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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民俗节庆对地方认同的影响研究:
基于广府庙会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刘 博 1,2 ,朱 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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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节庆是研究地方认同的重要情境。节庆可能增强也可能消解地方认同。新创节庆,新创民俗节庆如何影响地方认

同值得探讨。以广州市新创民俗节庆广府庙会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利用 SPSS1 9.0 和 LISREL8.72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结果发现:第一,地方认同是认知认同、情感认同与意向认同的二阶因子,说明地方认同有认知、情感与意向三个维度;第

二,逛庙会的群体对庙会举办目的的评价与其对庙会地方性的评价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目的认知直接影响认知

认同,地方性认知则直接影响情感认同,认知认同既直接影响意向认同,也通过情感认同间接影响意向认同,也就是说,目的

认知和地方性认知并不直接影响意向认同。研究设计了新创民俗节庆背景下的结构方程概念模型,并通过实证调查检验,

是已有节庆与地方认同研究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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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节庆是地方意义和地方认同再生产的重要情境。

学者们围绕节日的社会文化功能、意义和影响展开了

大量研究[1]。由于传统民俗节庆往往有深厚的地方

文化根基,成为塑造地方形象、重塑地方认同、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等的重要策略[2-5]。居民通过举办传统

节庆维持自我与地方的联系,实践其地方认同[6]。然

而,在某些新创节庆情境下,不同社会群体基于不同

的地方文化认同,他们参与地方节庆的文化生产过

程,建构出分异的地方认同[7]。权力群体会选择性记

忆地方文化[8],有意无意地消解其他群体的地方认

同,力图建构统一的地方认同[9]。而不同社会群体基

于自身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采用话语和行动等来积

极捍卫自己的地方认同[10,1 1]。由此,“地方意义”不
断被协商与重构,地方意义充满争议[12],地方认同也

随之改变。已有研究对艺术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的

关系进行了探讨[1 3,14],但是新创民俗节庆对地方认

同的影响如何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民俗节庆对地方认同的影响
尽管节庆在不同时空发展不均衡[1 5],但城市管

理者一定程度上借助节庆活动促进了城市文化复兴。
节庆期间,地方的日常生活被打断,改变为生产与消

费文化的物质环境,人们在体验地方文化的同时也消

费了地方[1 6]。然而,节庆与地方的互动可能消解原

有的地方认同,也可能增进地方认同。就新创艺术节

庆而言,它可能有意无意剥离当地人与地方的情感联

系[1 7]而受到抵抗与协商,也可能成为地方文化身份

的象征[18]而增进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
一方面,民俗节庆实践会消解地方传统文化、削

弱地方认同。商业资本抹杀了萨尔茨堡艺术节的“草
根性”地方认同[1 6]。官方力量的介入,消解了广州乞

巧节的内核,从娱神转变为娱人[1 9]。为发展民族文

化旅游经济,利用政治和文化权力,贵州省都匀市务

川县仡佬族精英重构了“九天天主”祭祖仪式和场所,
将务川树立为仡佬族族群中心,难以获得民众的真正

认同[20]。另一方面,民俗节庆可以增强族群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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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和地方身份认同。政府介入赋予广州乞巧节

和盂兰节合法性,促使其快速恢复与发展,大量地方

性文化得以保留,维持了普通人的地方认同[1 9,2 1]。
二战后香港移民举办盂兰节,由此对香港产生舒适和

亲切感,增强了对香港这个移居地的认同[22]。云南

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峦回村帕西傣借助汉族春节

保持了其内部清晰的族群认同[23]。澳大利亚悉尼西

部小镇帕克斯创办了“猫王复兴节”,赢得“猫王”这一

地方身份,并借此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18]。加拿大

安大略省多伦多市的多元文化族群通过庆祝自己的

节日,阐释他们对地方意义的理解,增强其与地方之

间的情感联系和认同,塑造了一个多元文化认同和谐

共处的地方[24]。
综上,节庆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是空间机制的产

物[12],试图框定特定时空下地方的文化认同[25]。节

庆由特定“掌控人”控制[26],哪些地方性文化元素得

到展演、谁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都取决于有权力的

人[14,2 6,2 7]。本地群体常以话语和实践等来协商地方

认同[10,28],节庆为地方认同协商提供场域。然而,节
庆书写在地方的认同如何影响本地群体的地方认同

仍有待实证研究提供依据。尽管结构方程模型在节

庆研究中已有不少应用,但是大多侧重节庆质量与满

意度、忠诚度等有关的态度[29]与行为研究[30]或者节

庆的影响[3 1-3 3],尽管有研究涉及地方依恋,但其仅作

为中介变量出现,研究的重点仍是分析游客的满意度

和忠诚度[34]。国内关于旅游地地方感的大量实证研

究为本文测量项目的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鉴此,
本文以广州市越秀区新创民俗节庆广府庙会为例,借
助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讨新创民俗节庆

对不同群体地方认同的影响,为节庆对地方认同的影

响研究提供实证支持。

　　三、案例、方法与过程
研究选择广州市越秀区 20 1 1 年元宵节开始举办

的“广府庙会”为案例,它是包含祈福文化、民俗文化、
美食文化、商贸休闲文化等活动的广府文化嘉年华。
但“广府庙会”以广州城隍庙重修开放为契机,但其不

同于北方的“庙会”,也不同于南方的“诞”,是广府文

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35],自诞

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不同群体的地方认同不断协

商,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案例。
采用问卷调查搜集数据,利用 SPSS1 9.0 和 LIS-

REL8.72 软件进行数据搜集与统计分析。广府庙会

问卷设计主要参考以往研究的概念和项目,并结合深

度访谈和媒体文本分析的结果,设计了广府庙会的举

办目的(4 个题项)、地方性认知(4 个题项)、地方认同

(10 个题项)、个人资料三部分内容,题项设计采用李

克特五点尺度。问卷设计在“认知、情感、意向”三维

地方认同概念模型基础上构建,结合广府庙会新创初

期的特殊情况,将地方性纳入量表,以期探讨节庆地

方性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地方性常被认为是地

方认同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在很多质性研究中有

论述,但尚未有实证研究检验。因此,基于地方性会

影响地方认同这一假设,构建了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样本量的确定根据样本量应为题项 5 倍以上的原则,
同时考虑本研究涉及的三代以上世居居民与其他居

民群体可能存在认知和认同差异,故样本量最小为

1 80 份。具体调查于 20 1 2 年 2 月 6 日至 2 月 1 2 日广

府庙会期间的越秀区中山四路城隍庙前忠佑广场进

行随机抽样调查。由于首届广府庙会引发激烈争论,
主办方积极举办“广府庙会大家谈”活动,广泛采纳专

家、民众与媒体的意见,第二届广府庙会明确了“广
府”这一核心,并围绕这一核心做了一系列改变。尽

管数据搜集仅在 20 1 2 年进行,但就探讨地方性与地

方认同的关系而言,201 2 年无疑是较佳时间点。研

究者邀请并指导被调查者填写问卷,由于大家带着轻

松愉快的心情来逛庙会,所以比较容易接触调查对

象,且便于同时进行简单的访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共计 2 1 2 份,尽管经过指导,仍有 5 份无效问卷,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 9 7.70%。
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男性占 5 5.20%,女

性占 44.80%;年龄主要分布在 1 8~30 岁的群体,占

50.50%,31~45 岁的群体位居第二,占 1 8.90%,这
与问卷调查有关,18 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跟随父母,一
般不愿意接受调查,由父母代劳,而 46 岁及以上年龄

稍大的群体则较多借“眼花”、“看不清”等推辞,尽管

有人仍然称庙会为“老人庙会”,但是确实可见不少年

轻人出现,访谈发现,前来逛庙会的年轻人大都较为

关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而且广府美食区和

动漫区有较大的吸引力。教育水平在大专以上的占

比为 5 3.40%,高中、技校或中专占 29.70%,初中及以

下为 1 7.00%(其中 18 岁以下正处小初中阶段的孩子

约占 2/3),也就是,逛庙会的群体教育水平相对较高。
就户籍而言,56.60%为广州户籍人口,37.70%的人在

广州居住时间超过 20 年,22.60%的人居住时间在 1 1
~20 年间,15.60%在 5~10 年间,24.10%在 5 年以

内。就被调查者宣称的身份来看,世居三代以上居民

占 3 1.10%,父辈移居广州者占 1 5.10%,己辈定居广

州者占 1 6.50%,暂居广州者为 3 7.30%,这可能与户

籍制度有关。职业分布则相对分散,这与市民就业方

式多样有关。总体而言,样本符合逛广府庙会群体的

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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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府庙会问卷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四、数据统计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2)发现,被调查对象对第二

届广府庙会举办目的、地方性认知、地方认同三个方

面的总体评价都比较高,多数题项得分在 4 分及以

上,“逛广府庙会增进我对广州的归属感”一项得分最

低,为 3.807,“举办广府庙会是为了宣传保护广府文

化”得分最高,为 4.43 9。这充分说明被调查对象对

广府庙会持积极肯定态度,特别对于广府庙会作为宣

传保护广府文化的平台表示肯定甚至赞赏。值得说

明的是,由于本文调查的均为逛过广府庙会的群体,
被调查者的筛选效应可能会提高评价结果,但是由于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新创民俗节庆对地方认同的影

响,因此,选择逛过广府庙会的群体做被调查对象是

恰当的。

表 2　广府庙会目的、地方性和地方认同概念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概念 衡量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P1 举办广府庙会是为了宣传保护

广府文化
4.43 9 0.77 9

目的认知

P2 举办广府庙会是为了强化千年

商都形象
4.09 9 0.985

P3 举办广府庙会是为了促进历史

街区的新发展
4.07 1 0.9 6 9

P4 举办广府庙会是为了增强市民

凝聚力
3.9 9 1 0.978

　　续表 2

概念 衡量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L1 广府庙会称“庙会”,体现了广

府文化的包容性
3.986 0.9 6 6

地方性认知

L2 广府庙会传统与现代并存,体

现了广府文化的开放性
4.1 7 9 0.83 5

L3 广府庙会商贸活动丰富,体现

了广府文化重商的特点
3.81 1 1.003

L4 广府庙会“广”味十足 3.873 1.06 6

PI1 广府庙会是结合本地民俗创

新发展的节庆
4.094 0.887

PI2 广府庙会具有独特的广府文

化身份
4.1 1 8 0.908

PI3 广府庙会是广州节庆的重要

组成部分
4.09 9 0.889

PI4 逛广府庙会增进我对广州的

归属感
3.943 1.043

地方认同
PI5 逛广府庙会我感觉自己融入

了广州
3.807 1.09 1

PI6 逛广府庙会我感到自己是广

州的一份子
3.849 1.09 1

PI7 逛广府庙会增强我对广州的

认同感
4.014 0.97 1

PI8 逛广府庙会我为广府文化骄

傲
4.05 2 0.920

PI9 我喜欢逛广府庙会 3.92 5 0.97 6

PI1 0 我愿意向他人推荐广府庙会 4.146 0.9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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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值,简称

α值),被调查者对举办广府庙会目的认知的 Cron-
bachα值为 0.79 9,地方性认知的 Cronbach α值为

0.726,地方认同的 Cronbach α值为 0.925,均大于

0.7,表明数据的信度或可靠性较高(表 3)。关于数

据的效度或有效性,考虑内容有效性和结构有效性。
内容效度主要是针对广府庙会的特点,举办目的认知

概念主要结合主办方举办广府庙会的目的来设计题

项,地方性认知则将广府文化的务实、创新、开放、包
容的特质与广府庙会的特点结合起来设计题项,地方

认同概念参照以往研究的理论与结论,并考虑广府庙

会的特点,请文化地理学知名专家给予修改意见,并
经预测试以使题项内容表达准确,因此本研究所用问

表 3　概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概念

指标

标准化的

Cronbachα值
KMO 值 卡方值 自由度 Sig.值

目的认知 0.79 9 0.762 2 60.29 1 6.000 0.000

地方性认知 0.72 6 0.7 1 5 1 72.372 6.000 0.000

地方认同 0.925 0.9 1 7 1 3 7 7.322 45.000 0.000

卷应当具有可信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采用 KMO 检

验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亦可确定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

分析。本研究中,如表 3 所示,举办目的认知、地方性认

知和地方认同的 KMO 值分别为 0.762,0.715,0.917,大
于 0.700;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P 值均为 0.000(小于

0.05),这说明该量表所收集的数据可进行因子分析。
(三)地方认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份法和 Varimax 正交旋转分析法,采
用 SPSS1 7.0 对地方认同进行了主成份因子分析。
根据地方认同形成过程经历情感、认知、意向 3 个心

理过程的理论[36],在提取因子时采用强制获取 3 个

因子模型,因子分析所得因子载荷及各因子解释的方

差及累计值如表 4 所示。PI1-3 为认知认同,PI4-
7 为情感因子,PI8-10 为意向因子,这三个因子分别

解释了总方差的 22.963%、27.95 7%、25.652%,累
计解释总方差的 7 6.572%,其中情感因子解释的方

差最大,这一方面支持了理论探索,即认知、情感、意
向等心理过程对地方认同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另一

方面表明,情感在地方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

著,可能的解释为,广府庙会尽管开始举办时受到争

议,但是作为宣传广府文化的平台,人们对此从情感

上表示肯定。

表 4　广府庙会地方认同因子分析

地方认同测量变量 情感认同 意向认同 认知认同 解释的方差(%) 累计解释的方差(%)

PI6 逛广府庙会我感到自己是广州的一份子 0.87 1 0.246 0.230

PI5 逛广府庙会我感觉自己融入了广州 0.81 6 0.302 0.29 9

PI4 逛广府庙会增进我对广州的归属感 0.649 0.52 1 0.232

PI7 逛广府庙会增强我对广州的认同感 0.640 0.333 0.46 1 2 7.95 7 2 7.95 7

PI1 0 我愿意向他人推荐广府庙会 0.2 1 5 0.85 2 0.240

PI9 我喜欢逛广府庙会 0.33 7 0.809 0.1 5 1

PI8 逛广府庙会我为广府文化骄傲 0.423 0.608 0.354 2 5.65 2 5 3.609

PI2 广府庙会具有独特的广府文化身份 0.188 0.25 2 0.841

PI1 广府庙会是结合本地民俗创新发展的节庆 0.333 0.09 5 0.780

PI3 广府庙会是广州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 0.23 7 0.45 7 0.605 22.9 6 3 7 6.5 72

　　注:因子萃取的方法为正交旋转的主成份分析法。

　　(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首先,根据以往研究和定性调查发现,给出如图 1
所示的概念模型。

图 1　广府庙会地方性与地方认同概念模型

　　具体假设如下:

H1:目的认知与地方性认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H2a:目的认知直接影响认知地方认同

H2b:目的认知直接影响情感地方认同

H3a:地方性认知直接影响认知地方认同

H3b:地方性认知直接影响情感地方认同

H4a:认知地方认同直接影响情感地方认同

H4b:认知地方认同直接影响意向地方认同

H5:情感地方认同直接影响意向地方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概念模型并未假设目的认知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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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认知对意向地方认同的直接影响,是因为影响个

体是否选择逛广府庙会的因素很多,访谈中发现,很
多人均表示担心人多拥挤、人身财产不安全、没时间

等多种原因。
第二,地方认同的二阶因子分析,目的是检验认

知、情感、意向这 3 个因子是否确实是地方认同这一概

念的 3 个维度。利用 LISREL8.72 进行地方认同的二

阶因子分析,如表 5 所示,认知地方认同、情感地方认

同、意向地方认同(T 值分别为 9.5 9、12.37、1 1.26,均
大于 1.96)均与地方认同显著相关,该模型 P 值较低

(0.00),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0.83 略低(一般要求大于

0.90),可认为二阶因子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认知地方认同、情感地方认同与意向地方认同是地方

认同的三个子因子(图 2)。

表 5　地方认同二阶因子分析结果

二阶因子 一阶因子 标准化相关系数 T 值

认知地方认同 0.86 9.5 9

地方认同 情感地方认同 0.93 1 2.37

意向认知认同 0.89 1 1.26

衡量拟合程度的指标 指标值 衡量标准

自由度(Df) 32

卡方值(χ2 ) 1 14.23

χ2/Df 3.57 ≤5.00

P 值 0.00 ≥0.10

规范的拟合优度(NFI) 0.96 ≥0.90

不规范的拟合优度(NNFI) 0.97 ≥0.90

比较拟合优度(CFI) 0.98 ≥0.90

增量拟合优度(IFI) 0.98 ≥0.90

相对拟合优度(RFI) 0.95 ≥0.90

拟合优度(GFI) 0.90 ≥0.90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GFI) 0.83 ≥0.90

均方差残根(RMR) 0.05 ≤0.05

近似均方差残根(RMSEA) 0.05 ≤0.08

图 2　地方认同的二阶因子分析图

　　第三,检验概念模型。使用 LISREL 8.72 软件的

极大似然估计程序,对图 1 的概念模型进行检验。模

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见表 6,除 P 值(0.00)小于 0.10、

AGFI(0.85)略低于 0.90 外,其他指标 NFI(0.97)、

NNFI(0.98)、CFI(0.98)、IFI(0.98)、RFI(0.96)、GFI
(0.90),均大于或等于 0.90,RMR(0.045)小于 0.05,

RMSEA(0.077)小于 0.08,可以认为概论模型与数据

的拟合程度很好。图 3 描绘了显著的变量间关系,箭
头旁边列出样本待估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和显著程

度(T 值),其中ρ表示变量间相关系数,γ表示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标准化估计,β表示因变量对因变量的

标准化估计,尽管 H3b 的 T 值(1.86)略低于 1.96,
但是表 7 列示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影响中,除目的

认知对情感认同与意向认同的总影响不显著,地方性

对认知认同的总影响不显著外,其他总影响均显著,
因此,假设 H1、H2a、H3b、H4a、H4b、H5 得到支持,
假设 H2b、H3a 未获假设支持。

表 6　概念模型拟合程度指标

衡量拟合程度的指标 估计值 衡量标准

自由度(Df) 82

卡方值(χ2 ) 184.22

χ2/Df 2.25 ≤5.00

P 值 0.00 ≥0.10

规范的拟合优度(NFI) 0.97 ≥0.90

不规范的拟合优度(NNFI) 0.98 ≥0.90

比较拟合优度(CFI) 0.98 ≥0.90

增量拟合优度(IFI) 0.98 ≥0.90

相对拟合优度(RFI) 0.96 ≥0.90

拟合优度(GFI) 0.90 ≥0.90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GFI) 0.85 ≥0.90

均方差残根(RMR) 0.045 ≤0.05

近似均方差残根(RMSEA) 0.077 ≤0.08

(图中数字为变量间关系的标准化解与 T 值)

图 3　民俗节庆地方认同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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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结构模型中变量间的总影响

目的认知 地方性认知 认知认同 情感认同

认知认同 0.75(3.1 1) 0.1 6(0.77)

情感认同 0.02(0.07) 0.74(2.58) 1.01(2.84)

意向认同 0.29(1.47) 0.45(2.26) 0.90(4.47) 0.52(4.68)

　注:表中括号外的数字表示总影响的标准化系数,括号内的数字表

示该标准化系数的 T 值。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了得到支持的变量间关

系,8 个原假设中 5 个获得检验支持,3 个未获支持。

H1 得到支持,即被调查者对举办广府庙会的目的的

认知与对广府庙会地方性的认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

关关系,访谈发现支持这一关系,部分话语表达“广府

庙会是政府的政绩工程、广州没有庙会、庙会是北方

的”就是将对举办节庆的目的与对节庆地方性的判断

结合在一起;另外一部分话语则认为政府举办节庆赚

不到钱,主要是为宣传传统文化,广府庙会还算比较

广味,没有政府支持节庆也很难办下去等,对比迎春

花市案例,市民认为迎春花市是广州人的传统习俗,
具有地方性意义,那么不管是政府举办还是民间自发

售卖年花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与当地文化有关,即使

有政府政绩工程嫌疑,也是在尊重地方历史文化的基

础上,市民对此表示理解。这支持以往研究结论,当
举办节庆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等而是为了保护

本地传统文化时,节庆才可能获得民间的支持,对地

方性的建构产生正向作用[37]。

H2a 得到检验支持,H2b 未得到支持。即对举

办广府庙会的目的认知对认知地方认同产生显著的

直接影响。举办广府庙会的目的涉及宣传保护广府

文化、强化千年商都形象与促进历史街区的新发展三

个方面,如果被调查者对这几个目的表示赞同,那么

他们将会认为这能够强化广府庙会作为具有广府文

化身份的地方重要节庆的地位;反之,则会认为广府

庙会在地方意义中微乎其微。总之,对目的的认知会

在认知层面影响地方认同。但是举办目的认知对情

感地方认同没有显著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情感的培养

需要较长时间,而广府庙会尚举办 2 届;但是尽管目

的认知对情感认同和意向认同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

存在显著的间接影响。

H3b 得到支持,而 H3a 未获检验支持。即地方

性认知对情感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认知认

同没有显著影响。因为地方性是地方的独特性,刻写

在人们的记忆中,甚至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特别

当一个新事物出现时,地方的群体会首先从情感上表

示接受与否,而非理性判断。

H4a 和 H4b 获得检验支持。即认知地方认同对

情感地方认同、意向地方认同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这说明对认知层面的地方认同不但直接影响意向地

方认同,而且通过情感地方认同间接影响意向地方认

同。

H5 获得检验支持。即情感地方认同直接影响

意向地方认同,逛庙会时情感上对地方产生成员感、
融入感、归属感、认同感等有助于则增强对节庆地方

的意向认同。例如,豆瓣上发起活动“撑广州,就要逛

广府庙会”,很多人表示逛广府庙会更好的了解广州

文化,并表示愿意向他人推荐广府庙会、自己也还会

来逛。
概括而言,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地方认同是认知

认同、情感认同与意向认同的二阶因子,再次证实了

地方认同有认知、情感与意向三个维度;逛庙会的群

体对庙会举办目的的评价与其对庙会地方性的评价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目的认知直接影响认知认

同,地方性认知则直接影响情感认同,认知认同既直

接影响意向认同,认知认同还通过情感认同间接影响

意向认同;但目的认知和地方性认知并不直接影响意

向认同。

　　五、结论与讨论

广府庙会是北方尚且保存完好的文化符号“庙
会”与广府地方性文化记忆杂糅的产物。结构方程模

型分析表明,群体对政府举办目的的认知与其对地方

性的评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拥有文化表征权力

的政府,如果利用庙会展演地方文化则会增进本地居

民的认同,否则适得其反。同时,尽管诞生不久的广

府庙会作为地方性文化符号的意义尚且微弱,但政

府、媒体、民众、宗教及其他社会团体等不同行动者参

与建构广府庙会的地方性,政府在此过程中不断倾听

民意,广府庙会较好地承担起宣传广府文化、塑造地

方品牌形象的重担,具有文化宣传的现实意义,从而

不仅获得官方赋予的合法性,而且逐渐获得民间认可

的合法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了这一点,对于广府庙

会这一新创节庆有贴近感知的群体来说,逛广府庙会

确实在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层面均显著增强其地方

认同。对于以往的研究探索也有正面的回应。总之,
本研究设计了新创民俗节庆背景下的结构方程概念

模型,并通过实证调查检验,对有关节庆与地方认同

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然而,广府庙会至

20 14 年尚且举办 4 届,后续情况如何还有待时间检

验。本文作者也将对该节庆予以持续关注,便于将来

做历时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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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ization of Tourism Corridor
QIU Hailian ,YOU YaNan

(Xinj 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s ,Urumqi 8300 1 2,China)

Abstract:Corridor,as a concept adopted from landscape ecology,has developed in many fields such as heritage protection,cul-
ture geograph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disciplinary.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three
kinds of corridors,including ecological landscape corridor,heritage protection corridor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corridor,and
mainly focuses on differentiating the three in characteristics.On the basis of this,this paper derives and concludes the conception
of tourism corridor,as well as its spatial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corridor;tourism corridor;concep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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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reated Folk Festivals on Place Identit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n Yuexiu Temple Fair

LIU Bo 1,2,ZHU Hong 2

(1.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 1 05 2 1,China ;

2.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 1 0 6 3 1,China)

Abstract:Festival is an important context of place identity research.Festivals may enhance or weaken place identity.However,

how the created folk festivals put influence on place identity is worth exploring.This study takes Yuexiu Temple Fair,a created
folk festival in Guangzhou for a case and collects data by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data.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First,place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of cognitive,emotional and intentional identity.Seco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gnition of the purpose about creating the Yuexiu Temple Fair and the evaluation of
its local attributes.The cognition of the purpose directly affects cognitive place identity,and the evaluation of its local attributes
directly affects the affective place identity.The cognitive place identity directly affects the emotional place identity and the inten-
tional place identity and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the intentional place identity via the affective place identity.This paper constructs
and tes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place identity under the context of a created folk festival and may provide some comple-
ments for the study on festival and place identity.

Key words:folk festivals;Yuexiu Temple Fair;place identit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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