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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理论视角下的牧区小镇经济发展

——以阿木古朗镇特色文化产业为例

唯 日

摘要：场景理论是新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城市发展研究新范式。本

文借鉴场景理论框架分析牧区小镇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可以较好地

观察到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呈现形态及文化观念。最后发现，牧

区小镇的特色文化产业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体现，也是精神生活的折 射。

关键词：场景理论 牧区小镇 特色文化产业 文化价值观

作者简介：唯日，蒙古族，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

士  生。

我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从南方到北方、从东部到西部各地呈现出具

有不同特色的自然环境及人文景观。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所在原因。呼

伦贝尔市是内蒙古自治区地级市，有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

42 个民族，充分表现出我国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形式，同时也展现出文化多

样性。并且根据地貌分林区、农区和牧区，本文研究地点阿木古朗镇属于牧区

的一个旗政府所在地。草原生态环境和牧业经济是阿木古朗镇特色文化产业

生产的基础。以小镇特色文化产业为切入点，运用场景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

小镇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最终阐述当地人们文化价值观是经济发展的推动 力。

一、场景理论

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迎来了娱乐服务设施的快速发展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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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行业的时代。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克拉克教授为带领的新芝加

哥学派对世界 38 座城市的城市景观和社会行为进行统计并分析统计结果（特

里·克拉克，丹尼尔·西尔 2019：36）。在钻研经济学、社会学经典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了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亚当·斯密认为土地是经

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卡尔·马克思提出资本、劳动力和阶级是经济的主要因

素。而克拉克教授认为经济与土地和空间有关联性，他在塔尔科特·帕森斯、

马克思·韦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研究基础上对经典理论做出理论补充。

因为经典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对此克拉克教授的团队

以城市舒适物为研究点展开研究。舒适物（Amenities）“又译便利设施，一个

来自经济学的术语。通常与消费有关，它通常是指非交易物品与服务，能够

提供给人们使用或享用，不同于提升市场价值或直接购买范畴的生产性资本。

舒适物包括自然舒适物，如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气候；还有使一个地方更具

吸引力的公共设施，如剧院、钓鱼湖、舞蹈俱乐部和参观集中区”（特里·克

拉克，丹尼尔·西尔 2019：456）。

各种舒适物构成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组合形成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场景表

达出不同的文化风格和美学，不同的文化风格和美学吸引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去

当地消费和生活，因而推动城市发展。克拉克教授把文化风格和美学看作文化

元素，依照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原理分析文化元素，试图构建一个文化元素周期

表。为了识别不同场景的深层结构和文化意义，克拉克教授从文化范畴中寻找

那些关键性要素。用马克思·韦伯对合法性的关注、欧文·戈夫曼对戏剧性的

研究和格奥尔格·齐美尔对真实性的探索分析场景，并提出场景的分析维度。

即 3 个主维度和 15 个子维度。

表 1 场景分析维度表（Terry Nichols Clark 2017）

合法性 戏剧性 真实性

目的、行为的理由 外在、共同的自我表现 身份界定、自我认知

传统主义

自我表达

领导力

功利主义

平等主义

睦邻

违规犯罪

个性张扬

魅力时尚

正式、拘谨的

本土性

种族

国家

社会团体

理性

场景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组合，根据当地文化因素组合成不同的场景，而

且一个场景中包括的子维度互相不同。那么，场景要包括哪些要素呢，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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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概念上的社区，二是显著的实体建筑，三是种族、社会阶层、性别、

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年龄等各不相同的人，四是将这些要素链接起来的特色

活动，五是所有这些要素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场景象征意义的表达，即共同的

价值观（Terry Nichols Clark 2017）。

受场景理论对城市舒适物分析视角的启发，本文尝试运用场景理论的研

究方法分析牧区小镇的特色文化产业，从而可以较好地观察到特色文化产业

发展现状以及呈现形态和文化观念对小镇经济发展的推动  力。

二、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呼伦贝尔草原属半干旱草原，四季变化明显，因此当地人们选择经营牧

业经济。新巴尔虎左旗是呼伦贝尔市牧业四旗之一，阿木古朗镇是该旗旗政府

所在地，是旗人口聚集的最大乡镇，也具有明显的牧业文化特点。阿木古朗

镇的特色文化产业基于当地文化资源及文化传承，并在政府辅助工作基础上

得到了初步发展。阿木古朗镇的特色文化产业有传统服饰制作店、传统毡艺

店、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店、马具工艺民族用品店、银饰加工店、木制家具加

工厂、奶制品加工店等等。新巴尔虎左旗人口以巴尔虎人为主，小镇居民也

是巴尔虎人占多数，因此特色文化产业的各类商铺名字多以“巴尔虎”命  名。

内蒙古牧区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大同小异，各地特色文化具有独特

性和可识别性。阿木古朗镇居民以巴尔虎蒙古人为主，他们典型的传统服饰

有春秋穿的丝绸蒙古袍（hawaastai deel），夏天穿的白色头巾和料子蒙古袍，

还有包裹婴儿的襁褓等都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差别。在日常生活中当地人和

外地人一眼就能识别，具有与其他地区文化相区别的人文特色。阿木古朗镇

特色文化产业多由当地巴尔虎蒙古人来经营，家庭作坊占多数，也有协会合

作和匠人之间合作等形式来制作产品。产品制作者的技术是家族相传或师徒

相认继承下来的，在继承的基础上学习新技术后结合目前的消费趋向对产品

加创新点。下面简述在阿木古朗镇经营特色文化产业的经营者的访谈内  容。

乌老人，今年 61 岁，是金边服饰——蒙古族巴尔虎服饰协会的会长，老

人家回忆学缝蒙古袍时这样说：“我从五岁开始拿起针线，学着妈妈和奶奶做

简单的针线活。我从小喜欢缝纫，而且那时候小孩子都会学缝纫。十多岁开始

跟着妈妈和奶奶学做蒙古袍，剪裁、缝制、各种缝纫方法等都学过。也是在十

多岁时爸爸有次出远门，回来时给我带来了现代服装设计书，我研究每一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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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图，学着做出来衣服。妈妈和奶奶是我的启蒙老师，这本书给我带来启发和

借鉴作用。我和我们协会的几个人是旗就业局技能培训的老师，每年都会组织

几次服饰缝制培训，我们会认真地传教给年轻人制作服饰及缝纫方法。”a

奥工匠，今年 27 岁，经营乌仁都希工匠室，2018 年 8 月开业。从一间

车库开始创办，后转门市房，现在转到旗中心商场街面室。他讲述关于学技

术和经营工匠室时说：“我的工匠老师是蒙古国的人，最先，老师在我们旗开

设培训班时我参加了培训班，然后跟着他学了 4 年技术活。2018 年 8 月跟几

位朋友一起创办工匠室，我们各做各的活儿。我是银匠，有皮匠、作画人还

有做传统帽子的人。我主要做银碗、银刀、银马鞍、蒙古袍的银扣子、结婚

用品等纯手工产品。一年四季除春天以外夏秋婚礼多、秋天牧民卖牲畜手里

有钱、冬天春节等时期订单比较多，一般都是按照消费者要求来制作。消费

者大多数是当地牧民，所以喜欢购买和定做巴尔虎特色风格的银制品，而且

人们喜欢银厚、精致、复古样式的银制品。所有产品都是手工制作，所以耗

时间，要是接了大单子会用上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还经常加班加点地做。

我们也经常通过微信广告出售更多的产品。去年年末，旗政府开设了民族产

业基地，在那儿也摆放了我们的手工艺品。人们有喜欢的手工艺品会联系我

们购买。”b

乌老板，经营一家辽阔草原蒙餐馆，2008 年开业至今已有十多年的经验

了。她谈起餐馆时这样说：“我家以蒙餐为主，也有炒菜。本地来客大多数喜

欢吃家常饭，比如牛肉面、肉包子、羊血包子、肚包肉等等。我家肉质好又

新鲜，都是用自家牛羊肉来做。2013 年，我报名参加了旗就业局承办的西餐

培训和肉制品培训，2018 年也参加了旗就业局承办的肉制品培训。通过培训

完全掌握了烤全羊制作方法、石头烤肉制作方法和其他一些肉制品制作方法。

夏天旅游季是来客最多的时候，外地人想尝本地特色食品就会来我家吃饭。

前两年我儿子从大学毕业回来后开始做电商，通过抖音等平台宣传家乡美食，

之后我家餐馆知名度提高了。”c

从以上几个访谈内容和其他几个访谈内容中能看出当地人们创业时旗政

府做出了很大的帮助性工作。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

推动力。在发展和推广当地特色文化产业工作上旗民委、就业局、旅游局和

a  2021 年 5 月 2 日采访金边服饰——蒙古族巴尔虎服饰协会的会长乌老人家的记录。

b  2021 年 4 月 10 日采访乌仁都希工匠室的奥工匠的记录。

c  2021 年 4 月 29 日采访辽阔草原蒙餐馆老板的记录。

北冰洋研究第7辑-wm.indd   139 2024-03-26   09:49:49



140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文体广电局齐心协力完成了多次任务。旗政府以保护、创新、发展地域文化

为目标开办了新左旗创业就业孵化基地，于 2013 年 10 月正式投入使用；2020

年开始创办民族特色产业创业园；多次举办冬夏两季旅游产品推介活动等等

（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政府网，http://www.xzq.gov.cn/2021）。尤其是旗就业局常

年做创业培训和技能培训工作，其中包括服饰缝制培训、奶制品加工培训、肉

制品制作培训、皮匠培训及其他手工技能方面的培训，并且组织了两次网络销

售培训及出售方面的培训。旗政府组织的系列工作对本地牧民创业和学技术方

面提供了方向，并且推动了当地人们的脱贫和致富工 作。

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本地商家带来了新型的经济模式，因为多数商家

开店之前经营自家草场上的牲畜或给其他牧户打工挣钱。同时，多家商家脱

离了放牧工作或其他工作，只专注于目前经营的店面工作，这使商家把经营

的产品更加专业化和产品化。从各家奶制品店的制作情况来看，近几年开始，

这些商家从牧户那里买来鲜奶制作奶制品，而不是自己挤奶加工。这使商家

一年四季都有现成的鲜奶来源，而且他们也节省了很多挤奶的时间和劳动力。

牧民家制作奶制品是在春末夏初和初秋时期，这时是牛下奶最好的时期并且

其他工作较少，所以腾出时间来做奶制品。民间流传春末夏初青蛙叫了后牛

会下奶，奶质也会逐渐变好。然而，对于奶制品制作商店来说这些因素并不

会影响到他们的制作工作，他们并不会受限于牛下奶或制作奶制品时期等传

统的时间观  念。

在多数商家专注于经营产品前提下，近几年特色文化产业的业态越来越

多元化、不断升级各类产品的提炼和包装。越来越多的商家都有自己的产品

包装，包装上标注了店名、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存方法等相关内容。比

如，娜仁萨其儿巴尔虎奶制品特产店从去年开始有了自己正规的产品包装，

简单风格的包装不仅没有漏掉产品信息，也没有丢失特色风格图片的点缀。

乌仁都希工匠室的工匠在自己的作品下方会标注“乌仁都希”的蒙文字。这

些包装或标注对店面、对产品不仅有着宣传作用，还会体现出正规性。这当

中商家们坚持着文化的原真度和保持着传统的绿色环保理  念。

阿木古朗镇特色文化产业基于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因属于半干旱草原

和明显的四季差异使当地人们的衣食住行有了顺应环境的特点，并且形成了

当地特色的传统习俗。很多专家认为，基于生态环境建构的传统文化或习俗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低。因此该镇的特色文化产业与自然环境不是对立发展

的，是符合国家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方针。在我国地方特色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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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未能品牌化和高端化，知名度还很  低。

前文阐述了在政府推动力和传统文化基础上阿木古朗镇特色文化产业得到

了初步发展。不管是特色产业还是其他产业都得有消费者才能够更长久的发展。

那么，阿木古朗镇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下文笔者借

鉴场景理论框架，阐述阿木古朗镇的消费者和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关  联。

三、场景理论与特色文化产业

场景理论认为社区是最理想的研究范围。阿木古朗镇是镇区面积小且人

口稀少的牧区小镇，因此可以等同于社区来研究。阿木古朗镇、特色文化产

业、居民、居民购买特色文化产品和居民的价值观等构成了研究场景的要素。

在小镇居民日常购物中，特色文化产品既是日常消费品也是文化消费的一种。

因此可以把特色文化产业理解为舒适物来研  究。

在当地的婚庆、春节等节日和那达慕时人们使用和购买特色文化产品会

更多。在本地文化中夏天举办那达慕、秋天举行婚礼仪式和冬天过春节。虽

然这不是一个定理，但是考虑到畜牧工作量和自然气候等原因，一般情况下

是这样安排活动。从前面记录的采访内容中也能够明确地看到季节性的活动

安排，很多商家在夏秋冬季非常繁  忙。

婚礼习俗在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习俗。在阿木古朗镇，婚礼从几个月前

就着手准备，男女方各自准备结婚用品。男方备房子，近几年开始一些家庭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准备楼房和蒙古包，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准备楼房或蒙

古包。楼房装修风格有蒙式、中式和欧式等各种各样，以新人喜欢的风格装

修。蒙古包内的家具以传统为主，大同小异，只是因个人喜好增加的物件不

同而已。卖传统木制家具的木匠说：“现在不管是楼房也好蒙古包也好，很多

新人越来越喜欢购买纯木的茶几、床、橱柜等家居用品。因为纯木家具结实

又不过时，加上我们会按照顾客的要求去做传统的又不失时尚元素的家具”。

卖马具用品店老板说：“现在很多家庭有钱了，所以结婚的时候会来买银制的

马具，虽然很多人买回去不使用，但是会摆放在客厅，可以说是一种摆设品

了。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会精挑细选，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骑马时用”。从婚房的

装饰中可知，很多家庭去选购传统、本土又时尚的物  件。

婚礼前男女方会准备婚礼仪式时和婚后穿的蒙古袍，大多数家庭选择到

服饰裁缝店定做。定做一年四季穿的、各种颜色的及新样式的蒙古袍；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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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选择有传统的、新花色的、流行的等。婚礼上准备大概 5 到 10 多件蒙古

袍，都是两方家长准备和亲戚送的礼。从新婚人的服饰来看，本地人注重传

统、魅力时尚、自我表达、正式的等元  素。

在婚礼仪式上，男女方各自举办宴会，在家里和饭店都会宴请亲朋好

友。在宴会上，尤其在家里的宴会上以奶制品和肉制品为主，加上少量的菜

类来款待客人。所以从两三个月前就在家制作奶制品或者婚礼前从奶制品店

购买大量的奶制品；婚礼前一天宰羊做肉制品。女方母亲会给女儿准备奶制

品、风干肉、果条等食品，这是送给女儿的 heshig（赐品）。在当地人们心中

奶制品象征着纯洁、吉祥的含义。在婚礼上的饮食方面，本地人做好传统的、

正式的和本土的食品。从阿木古朗镇婚礼仪式中能够看出特色文化产品在婚

礼仪式中镶嵌在多方面的事情当中。人们追求时尚的又不失传统元素的特色

文化产品，即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中体现着当地特色文化元素。

在当地那达慕和春节等节日时饮食和服饰方面与婚礼上一致，多数人穿本地

服饰吃传统食品。在串门或走访亲戚朋友家时当地人必须带礼物去，在人们

观念里空手看望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尤其在春节拜年时要带礼物，两家

人要交换礼物，赠送蒙古袍是最贵重的礼物。在平日里或春节时的礼物一般

有绸缎、酒、奶制品、围巾、盒装饼干等，其中奶制品是从古到今的一种常

见礼物。所以，在重要节日时候不管是技术还是时间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人

去购买现成的特色文化产品或定做特色文化产品。当地人们的仪式活动、社

交及特色文化产品的种类和样式表达出人们的传统性、自我表达、魅力时尚、

正式的和本土性的价值  观。

综上所述，对于当地人们来说，过去的生活用品如今既是生活用品也是

满足精神生活的产品。当人们去消费特色文化产品时购买的是口感的熟悉度、

服饰的舒适感和用品的依赖性，消费的是文化符号。人们对特色文化产业抱

有古中有今、今中有古风格的期望。购买特色文化产品对于当地人们来说是

日常的多种不同消费当中的一种而已，而这一种特色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够满

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  求。

四、结  论

本文在田野工作和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概述了阿木古朗镇特色文化产业的

发展情况。在了解了该镇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运用场景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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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分析当地消费者的价值观。场景理论讨论的是客观物品和主观精神的结

合。阿木古朗镇特色文化产业在政府的推动力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初

步发展，即可以理解为当地舒适物的一种。通过研究发现，当地人们的生产、

仪式、社交生活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是阿木古朗镇特色文化产业持续发展

的动力。建设美丽乡村是新时代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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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ory

Wei Ri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cenes is a new paradigm of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posed by the New Chicago School.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ies in pastoral towns by referring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cenes, and can be better observ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forms and cultural concepts of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Finall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of 

pastoral towns is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its material culture, but also the 

reflects the spiritual life.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scenes; pastoral town;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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