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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化身份的研究对于探究旅游劳工移民的本质 , 理解旅游移民文化和社会融合等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笔者通过对大理古城旅游劳工移民文化适应过程的考察发现 : 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是在对移

居地的文化适应中建构起来的 ; 与其他移民相比 , 旅游劳工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具有更强的流动性、自致

性和边缘性特征。文章可丰富旅游移民社会文化影响的相关理论和案例 , 并为旅游地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

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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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旅游劳工移民是指由于旅游地游客数量上升 ,

出现新的旅游服务行业或原有的旅游产业部门出现

劳工不足而引起的劳工移民 , 在国内外旅游界都属

新兴的研究领域。本研究采用的是我国学者杨钊的

定义 : “旅游劳工移民是旅游地以外劳工迁入旅游

地定居并在旅游行业从业超过一定期限的移民 ”。

它具有三个特性 : 一是异地性 , 旅游劳工移民必须

来自旅游地以外 , 这里的旅游地主要指吸引物集

中、设施齐备、规模较大的成熟旅游景区 ; 二是职

业性 , 必须以旅游职业为主要生活来源 ; 三是长期

性 , 旅游劳工移民必须在旅游地有一定的定居时间

(如果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对 “迁移人口 ”的定

义 , 可以用离开户口地 6个月作为时间标准 ) [ 1 ]。

目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劳工移民

产生的动力分析和社会影响方面 , 而国内关于旅游

劳工移民的研究还较少 , 最早关注这个领域的杨钊

和陆林两位学者已开始构建国内旅游移民研究体

系 , 具体成果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对西方旅游移民

研究趋势进行了综述介绍 , 把旅游移民概念引入国

内 ; 二是通过九华山的实证研究 , 对国内旅游劳工

移民的行为特征、转移动机、从业感知和转移模式

进行了分析 , 而旅游劳工移民文化适应和文化身份

的研究至今未见涉及。

旅游劳工移民文化研究的难点不仅在于物理空

间和时间的变动性 , 更关键的是文化空间和时间的

“混杂”性 , 也就是文化身份的特殊性 , 容易使人

产生 “乡关”何处 ? 我们因何而来 ? 我们的身份是

什么等社会定位问题。因此 , 文化身份的研究对探

究旅游劳工移民的本质 , 理解旅游移民文化的形成

和社会融合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尝试结合大

理古城的实地调查结果 , 从文化适应角度对旅游劳

工移民的文化身份作初步探讨。

　　二、文化适应与文化身份

20世纪 30年代文化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首次

提出学术用语上的 “文化适应 ”, 即 : “文化适应

用于理解这样一类现象 , 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

不断的接触 , 使双方或两个群体最初的文化类型发

生变化。”本文采用我国学者刘有安教授的观点 :

“文化适应”主要是指一种弱势文化对于强势文化

的适应 , 它既是一种过程 , 即作为一种弱势文化

(一般为外来文化 ) 承载者的个体或群体为了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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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学习或模仿处于强势群体的文化 (一般为本

土文化 ) 如谋生方式、生活习惯、风俗礼仪以及语

言等 ; 同时也是一种结果 , 即处于弱势的文化特性

逐渐隐藏、减少甚至消失 , 取而代之的是强势文化

的特性 [ 2 ]。因而 , 移民的 “文化适应 ”简单地讲 ,

就是移民进人某地之后经过心理和文化的调适与适

应逐步变为当地人 , 当最初形成的 “移民文化 ”演

变为本地文化时 , 就标志着移民 “文化适应 ”的完

成。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适应 , 实际上就是对旅游

目的地文化的学习和接受 , 其过程是通过对旅游地

物质、精神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适应 , 完成从外地人

—移民—当地居民的文化身份转变。

身份是某人或群体标示自己为其自身的标志或

获得某一事物独有的品质 , 身份确定是基于自我的

身份认同和他人的身份认同的统一。文化研究认为

社会人至少应该具备两种身份 : 一种是固定身份 ,

是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 , 被赋予认

定之身份 , 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在一定

时空之下 , 分享共同的历史、宗教仪式、社会及道

德规律的人群 , 在多种族多民族多国度多信仰的人

类世界拥有的地位 , 它是人的 “本质性的身份 ”。

另一种是叙述身份 , 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

间的积累而形成的认同 , 它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

述再现自我 , 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解过程

中 [ 3 ]。固定身份是民族认同的基础 , 而叙述身份是

个体自由选择的表达方式。人就是在 “命定 ”与

“自由”中完成了自我的身份建构。对旅游劳工移

民而言 , 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与他人的身份认同还

没有统一 , 在游客眼中他们是当地人 , 在本地人眼

中他们是外来客 , 在自我认同中是 “反认他乡是故

乡”的漂泊者 , 因此他们具有多重身份 , 研究旅游

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 , 就是对旅游劳工移民多重叙

述身份的解读。

文化适应是取得某种文化身份的途径 , 文化身

份建构起来的过程也就是文化适应的过程。因此 ,

可以通过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适应来考察其文化身

份建构的过程和特点 , 从而发现旅游劳工移民身份

建构的规律和社会学意义。

三、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建构
———基于大理古城的个案研究

大理古城作为旅游吸引物集中、旅游基础设施

齐备的成熟旅游景区 , 有较大的旅游商业吸引力 ,

已成为云南省旅游劳工移民聚集的主要地区 ; 加之

大理古城所具有的白族文化氛围和旅游文化背景能

更好的烘托出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适应状态 , 因此

研究选择大理古城作为案例地。

本研究的调查主要选取大理古城 “洋人街 ”和

从古城南门到洱远路的店铺和游客密集地 , 共发放

问卷 150 份 , 回收有效问卷 138 份。问卷采用

SPSS1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被调查的 138名旅

游劳工移民中 , 年龄在 20岁以下的占 2815% , 20

～29岁的占 3916% , 30～39岁的占 1718% , 40～

49岁的占 916% , 50岁以上的占 415%。, 旅游服务

业者占 2416% , 民族手工艺从业者占 2917% , 其

他旅游商品经营者占 4517%。调查对象的文化水平

普遍不高 , 初中文化占 5010% , 技校、中专、高中

文化的占 2917% , 大学以上的占 2013%。调查问

卷通过对旅游劳工移民在迁居地的物质适应 , 精神

适应和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来考察其文化身份建构

的特点。

(一 ) 流动性

从物理空间看 , 多数旅游劳工移民在旅游地只

是暂住者。在大理古城的调查发现 : 旅游服务行业

的年轻化特点使得从业人员更新幅度较大 ; 并且由

于大理古城作为旅游胜地 , 物价水平较高 , 外地劳

工在这里购房完全定居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在旅游

劳工移民居住时间的调查中 , 选择 6个月到 1年的

对象为 2514% , 1 ～3 年为 2610% , 3 ～5 年的为

2611% , 5年以上的仅为 2215%。从谋生方式看 ,

旅游劳工移民较其他移民具有更强的逐利性 , 他们

移居大理的原因就是看重它强大的旅游商业机会 ,

经济条件是否改善直接影响移民文化适应的感受和

评价 , 一旦处境不理想或别处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他

们就会选择移居。从文化空间看 , 旅游劳工移民由

于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的限制 , 不可能像消费导向

旅游移民那样在文化适应上有较大的自主性和自我

性 , 而是必须被动的适应当地社会文化来谋求生存

发展。表 1显示 : 旅游劳工移民生活习惯的适应包

括饮食习惯、地方风俗、语言、宗教信仰等几方

面 , 其中尤以当地地方风俗和语言方面的适应过程

最为吃力。这个结果意味着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适

应主要集中在物质和社会层面 , 而精神层面则触及

不多 , 说明当事人并未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中 ,

文化身份建构处于一种流动状态。

旅游劳工移民具有普通移民的身份特点 , 同时

具有旅游流动人口所具有的消费主义、多元文化、

世界主义特征 , 同时 , 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移民 ,

旅游劳工移民还具有主体构成多样性、表现形式复

杂性、移民感知差异性、行为方式渐变性等复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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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1 ] , 难以用一种或几种身份明确界定。旅游劳工

移民在适应旅游地文化的过程中 , 自身的变化是一

种必然 , 一些特质的丧失也在情理之中 , 新的身份

就在这种流动中不断建构起来 , “流动 ”成了旅游

劳工移民文化身份的显著标志。
表 1　旅游劳工移民生活习惯适应调查

项目 频率 频数 有效频率 累计频率

饮食习惯 24 1714 1714 1714

当地民族风俗 51 3710 3710 5413

语言 51 3710 3710 9113

宗教信仰 12 817 817 10010

总数 138 10010 10010

(二 ) 自致性

当下文化身份研究越来越强调主体的选择性 ,

即身份的自致性而非先赋性 , 认为文化身份不仅是

历史境遇的产物 , 还是社会 (个体 ) 能动性和情感

认同的产物 , 这为研究旅游者或移民的行为和心理

提供独特的视角。事实上 , 旅游文化的研究将旅行

视为神圣的旅程 , 是旅游者的 “净化 ”之行 , 其目

的在于压抑或者超越原来的自身 , 获得新的人生体

验 , 是对惯常生存状态和身份的一种自我否定。可

以说 , 旅游本身就是人类获得自致性身份的一种途

径 , 而旅游劳工移民则需要在同化与坚守并峙的文

化适应中生存发展 , 就更是一种自致行为。

对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适应调查结果显示 , 虽

然在文化适应的类型 (何种迁入地文化 ) 没有选

择 , 但劳工移民却在文化适应的方式 (如何适应 )

上体现出很强的主动性。

在回答 “移居后 , 你认为当地文化是否会改变

你原来的文化”问题时 , 选择不会改变和选择两者

会融合在一起的人为 3810%和 3819% , 2411%的人

选择当地文化会逐渐占主导地位。大部分人表示他

们更愿意保留自身的文化底蕴 , 家乡情结是不能忘

记的 , 这种意识使得他们的文化适应正确兼容多于

盲目接受。

在 “日常生活中你常使用的语言是 ”问题中 ,

1310%的人调查对象选择使用当地方言 , 5518%的

人选择使用家乡话 , 3112%的人选择普通话。调查

人群表示他们更愿意讲家乡话 , 那样更亲切 ; 而当

地方言是他们最不愿接受的 , 因为那样会失去与老

家的联系 , 没有归属感。

在倾诉对象的选择中 , 未婚者多选择老家的亲

戚朋友和当地的朋友 , 已婚者多选择丈夫或孩子和

老家的亲戚朋友 , 仅有 1512%的人选择邻居。从表

2可以看出 , 旅游劳工移民的心理依恋主要还是集

中在原有的社交圈中。
表 2　旅游劳工移民的交往对象调查

项目 频率 频数
有效

频率

累计

频率

自己家里的亲戚 52 3717 3717 3717

原来就认识的朋友 47 3411 3411 7117

到这个地方后认识的朋友 35 2514 2514 9711

平时不怎么和谁来往 4 219 219 10010

总数 138 10010 10010

调查显示 : 大理古城的旅游劳工移民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既没有完全照搬其从移居地携带来的社会

经济关系资源和价值观念 , 也没有完全排斥移居地

对他们有利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资源 , 而是

根据自身面对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以及自身具有的生

存发展能力 , 对所有他们能接触到和了解到的资源

进行建构 , 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

质。他们 “可以不必在两种文化之间做选择 ”, 而

是 “可以更加自由而成功地穿梭于其间 ”, 体现出

一种 “和而不同”的移民文化适应状态 [ 4 ]。旅游劳

工移民改变命运的努力 , 以及文化创造的能力 , 充

分体现出移民文化身份建构中的自致性特点。

(三 ) 边缘性
与其他移民一样 , 旅游劳工移民游走于不同文

化中 , 丧失某种 “归属感 ”, 而且由于其不同于其

他移民的 “劳工 ”性质 , 文化身份的边缘性更加

明显。

从人口特征看 , 旅游劳工移民中年轻人占主

体。在被调查的 138名旅游劳工移民中 , 年龄在 20

岁以下的占 2815% , 20～29岁的占 3916% , 30～

39岁的占 1718% , 40～49岁的占 916% , 50岁以

上的占 415% ; 其中女性比例大于男性 , 二者无论

在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上都属于弱势群体 , 加上变

动不居的生活方式 , 很容易在社会生活中 “被边缘

化”。

从社会网络来看 , 旅游劳工移民在社会适应上

所遭受的困扰集中体现在语言表达能力不佳、缺乏

工作能力、缺乏人际网络和缺乏经济独立能力问题

上。其中缺乏人际网络最为明显。此外 , 旅游劳工

移民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并不紧密。调查发现 , 移民

在遇到困难和问题需要帮助时 , 有 3612%人选择自

己想办法解决 , 1916%的人选择找亲戚 , 2611%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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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找原来的老朋友 , 1318%的人选择找来到这个地

方后认识的朋友 , 只有 413%的人选择找政府。很

多人表示不去找政府的原因在于担心政府会偏袒当

地人 , 而且会令事态扩大。可见 , 旅游劳工移民一

方面有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需要 , 一方面又自动与

移居地社交圈保持着 “安全”距离 ; 他们认同当地

人 , 但并不完全信赖当地人和当地政府 , 因此 , 无

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社会 (区 ) 生活中 , 旅游劳工

移民能够寻求的社会支持都非常有限。

从心理状态看 , 孤独感是旅游劳工移民面临的

主要问题。在回答 “社会生活中你会感到孤独吗 ”

问题时 , 6310%的人选择有时 , 1318%的人选择经

常 , 2312%的人选择从不。孤独乃是一种主观上的

社交孤立状态 , 伴有个人知觉到自己与他人隔离或

缺乏接触而产生的不被接纳的痛苦体验 , 深重的孤

独感将导致个体的自我边缘化。

边缘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从社会学角度看 , 旅

游劳工移民由于在文化上处于边缘地位 , 容易与

“他者”形成认知隔膜进而造成文化上的不均等 ,

影响社会的稳定。从文化研究角度看 , 旅游劳工移

民带来的交错混杂、游离不定的文化因子能够为原

有文化提供更多创新的可能。因此要重视传统文化

研究和移民研究长期忽视的 “文化的交汇交融处 ”

会产生的另一种主题 , 一种 “部分认同 ”的、一种

重新定位的、移民文化的深刻的诗性主题 , 不仅因

为 “边缘文化视角是观察文化变迁的最佳位置 ”,

而且还因为 “最真的眼睛现在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

视界 [ 5 ] ”。

　　四、结 　语

通过对大理古城旅游劳工移民文化适应的初步

考察可以发现 , 旅游劳工移民文化适应的内容除了

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之外 , 主要是围绕着从事旅游职

业的需要展开 , 例如讲普通话 , 结交当地人方便做

生意等 , 呈现很强的类型化特征。旅游劳工移民的

文化身份是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 由于文

化适应是一个历时很长的动态过程 , 所以文化身份

的建构将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甚至可以说 , 旅游

劳工移民的文化身份是在自我的 “行走 ”, 他者的

注视与研究者的文本叙述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相对

于其他类型的旅游移民来说 , 旅游劳工移民的文化

身份具有更强的流动性 , 自致性和边缘性特征。

就本质而言 , 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

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身份的 “焦虑 ”是一

种永远的张力 , 是旅游劳工移民与生俱来的宿命 ,

通过对文化身份的探求 , 将给旅游移民的概念界定

和研究体系构建带来新的思路 , 同时为旅游和移民

文化研究注入更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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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a l iden tity con struction of tour ism labor m igra tion
———A ca se study of cultura l adapta tio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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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al identity research contributes greatly to comp rehending the nature of tourism laborm igration; to un2
derstanding tourism m igration cultur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author p rovid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ultural adap tation

p rocess of tourism labor m igration in Dali and finds out that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ourism labor m igration is constructed during

the cultural adap tation of resettlement destin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labor m igr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obility, self - motivated and marginality. This research enriches the theoretic and field studies of the tourism m igration

culture and p rovides some theoretic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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