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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唯吾乡
——云南人家乡情结的建构扎根理论分析

闫志英  宋  杰  李雪莹  吴绍芬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昆明

摘  要｜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家乡就抱有深厚的情感，然而急剧的社会转型冲击着乡土中国原有的封闭性、稳定性，伴

随而生的流动性的加强和交通、通讯的便捷则使国人的家乡情结趋于弱化。在此大背景下，云南人却较少离

开自己的家乡。本研究采用建构扎根理论的方法，在揭示家乡是什么的基础上进而通过深入探讨云南人不愿

离开家乡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对其家乡情结的构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家乡是血缘在空间的情感性

投射，表现出了较大的空间伸缩性，并依然持有乡土性的特征；（2）云南人家乡情结的构成具有三维性，

具体是以家乡依恋为核心，以对家乡的现实优势认知为延伸，以留在省内的行为为最终表现的融情、知、行

于一体的复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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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家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这从自古至今文人的作品中便可见一斑。无论是屈原

的“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还是张翰的“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或是李白的“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无一不是表达对家乡深深的思念。当时间的列车前行至当代，乡愁对于诗人

余光中而言便成了“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因此，

钱林森指出：“中国大家庭的所有成员身上都具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别的任何民族中都

没有这么根深蒂固，这就是对家乡的眷恋和思乡的痛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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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家乡情结的概念及产生原因

所谓家乡，《现代汉语词典》将其定义为：“自己的家庭世代居住的地方，与故乡和老家同义”［2］。

本研究认为家乡是一个人出生或成长的地方，操作性定义为个体内心认可为家乡的地方。

情结一词源于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学派，最早由荣格使用。荣格曾称：“情结这东西，是一种经常

隐匿的、以特定或痛苦的情调为特征的心理内容的聚集物”［3］。因此，关于情结的界定可大致分两类，

一类同荣格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另一类则侧重情结的情感属性。对于第二类定义，《辞海》有这

样的解释：“情结指很深的情感，如思乡情结”［4］。显然后一类定义更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

综上，本研究认为家乡情结是个体深藏心底的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不愿离开家乡是其重要的外在行为表

现。至于中国人家乡情结深厚的原因，费孝通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并且认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是

国人家乡情结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他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

变态”［5］。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使得百姓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安土重迁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不变的

生活状态，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此外，杨存田也认为土地观念是中国

文化原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造就了中国人重乡土和家乡的思想［6］。徐剑艺则将中国人与土地之间

的联系进一步深化，认为国人对土地的依恋并非简单的依附，而是与自我生命相连的一种情感依附［7］。

1.2  社会转型对家乡情结的影响和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优势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凸显。城市在聚集着丰

富资源的同时，也提供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在此大背景之下，大量农民离开家乡涌向城市谋取更好的

营生，土地不再是唯一的或不可或缺的生存保障。

急剧的社会转型正在打破乡土中国原有的封闭性、稳定性，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正

在由闭合走向开放。于是，有学者提出转型中的中国正呈现出后乡土中国的特征，乡土性特征发生变迁与

存续：乡下人已经不再“土气”，而是颇具摩登气息，村落也从低流动性进入极高的流动性和不确定的状

态之中［8］。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使得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农民的流动性极大

地增强，“乡土中国”正在变成“离土中国”［9］。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19 年外出农民工 1.74 亿人，

中国的流动人口总量达 2.36 亿人［10］，而 2020 年人口流动集聚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达 3.76 亿人［11］。

在此情形下，家乡不再是个体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人离开家乡去城市谋生、

求学。与此同时，如今交通、通讯的便捷和逐渐放宽的城市落户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空间的束缚

和阻碍。当离开家乡的流动和迁徙成为常态，且与家人的联络变得便捷和随时返乡成为可能时，这些变

化会弱化中国人的家乡情结。有研究可以作为佐证：李路路的调查发现，如果条件允许 90% 的农村流动

人口将选择留在城市，只有不足一成的人愿意返回故土，多数人仅与家乡保持着微弱的联系［12］。

然而有趣的是，在流动已成为常态、家乡情结有所削弱的当今时代，云南人却较少离开家乡。这一

发现主要来自：其一，现实生活中的观察。自从笔者十多年前来到昆明，待过一段时间之后便发现云南

人很少出省，问及原因，最为常见的回答为：“云南人是家乡宝”。其二，相关证据的支撑。以云南师

范大学为例，该校 2019 届 7926 名毕业生中云南省生源有 6076 人，其中 90.05% 的人选择留在家乡云南

省工作且主要流向省会昆明市，而省外生源中仅有 52.63% 的人回到家乡工作［13］；2018 届该校 777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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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中云南省生源为 5887 人，其中 90.76% 的人选择在云南省就业且主要流向昆明市，省外生源中有

51.62% 的人返回家乡就业［14］。此外，宋杰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家乡情结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

发现云南籍大学生的家乡情结明显高于非云南籍大学生［15］。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建构扎根理论对云南人的家乡情结进行分析，以期揭示家乡在多

数云南人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进而通过深入探讨云南人不离开家乡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来揭示其家乡情

结的具体构成。之所以选择这一方法是因为扎根理论与量化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通过对经验数据进行解

释性分析而得出相关理论，而不是从现有的理论中提出可验证性的假设［16］。当对某一现象感兴趣，而目前

又无法用现有的理论加以解释时，是多数研究者选择扎根理论的原因。此亦是本研究采用该方法的原因。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对自己的家乡有深厚感情并愿意接受访谈的云南籍被试。研究之初暂不拟定访谈人数，

以类属饱和为目标，采用理论抽样的方式，即寻找和搜集相关的数据，来加工和完善研究中出现的类属，

直到没有新的属性再出现，就表明研究形成的类属已经达到饱和［16］。基于此，最终收集了 20 名（男 6 名，

女 14 名）对象的数据，其中 2 名对象的数据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序号 性别 年龄 年级 家乡所在地及性质 序号 性别 年龄 年级 家乡所在地及性质
1 女 18 大一 普洱 / 农村 11 男 20 大二 曲靖 / 城镇
2 女 21 大三 保山 / 城镇 12 女 22 大四 普洱 / 农村
3 女 19 大一 曲靖 / 农村 13 女 21 大四 大理 / 城镇
4 女 23 研一 楚雄 / 农村 14 女 19 大二 保山 / 农村
5 女 21 大四 昭通 / 农村 15 女 21 大三 临沧 / 农村
6 女 22 大四 文山 / 农村 16 男 21 大四 保山 / 农村
7 女 21 大四 昆明 / 城镇 17 男 22 大四 保山 / 城镇
8 女 24 研一 玉溪 / 城镇 18 男 21 大三 曲靖 / 农村
9 男 26 研二 曲靖 / 农村 19 女 22 大四 昆明 / 城镇

10 男 21 大二 昆明 / 城镇 20 女 20 大二 保山 / 城镇

2.2  访谈过程

通过深度访谈，围绕着“什么是家乡及其与家的关系”“不离开家乡的原因”两个关键点来获取云

南人对家乡的认知并进而发掘其家乡情结的构成维度。在访谈之前，根据研究目的和相关文献制定访谈

提纲。每个被试的访谈时间为 60 分钟左右，访谈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在征得被试同意的情况下，对

访谈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具体的访谈提纲如下：

1. 你认为什么是家乡？什么是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你第一次离开家乡（家）是什么时候，去了哪儿？请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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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目前出省的情形（频率、地点及感受），什么时候最思念家乡？

4. 你计划去哪里工作或生活，请详细说明具体原因。

5. 你是否会离开云南去省外工作或生活，为什么？

6. 请再澄清一下促使你留在云南（或更小范围家乡）的最为重要的 3 个原因。

7. 家乡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具体而言，家乡为你提供了什么？

8. 请用 5~6 句话或词语描述家乡与自己之间的关系。

2.3  研究流程

建构扎根理论包括研究问题的提出、数据收集、数据处理以及理论构建四个步骤［16］。本研究采用

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并注重将经验材料和理论建构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紧

密相连。研究过程“扎根于”数据，对收集的一手数据进行分析和编码，编码聚焦形成概念类属，并通

过抽样的方式补充数据、完善类属（详见图 1）。

图 1  研究流程图

Figure 1 Research flow chart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初始编码

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分析整理，从 174309 字的庞大数据中剔除重复、无意义、模糊的回答，对筛选过的有

效原始资料进行“逐行编码”“逐句编码”，进而使得数据资料中蕴含的初始概念自然涌现［17］。在整个过程

中，秉承着开放的态度，尽量保留访谈对象表达的原始语句，最终共提取了初始编码 1131 条（由于数量过多，

文中未呈现）。具体编码方式为样本序号—编码语句，例如“1-20”代表第 1 个访谈对象的第 20 条编码语句。

3.2  聚焦编码

聚焦编码是编码的第二个主要阶段，这些代码要比逐字逐句、逐个事件的编码更加具有指向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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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性和概念性［16］，能够进一步发现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抽取重复 8 次以上的初始编码（即该编

码在超过 40% 的被试的数据中出现）进行聚焦，共形成聚焦编码 39 条。聚焦编码及其对应的部分原始

资料中的代表性语句详见表 2。

3.3  轴心编码

轴心编码的目的是分类、综合和组织大量的数据，在开放编码之后以新的方式重新排列它们［15］，

即在聚焦编码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形成 17 个概念类属（详见表 2）。

表 2  开放式编码过程

Table 2 The process of open coding

原始资料中的代表性语句 聚焦编码 概念类属
去到那里很安心的地方就是家，家里要有人，不会空荡荡 家让自己安心

家乡的核心是家，家的
核心是家人

家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有我爸妈，有对我好的人就是家 家人在一起就是家
留在家乡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父母，我特别牵挂他们 家人是牵挂
家乡是我长时间居住生活且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大部分都在
的地方

对家乡的认知

家包含在家乡里，两者相互联系，有家才有家乡 家是家乡存在的前提
在昆明，文山更让我亲近，走到外省就感觉云南很亲近 离家乡越近越亲切 家乡的核心区域是小范

围的离家近心里能够安稳一点，比较踏实 离家越近越安心
到了宣威会觉得格宜是家乡，出了宣威到昆明就觉得宣威是
家乡，跟所在的地方是相对的，家乡的范围会慢慢扩大

离家乡越远，家乡范围越大
家乡的范围会随着自己
所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大范围来讲，我是云南人。在省外提到云南我就会有一种归

属感、家乡感
在省外认为云南也是家乡

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想想家和家乡，家乡给我的是精神和
情感上的东西

家和家乡是自己的情感寄托
家乡是牵挂，是精神上
的依靠

云南的生活节奏很慢，我比较适合这个节奏 适应家乡生活节奏
家乡的生活节奏慢、压
力小

云南的生活压力更小一点，在外省肯定有各种竞争 省内竞争压力小
我觉得省内的生活是安逸的 家乡生活安逸
我的好朋友、家人都在家乡，人际和社会支持都在家乡 亲人和朋友在家乡

家乡的人际关系完善
在腾冲找工作会顺利很多，比如工作调动，就需要有人脉 人脉资源较好

如果去了省外，亲戚关系很可能会疏远
离家太远意味着和亲友关系
上的疏远

家乡很熟悉，办事效率高；但在外面很多东西不清楚，就比
较困难

家乡熟悉，办事效率高
家乡的环境熟悉

我担心在省外生活不熟悉、有很多未知数 省外充满未知

在省内工作离家近，我一有空就可以回家 离家近回家方便
家乡离家近，具有距离
优势

家乡气候好，四季如春，环境更舒适 更适应家乡环境气候 家乡的气候好、饮食习
惯我不能接受省外原因还有吃这方面，我适应不了 饮食习惯

去外省旅游会水土不服，而且不了解外省的规则、风土，被
人宰

对省外认知来源于短期旅行
对省外的认知偏差

我表哥在外省，每次打电话都诉苦，加班很累，还掉头发，
所以肯定压力很大

他人言论影响自己对外省的
认知

家乡会包容我，做错事情会原谅我，有安全感 家乡会包容自己

家乡给自己安全感、归
属感

如果我在其他地方没找到工作，家乡就是我还可以回去的地
方，像一个避风港

家乡是自己的避风港

我觉得我是家乡的一份子，有归属感，家乡是我会落叶归根
的地方

在家乡有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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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资料中的代表性语句 聚焦编码 概念类属
在外省上大学很不适应，心里很难过，就会特别想爸妈，想
回家

离开家乡不适应、想家、难过
离开家乡时会思念家乡，
尤其是家

在外遇到挫折时，就会产生思念家乡的情感 在外遇到挫折时想念家乡 在特定情境下更思念家
乡 ( 受挫、过节等 )比如说过节回不去或者自己生病的时候，就会更思念家乡 生病、过节时思念家乡

我的家乡是贫困县，回去也是想建设我的家乡 建设家乡 对家（乡）有责任、义
务我以后要照顾家人，要承担起家里的一些责任 照顾父母和家人

我是“家乡宝”，什么东西都是家乡腾冲的好 自己是“家乡宝”
对家乡有偏爱之情

家乡是值得我炫耀的地方，云南什么都好 家乡什么都好
我以后生活肯定是在云南，因为我父母不让我出省 父母让自己留在省内

希望留在云南省内工作找工作和考研这两个事情我都考虑离家近一点 工作首要考虑离家近
我想留在家乡的概率是 80%，出省找工作是下下策 有强烈意愿留在省内
不去省外，去省外会感到害怕，因为我会对不熟悉的东西感
到害怕

不去省外—害怕
出省的可能性极低

不计划出省，我觉得去省外就是打拼、冲闯、未知数 不计划出省—未知
应该不会出省，想象中省外生活是无依无靠的 应该不会出省—无依无靠

3.4  理论概念的形成

在轴心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概念类属的系统分析与归类，进一步发现 17 个概念类属间的逻辑关系，

最终形成了“家乡是血缘在空间上的情感性投射”“对家乡现实优势的认知”“对家乡的依恋（情感）”

和“留在家乡的行为倾向”四个理论概念（详见表 3）。 

由于建构扎根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强调从原始资料入手，注重将原始材料和理论建构

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经验的紧密相连［18］，因此四个理论概念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

具体而言，形成理论概念时采用的是概念的概率观点［19］——基于概念类属间的相似程度来进行归类并

加以命名，即将相似程度高的概念类属归为一类。例如，由表 2 ～ 3 可知理论概念“留在家乡的行为倾向”

中的概念类属之“出省的可能性极低”包含的聚焦编码“不去省外—害怕”“不计划出省—未知”“应

该不会出省—无依无靠”及其对应的具有代表性的原始语句亦涉及认知或情感的原因解读。换言之，行

为与认知、情感是相伴而生的，很难完全分开。

表 3  理论概念的形成过程

Table 3 The formation of theoretical concepts

理论概念 概念类属 理论概念 概念类属
1. 家乡是
血缘在空
间上的情
感性投射

1.1 家乡的核心是家，家的核心是家人

3. 对家乡的
依恋（情感）

3.1 家乡给自己安全感、归属感
1.2 家乡的范围会随自己所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3.2 离开家乡时会思念家乡，尤其是家
1.3 家乡的核心区域是小范围的 3.3 在特定情境下更思念家乡（受挫、过节等）
1.4 家乡是牵挂，是精神上的依靠 3.4 对家（乡）有责任、义务

2. 对家乡
现实优势
的认知

2.1 家乡生活节奏慢、压力小 3.5 对家乡有偏爱之情
2.2 家乡人际关系完善 4. 留在家乡

的行为倾向
4.1 希望留在云南省内工作

2.3 家乡环境熟悉 4.2 出省的可能性极低
2.4 家乡离家近，具有距离优势
2.5 家乡气候好、饮食习惯
2.6 对省外有认知偏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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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理论模型的构建

通过对四个理论概念进行系统分析，找出其关联所在，从而形成云南人家乡情结理论模型的构建，

详见图 2。对该模型的详细分析见第四部分。

图 2  云南人家乡情结的理论模型

Figure 2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Yunnan people’s hometown complex

4  云南人家乡情结的理论模型及具体内容分析

4.1  家乡是血缘在空间的情感性投射

关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阐述，最早来源于社会学家费孝通。他认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

缘的投影，不分离的［20］。周怡认为“家”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属于血缘关系的范畴，而“家乡”则是与

出生地、成长地密切相关的地理概念，即家乡是血缘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21］。这一看法在本质上是费

孝通观点的延伸。

在本研究中，被试对家乡的认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见表 3），其中前三个方面（1.1 ～ 1.3）恰好

体现了家乡的核心是血缘，并且具有空间上的伸缩性，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费孝通等人的观点。但与此

同时，现代人对于家乡的认知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地域范围伸缩性大，可扩展至省。例如，有访

谈者谈到：“我的家乡本来是腾冲，但与云南相比，腾冲是家，云南是家乡”（2-57）。

费孝通认为“生于斯、死于斯” 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此处的生便是血，决定了他的地［20］。而

随着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加强，已打破了人和地之间的固定，或许这便是云南人对家乡的认知呈现出较大

空间上的伸缩性的原因。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囿于云南省这个大家乡的范围，较少走出省外，这又体现

出了较强的乡土性特征。

家乡除了是血缘的空间投射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乡是牵挂，是精神上的依靠”，家乡具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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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属性。换言之，家乡这个空间概念与血缘携带的浓厚情感捆绑在一起，使家乡成为血缘在空间的情感

性投射或延伸。正是由于这种情感属性，家乡对于中国人而言已成为一种超越客观具象的心灵上的寄托，

具有象征性；也正是由于这种属性，家乡对于中国的文人而言是精神上泊靠的港湾和内心永远的牵挂。

4.2  云南人家乡情结构成的三维理论模型

在家乡的基础上形成了家乡情结。云南人的家乡情结主要有知、情、行三个维度构成，即对家乡现

实优势的认知、对家乡的依恋（情感）和留在家乡的行为倾向。因本研究中的被试是学生，尚未就业，

故在此用了“行为倾向”。其中，对家乡的依恋，即家乡依恋是云南人家乡情结的核心和灵魂，它影响

对家乡现实性优势的认知，也影响是否留在家乡的行为，还可以通过认知影响行为。

依恋一词来源于心理学，在广义上是指个体对某一特定个体或群体的长久持续的情感联结，而狭义

的依恋特指婴儿与看护者（主要是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22］。依恋具有以下特征：依恋对象具有选择性、

依恋者对依恋对象表现出亲近行为并从依恋系中获得慰藉和安全感、依恋者与依恋对象分离时会产生焦

虑和痛苦、依恋双方具有某种和谐性［23］。其中，寻求亲近是依恋的核心与基本的外在行为表现。

在依恋定义的基础上，我们把家乡依恋定义为个体对家乡的长久持续的情感联结。与依恋有所不同

的是这种联结是人与地方而非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因此家乡依恋具备上述依恋的前四个特征，而不

具备双方间的和谐性。具体而言，云南人依恋的对象是家乡，不是所有地方，这是选择性的体现；云南

人能从家乡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离开会感受到痛苦和思念（见表 3：3.1 ～ 3.3），概念类属 3.4——对

家乡有责任、义务进而体现了回报和回馈的情感，概念类属 3.5——对家乡有偏爱之情则是情感迁移的

体现。其中，留在省内的行为倾向便是寻求亲近的体现，可视为家乡依恋的基本外在行为表现，此亦是

留在家乡的行为发生的第一条路径。

家乡依恋通过影响对家乡诸多现实优势的认知进而影响行为，这是留在家乡的行为发生的第二条路

径。具体而言，被试认为家乡现实的优势表现在生活节奏、人际关系、气候饮食等 5 个方面，并在片面

认知的基础上得出了省外的劣势，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家乡优势的认知（见表 3：2.1 ～ 2.6）。并且，

对家乡现实优势的认知又会促进家乡依恋，从而再次通过上述两条路径影响留在家乡的行为。两者之间

的关系涉及的其实是情绪（属情感现象）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学中，90 年代以后，认知与情绪间

的关系问题，在时间上孰先孰后并不重要，关键是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情绪介入，对认知给以正面

或负面的影响；同时，情绪的发生虽有其先天性，它经常又受认知过程的调节［24］。具体至本研究中，

家乡依恋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先天性，但亦会受到个体对家乡现实优势认知的调节。

再次回到上文中提到的“家乡宝”，百度百科对它的解释是特指云南人而言的。其中云南人自称家乡

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云南人爱家乡，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家乡最美。二是云南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舒适气候，

冬暖夏凉是云南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因此云南成了避暑和御寒的圣地，在这种自然条件下，云南人即

便走出去了，也会念念不忘家乡，总要想方设法地跑回来［25］。因此，家乡宝主要体现的亦是云南人由“爱”

（情感）而生的情感的迁移、对家乡自然优势的认知及依赖并进而产生的留在或返回家乡的相应行为。

5  结语
综上，云南人表现出了一种扩大化的家乡情结，家乡的范围可扩展至省。虽然家乡的核心仍是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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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缘的扩大终会使血缘的力量日渐式微。费孝通认为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

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20］。这意味着即使对处于变化相对缓慢环境中的依然保持浓厚家乡情结的云南

人而言，也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变。具体而言，云南人的家乡情结主要体现为以家乡

依恋为核心，以对家乡的现实优势认知为延伸，以留在省内的行为为最终表现的融情、知、行于一体的

复杂系统，其功能在于个体可以从中获得关爱、安全感等生存的必需品。

以往关于家乡情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以理论性探讨为主，缺少实证研究；其次，杨

国枢教授从四个层次提出了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和尝试，其中之一便是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26］，

因此家乡情结作为中国人的一种重要且突出的心理现象，理应受到重视。基于上述两点，本研究采用建构

扎根理论的方法首次尝试对云南人的家乡情结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家乡情结的认识，并对云南人

不愿离开家乡的行为作出理论上的解读，同时可以为社会学在此领域的相关观点提供实证上的依据。

最后，本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被试以来自云南本地的大学生为主、研究生为辅，

在是否出省这一行为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但依然不足以代表所有的云南人。

因此，研究结论在推广时仍需谨慎；其次，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被试范围扩大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

不同地域特色的云南人，以使得出的结论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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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re Is My Hometown There Is My Heart: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town Complex of Yunnan People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Yan Zhiying Song Jie Li Xueying Wu Shaofen

Faculty of Edu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Abstract: The Chinese have deep affection for their hometown since ancient times. However, the rapi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impacting the original closed nature and stability of rural China. Increased 
mobility and ease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re weakening the nation’s hometown ti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Yunnan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leave their homel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e grounde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behavior of Yunnan people who do 
not leave their hometown to exploratory research the formation of their hometown complex. It is found 
that: (1) The hometown is the emotional projection of consanguinity in the space, showing a larger spatial 
flexibility, and still hol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2) The hometown complex of Yunnan people 
is a complex system that integrates emotion, knowledge and action into one, with hometown attachment 
as the core,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eal advantages of the hometown as an extension, and the behavior of 
staying in the province as the final manifestation.
Key words: Hometown; Complex; Grounded theory; Yunnan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