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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
及其场景表达研究

陈 波 庞亚婷

摘 要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承载国家记忆，汇聚多元文化符号，在承续国家文脉、坚定

文化自信、形塑文化认同等方面意义重大。作为我国原生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概念，其理

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均存在广阔的空间与价值。运行机制方面，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了以

空间生产为内生动力、场景表达为外在承载的齿轮式结构框架，具体可分为自然生态型、便

捷参与型和传统赓续型三种文化场景模式，各场景模式内部亦形成了不同的维度组态。而

整体场景模式聚类与黄河流域主要文化分区部分交叠，组团内部相似度较高，可增强原真

性、保护度、活态化和多样性等维度舒适物的供给，构建跨政区合作机制，锚定群众获得感，

通过场景营造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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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作为大河文明的重要一支，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黄

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聚精神力量”［1］。202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纳入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系。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本质上属于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而场景理论将空间看作

建立在消费基础上、以文化舒适物为测度载体的消费符号的价值混合体［2］（P175-182），故本文基于场景

理论，结合黄河文化及区域特征，提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维度指标体系，并采集园区内41个主要地

市文化舒适物数据，将定量分析与定性比较相结合，探求其场景模式特征及维度内条件组态，以期从宏

观上把握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运行的内生动力，为后续发展和规划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实证数据。

一、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与场景理论的研究梳理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我国在新时代文化大繁荣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谱绘我国大国文化

图卷的重要手段。作为原生性概念，国家文化公园与欧美国家的“国家公园”等概念分异巨大，且分析理

论工具也需结合国家文化公园特质进行适应性调整。

（一）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与内涵

美国在1832年最早提出“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的概念，并于1872年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

园——黄石国家公园［3］（P1-7）。美国现有国家级公园除4个直接以“国家公园”命名外，其余公园分别归

属于国家历史公园、国家战场、国家纪念地等8个国家公园子系统［4］（P38-42）。“国家公园”主要依据“遗

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理论体系，依托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形成汇聚经济中心、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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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达、老建筑用途活化、娱乐和环境优化等特征的特殊文化资源型线性景观［5］（P167）。与美国以自然

环境和遗产整体价值为主的“廊道式”建设不同，欧洲在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欧洲委员会于1987年宣布

“欧洲文化线路计划”，依赖自然地理要素和非物质文化要素，发掘具有欧洲统一象征意义的历史文化符

号，进行主题式文化旅游线路开发，强调对区域的集体记忆唤醒和身份识别构建［6］（P14-26）。

我国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2017年首次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提出“国家

文化公园”的概念。目前，我国在建的国家文化公园包括：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五大国家文化

公园体系。国家文化公园是基于历史视野而形成的城市文化标识和地域文化符号［7］（P132-133），在建设

过程中，应遵循以国家主导的宏观格局为顶层设计，以文化带来的情感关联为本质属性和以权属清晰、

空间明确的复合功能为组织管理根源的基本逻辑，在不改变子系统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构建地域间具有

强大包容性的文化圈层，有机联结文化子系统内的文化主体和文化表征符号，增进区域内文化自觉，进

而形成对主题文化的认同［6］（P14-26）。刘晓峰、邓宇琦和孙静从省域管理体制的角度研究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8］（P45-49）；田林基于景观营造认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滨水景观分为城镇型、乡村型、郊野

型三类，并从整治景观环境、营造展演空间、打造景观节点、营建亲水平台四方面提出针对性营造策略［9］

（P8-10）；王秀伟、白栎影从文化记忆和空间生产的视角提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可依托表征空间构建

集体记忆，并通过记忆场推进空间生产实践和空间表征的传达［10］（P72-80）；李西香和高爱颖在《国家文

化公园视域下齐长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中就齐长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国家文

化公园”作为具有工具理性特征的实验性实践，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着

积极重大的意义［11］（P107-116）。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须从“国家”和“人民”两方面入手，从“空间”和“内

容”两方面发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12］（P8-10）。

（二）空间生产理论及应用

在西方经典社会理论中，“空间”多被作为时间的附属物，20世纪中后期，以列斐伏尔为首的新马克

思主义者将社会关系融入空间，使空间成为一种社会建构，空间生产理论转向研究空间本身的生产。列

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将空间生产归纳为“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13］（P58-59）。在此

基础上，大卫·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和爱德华·苏贾的“空间本体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空间生产进行了

补充［14］［15］，谢尔兹、埃尔登、麦瑞菲尔德、施米德等也进一步丰富了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的内涵。

空间生产理论引入我国后，应用研究主要从城市、乡村和虚拟空间三个方向展开。首先，城市空间

生产研究主要聚焦行政区域及社区的空间生成与再造［16］［17］，关注政府部门等管理主体对社区单元的塑

造、参与主体对空间的重塑；城市空间正义与“人本逻辑”实践［18］［19］［20］，强调在城镇化进程中资本逻辑导

致空间正义性消解，需构建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生产伦理，复归人文关怀，增益文化自信；具象化城市文

化空间生产［21］［22］，大多将“空间实践”作为研究的案例载体，分析物理空间优化、空间内精神文化符号的

界定和发掘、以及机制空间创生。其次，乡村空间生产研究侧重于乡村空间价值增值［23］［24］，多认为在乡

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需在物理空间强化产业间融合、精神空间凸显多元价值、机制空间强化规划设

计，以达到综合赋能空间生产的目的；乡村文旅空间演变［25］［26］［27］，研究者基于空间生产基础理论，立足于

我国乡村实际，创新提出旅游驱动下乡村文化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内涵，旨在推动乡村旅游和乡村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陈波《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及其维度设计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

论》、周逵《虚拟空间生产和数据地域可供性：从电子游戏到元宇宙》等文章，在互联网及元宇宙兴起的时

代背景下研究了虚拟文化空间生产的维度和虚拟空间的再地域化。

（三）场景理论及场景表达

21世纪初，以特里·克拉克和丹尼尔·西尔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对全球大都市展开大规模实证研

究，提出了场景理论，认为场景可以由区域、空间及网络要素组成，但其中最核心的是文化，特别是美学

的影响［28］（P16-24）。场景理论借用元素周期表思维，在主观认识方面构建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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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维度，各包含5个次维度，以赋值计算测度特定区域的场景特征［29］（P378-379）。

中国学者基于客观载体（即文化舒适物，如物质结构、文化设施、城市乡村形态等）和主观认知（即场

景维度构建与评测），从城市与乡村两大主线对场景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和应用做了大量研究，以解构人

地共生所营造出的文化空间。在城市场景研究方面，温雯和戴俊骋在《场景理论的范式转型及其中国实

践》中认为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文化空间创设、文化消费促进、城市更新思路、创意社区营造等的方面，

吴军认为场景为城市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新的文化动力［2］［30］，陈波等在《场景理论视角下的城市创意社

区发展研究》中分析了城市创意社区发展模式和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维度［21］（P128-134），周详、成玉

宁从空间感知切入，提出在保持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消费升级是历史系城市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方向［31］

（P56-61）。乡村场景研究侧重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构建［32］［33］、乡村文旅游客满意度［34］（P102-106）等，以

论证我国乡村由生产生活型乡村向文化型乡村转型过程中文化及文化消费的形塑作用。

空间生产相关研究目前涉及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在理论创新、实践应用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

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场景理论作为在空间生产基础上衍生出的对城市发展和社会评价的理论体系，也在

营造城市社区、促进文化消费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得到了具体的落地，虽成果斐然，但仍存在可补足之处：

第一，理论应用层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某一特定城市、社区或乡村进行文化空间或场景的分析，案例分

析类型较为单一，缺少从更大时空维度综合进行空间生产和比照式场景模式的研究；第二，研究方法层

面，目前对空间生产理论和场景理论的应用研究多以质性研究为主，系统性的量化研究范式尚未形成。

此外，有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且缺乏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局部空间的深入研究，

亦鲜有基于场景理论对国家文化公园展开分析。因此，本文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

生产理论构建具有黄河特色的场景分析维度及文化舒适物体系，通过德尔菲法打分赋值，得到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内各地市场景得分矩阵，据此探索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模式特征及各场景一级维度内的条

件组态，从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上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优化思路。

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生产结构与机理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各省地缘相接，相邻省份自然环境相似度较高、历史发展接续性强、社会文化

亲缘明显，文化表征符号的共性较为突出，作为开放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从空间

上关注人或物的个体及其形成的关系网络，在时间上关注人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与传承。

（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的内涵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在黄河流域强大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基础上，囊括了自然（景）区、特色动植物

资源、世界遗产地、多层级的物质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名村名镇、民俗节庆及精神文脉等；凸显了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文化共同体价值，构建了中华文化的时空立体形象［35］（P139-144）。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是指黄河流域整体空间内的自然物和物理设施，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创设的社会化场景

的综合，诸文化因子在空间中组合成文化符号，经过特定链接，构建起特色化的黄河象征意义系统。

具体来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含括四层内涵：第一，“黄河”。这一概念既对地理空间范围进行

了整体性限定，也说明了文化符号的核心本源。第二，“国家”。福柯认为空间为权利提供运作基础的同

时，也展现了权力，尽管权力具有差异性，但为了实现特定的集体目标，权力被作用于物质的空间，从而

在集体中实现社会秩序的建立［36］［37］。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党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国的创新性

实践，充分体现了保护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的决心，具有明显的国家意志性。第

三，“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资源丰富，文化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脉资源富集，黄河文化已融入

本地群众的文化基因；同时，与文化人类学“自者”与“他者”理论相印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后随着

文化旅游业发展，游客与本地居民在交往中有意或无意地对自身的文化进行二次认知，形成文化认同。

第四，“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实施公园式活态管理机制，其建设注重整体的半开放性和受众群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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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性，多重空间的融合形成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多棱镜式”空间形态［38］（P708-716）。

（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旨在通过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打造汇

聚中华文化符号、承载国家记忆、创新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

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协调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5项关键

领域基础工程建设［39］。据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优化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力度。黄河流域是先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区

域，历史上区域内水患频发，长期的经济社会活动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基

于流域水文和地理环境实际，通过黄河流域自然生态整体治理、新建或更新区域内文化设施等，生成可

持续发展机制，实现涵育水土、保护动植物繁衍生息、开展科学研究等生态维护和科研支撑功能。

其次，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强化群众可休憩、社会可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文化舒适物有机搭配和文化公共服务效能提升等，营造便捷、均等和开放的文化消费和

体验氛围，以实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休闲娱乐和公共服务的功能。黄河流域沿线各地发展水平不一，综

合提升区域内文旅开发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准，将对周边城镇形成辐射效应，实现一定的经济转化功能。

最后，构建地标性文化符号，增益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汇聚了代表性的文化

基因和文化景观，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标识性文化符号得到进一步具象化展示，从而实现宣传

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此外，这一精神家园的营造，对提升黄河文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形成文化

认同、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意义重大，进而助益2035年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

根据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三元论”和黄河流域文化地理现状，本文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

形态分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机制空间”（图1），三者虽指向重点不同，但其相互嵌合，共同推动了空

间的运转和空间效能的形成。

物理空间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物质载体，是空间内民众文化消费、文化活动的物理环境基础。物

理空间既包括黄河流域特色的水文水利、地质地貌、自然气候、动物植物资源，也包含流域内先民在发展

生产、保护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文化集合。精神空间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核，是黄

河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基因的表征性呈现，是唤醒文化记忆、构建文化认同的符号来源。精神空间主要包

括黄河流域传承的民俗和宗教、流传的传说和故事、绵延的探索和抗争精神、接续的民间技艺和审美所

组成的超有机体。机制空间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深度融合的活动及其保障和延

伸，包括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关的参与主体、文化活动、政策法规和保障措施等，综合反映了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在宏观上的公园制现代化运营，和微观上的流域内“人—地—事”互动关系。

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场景识别分析

若将“场景”视为一种实证分析工具，可用于分析区域文化舒适物的最佳组合，破解“模型化”发展困

局；若将“场景”视为一种思维导向，场景将成为统合文化生产与消费、激活多方主体参与的动力机制。

本文基于文化舒适物数据，论证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场景表达模式及各维度的组合效能。

（一）场景理论的宏观构架

在场景理论相关文献中，着重关注与场景相关的物质载体（即舒适物）、区域内的活动主体（即人和

有关组织）及其精神价值［2］［28］［29］。因此，将其适配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图1）：

首先，文化舒适物的实体承载性。文化舒适物是场景理论中空间文化的基础承载物，主要包括空间

中能够为人们带来愉悦感受、且具有较高文化和商业价值的有关设施。在实践操作中，文化舒适物的范

围除与字面直接相关的设施（如图书馆、文化站、博物馆等）之外，还应囊括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生产、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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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娱乐、文化服务、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建筑设施［40］（P71-86）。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涵盖地域广泛，园区

内文化遗产遗址众多，城市与乡村、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交织，本文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

机制为基础，结合区域特色场景表达的实际需求和现有建设基础，构建场景维度及舒适物评价体系。

其次，建设内涵的文化赋能。明确的文化标识和鲜明的场景特征可以规避“模式化”陷阱，区域标志

性文化是由特定地理区域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历史所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可

识别符号，它可以依托具有标识性的实体物进行呈现，也可通过可知可感的文化形象进行传达。同时，

基于场景理论的“文化赋能”不是简单的“文化+”，而是具象的以文化舒适物为载体、多样性人群或组织

及其实践所形成的价值增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基于黄河文化记忆，在赓续历史且朝向当下的导向

下成立的空间形态，是一个囊括了“几何空间、社会生活空间和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的综合场域”［41］（P66-

75）。其建设无法独立于文化记忆唤醒和文化空间生产而运转，也不能仅单纯地重建历史，而应是结合

了文化资源可持续与文化消费需求增长、基于场景文化动力的多元组合的创新与创造。

最后，受众感知和公共性。场景理论通过反映区域内个人或群体对当地特有文化的感知来分析其

在消费、择居和就业等方面的决策［40］（P71-86）。人们在空间中将文化记忆与在地感知进行综合，在自我

与他人的交往中实现对地方认同的建构，而场景正是通过对文化舒适物的科学调配，直接作用于人的身

体感知。凯文·林奇认为，环境意向的结构是在物理设施与人、设施与设施互构的过程中建立起的空间

或形态上的关联［42］（P102-106），人们在空间中通过光景、声景等直观感知，激发或重构意向，从而生成空

间意向链条，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要创造的是人的环境，一切物质建设是以人的需要为前提，物为人用，

因人而存在，因人而昌盛，因人而变化，因此这个环境要有人情味，有意境有艺境，这既是出发点又是归

宿”［43］（P45），因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表达的根本落脚点为“人”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作为开放性空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充分肯定公民的公共权力。汉娜·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public

realm）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界定，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中自由社会交流的论述，都对

公共空间的真实性和公共性作出了判定。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在规划和建设中对空间的公共性和可达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物理空间上人们可以自由进出（physical access）、在视觉空间上有吸引物并能够

引发感知（visual access）、在空间内活动的过程中可以产生象征意义的构建［44］。

（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指标体系构建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以黄河为轴心，囊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9个

省份/自治区。本文采集黄河流经的41个重点地市的文化舒适物进行分析。

图1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制及场景表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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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维度特征。如前所述，本文根据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场景

表达框架，设计文化场景测度的三个一级维度和15个二级维度，具体维度及其内涵如表1。

2.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维度指标体系。文化舒适物是进行场景维度测定的基础信息［41］（P71-

86）。本文基于黄河流域的文化、地域特征和物质载体属性，与场景维度的三个一级维度相对应，按照整

体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最终确定三大类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特色舒适物，共计34种。通过大众点评

网对文化舒适物数量逐一抓取，并结合高德地图检索确认（表2）。根据场景理论分析策略，本文采用德

尔菲法，请7位专家对文化舒适物进行两轮独立打分。为保证最终得分的科学性，根据专家对场景理论、

黄河文化和国家文化公园的综合了解程度，对打分结果赋权重（3名专家分别为0.2，另外4名各0.1，权重

总和为1），加权平均后得到各项文化舒适物的场景得分。某地在具体二级维度的场景得分是由该地各

文化舒适物的数量与本维度得分乘积之和，除以该地文化舒适物的总数；以此得到41个地市在15个文

化场景二级维度的得分矩阵，共615个数据点，据此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展开分析。二级维度场景

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Sid =
∑Nx fx∑Nx

（Sid为i地在维度d的场景得分，x为文化舒适物，Nx为舒适物的数量，fx为舒适物在维度d的得分）

表2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文化舒适物数量统计表

青海

四川

甘肃

果洛藏族自治州

黄南藏族自治州

海南藏族自治州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阿坝县

兰州市

白银市

临夏回族自治州

158

126

172

417

91

1461

466

493

60

31

70

38

27

61

70

26

81

69

79

346

52

935

296

314

17

26

23

33

12

465

100

153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 文化舒适物总量（个）
文化舒适物类目及数量（个）

地域生态 文化符号 时代风貌

表1 黄河国家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维度表

一级维度

自然生态

文化存续

空间感知

一级维度定义

构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物质基础和存在本源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蕴藉的文化兴味及文化符号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道德判断及感知程度

二级维度

原生性

保护度

迷人性

系统性

关联度

传统性

族群性

活态化

原真性

连续性

公共性

便捷度

多样性

参与度

正式性

二级维度定义

未受过多商业侵染的固有环境样态

自然风貌、生态环境的涵育程度

黄河流域典型自然景观的吸引度

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程度

资源关系的紧密度及开发利用的科学性

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历史渊源

鲜明的黄河流域文化符号和族群特质

对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与传承

文化形态较少受到外来文化影响

文化或其表现形式的存续不曾间断

具有公众的普适性、肯定公共权力

高度开放，可自由进出，吸引物易感知

文化舒适物种类多样、承载内涵多元

文化活动、体验项目丰富，可知可感

存在仪式化和标准化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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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河南

山东

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舒适物分类说明

种类

地域生态

文化符号

时代风貌

甘南藏族自治州

银川市

中卫市

吴忠市

石嘴山市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乌海市

巴彦淖尔市

鄂尔多斯市

忻州市

吕梁市

临汾市

运城市

榆林市

延安市

渭南市

三门峡市

洛阳市

济源市

焦作市

郑州市

新乡市

濮阳市

开封市

菏泽市

聊城市

泰安市

济南市

德州市

淄博市

滨州市

东营市

核心内涵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自然形态

标志性的黄河文化宏大叙事

黄河流域人地互动关系的呈现

296

1195

359

417

371

1147

996

234

479

1120

1019

857

895

835

989

699

992

620

1641

272

758

2361

1041

416

801

1151

1068

1176

2203

1098

1453

1056

822

具体分类

山地峡谷、河流景观、森林公园、沙漠、草原草甸、湿地公园、特色动

植物、自然博物馆

文物古迹、古村古镇、崖/壁画、宗教庙宇、博物馆、会展中心、非遗

展示中心、地方特色餐馆、遗址公园、特色民俗及艺术形态

古渡口、纪念馆/园、古代陵寝、水利设施（水坝）、游乐场、黄河特色

民宿/农家乐、民俗体验馆、剧场/实景演出、图书馆、美术馆、艺术

馆、数字文化体验馆、科技馆、特色夜市、文创街区、文化广场/口袋

公园

92

45

43

44

37

31

62

38

29

94

62

87

53

41

50

47

85

54

88

51

47

87

37

8

14

39

23

61

103

17

55

28

23

98

835

233

292

276

850

772

158

360

764

685

582

615

524

751

448

612

424

1039

159

484

1058

633

250

585

855

819

855

992

831

927

820

611

106

315

83

81

58

266

162

38

90

262

272

188

227

270

188

204

295

142

514

62

227

1216

371

158

202

257

226

260

1108

250

471

208

188

续表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 文化舒适物总量（个）
文化舒适物类目及数量（个）

地域生态 文化符号 时代风貌

注：1.因本文分别对41个地市的34种文化舒适物进行采集，数据量较大，故根据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将其归为3类进行数据呈

现，并对具体类目附表说明。2.因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尚在建设中，故仅就现有文化舒适物进行统计分析。3.“地域生态”类文化舒适物中，“特色动

植物”因具体数量统计易引起最终统计结果偏差，故统计值为黄河流域特色动植物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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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可以表现出同一维度内数据的差异化程度，通过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在各维

度内得分进行变异系数计算，可以发现，变异系数最大的三个二级维度为原生性、保护度和系统性，均属

于“自然生态”维度，说明黄河流域内整体生态环境区分度较大；“文化存续”维度整体变异系数较小，说

明黄河文化在空间内存续情况良好，各地市文化标识的完整性较高，能够从整体上诠释黄河文化的内

涵。变异系数最小值为公共性维度，说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开放性和普适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模式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Ward法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进行分层聚类分析，在与主成分分析（Princi‐

ple Component Analysis，PCA）结果相互验证的基础上使用SIMCA 14.1进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squares discrimination analysis，OPLS-DA），从而判别不同地市场景模式。

OPLS-DA通过预设分组来去除自变量和分类变量无关的数据变异，实现多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回归建

模，挖掘组间差异程度［45］（P119-128）。经 permutation test检验，R2和Q2值均高于 0.7，说明模型拟合度

较好。此外，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二级维度差异，通过事后多重比较得到存在显著差异的组别。

其次，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探索导致特定一级维度结果

发生的各二级维度共同起作用的条件组合。李永发在《定性比较分析：融合定性与定量思维的组态比较

方法》中认为QCA包括清晰集（csQCA）、多值集（mvQCA）和模糊集（fsQCA）三种模式，本文基于研究目

的和研究对象，选择csQCA作为研究方法。

1.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模式分析。从文化场景得分的分层聚类结果与PCA结果（图2）来看，二

者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的场景划分结果一致。综合二者可得到如下信息：

首先，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的文化场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甘

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和阿坝县；第二类为郑州、济南、濮

阳、新乡、兰州、淄博、泰安、银川、鄂尔多斯、包头、聊城、滨州、开封、菏泽、东营、呼和浩特和德州；第三类

为运城、济源、渭南、三门峡、白银、洛阳、中卫、延安、焦作、吕梁、吴忠、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乌海、临

汾、榆林、石嘴山和巴彦淖尔。其次，三类文化场景模式主要在PCA第一主成分上形成差别，组内差异主

要体现在第二主成分上。其中，第一类地市在第二主成分上得分较高，显著区别于其他地市组，且组内

差异度较高，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最为突出；而第三类地市在组内则存在一定的同质化问题。

表3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文化场景描述

文化场景维度

一级维度

自然生态

文化存续

空间感知

二级维度

原生性

保护度

其特性

系统性

关联度

传统性

族群性

活态化

原真性

连续性

公共性

便捷度

多样性

参与度

正式性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文化场景得分描述

最大值

0.560

0.548

0.622

0.530

0.542

0.514

0.600

0.466

0.590

0.501

0.592

0.617

0.509

0.544

0.517

最小值

0.370

0.426

0.544

0.427

0.516

0.474

0.552

0.424

0.489

0.446

0.565

0.552

0.474

0.489

0.397

平均数

0.477

0.456

0.565

0.457

0.533

0.497

0.579

0.438

0.530

0.466

0.582

0.597

0.489

0.529

0.422

标准差

0.033

0.028

0.016

0.025

0.004

0.008

0.010

0.008

0.018

0.013

0.006

0.018

0.008

0.014

0.018

变异系数

0.070

0.062

0.028

0.054

0.008

0.017

0.018

0.018

0.035

0.027

0.011

0.030

0.017

0.026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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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地市文化场景模式确认及特征维度筛选。在文化场景模式初步区分基础上，本文采用

OPLS-DA（得分图和载荷图）筛选各场景的特征性维度（图3）。得分图（a）与载荷图（b）象限相对应，如

第二类地市群（郑州、兰州、济南等）对应到载荷图上，体现为“公共性”“便捷度”和“参与度”对该类场景

的贡献度比较高。

表 4列出了载荷图中PQ1和PQ2的值，用其绝对值表示各维度在文化场景模式区分上的重要性。

此外，因各组内样本数量不同，本文采用Scheffe雪费事后检验，以得到两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组别

（用1，2，3分别代表三类地市组团，“-相连”表示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从表4可知，除关联度、族群性

和正式性维度外，其余各二级维度的显著性水平p值均小于0.05，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在此基

础上，以OPLS-DA载荷绝对值大于0.29、且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著为标准，筛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

景的特征性维度，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重要变量依次为便捷度、系统性、保护度、原生性和奇特性，主要

归属于“自然生态”维度；第二主成分重要变量为活态化，属“文化存续”维度的指标。而事后多重比较结

果显示三类场景模式在原生性、保护度、奇特性、关联度、原真性、公共性和便捷度上统计学差异非常显

著。

3. 各维度内组态分析。基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模式分类和特征维度，以平均数作为 csQCA的

图2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文化场景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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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文化场景模式特征性变量

图4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自然生态”维度组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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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赋值依据，用“1”表示存在，“0”表示不存在，赋值形成真值表，并导入软件Tosmana。经检验（图4—

图6），仅出现“0”“1”“R”图例内容，说明不存在矛盾组态，可以通过布尔运算进一步得到复杂解、中间解

表4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文化场景模式的特征维度

一级维度

自然生态

文化存续

空间感知

二级维度

原生性

保护度

其特性

系统性

关联度

传统性

族群性

活态化

原真性

连续性

公共性

便捷度

多样性

参与度

正式性

OPLS-DA

PQ1载荷

0.300

0.315

0.299

0.315

-0.000

0.217

-0.064

0.108

0.280

0.250

-0.225

-0.318

0.145

-0.271

0.123

PQ2载荷

0.052

0.114

0.146

0.064

-0.524

0.201

0.311

0.299

0.160

-0.209

0.115

-0.013

-0.162

-0.065

0.586

单因素方差分析

F

59.526

182.401

73.225

137.033

0.420

13.323

2.919

3.980

31.739

24.614

15.024

123.998

5.907

70.249

3.105

p

1.9547E-12

3.3048E-20

9.2095E-14

4.2188E-18

0.660

0.000041

0.066

0.027

7.8489E-9

1.3915E-7

0.000016

2.2134E-17

0.006

1.7172E-13

0.056

Post-hoc tests

1-2；1-3；2-3

1-2；1-3；2-3

1-2；1-3；2-3

1-2；1-3；2-3

1-2；2-3

1-2

1-2；1-3；2-3

1-2；2-3

1-2；1-3；2-3

1-2；1-3；2-3

1-2

1-2；1-3

图5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文化存续”维度组态分析

图6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空间感知”维度组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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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简约解。本文选取中间解和简约解进行结果的解释。

在“自然生态”维度，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形成4条组合路径，整体覆盖率和一致率为1。路径3构成了

影响“自然生态”维度结果最有力的条件组合，可以解释66.7%的案例。由路径可知，原生性和保护度发

挥主导性作用，奇特性和系统性发挥类似作用。落实在空间生产机制上，主要体现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的物理空间保持固有的自然环境样态不受过多商业侵蚀至关重要，而黄河地域特色、生态涵育和生态可

持续需在原生环境基础上进行有机综合，即重点对山川草原、森林湿地等自然物进行原生态保护。

“文化存续”维度共生成5条路径，整体一致率和覆盖率为1。路径2解释38.7%的案例，其中非原真

性与非连续性在该维度内起主导作用，非活态化和族群性发挥类似作用。路径 1和路径 5形成了参照

组，以“传统性缺失、活态化必备”为前提，族群性、原真性和连续性构成了一组相反条件，且在各自路径

内须同时存在。在空间生产机制上主要体现为黄河文化符号通过不间断的存续所建构起的象征意义系

统在当下和未来的时间维度投射；即重点关注“文化遗产及其民族语言文字、舞蹈、音乐、图案与雕塑、装

饰与服饰、图像与景观等生活场景”［46］（P89-100），及其组成的价值观体系和族群记忆的传承、原真维系；

或对文化符号进行创新性开发，转化路径可以分为突出原有族群特征和大胆进行普适化更新。

“空间感知”维度条件组合形成4条路径，覆盖率和一致率均为1。路径2解释率达到70.6%，其中公

共性、多样性和非正式性起主导作用，参与度辅助感知实现。路径2-4中，公共性与正式性均互斥。当正

式性作为核心要素时，甚至导致公共性要素缺失。在空间生产机制上表现为群众在交流与互构过程中，

通过肯定公共权力和使用多元文化设施，形成“自我—事件—记忆”关联，具象化族群文化认同和归属的

唤醒机制，塑造文化身份；机制空间的设计要理清公众开放普适和特定标准化引导之间的侧重问题。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城镇化持续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引至个体表达意识强化、乡村依附性、城乡间人口较大规模流动，

此类问题不断冲击、解构和重塑着我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产生大量的非适应性问题，需从文化认同出发，

应用场景强大的架构能力，打造“有温度”的空间集合体。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涵育黄河生态和打造

黄河文化地标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增进区域合作，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有力推动文化强国总目标的实现。

空间生产与文化场景嵌合形成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运行的内生动力，从内部结构看，“物理空间”对

应“自然生态”，关切大尺度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涵育和基础设施优化；“精神空间”对应“文化存续”维

度，探究黄河文化象征符号的具像表征和活态存续；“机制空间”对应“空间感知”，着重“人—地—事”互

动进程中的多元关系和自我身份建构。从外部结构看，国家文化公园从本质上为群众提供了不同层次

的公共文化消费产品，客观的物质环境和设施通过活动参与进入群众的感知系统，与其前见及想象融合

产生文化共鸣，进而形成个体特有的主观情绪和态度，外化为行为反馈，并反作用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的后续发展（图1）。本文以空间生产内生动力和场景表达外在承载的齿轮结构解析了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的运行框架，通过数据实证，得到了场景表达的特征维度及其效能组态。

（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特征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凝集从许家窑遗址到陶寺遗址的文明曙光，汇聚了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历史

名城，聚居着藏族、回族、蒙古族、汉族等诸多民族，见证了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节点。

1.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历史叙事。黄河文化分为“三秦文化、中州文化（狭义上的中原文化）、齐鲁

文化三个核文化区和三晋文化、燕赵文化、河湟文化三个文化亚区（或称次文化区）”［47］（P134-139），具体

到黄河上游又分为“河湟文化、陇右文化和河套文化”［48］（P154-461）。各文化区内地理环境、语言、民俗

艺术、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和心理性格相似度高，文化特性具有强认同性和趋同性；而文化区之间边界模

糊，动态变化，彼此交融。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地市文化场景模式聚类来看，三类地市群与文化区

存在一定的重叠关系。第一类地市群主要集聚于河湟文化区，主要位于青海省内；第二类除兰州、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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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包头和呼和浩特外，主要集聚于齐鲁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部分），位于山东省和河南省东部

黄河沿线区域；第三类主要集聚于河套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区，位于内蒙古、陕

西省、山西省和河南省西部黄河沿线。因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可将代表性文化符号化归于三类文化区

进行具象化解读，以此反映黄河文化的交融演进，形成传统文化向现代表达的时间过渡。

2.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时代特征。受黄河自然形态的影响，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呈现出条带状、

散点式和开放性的特征，辽阔的流域面积、区域间较大的经济发展差异和横跨的多个文化区都加大了一

次性统一建设的难度。根据文化场景模式特征性维度分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主要地市文化场景模

式可归为：自然生态型场景（第一类地市群）、便捷参与型场景（第二类地市群）和传统赓续型场景（第三

类地市群）三类。各类场景组团内部文化和社会结构相似度高，可打破行政地理边界限制，以文化场景

核心要素为引领，区域内加强跨省合作，共享客源、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区域间差异化发展，根据不同场

景表达特征维度，持续强化代表性文化符号，形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和而不同”的文化表征系统。而

以城市群为依托，明确各组团功能定位，也暗合了习近平新时代空间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49］（P14-19）。

（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优化的三个维度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形态的新探索，是新时代弘扬黄河优秀传统文化，打造黄河精

神标识，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工程之一。其场景表达各维度组态分析显示，原真性、保护度、活态

化、公共性和多样性成为建设重点方向，而这也体现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宗旨。

1. 高度凝练文化符号及认同体系。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包括两方面核心资源：一是黄河水文地

理资源，二是黄河精神资源。黄河带给先民的福祉与苦难，人类在与自然共进中的坚韧与开拓，历史长

河中形成的社会仪规、日常起居、风土民俗和价值取向都内化成为民众的文化基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

的文化认同也就有了一种“超我”式号召力。因此，构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优先在有合作基础、场景

表达相似的组团内部构建文化共同体子系统，明确文化场景特征，将文化生态、文化遗产与地市群性格

及其在公园整体建设中承担的功能结合起来，形成差异化优势。

2. 多元优化舒适物的场景布局。文化场景的表达是对文化舒适物的有机调试和组合搭配。首先，

深度推进黄河水文及周边环境治理；其次，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打通区域间交通路网体系，区域内各点要

结合标志文化符号形成统一标准，建立一套视觉基础识别、园区服务、业务操作等规范化手册。此外，构

建各地市组文化舒适物数据库，持续优化舒适物类目，同时打造虚拟场景云端，一体覆盖多种数据，集成

多元业务，并成立统一的后台管理系统，共建共享共同维护相关数据。

3. 精准锚定居民及游客获得感和幸福度。消费主义导致的空间同构及碎片化问题日渐凸显，需在

有限的物理空间内呈现富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以激活消费者的空间感知并完成其自我身份建构。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内存在两组感知主体：即本土居民和外来游客，二者参与空间生产的目的不同也决定了其

感知重点有异。首先，对本土居民而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其日常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特色民俗及

文艺形式亦是其常规化的娱乐或祭祀方式。居民的感知重点更多侧重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高质量

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对自我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的需求，因此，关注本土居民的获得感，加快弥合城镇

化带来的非适应性和空间安全感弱化问题是建设的重中之重。需通过从“功能性导向”向“文化性导向”

转向，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形式，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发挥文化集聚效应、打造特色文化

形象、创新产业形态、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提高其经济营收能力，使文化真正发挥地区发展的引擎作用。

其次，对外地游客而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新型文化消费空间，区域内具有原真性的“黄河气质”、民族

记忆、文化符号是形成旅游者感知的重点，并依赖于文化舒适物得以呈现。随着我国国民素养的普遍提

高，“宏大叙事”的场景营造模式自是题中要义，但也对“小微空间”的精细化营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

通过定制化的消费形式、差异化休闲内容来精准匹配消费者需求，以高质量场景及智慧化服务来增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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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主观感受，进而形成黄河文化的感召力。

本文对空间生产和场景理论在我国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应用研究做出了补充，并以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为研究案例提出了新的研究框架和数据实证。但受限于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新概念在理论研究上尚处

于起步阶段，且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并未建设完成，本研究需进一步深化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需要深化

细化理论逻辑链条；二是随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基础数据需持续更新优化；三是对“空间感知”

还需要进一步从群众感知的角度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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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Production and Scene Manifest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hen Bo，Pang Yati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national memory and cultural symbol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el‐

low River National Culture Park, which is also meaningful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confidence and identity .

As a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 concept native to China,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has a

broad scope and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s. In terms of working mechanism,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 Park

has developed a framework of gear structure, which takes space production a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scene manifestation as the external bearing, More specifically, this framework consists of three cultural scene

models, namely, natural ecology scene, convenient participation scene, and traditional continuation scen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cene dimensions is also classified. The clusters of scenes overlap with the culture

zon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each scene cluster has its own similarities. Cultural identity can be fur‐

ther strengthened through scene creation, which includes enhancing the supply of amenities in the dimensions

of authenticity, conservation, liveness and diversity, building cross-regi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n‐

choring the public's sense of fulfillment.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cene mani‐

f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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