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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徽州民宿发展问题浅析

姜丽娟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0）

徽州地区拥有约两千年的发展历史，是徽文化

的集聚地区，那里风景优美，文化气息和历史底蕴

浓厚。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政策对

旅游发展的大力支持，徽州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迅速，

民宿在徽州地区逐渐兴起。但同时，由于处在发展初

期，民宿发展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且日益突出。

文旅融合作为国家重点提倡的旅游发展方式，

在越来越多地区得到体现，但是很多地区文旅融合

度仍然不高或是简单拼凑，本文旨在文旅融合的发

展背景下针对目前徽州民宿发展存在的问题做出剖

析并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为徽州民宿的发展提

供借鉴作用。

1.民宿发展背景
民宿作为诗和远方的产物，它的产生是必然

的，它能够满足人们精神上更多的需求，因此在

这个物质文明发展迅速、精神文明稍显匮乏的时

代，它的发展才如此迅速。中国的民宿发展大多

是从日本和台湾的民宿发展中汲取经验，在20世纪

90年代，当时的民宿还只是雏形，大多被称为“客

栈”，当时的‘客栈’和农家乐差不多，基本上只

提供简单的餐饮和住宿服务。2012年以来，随着我

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

国的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展迅速，人们对度假

旅游的需求迅速增长，对客栈、民宿等个性化住宿

服务场所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使民宿快速发展。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旅行时也逐渐

重视精神需求以及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近年来，

国家大力提倡文旅融合发展，文化可以提供旅游的

吸引力，而旅游的发展则可以带动文化得以创新和

发展。而大陆民宿由于起步较晚，仍存在着很多问

题，并且与文化的联系也不紧密或者只是流于表

面。因此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民宿如何解决

自身的问题并健康发展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2.徽州文化内涵
2.1建筑文化

徽州建筑又称徽派建筑，它是徽州文化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中最重要的流派之

一，徽派建筑一直被中外许多建筑大师所推崇，它多

以砖块、木材、石块为原料、采用徽文化中特有的雕

镂方式，雕刻出来的图案极其优美且充满艺术感，可

以说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徽派建筑是徽州山水之灵

气的具现化，更是徽州文化的具现化，它在许多方面

的设计上都充分体现了徽州当地的文化特色。

徽派建筑的形成，与古代的文化融合有很大的

原因。徽州地区原来是古越人的聚集地，后来随着中

原氏族的大规模迁入，古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

与融合，使其文化背景和底蕴越发深厚。这种文化的

融合在初期更为直接的体现在了建筑风格的转变上，

早期的徽派建筑不仅保留了古越人建筑的‘干栏式’

建筑的格局，同时吸收了中原建筑的四合院形式，最

后逐渐发展成了如今看到的样子。这种独特的建筑文

化，为徽州民宿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2村落文化

村落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它的作用是无

可取代的。以如今歙县、绩溪、祁门、黟县、休

宁、婺源为主要地区分布的传统村落，历史文化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村

落之一。基本上每一个村落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族

群，有关于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这些保存

完整的古村落以及其中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为

民宿在徽州的发展奠定了开发的基础。

2.3戏曲文化

徽州的历史文化熏陶孕育了一种独特的戏曲文

化，那就是徽剧，它是与黄梅戏、庐剧、泗州戏并

【摘　要】近年来，文旅融合成为旅游行业的热词，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
化与旅游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而民宿作为一种新兴的住宿方式，在旅游过程中越来越受到
人们青睐。但由于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仍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通过一系列考察和资料研究，对徽州地区
民宿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整理分析出徽州民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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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安徽四大优秀剧种之一。

徽州人能歌善舞，尤其以明清时期最甚，在当

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戏曲家和曲目，乾隆年

间，徽剧三庆班进京演出，与后来兴起的春台、春

和和四喜班共称“四大徽班 ”。如今，在徽州某

些农村，每逢婚丧嫁娶，当地人仍会请徽剧班演

出，而徽剧通常会对那些内容复杂的戏文进行改

造，使其力求通俗，这也是徽州人民仍对徽剧较为

喜爱的原因之一。而在民宿的建设及运营中，优美

的戏曲往往能营造出一种轻松、闲适的氛围，使客

人更好地了解到当地的文化。

3.民宿发展现状及问题
3.1民宿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

随着中国度假旅游需求的不断增长，民宿的发

展也越来越迅速，由此吸引了一大批资本的注入，

各种民宿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但是资本的涌入也

滋生了很多问题，较为明显的是很多民宿虽然打着

民宿的旗号，本质上仍是酒店，运营思路仍是酒店

的那一套管理模式，让客人吃好睡好就是其目标。

虽然很多民宿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慢慢转

变，但是仍没有较为明显的创新，多是一些时下热

门的文化注入，比如网络热词、语言、文字、以及

装饰品，这很难让游客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这

些东西他已经从其他渠道了解了，往往很难去给客

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3.2生态低端化，缺乏品牌建设意识

目前我国民宿发展仍处在初期阶段，民宿的经

营大都是借鉴其他地区民宿的发展经验。依托当地

民居的基建设施，而经营者则多是当地居民或者外

来投资经营居多，在一些游客看来，民宿与农家乐

的区别并不大，并不能让其感受到民宿独有的文化

和内涵，相对于农家乐来说民宿的价格更高，这则

会使游客有一种价格与实物不相符的感觉。这就会

使民宿陷入一种循环中，得不到有效迅速的发展。

在徽州地区，很多民宿都会有这样的差评出现：价

格太高，设施水准不够，住宿性价比不高，体验感

不够好……这是目前中国民宿在运营中出现的普遍

问题，因此，精品化品牌化战略就势在必行，这样

才能使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3.3缺乏规范化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

大陆民宿不同于日本民宿，作为亚洲民宿的鼻

祖，日本民宿由于起步较早，其法律法规也在长时

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时至今日，已经有一整

套关于民宿的法案出现，政府对民宿开设、经营，

以及消防、建筑、食品卫生安全方面都有所规范。

而大陆地区民宿发展由于起步较晚，自诞生之日

起，就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现行的法律法规对

于民宿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对其经营准入、营

业许可、以及建筑、卫生，食品安全和服务方面并

没有一个明确的准则。

其次缺乏规范化管理，民宿的发展涉及消防、

工商、食品、旅游、公安等多个监管主体，管理较

为松散，加之没有完善的法律支撑，缺乏合理的监管

责任划分和相应处罚规定，规范化管理自然也就无从

谈起。徽州民宿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受其困扰，由于民

宿经营者大多为当地居民，而民宿主体则多是自建房

屋，所以卫生、食品、建筑、消防安全这一块存在很

多问题，加上当地的行业协会多为自发组织，没有实

际认定的审查监管依据和资格，无法进行有效的指导

和管理，徽州民宿自然也就无法得到健康发展。

3.4文旅联系不紧密，缺乏文化内涵

文旅融合发展是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内在要

求和必然结果，旅游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同样，民

宿的本质便是文化，核心就是文化。因为民宿的发展

需要依托于当地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如果摆脱文

化，那么民宿的发展方向必然是错误的，不可行的。

众所周知，徽州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从古至今保留的文化

内涵很大程度上是吸引游客前来的一大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一些资本的流入以及经营者不同的经营思

维，有些人为了个人情怀，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想到某种风格就开始做，完全没有结合当地地域文

化。另有一些人注重盈收，于是经营的民宿则向豪

华酒店靠拢，企图以豪华的设施和精致的服务吸引

客人，其实完全忽视了民宿与酒店、宾馆等最本质

的区别——文化内涵。同时，随着一些流行文化的

兴起，很多经营者盲目吸收流行文化、网红文化，

以此来吸引游客，却与当地的文化特色背道而驰、

渐行渐远，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了文化的内涵，这根

本无法使徽州民宿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

4.文旅融合背景下徽州民宿发展策略浅析
4.1加强民宿创新，丰富民宿多元化

多元化、差异化是民宿发展的基础，在同一个

地方，一样的风景，一样的人文气息，一样的建筑

风格，因此游客的感受也大体相同。只有与其它民

宿不同，拥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和风格，才能更好地

吸引游客。徽州民宿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依托当地

的风景名胜、人文景观、文化底蕴，充分利用传统

文化，同时也要加强文化创新和民宿创新，使其越来

越多元化，个性化。徽州民宿在设计和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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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探寻地域特色、传统文化，同时要结合当代优

秀文化、先进文化，利用多种多样的地域文化元素，

进而让民宿的类型、风格更加多元化，让游客有一种

与众不同的体验和感受。同时可以避免各个民宿在发

展的过程中出现同质化现象，错位发展，从而减少因

为同质而产生的恶意竞争。开拓发展思路，创新发

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这样才能更好的满足

游客的需求，促进徽州民宿健康发展。

4.2确定产品定位，塑造品牌文化

随着民宿的迅速发展，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

小规模、个体经营的民宿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因

此，确定产品定位，进行产品创新，发展区域集群

化的民宿，从而塑造品牌文化则势在必行。徽州民

宿发展较为集中，这是一个优势，而在之后的发

展过程中，徽州民宿首先应该对市场进行精确地分

析，明确自身的客户群体，聚焦市场发展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要明白自己的特色是什么，与

其他地区民宿相比优劣点在哪，以此来不断改进和

完善发展目标，从而确定产品的定位。同时要学习

和汲取国内外优秀民宿的发展经验。完善硬件配套

设施，创新服务模式，加强服务质量，提高自身民

宿的口碑，打造精品民宿。最后要加强宣传推广，

围绕民宿产品和文化核心去宣传，使更多人了解到

徽文化和徽州民宿，增加知名度，使之逐渐的形成

一种特有的品牌文化。

4.3完善相应法律法规，规范化管理

目前，我国民宿相较于日本等地区民宿来说，

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因此，相应的法律体系也在

不断建立当中。徽州民宿要想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

前进，首先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要统筹兼顾，完善

立法。立法要以能够促进民宿产业健康发展为前

提，同时要结合徽州地区的特色，因地制宜，不可

以脱离实际，只有这样，徽州民宿在发展的过程中

才能有坚实合理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其次，要明

确民宿监管的主体，民宿的各个部分该由谁管，怎

么管，要有明确的，系统的分工。

同时要扶持建立由地方政府认可或者在市场监

管部门备案的地方性协会，由协会对民宿经营进行

监督和指导，从而提高民宿管理的质量，推动规范

化管理。最后，要完善淘汰和惩处机制，目前，不

仅是徽州地区，全国各地的民宿都有鱼龙混杂、

参差不齐的现象发生，因此要加强监管，依照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等进行规范管理，对于经营条件不

合格的或者是严重违反行业规章制度的，要予以严

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民宿的发展，推

动国内民宿更上一层楼。

4.4 联系当地文化，提升文化内涵

民宿的核心是文化，文化作为民宿的灵魂，如

果不联系文化，那么民宿的发展就犹如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徽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三大地域文化

之一，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以及历史沉淀。因此

徽州民宿在设计与经营过程中要突出徽州文化的特

色，同时要充当旅者与徽州文化近距离接触、沟通

的桥梁，使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不仅体验到舒适的

环境、氛围，更能深入地去感受徽州文化，了解徽

州文化。比如可以邀请游客观看徽州三雕的制作过

程，或者邀请客人观看徽剧，品尝徽帮菜，这些都

是徽州文化的具现化，可以让游客在衣食住行的过

程中更直观地感受到徽州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能让

游客更好地参与其中，丰富游客的体验感，进而获

得深层次的精神享受。

5.结论
民宿是近年来新兴的旅游产业，它体现着我国

产业结构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也体现了随着经

济的不断发展，国人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是

向好的有利的。文化作为民宿的核心与灵魂，对于

民宿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徽文化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内涵是徽州民宿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

障，徽州民宿应该在国家政策的正确指导下联系当

地传统文化，将其融入民宿发展中，使民宿更加能

够体现个性化、地域化特征，从而丰富民宿发展的

形式与内涵，促进民宿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可

以激发徽州地区传统文化的活力，弘扬和发展优秀

传统文化，最终实现文化走向“远方”，旅行更有

“诗意”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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