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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居型旅游景点是以名人故居、纪念物及其所
蕴含的文化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

观游览，实现学习文化精神，接受文化教育和振奋精

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旅游目的地。故居型旅游

景点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已成为一

种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在

旅游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名人故居是名

人成长的记录和文化创造的见证者，也是一个独有

的文化资源［１］。其景点要素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

容：一是名人故居，突出表现为建筑实体；二是故居

室内的陈列品，包括名人生前所用物品的陈列和基

础服务设施的布置；三是名人故居周边的旅游资源，

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形成一个完美的故居

型旅游景点。其中，建筑实体和故居内的陈列品是

故居型旅游景点的核心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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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君，孙　霞，张伟伟：故居型旅游景点的室内空间分析———以韶山毛主席故居为例

　　一　故居型旅游景点研究的现状与方法

（一）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名人故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

１．名人故居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研究。
陆翔、熊皓（２００８）从北京西城区近现代名人故居存
在的问题出发，对故居的保护提出来一些宝贵的意

见［２］；夏金花、陈肖静（２０１３）从文化旅游的视角对
扬州名人故居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提出独特的路

径与建议［３］；成志芬、张宝秀（２００６）把国内名人故
居与国外进行比较，发现我国名人故居在保护和利

用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了国外在故居保护与利

用中的成功经验［４］。

２．名人故居的历史和价值研究。刘庆（２０１１）
在研究青岛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时，系统地阐述

了名人故居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

值等［５］；沈实现、李春梅、徐华（２００５）在分类评价杭
州名人故居的景观特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名人故居

出了具备经济价值外，还具备社会价值和景观价

值［６］；李诗强（２０１１）在构建宁波名人故居保护评价
体系过程中，选用了历史久远度作为评价体系中一

个二级指标层，将名人故居的历史价值研究作为一

个重要的评价因素［７］。

３．名人故居的建筑风格研究。沈实现、李春
梅、徐华（２００５）在论述名人故居建筑特色和生态景
观时，提出了建筑特色会因为历史背景和基址自然

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６］；刘嫒君（２００７）
以北京市东城区部分名人故居建筑为考察对象，总

结了这一区域建筑风格的整体特征是北京四合院

的基本布局形式，即将单栋房屋置于四面，围成一

个内向的院落［８］；曹帆（２０１１）在硕士论文中，详细
地论述了传统中式建筑风格下的名人故居和外来

文化影响下的名人故居建筑风格类型［９］；蒋高宸先

生（１９９３）认为昆明近代建筑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
个阶段，即：以１８９９年法国在昆明建立领事馆为标
志的第一个发展阶段（１８９９年以前），标志着云南
近代建筑史的开端；第二个发展阶段（１８９９—１９２８
年），受西方近现代思潮的影响，即昆明近代建筑的

蓬勃发展时期；第三个发展阶段（１９２８—１９４９年），
因为抗日文人学者的交流，云南民居受近现代建筑

思潮影响时期［１０］。

综上所述，国内旅游景区的空间研究主要集中

在景区建筑的空间结构和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两个

方面，关于景区建筑空间内部分析的文章则较少。

在故居型旅游景点的研究上，大多集中在名人故居

的保护、利用和历史价值方面，对名人故居本身建筑

实体的空间分析不多。实际上，故居里的空间布局

和其生前所用物品的陈列对游客感知与认识有着重

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专注于故居型旅游景点的室

内空间布局与研究，通过运用空间句法对故居型旅

游景点空间内部进行分析，通过不断改善故居的空

间内部布局和展品布置，来增强游客的感知能力，从

而达到提高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和辐射面的目的。

（二）研究方法

１．空间句法理论。空间句法是用来分析城市
形态的一种有效的理论和工具，他的主要思想是：

社会经济活动不完全受个体空间元素的影响，空间

句法理论是一种新的描述现代空间关系的理论，也

是一种描述空间与城市的科学理论。它是从最基

本的建筑师所做的工作上建立起来的，即分隔空间

和在空间中放置物品［１１］。空间句法的研究对象是

自由空间，任何一个建筑系统都是由空间物体和自

由空间两部分组成的［１２］。自由空间在研究空间关

系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有时他又叫开空间；

同时，空间句法理论又着重于表示自由空间［１３］。

空间句法理论是将空间的相互联系，抽象表现为空

间的连接图，再按照图论的基本原理，对表示空间

关系的轴线或特征点以及各自的空间可达性进行

拓扑分析，最终导出一系列的空间形态分析变量，

包括连接值、深度值、控制值、集成度和智能值［１４］。

２．空间句法的变量指标。主要有以下五个：
（１）连接值Ｃｊ（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ｌｕｅ）。连接值是

指空间关系中与某节点邻接的节点个数，他的计算

公式为：Ｃｊ＝ｋ
公式中Ｃｊ表示的是第 ｊ部分空间（节点）的连

接值大小；ｋ是与第ｊ部分空间（节点）直接相连的
空间数量。

（２）深度值（ＤｅｐｔｈＶａｌｕｅ）。深度值指的是某
一空间到达其它空间所需经过的最小的距离步数。

Ｄ＝∑
ｓ

ｄ＝１
ｄＮｄ

公式中ｄ指的是空间上一点到其他任一点的
最短步距离，其中ｄ最小为１最大为最短步距离ｓ，
Ｎｄ表示的是最短步距离的结点数。

（３）控制值（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ｌｕｅ）。控制值 Ｃｔｒｌ指的
是一种控制程度，即一个空间对与之相交空间的控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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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度，反映的是一个空间对其周围与之相交空间

的影响程度。他的计算公式为：

Ｃｔｒｌｉ＝∑
ｋ

ｊ＝１

１
Ｃｊ

公式中ｋ表示的是与第ｉ个结点直接相连的结
点总数，ｊ（ｌ，２，…，ｋ）表示的是与结点ｉ直接相连的
结点，Ｃｊ表示的是第ｊ个结点的连接值大小。

（４）集成度（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集成度反映的是集
聚或离散程度，即一个单元空间与其他空间之间的

集成关系。当一个空间系统中所有的单元空间距

离相隔较近，空间之间很少存在障碍物影响彼此的

联系，则表示该空间系统是集成的或集聚的时候；

反之，则表示该空间系统是离散的时候。

（５）智能值（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智能值表示的是
局部空间与整个空间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一个

空间是智能的，则说明该空间在局部空间范围内连

通值较高，而且在整体上集成度也比较高，同时，空

间智能也说明了该空间系统是清晰且容易理解的，

反之，则表示该空间系统是非智能的。智能意味着

可以从局部空间感受到整个的空间系统，而非智能

则表示很难从局部空间感受到整体。

３．Ａｇｅｎｔ路径模拟。Ａｇｅｎｔ路径模拟是空间句
法的一个拓展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人工智能研

究范畴。目前，Ａｇｅｎｔ路径模拟逐渐应用到了旅游
管理专业方面。如张仁军［１５］（２００６）运用ＧＩＳ和Ａ
ｇｅｎｔ技术建立景区游客空间行为模拟系统，来实现
对景区每个游客的空间位置、行为状态变化的跟踪

分析。因此，我们应用 Ａｇｅｎｔ路径模拟，在空间分
析的基础上，来模拟游客在空间室内的运动轨迹，

通过分析实验数据来得知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感

知变化和视觉变化。在 Ａｇｅｎｔ路径模拟分析图中，
通过区分颜色的深浅来得知数据的大小，从而得到

空间室内的游客游览路径分布情况。红色表示最

大值，代表最多的路径，依次到深蓝色是最小值，代

表最少的路径。

空间句法理论作为一种建筑研究理论，在世界

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理论深入研究了建

筑体系和城市空间布局的空间本质特征与城市功

能，并不断被完善。目前，文献中针对空间句法理

论的研究大都是现有空间句法软件［１６，１７］的应用，如

ＡｘＷｏｍｅｎ，Ｃｏｎｆｅｅｇｏ，Ｄｅｐｔｈｍａｐ等。根据国内外的
研究结果和反馈，我们拟采用 Ｄｅｐｔｈｍａｐ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即：首先对毛主席故居空间内部进行视

域分析，得到故居室内的二维分析数据；继而利用

Ａｇｅｎｔ路径来模拟游客的游览路径，从而获得故居
室内的分布热点。

　　二　故居型旅游景点的基本要素

故居型旅游景点的空间布局基本上大同小异，

主要包括：

１．前期名人生前所用物品的陈列和后期景区
的添加。生前所用物品的陈列是游客最感兴趣的，

也是最能影响游客感知的。其中，故居及室内布局

的故事介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

２．后期景区的添加主要包括：（１）展品周围的
介绍牌，方便游客更好地了解名人生前的生活环

境；（２）指示牌，方便游客能合理有秩序地观赏，避
免重复观赏；（３）基础服务设施的配套，使游客在游
览过程能够更加便利。大部分的名人故居具备了

电子导览工具，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更深入地了

解故居的历史和文化。

故居的建筑风格南北各异，北方以传统的合院

式建筑为主，南方则以独栋式建筑为主。南方受西

方文化的深远影响，其建筑类型还包括中西合璧式

建筑和西式的建筑。

毛主席故居位于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土地冲上

屋场，是一幢坐南朝北呈凹字形（俗称一担柴式）农

舍，土木结构，泥砖青瓦，是典型的民国时期的建筑。

毛主席故居是５Ａ级景区，在全国故居型旅游景点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毛主席故居的室内布局包括

了前期遗留的内容和后期的添加的内容。整体上

看，毛主席故居内的大部分旅游资源都得到了合理

地规划和利用，还有一小部分旅游资源有待更好的

开发和利用。如：故居内关于名人和其所用物品之

间的故事介绍被忽略；故居的电子导览功能欠开发。

毛主席故居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在合理利用现有旅

游资源的基础上加强景区旅游资源的故事介绍和建

立故居智慧旅游体系，加强故居电子导览功能，使线

上旅游和线下旅游相结合，更大程度地方便游客游

览，从而提高景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三　毛主席故居的空间句法分析

毛主席故居整栋房子建筑面积为 ４７２．９２ｍ２，
占地面积５６６．３９

"

，大小的房屋共２０间。故居东
边是毛主席家的房子，一共１４间，故居西边是邻居
的房子，共５间，厅屋是两家公用场所。毛主席故
居的平面图和三维立体图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６４



赵忠君，孙　霞，张伟伟：故居型旅游景点的室内空间分析———以韶山毛主席故居为例

图１　毛主席故居的平面图

图２　毛主席故居的三维图

（一）毛主席故居室内空间视域分析

对毛主席故居的空间视域分析中，我们选用空间

句法理论的连接值和深度值这两个变量指标来衡量。

１．实际空间系统中，连接值分析的结果显示了
某个特定点在其视线范围内可以看到的其他点的

数量，表示的是视域范围。通过颜色从红色到蓝色

逐渐变化的识别，来获得连接值的高低。红色表示

连接值最高，视域范围最大，依次是橙色、黄色、天

蓝色、浅蓝色、深蓝色，连接值逐步变小，代表的视

域范围也逐步变小，深蓝色表示连接值最小，其视

域也最小。通过分析故居室内连接值的分布，可以

获得故居室内视域的分布情况。

毛主席故居室内连接值数值的分布以走廊位

置为最高，向四周逐渐降低。结合毛主席故居的室

内空间布局，可以发现：红色集中区域是走廊的位

置，走廊连接着毛泽东卧室、仓库、牛栏、柴屋、毛泽

覃卧室、猪圈和毛泽民卧室等众多室内空间，位置

比较宽广，人流量最集中同时也最多，所以其视域

范围相对故居其他室内空间是最广的；连接值最低

的集中在毛泽民的房间，及横屋和父母卧室的里

侧，这是因为毛泽民的卧室是毛主席故居游览路线

中最后的游览点，位置较偏僻，空间较封闭，故而其

视域范围最小，而横屋和父母卧室里侧视域范围较

小则是因为旅游景区保护的需要，将其通往走廊的

门封了。如图３所示。毛主席故居室内的连接数
值平均值是 １１５７．６２，最高值是 ２７７７，最低值是
２１０。最高值代表着红色区域的连接值，最低值代
表着深蓝色区域的连接值，如图４所示。

图３　故居室内连接值分布图

图４　连接值的相关参数图

２．深度值是空间句法中最重要的变量指标之
一，通过区分空间视域分布中颜色分布的深浅来判

断室内各空间深度值的大小。如果穷尽了所有可

能性之后，从别的空间到这个中心空间，要经过的

步数越多，则表明全局的深度值就越高，而全局深

度值越高的，可达性越差。深度值的分布表示着故

居室内的视域分布情况。

毛主席故居的室内空间分为五个视觉区，蓝色

代表游客在入口处的视域范围，绿色表示在蓝色区

域范围之内所能观察到的视域区间，以此类推，到

最后的红色区域则是去除了所有重合的视域区间

在橙色区域范围内能观察到的范围，每个视觉区域

都是去除了所有的重复区域。故居内蓝色区域表

示深度值最低，显示是在入口处，可达性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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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红色区域表示深度值最高，显示是在毛泽覃卧室

的左下角和毛泽民卧室，可达性最差，因为游客观

察这两个区域需要经过的步数是最多的。视域范

围最广的是橙色区域，表示着在黄色区域游客能观

察到的视域范围。黄色区域是毛泽东卧室和走廊

相连接的位置，可供游客参观游览的旅游资源是最

多的，如图５所示。

图５　故居的视域分布图

综合故居内连接值和深度值的分析结果，我们

发现：毛主席故居内的视域分布最广的是在走廊位

置，故居内大部分旅游资源都集中在这块区域。故

居室内空间的视域分布结果与故居的实际情况基

本符合，但故居内一些展品的布置则不符合室内视

域分布的规律。

（二）毛主席故居室内Ａｇｅｎｔ路径分析
在对毛主席故居室内空间可视域分析的基础

上，继续用Ａｇｅｎｔ模拟游客路径来得到游览路径的
分布情况。同样，通过区分颜色深浅来获知代表路

径值的分布情况。红色代表数值最大，深蓝色代表

数值最小。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得知：故居内游客路

径最集中的地方是故居景点的入口位置，即堂屋和

厨房位置；其次是横屋、父母卧室和毛泽东卧室，如

图６所示。以故居出口位置为起点，用 Ａｇｅｎｔ模拟
游客路径分布，可以看出游客路径最集中的地方是

故居出口位置和走廊位置，如图７所示。因此，故
居室内模拟游客路径最集中的地方是在故居入口

位置、走廊位置和故居出口位置。

图６　入口处开始的Ａｇｅｎｔ路径图

图７　出口处开始的Ａｇｅｎｔ路径图

　　四　研究结果与启示

通过分析毛主席故居室内的视域分布情况，以

及故居室内的Ａｇｅｎｔ路径模拟情况，结合故居空间
布局的具体情况，可以发现：

１．故居内陈列品的布置要结合视域分析的结
果。厨房陈列品的放置应该集中在蓝色区域；横

屋、父母卧室及毛主席室内的陈列品的放置应该集

中在图中的绿色区域；仓库、牛栏及柴屋空间陈列

品的放置则应该集中在黄色区域；毛泽覃室内的陈

列品则应该集中放置在室内的橙色区域；只有这样

将故居内的陈列品的布置与空间的视域情况结合

起来，才能最大地发挥这些旅游资源的吸引与辐射

作用。故居内展品的介绍牌则应该依托展品的放

置而设置，这样使介绍牌能更好地起到解释和介绍

展品背景的作用，使游客能感受到独特的文化背景

及文化底蕴，更好地发挥故居内展品与游客的情感

共鸣作用。

２．故居室内视域最广和路径最集中的区域是
走廊位置，而故居内走廊中间是用物体隔开的。因

而在走廊位置的旅游资源布置应该更加合理，使资

源得到合理利用。在中间隔开的区域中可以适当

地放置游览路径图以及布置相应的导向牌。鉴于

走廊位置是路径比较集中的区域，相对应的，应该

在走廊的各个区位摆放垃圾桶等基础服务设施，最

大程度地方便游客的观光游览。

３．故居型旅游景点的后期添加除包括具体的
指示牌和介绍牌，以及各种基础服务设施有以外，

还应该包括关于景区旅游资源有关背景的故事介

绍。而在游览毛主席故居时，相应的旅游资源背景

故事的介绍是欠缺的。这样，使得游览过程比较单

调，故居型旅游资源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使毛

主席故居的感染力及旅游游览效果大打折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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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故居应该加大关于旅游资源背景故事介绍的工

作，还原毛主席在那个年代生活时的场景，最大程

度地增强故居旅游资源的感染力。

４．故居型旅游景点的游览路径设计要结合室
内视域的分布情况和游客游览路径分布。为了方

便游客的游览，与之相关的电子导览工作也是不可

或缺的。而在游览毛主席故居时，发现其的电子导

览系统是不健全的。在开发故居旅游资源时，可以

利用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以游客体验为中心，建

立故居旅游的电子导览系统。这样，可以进一步优

化服务流程，从而提高游客接待量。从而更好地优

化景区业务流程，提高游客满意度。

故居型旅游景点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故居

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相应基础服务设施的完

善。而分析故居室内的视域分布情况以及利用 Ａ
ｇｅｎｔ模拟游客路径，一方面可以为故居旅游资源的
布置提供较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可以为后期添加的

旅游资源的设置提供一个参考。同时，故居型旅游

景点的发展在合理布局室内旅游资源的和加强基础

服务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也应该侧重其旅游背景的

故事介绍，增强游客对故居型旅游资源的感知与认

识。推进故居型旅游景区的智慧旅游体系建设进程

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步，做好相应的景区电子导览工

作，方便游客的游览，以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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