的经营管理，见识到最

新的文化现象和风俗具象，与民宿主体形成多元并存。

民宿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经济物理的刚性存在只是其文

化属性提升的基础，文化内涵的丰富和表象的完善才是民宿

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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