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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半个中国就为看一场演出；

从天南海北涌向网红城市品尝烧烤、

麻辣烫；“五一”小长假日均超 2.7 亿人

次“在路上”⋯⋯

跑那么远，舟车劳顿不说，很多时

间都在辛苦排队，值得吗？笔者认为，

人们的这些消费选择，与“体验效用”

密切相关。

体验效用是现代行为经济学大

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

尼曼提出的重要概念，它颠覆了很多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经济学结

论。体验效用，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事

件带来的快乐或痛苦的感受，对我们

及后续决策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观点认为，人有两个

自我——经验自我回答的是我们当下

的感受，记忆自我回答的是总体感受。

打个比方，一位游客问正捧着天

水麻辣烫大快朵颐的你“好吃吗”，你

的回答来自经验自我；你结束天水之

行 回 家 后 朋 友 问 你“ 天 水 麻 辣 烫 好

吃吗”，你的回答则出自记忆自我。

人对一段事物的回忆，往往并不

与当时的实际体验相同，因为记忆会

受到“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两个原

则影响。简单来说，人们所关注的通

常是生命中有意义的事件和值得珍藏

的时刻，而事情的过程通常被忽略。

所以，体验效用也就可以解释，为

什么那么多人愿意为了一个人、一口

美食、一首歌、一个打卡的瞬间奔赴一

座城？因为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吃

的不只是美食。演唱会的高光时刻、

最后万人合唱经典曲目的激动场景，

久等的美食散发的扑鼻香气，还有散

场前素不相识的人们举杯相邀的欢声

笑语，都会让人忘记旅途的艰辛、排队

的焦躁，治愈我们的疲惫。在同频共

振的喜悦和奇妙的化学反应过后，只

有激动、喜悦长久地留存在记忆中。

理解了体验效用，就能更好地理

解“体验经济”。

如今，整个社会的消费理念正发

生显著变化，越来越多消费者在意体

验、在意仪式感，愿意为个人心灵享受

和精神愉悦买单。演唱会、旅游、电

竞、骑行、露营、潮玩、逛展、非遗体验、汉服妆造⋯⋯还有很多不时涌

现的新奇消费，因为提供快乐和满足而越发受到各年龄段人士喜爱。

体验经济，正是一种以消费者为中心，通过创造独特消费体验满

足消费者情感和个性化需求的经济形态。崛起的体验经济，渗透到

生活中各个领域，改变了我们的消费行为，也对传统消费模式产生了

深远影响，成为消费升级的一大核心要素。

那么，体验效用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偏好享受短暂而强烈的快乐。实物

消费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往往很难持续，一旦需求得到满足，买买买所

产生的快乐就会大幅降低，而体验不仅能激发更持久、更强烈的情感

反应，而且会成为人的身份和记忆中的一部分，这些成就感和满足感

是物质享受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其独特人生体验与

经历的总和。

体验效用告诉我们，体验的好与坏，决定了我们的决策。但我们

的记忆会包容一些不愉快，如果峰值和终值的体验美好，人们会选择

性地认为整段体验都是美好的。对商家来说，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给

消费者提供极致体验。

当下，消费者的时间、体验、注意力都成为供给端争夺的稀缺资

源，但真正高质量的体验供给仍然稀缺。体验不只是服务消费所特

有的，任何直面消费者的企业，都应该通过制造“体验感”来提升自身

产品和服务价值，用超出期望的一个个触点来满足顾客预期的美好。

体验效用的价值

林

蔚

福州

市 永 泰 县

嵩口镇，是一

座被大樟溪环绕

的千年古镇。

前往嵩口的路上，山野竹

林、李园农舍依次点缀，郁郁葱

葱的树林中闪现一座古朴老宅，门前

静坐一位老人，时间仿佛定格。

当车辆驶入嵩口镇的主干道，抬眼望

去却是瓷砖水泥小楼，与想象中的青砖黛

瓦不同。古镇在哪儿？这是大部分人初

来嵩口的疑问。和那些百分之百都是老

建筑的古镇不同，嵩口各种古厝里夹杂着

不同年代的建筑。时光沉淀，新旧杂糅，

嵩口百姓生活、经济、文化自然生长，展现

勃勃生机。

邂逅古镇

文明的起源大都离不开水，大樟溪环

绕而过的嵩口也不例外。背靠大樟溪，来

自仙游、闽清、莆田、尤溪等地的丰富物产

在嵩口汇集中转，孕育出盛极一时的嵩口

古镇，在嵩口渡口最繁华的时候，停泊在

古码头的木帆船多达上百条，从码头沿溪

边一字排开，绵延好几公里。

如今嵩口古镇的核心区由中国传统

村落中山村与邻近的道南村、邹湖村组

成。走进中山村的嵩口直街和横街，文创

店、民宿、咖啡馆、摄影工作室等丰富业态

应有尽有，来来往往的游客徜徉其中，享

受着难得的惬意时光。

在完整保存了众多明清时期古厝建

筑的中山村，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村民是

故事的主角。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永泰县的乡村面临劳动力流失

的局面：年轻人去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传

统乡村生活日渐凋零。

2008年，嵩口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成为福州市第一

个国家级历史

文 化 名 镇 。 尽

管彼时当地人还不

完全明白这一称号的

价值，但无论如何，更多目

光投向了这片夹杂着现代化

新房与古建筑群的寂寥村落。

2013年底，由台湾乡村旅游协

会组织的专家团来到嵩口镇，台湾打

开联合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专家刘国

沧对嵩口“一见倾心”。“在我考察过的 11

个村镇里，嵩口代表了中国乡村最常见的

状态。”刘国沧说。

很快，台湾打开联合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的成员们进驻嵩口，在一间空置的镇政

府旧办公室墙上贴出了嵩口古镇的总体

规划和设计。听着台湾同胞温柔的口音，

嵩口人既期待又疑惑。

改造，本地居民更多地将其理解为

“旅游开发”。刘国沧却解释：“我们想做

的是为居民提供更理想的生活，让本地人

对这片土地有足够的信心。相比旅游开

发，这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完成。”

这一理念也与当地政府不谋而合。

“打开联合”团队在嵩口设立了现场

工作站，由团队的邓海带着几名成员驻扎

古镇。邓海的妻子吴婧也辞职加入，甚至

将女儿也转到当地的小学，一家人开始了

长期的乡村生活。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主导下，镇村干

部与设计团队和村民一道，对全镇所有传

统建筑、传统技艺、传统工匠以及非遗文

化进行了普查登记、摸底建档，以唤起民

众的保护意识，并按照新旧融合、新老建

筑共生的理念，培育新的古镇业态。

“打开联合”团队首先在直街上找到

了一栋两层店面，经过装修改造推出古街

上第一家融合咖啡、住宿与零售功能的复

合空间，取名“打开嵩口”。在开门迎客的

同时，“打开嵩口”不断调整商业模式，逐

渐挖掘出布艺、木艺、竹编、藤编、甜点、地

道风物六大方向文创产品。

重拾信心

怎样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给这座千年古镇带来无限想象力？

如果把在嵩口的前 3 年定义为试验

期，试验期过后，古镇改造的行列里除了政

府与设计师外，还加入了更多新鲜血液。

“乡村不是我的退路，而是我人生的

更多可能。”在福州另一座县城连江县长

大的谢方玲曾在北京等大城市工作，2014

年在家人的推荐下来到嵩口，成为“打开

联合”团队第一位大陆员工，在嵩口一待

就是 10 年。

谢方玲喜欢这里的乡村生活与人情

往来，“嵩口的符号融入我的血液，让我成

为一个全新的嵩口人”。

2015 年 12 月，谢方玲在嵩口有了一

个新身份：受政府之邀负责嵩口古镇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及松口气客栈的运营。松

口气客栈由本地常见的土房子改造而成，

在改造之初就承担着古镇建筑改造和业

态运营的示范作用。

“当时我把大学舍友和高中好朋友都

喊来一起创业，把在乡建院工作的男朋友

也‘骗’来了嵩口。”谢方玲说，她们几个

“90 后”姑娘在镇上搜罗了许多闲置家具，

如木门板、旧箱子甚至酒坛子，并找来木

匠，用奇思妙想将各种物件搭配在一起打

造了空间里的各式桌椅。镇上没有花店，

她们就去村里采来各种花草，插在从老瓷

器店淘来的各式陶器里。旧时的土房子

就这样一点点被改造成了精致的客栈，周

围的村民不禁啧啧称赞。

谢方玲说，情怀难免遇到现实困难，

谁都曾沮丧茫然，可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

返乡，越来越多像她一样的创客到来，内

心陪着嵩口古镇继续往前走的意愿变得

更为坚定。

从 小 在 嵩 口 长 大 的 林 露 露 则 是 在

2014 年 4 月带同学参观嵩口古民居时遇到

了邓海。“海哥当时开玩笑说，以后你们的

家乡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不回来看看家

乡会被我们建成什么样？”林露露说，自己

就是这么被“拐”了回来，2015 年大学毕业

后就回到了嵩口投身古镇改造。

林露露返乡创业这件事一开始并没

得到家人的支持。在父亲看来，好不容易

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应该在城里找份稳定

工作，而不是回到乡下。林露露一度想离

开嵩口，但思前想后还是留了下来。看着

土房子一步步改造为松口气客栈，参与寻

找本地老手艺的历程，让她这个本地人看

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嵩口。在深入了解

嵩口古镇未来发展规划后，她希望带动更

多人重拾对家乡的信心。

2021年，林露露承租嵩口供销社，按照

原供销社的模样来布置，将其打造成集当

地特色农产品、小吃、文创商品等于一体的

嵩口供销新社，“它是一扇展示乡村的窗

口，也是一条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纽带”。

留住乡情

嵩口古镇的改造活化不迁出原住民，

而是让人留在镇上、住在村里，在新旧衔

接的状态下找到共生的可能；引入新业态

时，也会更多考虑本地产业特色，更加融

入本地人生产生活，积极引导本地人做本

地事。

福 建 本 土 城 市 生 活 杂 志《HOME-

LAND 家园》一直跟踪记录着嵩口古镇的

改造，在杂志副主编许灵怡看来，这样的

方式虽然漫长而繁复，但比简单的旅游开

发更具时代意义。

其实在古镇的改造过程中，基础建设

与建筑改造这些硬件完成之后，最重要的

任务是软实力的打造。古镇的灵魂究竟

在哪？许灵怡回答：“在人。”

“我们杂志长期关注嵩口，访问了许

多 镇 上 的 人 家 ，当 中 藏 龙 卧 虎 ，这 些 人

都 成 为 古 镇 后 续 发 展 的 基 础 。”许 灵

怡说。

随着改造不断推进，大家从踌躇观望

到慢慢了解，不少在外地做生意的嵩口人加

入返乡队伍。人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参与

进来，表达对家乡的无限期待。古镇业态也

从原来简单的民宿、农家乐、土特产店等向

李梅文化馆、武术培训馆、非遗传承、文创研

学、传统技艺展示、直播培训基地等转变，更

多的就业创业平台被孵化出来。

百年前南来北往的商贾和移民，因渡

口而来，嵩口古街一带也因此汇聚了各地

风味。一到赶圩的日子，古街上各具特色

的小吃和风俗物产让人挑花了眼。

“小时候，这里是我们嵩口最有名的

一条街，我们经常在这里跑来跑去。”53 岁

的郑丽梅原本在西安做生意，看到嵩口镇

变“年轻”了，她于 2015 年返乡，租下亲戚

的 店 面 开 始 创 业 ，售 卖 当 地 特 色 美 食

蛋燕。

游客们悠闲地走过店门前，郑丽梅说，

这就是回家的好，既能增加收入，又能照顾

老人和孩子，还能亲眼见证家乡的变化。

初中就开始喜欢摄影的赖泽樟，去过

国内很多古村落，但相比之下还是喜欢自

己的老家嵩口古镇。2016 年，赖泽樟在嵩

口开起“冰芯”摄影工作室和以摄影为主

题的“直街小筑”客栈。“长期在家乡，方便

拍摄一年四季的美景。我希望通过摄影

作品让更多人知道嵩口。”赖泽樟说。

渡口，见证了嵩口的历史变迁。登上

嵩口古渡口旁的德星楼主殿露台眺望，不

禁思绪万千。千年古渡汇集往来船只，迎

送四方商旅，带来了深山小镇的繁荣，也

倒映出恬静古厝的旖旎风貌。物换星移，

四季更替，唯一不变的是留存在古街乡里

的风土人情。

置身嵩口，抬一抬手，便能触摸积淀

千年的传统乡村文化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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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沐阳刘春沐阳

福建省永泰县嵩口古镇鹤形路福建省永泰县嵩口古镇鹤形路。。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福建省永泰县嵩口古镇航拍景色福建省永泰县嵩口古镇航拍景色。。

林双伟林双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十 里 桃 花 等 着 你
杨开新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

故乡⋯⋯”站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平乡

兴平梁的山头，张立乾俯瞰着竞相绽放的

桃花、杏花和远处层层叠叠的梯田，对着

手机唱起了这首经典老歌。

“看桃花、唱桃花，致富桃花朵朵开，

幸福群众笑开怀！”虽然从小看惯山野花

朵，但置身上万亩花海还是令张立乾格外

兴奋。网名唤作“农民小宝”的他，是有着

10 多万粉丝的当地“网红”，真情流露的歌

声赢得周围人群阵阵叫好。

前不久，当地举办“相约固原 向春

而行”记者和网络达人采风活动，边走边

看、随拍随播，体验固原风情。作为农民

歌手受邀参加的张立乾，把开头这段演唱

视频发布到网上后，迅速收获数百点赞。

固 原 市 海 拔 在 1500 米 至 2200 米 之

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花儿“虽迟但到”，毫无保留地盛开，或粉

或白，漫山遍野。虽是工作日，兴平梁周

围的山间公路上依然有不少汽车驶来。

闻着花香、踩着黄土，山梁上人头攒

动。“桃花盛开，真是好看得很！”外地游客

万强说，没想到这山梁上的花海竟如此壮

观。目前，固原市的桃树、杏树混交林种

植面积已超过 150 万亩，时令一到，到处都

是花的海洋，为花间经济、文旅产业发展

提供了巨大空间。

眼前的美，很难让赏花踏青的游客联

想起以往的苦。“西海固”一度以贫穷闻

名，其中的“西”字就取自西吉县，其底子

有多薄、基础有多差不言而喻。打赢脱贫

攻坚战后，西吉县终于迎来了花团锦绣的

好日子。

“想你的风吹到了兴平梁”“十里桃花

只等你”⋯⋯潮流路标让人意识到：这个

距西吉县城还有近 20 公里的地方，已经从

“养在深闺人未识”变成了“野生”景区。

树前树后，花左花右，游客摆着各类造型

拍照。除了美景，还有美食与音乐，秦腔、

现代歌曲、传统舞蹈接连上演。山梁上有

序地摆起了摊位，除零食饮料之外，售卖

的还有牛羊肉、胡麻油、土蜂蜜等当地特

色农产品。“饱眼福又饱口福，以后会跟

亲友常来逛逛。”游客刘悦说感慨，西吉

有好东西！

“西吉好东西”，是西吉县近几年全力

打造的区域公共品牌，大力实施农产品出

村、进城工程的西吉县，今年更是重点打

造了兴平梁桃花源等招牌景观，鼓励本地

群众摆摊增收，做到以花为媒、以旅兴农。

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西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才会越来

越强，西吉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何永红

笑言：“西部福地、吉祥如意，就应是西吉

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