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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形象的位置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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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桃花源形象的位置叙事研究以位置叙事学为研究方法，将桃花源
形象的位置分为自然位置、心理位置、社会位置。其中，自然位置研究是从物

理存在的角度展开对桃花源形象的“虚”“实”之辩，叙事主体围绕桃花源的原

型地进行实证性争鸣。心理位置研究是从主体需要的角度探索叙事人观照

“他者”从而反思“自身”的原因，历代叙事人追寻桃花源的心路历程也是反思

自我的思想过程。社会位置研究主要是作为“边地”的桃花源通过理念识别、

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等重塑自身形象，从而在工业社会与城市文明语境下重新

定位自身的角色与功能。在多元一体的文化背景下，桃花源形象的位置叙事

研究需秉承开放性、流动性、共享性特质，这对建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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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桃花源形象的表述，始于魏晋，兴于唐，盛于宋明，结集成典于清［１］１－２９，复兴于当

今的生态建设与旅游叙事。截至２０１９年４月，全国有湖南常德桃花源、重庆酉阳桃花源、

河北盘山桃花源、安徽黟县赤山村等３６个地方争做“桃花源”，另有由贝聿铭设计，被誉为

日本“桃花源”的美秀美术馆，韩国江原道宁越郡“武陵桃源面”（江原道宁越郡水周面于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改为此名，“面”相当于中国行政区划的基层单位“乡”）等。桃花源形

象在当今全域旅游与景观叙事中再次复兴，关于“它”是否存在，“它”为何存在，“它”在何

处，俨然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件“公案”。“位置”抑或成为研究桃花源形象的新视角。“位



置叙事既是关于位置的叙事，又是依托所在位置的叙事，同时还是指向目标位置的叙

事。”［２］１我们拟从现实地理位置、心理需要，以及社会目标的角度去讨论桃花源形象。

一、虚实之辩：桃花源形象的自然位置

从地理学意义上去考量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它是否占据一个自然位置？如果它

占据一个自然位置，人在其中归于何处？对以上问题的把握构成了桃花源形象的自然

位置研究。陈寅恪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３］。桃花源的位置

具有一体两面性，一面是有迹可循的“实位”，一面是虚无缥缈的“虚位”［４］４３。

（一）桃花源自然位置之“实”

桃花源自然位置之“实”是指研究者从艺术反映论的角度去寻找桃花源原型，遂产

生如陈寅恪所说的“纪实之文”，这种原型能为桃花源形象的艺术创作提供实证性参照。

从自然位置的角度解读《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１］９－１１，其基本线索可以归纳如下：所

叙时间是“晋太元”（３７６—３９６年）；所叙之人是武陵“渔人”；“缘溪行”“忘路”“数百步”

“复前行”“穷其林”是渔人获得位置、发现新位置的过程，后又通过“志之”重新定位，将

位置报告给太守，却“不复得路”。“位置”成为桃花源研究的重要路径。

南朝齐国地志学家黄闵在《武陵记》中记载，“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钓鱼，因入

桃花源，陶潜有记”［１］２６。唐人韦乾度、温造等认为发现世外桃源的“武陵人”是黄仙师的

弟子瞿柏庭。韦乾度的《桃源观石坛记》写到，“山藏瑞霭兮非所求，偶见桃花兮随水

流”［１］５２，将武陵地区的桃源观视为仙源。温造的《瞿柏庭碑记》采用现场对话的方式，还

原了瞿柏庭羽化升天的历史现场，将寻访所见的“石室”“石床”“石几”“秦人棋子”与避

秦之所联系起来，遂将武陵的桃花源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形成位置关联［１］５３－５５。唐

人狄中立试着勘定桃源观的实际地理坐标，“东西阔七里，南北长九里，周回三十二里。

东至厮罗溪五里，西至大江二里，南至障山四里，北至大江五里”［１］５５－５７，将障山、秦人洞、

桃源洞、朱老师阁作为重要的地标加以详尽表述。唐人刘禹锡于８０５—８１５年间任朗州

（现常德市）司马，通过创作《桃源行》《游桃源一百韵》等诗文详述了唐玄宗建桃源观、

瞿童升天的故事。特别是元和七年（８１２年），在他的力荐下，朗州刺史窦常请人绘制了

一幅“桃园图”献给尚书省卢汀［１］３，遂在全国掀起一股桃花源热。

陈寅恪创造性地提出桃花源的原型位置在北方的“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或“上

洛”（今陕西省商洛市）而不在南方。他指出西晋时期戎狄盗贼并起，“其不能远离本土

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盗寇之难”［３］，于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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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找到了与堡坞相关的“檀山坞”和与“桃林”相关的“皇天原”。陶渊明遂根据

刘裕派遣戴延之逆洛水到达皇天原和檀山坞以及刘子骥入衡山采药等见闻创作《桃花

源记》，并考证出桃花源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唐长儒认为“武陵”是蛮族所

居之地，《桃花源记》的故事源于“武陵蛮”的本土传说［５］１５３。毛帅指出，桃花源可能就是

宋民到达人迹罕至的蛮族（五溪蛮）居住地后回来的见闻，并根据《汉书·地理志》和

《常德府志》的记载，提出沅水上游的农业生产方式可能没有完全展开，还是以“渔猎山

伐”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武陵‘桃花源’的传说由虚入实，渐由一种纯粹的文化符号演

化为被历代文人羽士追捧的实体景观。”［６］这是在印刷时代，文化名人对桃花源自然位

置的考证式把握。

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叙事由文字符号向空间情景转向。“叙事学在２０世纪中期

出现了‘空间转向’的趋势，……空间化的叙事语言（如意象并置等）、叙事结构（如嵌套

等）……受到重视。”［２］６用户试图通过互联网提供的电子地图与ＧＰＳ导航精准确定桃花

源的自然位置。如湖南常德桃花源景区官方网站将“中国桃花源”的地理坐标确定为

“东经１１０°２５′－１１０°２７′，北纬２８°４７′－２８°４９′”［７］。重庆市酉阳县政府官方网页在醒目

的位置展示桃花源景区的广告语：“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

阳。”［８］特别是游人通过 ＰＣ端将自己与目标位置———某地“桃花源”建立联系，位置的

重要性更为突出。例如，打开高德地图，选择出发的位置和出行模式，目的地选择“重庆

酉阳的桃花源”，导航会提前为你测算所在位置与目标位置之间的路程、途经地、用时、

费用等行程信息。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纪实特性是后人对桃花源进行地理考证的逻辑起点；黄闵、韦

乾度、温造从文学想象的角度肯定桃花源的现实存在；狄中立、刘禹锡从现实建构的角

度定位桃花源的原型地；现代旅游者通过移动互联网精准定位某一桃花源的位置，每个

人的旅游体验是对桃花源位置的重构与再确认，形而上的艺术想象与形而下的旅游体

验构成桃花源位置的一体两维。

（二）桃花源自然位置之“虚”

桃花源的“虚位”是与“实位”相对的概念，即陈寅恪所说“寓意之文”［３］。在艺术领

域中，虚位为位置叙事的开展提供想象空间，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纵观《晋陶渊明

桃花源记并诗》，文本中的时空具有不确定性。首先是时间的不确定性。仅给出一个时

间范围“晋太元”（３７６—３９６年），难以确定文本所叙具体时间。其次是所叙之人的不确

定性。“武陵人”是一个泛称，缺乏精准性。根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武陵郡，汉

置。统县十，户一万四千，领临沅、龙阳、汉寿、沅陵、黔阳、酉阳、镡成、沅南、迁陵、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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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９］等县，十个县一万四千户让“武陵人”成为一个外延极大的所指。最后是位置的不

确定性。文中的渔人从开始的“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到“舍船从口入”，全凭直觉。然后

渔人碰上一位老人，在向导的指引下获得位置感，最后按照去时的路返回。虽然途中做

了路标，但还是失去了位置。其他人的追寻失败再次证明桃花源自然位置之“虚”。太

守遣人随其往，但终不得其门；南阳刘子骥，经过长时间的追寻，以病终结局，这进一步

确认了桃花源位置的虚无。后“无问津者”说明社会对桃花源的目标位置失去信心。

唐朝的韩愈和宋朝的苏轼就认为桃花源是一个虚构的位置。韩愈在诗文《桃源图》

中开篇提出论点，“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１］１８３－１８４，并指出官方与民间建构

桃花源位置的三步骤：第一步是“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１］１８３－１８４，意即武陵

太守窦常请人将盘旋的流水与千回百转的山峦进行绘画性表现。第二步是“题封远寄

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

斯”［１］１８３－１８４，意即将“桃源图”寄给京城的尚书省，尚书省的大人欣然题字，图文并茂，仿

佛仙境就移到了这里，朗州的桃花源获得政治合法性。第三步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

屋连墙千万日。……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１］１８３－１８４，意即开始凿石开山，建

造房屋，苦心经营多日，实现了从艺术想象到景观设计的转换。苏轼也质疑桃花源的存

在。首先是对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质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之所记，

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

仙而杀者乎？”［１］５７得道成仙的世外桃源本身就有矛盾之处，并不在世外。其次是质疑朗

州是桃花源的原型地。“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

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则已

化为争夺之场久矣。”［１］５７作为文化符号的“桃花源”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所以各方都从自

身的角度去寻找、想象、考究桃花源的位置，并按照不同的叙事逻辑，得出了不同的

结论。

“虚位”为桃花源的多元叙事提供可能，例如通过搜索引擎找寻“桃花源”的确切位

置，搜索结果有“常德桃花源”“永川桃花源”“酉阳桃花源”“内乡桃花源”“绿城桃花

源”等。其原因一方面是桃花源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码，另一方面是其自然位置

没有确切的定位，这为桃花源的位置叙事提供了多种可能。通过高德地图寻找桃花源

的位置，我们发现，以“你”所在的地理位置为中心，高德地图会提供行程最短的“桃花

源”的位置供你选择。更有趣的是，如果使用百度地图，你所在的位置为“北京”，备选的

位置竟然有“北京平谷区的桃花源”“北京昌平区的桃花源”“北京顺义区的桃花源”。

前者是一个旅游景点，后两者分别是一座酒店、一座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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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寓意特性是后人质疑桃花源原型地的逻辑起点，韩愈提出世

上本无桃花源。后经过窦常等人的话语建构与景观再造，常德桃花源获得最有利的艺

术建构与推广。苏轼提出能够称为世外桃源的景致应不限于常德一处，作为文化资源

的桃花源引发多地“争端”在常理之中。“虚位”为桃花源的多元叙事提供可能，泛化后

的桃花源的位置成了一个内涵极小、外延足够大的文化符号。

二、认识自我：桃花源形象的心理位置

文化名人试着定位、考证桃花源的地理方位，在“虚”“实”之中辨明桃花源的存在。

如果要探究文化名人追溯桃花源自然位置的原因，心理位置研究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

即叙事人以“桃花源”为观照对象，满足认识自我和批判现实的需要。

（一）桃花源心理位置中的“自我”

从文本中的武陵人追寻桃花源到历朝历代文化名人探求桃花源的位置，从意向性

论述到实地游历，充分证明桃花源在中国文化人心中的崇高地位。桃花源位置研究的

视角逐渐从自然位置向心理位置转变，从寻求客观的表述转而研究表述者的观念，从研

究话语“是什么”到“为什么这么说”转变。研究的转向涉及言说者的内驱力，这一内驱

力按照黄鸣奋的需要理论可以理解为叙事人的自向性需要、他向性需要、交互性需要，

“需要”形成“我”进行创作的动力。按照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桃花源在某种程度上满足

了创作者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需要。从历时的角度看，我分为传统的“我”与现代的

“我”，前者主要是知识精英对自身及所在社会的肯定或批判，所以《桃花源记》成为汉文

学文人群体反复言说的文化符码，该叙事成为一部汉文化圈想象桃花源的历史。李白

写下“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１］１７２。王维写下“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

园”［１］１６９。王安石写下“世上空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１］１９６。朱熹写下“已过黄塘

岭，欲觅桃花源”［１］２０３。元好问写下“软红香土君休羡，千树桃花满意春”［１］２０７。文征明

写下“世上神仙知不远，桃花只待有缘人”［１］２２９。魏源写下“山中胜不传山外，武陵难向

渔郎道”［１０］。毛泽东写下“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１１］。老舍写下“从此桃

源萦客梦，共谁桑海赏天才”［１２］。据统计，５００多位文化名人共写下４０余万字的桃花源

叙事内容，可见后人对其尊崇程度之深。

桃花源心理位置中的“我”的内涵与外延因主体的需要而发生历史嬗变，传统的

“我”为知识精英，他们眼中的桃花源是思考世界、人生、价值的参照对象，“我”具有超越

时代的批判性与前沿性。现代生活中的“我”主要以旅游大众为主体，具有“全龄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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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他们眼中的桃花源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精神消费的一种旅游产品。

（二）桃花源心理位置中的“他者”

桃花源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这里的“我”代表叙事人所在的文化群体，主要

指流寓、被贬谪、游历的汉文学创作群体。“他者”是指被表述的对象，主要指桃花源中的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形象学研究认为，“若将形象制作者称为Ａ，他者称为非

Ａ，前者只有与后者组成一对关系后才有意义，因为两者是对立、互补、互为参照的。于是，

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自我’与‘他

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１３］５。“自向性”以“他向性”作为对象，

通过二者的交往，最终才能走向“主体间性”［１４］和群体性交往。“人通过意识去把握自身

和环境的关系，将心理位置赋予所意识到的万事万物。换言之，世间万物通过意识而映射

到人的内心世界，因此拥有相对于自然位置的心理位置。”［２］２回到话语驱动力研究，作为叙

事人心理投射的对象，古代的桃花源是汉文化圈眼中的“他者”，是与我相对的“遥在”，其

地理环境、人文制度与人物精神都与“我”之所在形成时空对位。

作为“他者”的桃花源是汉文学创作的灵感之源，它所提供的意象与境界让创作者

得以实现自我与审美超越。桃花源形象满足“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反观自身的需

要，其将自己的需要投射在桃花源中，“自我”通过“他者”的三个维度观照自身。首先是

“我”通过“桃花源平静的生存环境”反思自身的生存问题。“社会动荡”是魏晋时期现

实生存的重要危机，武陵人避世抑或能提供化解危机的可能，所以“土地平旷、屋舍俨

然”“良田美池桑竹”等系列“套话”［６］１８６满足了现世之人的生存性需要。其次是我通过

“桃花源里讲信修睦”反思自身的交往性需要。桃花源中人与人之间具有良好的乡土伦

理关系，村民偶遇外来穷困潦倒的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其他邻里“各复延

至其家”。陈明创作的水墨动画《桃花源记》将桃花源内外的伦理关系对比进一步强化：

太守遣人随渔人往，因不复得路，遂控告渔人“散布谣言，流毒民间，害我差点葬身险

滩”［１５］。渔人坚信“亲眼所见”，太守下令对渔人悬吊鞭笞。这与桃花源内人们讲信修

睦形成鲜明对比。最后是“我”通过“桃花源里休养生息的制度”反思自身的实践性需

要。桃花源外的“嬴氏乱天纪”与内部的“秋熟靡王税”形成鲜明的对比。桃花源诗文是

流寓、被贬谪、游历文人群体表述“他者”的一种方式，作为“他者”的桃花源能为表述者

提供确认自身与批判自身的一面“镜子”。

从“话语”的角度出发，桃花源作为被表述的“他者”为表述者提供思考自身的参照

性价值。桃花源形象的首倡者陶渊明是一个避世者、批判者、独创者，他将人生的境遇

通过“桃花源”来观照。从魏晋开始，后世塑造桃花源形象的文人群体陆续出现，其中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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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刘禹锡等人将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着力于桃花源景观的建构，桃花源的实地景观

应运而生。总之，桃花源所在的自然山水使现世中“自我”获得逃离樊笼的机会，桃花源

中的良性交往伦理让现世中的“自我”感受到人情的温暖，桃花源中人人自得其乐的艺

术境界让“自我”感受到自由超越的审美体验。

三、边缘重塑：桃花源形象的社会位置

桃花源形象的自然位置是表述者主要的叙事对象，对他们而言，桃花源是一个遥远

的异域。桃花源形象的心理位置为我们找到话语表述的内在动力，桃花源是一个不能

言说的“他者”。在社会位置中，我们试着寻找作为社会边缘角色的“桃花源”是否具有

“自我言说”与“言说自我”的能力。这里的“言说者”不是个体，而是众多个体积淀成的

“社会集体想象物”［１６］１５６。相比自然位置，桃花源形象的社会位置需要在人与人的关系

中确立。相比自然位置与心理位置，桃花源形象的社会位置更侧重“他（当事人）所扮演

的角色、处境及其所享有的地位”［２］９。相比心理位置，桃花源形象的社会位置更侧重社

会集体想象的特征，具有深层性与广泛性。

（一）文化地标：边缘的中心守望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桃花源化身为城市社会眼中的“乡土”［１７］１。桃花源作为传统文

化的重要符码，孕育于乡土文化，可为城市文化的个性发展提供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原处

于边地位置的“桃花源”现已成为现代文创领域的热点。如符号化的“桃花源”成为重庆酉

阳、湖南常德等地的文化地标：在酉阳，“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

酉阳”的广告语随处可见；县域有“桃花源大道”“桃花源小学”“桃花酒店”“梦幻桃源牌

楼”“梦幻桃源”实景剧、桃花盛开状的行道灯、桃花源广场、以《桃花源记》为主题的群雕、

桃花源超市、桃花源美食街等。在常德，以“桃花源”命名的有“桃花源风景区”“桃花源机

场”“桃花源古镇”“桃花源高速公路服务区”“桃花源大桥”“桃花源里大酒店”等。作为文

化地标的桃花源文化正在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网络上关于“桃花源在哪里？”的讨论成为

桃花源形象最为突出的叙事，酉阳、常德等地引发了桃花源位置的产权争夺。

首先是理念识别的叙事争鸣。常德市在官网中宣称常德桃花源“为东晋诗人陶渊

明笔下奇文《桃花源诗并序》所述避秦绝境原型，后人所称‘世外桃源’真迹”［１８］。酉阳

县的官网宣称酉阳县城“宛如一条巨龙游走在神秘的桃花源ＡＡＡＡＡ级风景区和满目苍

翠的桃花源国家级森林公园之间”［１９］。前者的论据是《桃花源记》中所记载的“武陵”恰

好是汉治“武陵郡”的核心文化区，该地关于桃花源的叙事话语内容包括著作４５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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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２０００多首，散文１３万余言，楹联１０７副，碑刻１０８块，字画６００多幅，民间传说４０多

个［１］１－３６３。酉阳以自然穿山溶洞“大酉洞”为核心，将自身的地理特征与《桃花源记》中

的山、水、溪、谷、洞、路等景观一一对照，作为确认自己为桃花源原型地的根据。常德对

重庆酉阳桃花源的身份提出质疑：“汉晋的武陵郡就在常德市，当时的武陵郡还不包括

今重庆酉阳县一带……另外湖南省地图上的武陵山没到重庆市，但重庆把自己的山脉

划归于武陵山区，扩大了概念。”［２０］

其次是行为识别的叙事争鸣。这是确认主体位置的运作环节，常德与酉阳对自身

桃花源形象的品牌塑造各有特点。２０１７年，常德桃花源状告酉阳桃花源：原告是田桃源

（化名），被告是酉阳县桃花源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在诉状书中称自己是通

过《汉书·地理志》中的“武陵郡”，《辞海》《辞源》中的条目，语文教材中《桃花源记》一

文的注释等证据确认自身位置的，并控告对方使用“桃花源”名称，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使

用“桃花源”品牌名并赔款人民币１元［２１］。而酉阳桃花源则采用事件营销的方式扩大

自身的影响：２０１７年推出“万人同游穿秦服玩穿越”系列活动；通过互联网与手机端发出

１３０万元巨奖向全球征集《新桃花源记》；举办“史上最牛寻人启事———五十万重金悬赏

寻找桃花源历史人物后裔”活动；微博话题“我心中的桃花源”总阅读量达到２７０多万，

讨论量近３０００次，仅单条征集微博曝光量就达到１０８４万人次［２２］。在策划与运作方

面，常德侧重自身的权威性，酉阳侧重旅游者的文化体验。

最后是视觉识别对桃花源位置的建构。我们进入常德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和桃花源旅游管理区管委会的官方微博，发现二者的视觉传达让常德

桃花源的位置感显得模糊：前者的主题广告是“心灵的故乡———中国桃花源”，后者的广告

语是“人间仙境”。不管是“心灵的故乡”还是“人间仙境”都没能突出常德桃花源位置的

不可替代性。酉阳桃花源的广告识别鲜明且大胆：“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

一个在重庆酉阳”。该位置叙事在百度搜索结果中有１３３００００个，而常德桃花源的“心灵

的故乡”仅有７４１０００个，酉阳桃花源的网络位置更为突出。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１日，常德论坛

中有一则网友的发问“酉阳桃花源杀到家门口了”，话题的主要内容是湖南省常张（常德至

张家界）高速公路一座跨高速人行天桥上有一条广告———“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

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该话题得到桃源县县长热线的回复———“建议转相关责任单

位处理”［２３］。有关两地的网络话题构成网络事件行销，客观上增强了二者的位置感。视

觉传达设计行为与桃花源形象的位置具有强烈的相关性，常德桃花源与酉阳桃花源之间

的位置争鸣从客观上推动了桃花源位置叙事的多元发展。

在古代，地处边地社会的桃花源不会“言说”。在现代，边地话语圈也试图寻找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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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契机，理念叙事、行为叙事、视觉叙事是边地建构自身的三种方式。边地在生态

建设与旅游叙事中获得较充分的话语权，从而实现了桃花源位置叙事的多元发展。

（二）美美与共：去“排他性”的中心话语

针对常德与酉阳等３６个地方争做桃花源的原型地的问题，我们倡导争鸣，破除以“自

我”为中心的“排他性”话语。“一个组织中存在的排他性越强，它和其他组织发生冲突的

几率越大，并导致其成员更不容易信任与他们信仰体系不同的人。”［２４］在“多元一体”文化

格局下，每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既要找到自身的话语，拥有表达自身话语的权力，又要尊

重其他文化单元的存在价值，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桃花源位置叙事研究的终

极目的也即破除“排他性”的话语叙事，推动桃花源文化的共享与创新。在旅游服务产品

领域，移动与交往叙事已深入人心，旅游服务逐渐从普适性功能向满足旅游者个体需要的

情感体验转换。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１日，常德桃花源景区经过景观再设计后正式开园，酉阳桃

花源第一时间通过新浪新闻及新浪微博为其送上祝福广告：海报大标题是“重庆酉阳·亲

亲常德”，副标题是中国酉阳桃花源祝常德桃花源开园大吉。海报最上方是“世界上有两

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最下方是“９月２２日—１０月８日，邀请常德

市民免费游玩酉阳桃花源”。９月２２日，常德桃花源通过“一点资讯”发布回应海报：海报

的大标题是“谢谢酉阳的祝福”，副标题是“欢迎来您心中的桃花源做客”。海报的最上方

是“茶已泡好，有客‘常’来”，最下方为常德桃花源景区的标志桃花源牌楼［２５］。从双方互

动中可以发现旅游营销的智慧与地域个性的表达。

如果仅从“谁才是正宗桃花源”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所有的桃花源主体都陷入原型

地之争，形成一种排他性、对抗性话语。如果从旅游者多重需要的角度分析，每个主体都

能发展自身的特色，挖掘自身的文脉。不局限于原初位置，开拓有温度的位置、有故事的

位置、有情怀的位置才能成为旅游者关注的对象，所有的桃花源品牌才能实现共赢。

四、结语

桃花源形象是一个流动的谱系，我们通过自然位置、心理位置、社会位置把握桃花

源形象的存在，既有历时的变化，也有空间的更迭。关于桃花源的位置叙事应该是一个

开放的系统，作为自然位置的桃花源需要寻找自然景观的相似性与历史内涵；作为心理

位置的桃花源，其“乡土”性相对于城市美学具有一定存在价值，其农耕文明相对于工业

文明具有一定“审美现代性”。基于人机交互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移动互联网创意

是展开桃花源叙事的新动力，艺术家、创业者、设计师、旅行者皆能在桃花源中挖掘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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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最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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