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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一种田园生态、个性创意 、宜居宜人 、休闲舒适

的生活方式,在这种趋势带动下旅游主题景观应运而生,它一经产生便具有了符号的意义和特征。然而,目前国

内从符号学角度出发研究旅游主题景观的尝试几乎是空白。为此,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 对旅游主题景观的

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符号学的理论探讨了旅游主题景观的设计理念 、设计原则和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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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开始追

求一种趋向于精神层面的生活方式和旅游方式,旅

游主题景观便产生于此趋势需求下。旅游主题景

观承担了情感归属的意义传递载体,并通过这个载

体传达人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这种通过载体传达

意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交际过程, 而一切为满足交

际需要所创造的媒介物如手势 、有声语言 、书写文

字 、图画 、预先约定的信号等等都是符号 。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旅游主题景观天然是一种符号, 而这个

符号是社会交际系统里众多符号中的一种。因此,

我们从符号学的角度认识旅游主题景观才能够准

确把握其意义特征, 只有把握了其意义特征才能对

旅游主题景观的设计原则 、设计理念 、设计流程等

做出合理的分析和把握 。

一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一 )国内外关于符号学的研究进展及动态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科学, 即 “符号学是系统

地研究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学问”。
[ 1]
现代符

号学思想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

尔 (F.deSaussure) , 另一个是美国逻辑学家皮尔

斯 (CharlesSandersPeirce) 。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

期提出了 “符号的科学 ”这一概念, 被视为现代符

号学的奠基人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符号学的

研究始于 20世纪 60年代的法国, 之后迅速勃兴

于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家 。目前, 符号学的研究已

形成一种国际性的学术热潮 。它不仅正以强劲的

发展势头向各个学科渗透, 而且已成为跨学科 、跨

领域的方法论之一 。

(二 )国内外关于旅游主题景观设计的研究综述

19世纪美国开始产生了景观学 ( Landscape

Architecture),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理

论著述 。如:汤姆 ·特纳 (英 )的 《景观规划与环境

影响设计》;迪克逊 (美 )的 《城市空间与景观设计 》

等。在景观学不断发展过程中,主题旅游及主题社

区也在不断兴起。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关于旅

游主题景观设计的研究内容,如恩斯特 ·斯登博格

(ErnestSternberg)在 《旅游体验肖像学 》 ( Theico-

nographyofthetourismexperience)中以北美尼亚加

拉瀑布为例,从肖像学的角度对如何设计有效的旅

游体验,增强主题形象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 2]

就国内而言, 景观学科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

在景观设计 、景观教育 、景观理论 、景观美学等方

面 。
[ 3]
如孙力扬, 周静敏在 《景观与建筑———融于

风景和水景中的建筑 》中选取了 51个典型案例,

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建筑与自然和景观相互协

调 、相互影响的关系 。
[ 4]
从目前 CNKI网收录的 9

篇关于旅游主题景观研究的论文来看, 其研究内

容主要集中在某一类旅游主题景观的设计研究

上,如对地质古生物旅游主题景观的设计,
[ 5]
对梅

花旅游主题景观园的设计
[ 6]
等。然而, 无论是从

景观学的角度,还是从主题旅游的角度, 目前都没



有人对旅游主题景观的设计做出过系统的研究和

论证,更很少有人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旅游主题景

观做出过研究 。

二 、用符号学理论认识旅游主题景观的概念

(一 )抽象概念

所有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属于符号系统, 景

观也不例外。旅游主题景观的形式构成与语言的

规则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相似性。例如在逻辑形

式上,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语言符号本质有两大

要素:意义要素和关系要素。而旅游主题景观同

样具有意义要素和关系要素, 旅游主题景观的意

义要素在于旅游主题景观需要表达一定的意义转

换生成,而其关系要素表现在旅游主题景观的形

式与功能以及景观各部分之间有着一定的逻辑关

系。因此,在旅游主题景观中引入符号学中的语

言符号理论研究方法, 能更加清楚地了解景观意

义的创造过程和意义的表达过程, 也能使设计更

加有条理,使景观作品能更有效地表达出蕴含于

其中的意义。

旅游主题景观的设计过程实际上就是旅游主

题景观语言符号的形成过程 。旅游主题景观的设

计完成后,就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将景观展现给

游客,也就是旅游主题景观语言符号意义的传递,

符号与意义间属于 “语义关系 ”, 依靠的是编码传

递机制。其具体模式如下图 。
[ 7]

图 1　编码传递模式

在旅游主题景观语言符号的编码传递模式

中, “原始信息 ”是旅游主题景观的语言符号 (包括

旅游主题景观的形状 、颜色 、材质 、主题及设计师

的设计思路 、设计理念等 ) , “发送者 ”是景观设计

师, “传递渠道 ”是感官系统, “接受者 ”就是游客,

而模式中的 “还原信息 ”即是游客所理解的意义,

也就是旅游主题景观作品的意义。编码噪音则可

能是设计师审美偏差造成的失误, 译码噪音则是

游客误解了设计师的设计理念而造成的偏差 。

综上,对旅游主题景观的概念可以定义为:

“景观设计师通过自己的设计构思 、创意灵感, 文

化修养 、审美情趣等,有意识地创造符号并构成语

言体系,从而达到客观世界或关于设计传达过程

的任何一方的感情的 、审美的 、意义的等能够使文

化得以建立和延续的外在形式和内在体验 。”

(二 )具象概念

前面我们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了旅游主题景

观的抽象概念,但是, 任何的符号都是对具体意义

的归纳总结以及形式的展现, 在其抽象的形式下

必定包含着具体的内涵,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并

非就符号概念而论概念,而是要从符号学的角度

和基础上演绎出旅游景观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因

此,我们主要从旅游主题景观语言符号的内在体

验及外在形式两个方面进行演绎 。

1.旅游主题景观语言符号的内在体验:“主

题 ”的概念

从旅游主题景观语言符号中的内在体验我们

演绎出了 “主题”的概念,主题可称为主题思想 、核

心概念 。主题并不是赤裸裸的抽象思想, 而是与

具体的题材与艺术形象的特殊性密不可分的结合

在一起的。
[ 8]
主题是由专业规划人员根据项目的

具体目标,以规划区物质环境的基础资料为依据,

整合项目的各种优势资源, 通过客观的市场调研

和定位分析,提出的核心理念, 在空间上贯穿于整

个规划区的内外环境, 其内容具备了一定的文化

内涵。

2.旅游主题景观语言符号的外在形式:“景

观 ”的概念

同样,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讲, “景观 ”就是旅

游主题景观语言符号的外在形式,它是指人类生

活所在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

的综合体, 传统意义上的景观概念可分为自然生

态景观 、社会人文景观和经济产业景观等三个层

面 。自然生态景观包括地质地貌景观 、水文景

观 、生物景观和气候气象景观等;社会人文景观

包括古代人文景观 、近代人文景观 、现代人文景

观等;经济产业景观包括农业景观 、工业景观 、商

业景观等 。

(三 ) “旅游主题景观”的概念

旅游主题景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它体现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向

往和追求。旅游主题景观是在对区域背景 、区域

环境 、区域文化 、区域特征等方面系统 、全面分析

基础上,由主题和景观整合提升出的具有浓郁地

域特色的文化景观。它主张居住生活文明化 、景

观塑造特色化 、设施服务完备化的设计意境,从整

体上追求自然生态 、社会人文向文化层面的转变,

形成一种集田园生态 、个性创意 、宜居宜人 、休闲

舒适等为一体的新型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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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符号学层面看旅游主题景观的构成

旅游主题景观是一定区域内文化积聚的产

物, 它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融合的产物;是抽象

文化具化和细化的产物;是文化经济化和现代化

的产物;是自然景观文化与人文景观文化不断创

新的产物 。因此, 文化不仅是旅游主题景观设计

的 “引擎 ”, 也是旅游主题景观设计的 “源泉 ”, 更

是旅游主题景观设计的 “灵魂 ”。

(一 )旅游主题景观的符号学构成

关于旅游主题景观语言符号的构成可以用

符号学的结构主义理论进行分析, 旅游主题景观

的语言符号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 9]
表层结

构是其外在形式, 简单地讲就是旅游主题景观作

品各部分, 各要素之间的排列与组合, 也就是旅

游主题景观所表现出来的形状 、材质 、颜色等 。

而旅游主题景观语言符号的深层结构则是指在

旅游主题景观表象背后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结构,

表现出深刻的审美意象, 通达具有哲理意味的人

生境界, 能够激发游客生发丰富的思绪, 给人以

无尽的遐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旅游主题景观

语言符号的深层结构还包括旅游主题景观的主

题选取 、设计者的设计思想 、设计理念以及审美

情趣等因素 。

(二 )旅游主题景观的一般构成

旅游主题景观的一般构成主要由自然生态文

化景观 、社会人文文化景观和经济产业文化景观

等三个层面构成 (见图 2)。

图 2　旅游主题景观构成示意图

图示中, 自然生态文化景观包括分别以地质

地貌 、水文景观 、生物景观 、气候气象等四个方面

为主题的景观;社会人文文化景观包括分别以古

代人文文化 、近代人文文化 、现代人文文化等四个

方面为主题的景观;经济产业文化景观包括分别

以农业文化 、工业文化 、商业文化等四个方面为主

题的景观。

四 、基于符号形成过程的主题景观设计流程

研究

(一 )基于符号形成过程的主题景观设计构思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讲, 旅游主题景观是人类

文化的一部分, 把符号学引入景观设计不仅有其

现实性,而且有助于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人类创造

旅游主题景观文化的体验形式, 而非作为客体的

景观物 。既然景观像语言一样是一种符号系统,

那么以符号学语言符号理论作为构思出发点进行

景观设计,应能达到既沿承文脉并与环境相协调,

又在景观上有所创新的目的 。

同时, 旅游主题景观的设计是在对区域背景 、

区域环境 、区域资源 、区域特征 、区域文化 、区域市

场等多方面分析的基础上, 在整合提炼出区域的

独特主题 、景观等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对主题和景

观的系统 、全面分析, 在主题和景观融合并深层次

挖掘提取的过程中形成旅游主题景观 。最后在支

撑旅游规划 、促进旅游产业变革 、推动旅游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同时, 形成符合现代人所需求的生活

方式 (见图 3)。

图 3　旅游主题景观设计构思图

(二 )从符号形成的过程演绎主题景观的设计

流程

1.符号的形成过程及其对旅游主题景观设计

流程的启示

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来讲, 语言符号的形成

过程可以分为信息收集 、信息整合 、信息筛选 、符
号形成以及符号传递五个阶段 。信息收集是符号

形成的基础,主要是原始信息的积累及强化;信息

整合主要是对收集的原始信息进行归纳和整理将

同类及相似信息进行归类, 形成系统的信息体系;

信息筛选是对整合以后的信息进行甄别, 剔除无

用信息和干扰信息;信息筛选之后还需通过编码 、

译码等方式,对符号元素进行编译形成符号;符号

形成以后又通过视觉 、听觉或触觉等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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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进行传播,因此外界就感知到了符号的存在 。

符号的形成过程对我们研究旅游主题景观设

计流程给予了很大的启发, 在分析了符号形成过

程之后,相对应地, 我们推理出了旅游主题景观设

计在旅游规划流程中的五个阶段, 即研究分析阶

段 (信息收集 ) 、整合提升阶段 (信息整合 ) 、主题

界定阶段 (信息筛选 ) 、景观生成阶段 (符号形成 )

和采纳实施阶段 (符号传递 )。从整个设计的流程

上我们不仅再一次证明了旅游主题景观是天然符

号的论断,而且我们正是通过对旅游主题景观语

言符号形成过程的深入剖析才更加详细准确地划

分出了旅游规划中的旅游主题景观设计流程 。具

体设计流程示意图 (见图 4) 。

图 4　旅游主题景观设计流程演绎分析图

2.从符号学中推理出的主题景观设计流程及

其实施

旅游主题景观的设计流程可分为分析阶段 、

整合提升阶段 、主题界定阶段 、景观生成阶段和采

纳实施阶段。

分析阶段主要是在对目的地进行现场勘查 、

资料收集 、周边环境调查的基础上, 系统全面的对

目的地的区域背景 、区域环境 、区域特征 、资源现

状 、文化脉络 、市场条件等要素进行系统全面的分
析研究,为旅游主题景观的设计掌握第一手资料,

并初步形成设计思路框架和构思理念。
整合提升阶段是在研究分析阶段的基础上,

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系统全面整合 、研究 、分析,

对目的地的区域情况 、资源要素进行整合,针对性

的提出目的地所特有的概念 、理念, 并对目的地可

能形成的景观要素进行梳理, 把握旅游主题景观

设计的主要景观元素。

主题界定阶段是在研究分析阶段和整合提升

阶段的基础上,对目的地的主题资源 、主题文化 、主

题范畴 、主题概念 、主题理念 、主题形象等分别进行

界定。主题资源界定是整合提升出目的地的品牌

资源 、核心资源;主题文化界定是梳理出目的地的

特色文化内涵;主题范畴界定是确定出目的地旅游

主题景观设计的总体范围,即确定目的地的主体景

观要素;主题概念和理念的界定是在研究分析 、整

合提升的基础上, 提炼出独具目的地特色的 、符合

目的地实际情况的主体设计概念或理念。

景观生成阶段是在对目的地的现状分析研究,

整合提升的前提下,梳理出目的地独具特色的景观

要素 、文化内涵, 确定旅游主题景观设计的核心范

畴,即属于社会文化景观 、自然生态景观 、经济产业

景观中的那个范围。其次,在所确定的主题思想引

导下,附以文化内涵,确定出旅游主题景观设计的

核心风格 、风貌 、色调 、以及空间结构和分布等系列

内容。最后,对旅游主题景观进行设计。

采纳实施阶段是在旅游主题景观设计完成之

时,经委托方采纳,且最终实施的阶段 。

由于旅游主题景观与文化景观有着密切的联

系,而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又有很

高的研究价值,但随着对历史遗产认识的深入, 人

们逐渐意识到一些遗产类型既难以完全泾渭分明

地归入到 “文化”和 “自然 ”这两大范畴中,同时又

兼具 “有形 ”与 “无形 ”的特征 。在这种背景下文

化景观的概念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

类型,是对既有历史遗产构成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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