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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观的 轴操作与符号呈现

朱昊赞

摘 要 ： 在旅游业 高速发展的 当 下
， 旅游景观的符号建构 与 呈现形 态 问

题 日 益受到各方关 注 。 对旅游景观进行符号 学研究 ， 实 际上是

对旅游景观进行横向符号建构和纵向意义推演的过程。 本文首

先承认旅游景观以
“

物
－

符号
”

二联体的 形式存在 ， 并通过组

合轴与 聚合轴 的操作 ， 得 出旅游景观在符号 端意 义逐渐丰 富 、

在物端物质构成逐渐趋 同 的分析结论。 基于此 ，
旅游景观的 形

态表现需要在像似 、 指示 、 规约等层面各有侧重 ，
以 此凸 显其

景观的独特性 。 本研究将
“

旅游景观
”

的 开发 问 题纳入符号 意

义范畴 ，
不仅为旅游景观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 弟 ，

也为旅游

景观的 开发实践活动提供参考意义 。

关键词 ： 旅游 ， 景观 ，

“

物
－

符号
”

二联体 ， 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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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旅游景观以
“

物
－

符号
”

二联体的方式存在

“

景观
”
一词在中 国早 已有之 ，

只是多用来代称被文人墨客品评的 中 国

风景园林中 的具体景致 ， 距离系统化的学术界定 尚有很大差距。 而学界所研

究的
“

景观
”

概念 ， 则是 由西方学者从地理学角度进行概括汇总而得 出 的 ，

并经 由 不 同 学 者 对 其 形 态 表 征 （
Ｓａｕｅｒ

，１ ９３ ８
） 、 生 态 问 题 （

Ｎａｖｅｈ＆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１ ９９３

） 、 文化功能 （
Ｒｏｂｅｒｔｅｔ ａｌ

，１ ９９９
） 等层面的分析而得到进一

步的完善 。 景观理论体系 的完善离不开社会实践的强大支撑 。

“

景观 ， 从总体上理解的景观 ，
它既是现存生产方式的结果 ，

也是该生

产方式的规划……它是对生产中 已经做出 的选择的全方位肯定 ，
也是对生产

的相应消费 。 景观的形式与 内容同样都是对现存体系 的条件和 目 的的全盘证

明 。 景观也是这种证明的持续在场 ， 充当着现代生产之外对所体验时间 的主

要部分的 占用 。

”

（ 德波 ，

２０ １ ７
，ｐ ．４

） 旅游活动以景观为核心 ， 通过人为的

符号化操作 ， 旅游景观最终以商品化方式呈现于游客面前 ， 游客以观赏的方

式对旅游景观的意义 内 涵进行消费 。 随着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 旅游景观的
“

意义功能
”

也在逐步地丰富与完善之中 。 毕竟在现代社会 ， 游客想要通过

旅游获得的 ， 不仅仅是美景 、 美食的尝鲜体验 ， 还有通过亲身参观
“

外面世

界
”

， 获取某种事先已经被创造出来但能够满足此刻某种需求的象征性的符

码意义。 因此 ， 追寻携带某种意义的旅游景观才是游客旅游动机的关键所在 。

旅游景观最初泛指
“

具有一定景色 、 景象和形态结构 ，
可供观赏的景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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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建筑和可供享受的娱乐场所等客观实体
”

（ 刘宏芳 ， 明 庆忠 ， 鲁芬 ，

２０ １４
，Ｐ ．１ ３６

） ， 研究集中在资源开发 、 形象设计、 传承保护等物质功能层面 。

但随着游客求新求异需求的持续升级 ， 那些
“

能让旅游者感受 、 体验的文化精

神现象 ， 甚至以该区域优美的环境条件以及旅游接待服务等 内容
”

（ ｐ ．１ ３６
） ，

逐渐被纳入旅游景观的讨论范畴 ， 旅游景观的意义指向功能逐渐显露。

“

旅游景观不仅指旅游资源空间组合的客观条件 ， 而且包含人对旅游资

源空间组合的主观感知 。

”

（ 周永博 ， 沙润 ， 沈敏 ，

２００９
，ｐ ．１ ９０８

）
“

在文化

视野中 ， 商品的生产同时是一个文化的和认知 的过程 ； 商品不仅是物质上被

生产 的 物 品 ， 而且是刻 印 了 某种 文化 的 东西 。

”

（ 罗 钢 ，
王 中 忱 ，

２００３
，

Ｐ ． ３９７
） 在旅游 目 的地这个人为构建起来的

“

景观社会
”

中 ， 游客之所以能

够具有
“

不虚此行
”

或
“

到此一游
”

的体验 ， 通常是因为参观到了极具标志

性的旅游景观。 在标志性的旅游景观面前 ， 游客通常更愿意全身心地投人 由

旅游景观构建的文化或意义氛围 ， 凭借强大的身体感知能力 ， 在有限的时间 、

空间范围 内获得旅游景观传递出 的 内容信息 ， 最后达到对 自身和生命的感悟

力 的提升 ， 甚至是追求一种新的 自 由 。 旅游景观能够带给游客 的意义核心 ，

便是这虽然短暂却充满诗意的感知方式 。

“

景观不能被理解为对某个视觉世界的滥用 ， 即 图像大量传播技术的产

物 。 它更像是一种变得很有效的世界观 ， 通过物质表达的世界观 。 这是一个

客观化的世界视觉。

”

（德波 ，

２０ １ ７
，Ｐ ．４

） 现如今 ， 旅游景观研究已经跨越

了单一的地理学学科范畴 ， 成为人类学 、 社会学 、 历史学 、 文化学 、 营销学 、

符号学等学科都热衷介人的议题。 从当前广泛跨学科的运用和普遍性阐释上

看 ， 旅游景观們然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或总体性概念 ， 其指涉内容涵

盖 自 然 、 环境 、 景色 、 空间 、 建筑 、 文化 、 符号 、 形象 、 消费 、 意义等层面。

因此 ， 现有的旅游景观研究中不仅包括物质的实体景观 ，
也包括审美主体对

旅游 目 的地的艺术想象 ， 以及主体存在于其中 的各种社会景观和情感意象 。

进一步说 ， 旅游景观成为一种文化载体、

一种意义方式 ， 是时间 、 空间 的聚

集场域 ， 是符号价值的展示舞台 。

在
“

高度符号化时代
”

（赵毅衡 ，

２０ １６
，ｐ ． ７

） 的今天 ， 对旅游景观的改

造 已然是
“

人类认识 自 然 、 改造 自 然 、 驾驭 自 然的一种生动反映
”

（ 张启 ，

２０ １ ０
，Ｐ ．１４

） 。 与其说当下学界对旅游景观进行开发与设计研究 ， 还不如说

是学界在对旅游景观的意义进行建构与分析 。 旅游景观作为
“

物
”

与
“

意

义
”

的结合体 ， 只有不断地通过符号化建构和叙述化表达 ， 才可 以显现出典

型的文本特征 ， 才恰好可以促使景观富有意义 。 因此
， 要讨论旅游景观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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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问题 ， 必须首先承认旅游景观是
“

物
－

符号
”

二联体这一前提 。

二 、 双轴操作 ： 旅游景观的基本建构过程

“

景观的语言由统治性生产的符号组成 ，
而这些符号 同时也是这个生产

的最终 目标。

”

（ 德波 ，

２０ １７
，Ｐ ．５

） 在宏观层面 ， 旅游景观能够表现出旅游

目 的地的历史 、 地理 、 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众多意义 ； 在微观层面 ， 旅游景

观亦能影响到游客视觉 、 听觉 、 味觉 、 嗅觉 、 触觉等具体的感知环节 。

“

呈

现的都是好的 ， 好的才得以呈现。

”

（ Ｐ
．６

） 这些丰富的景观符号 ， 要按照什

么方式挑选 、 按照何种方式排列 ， 最终才能够完成从
“

物
”

到
“

符号
”

的跨

越而成为意义合一的旅游景观呢 ？ 对此问题 ， 需要借助符号的双轴操作对旅

游景观的建构予以解释 。

符号学中的双轴是指组合轴和聚合轴 。 组合轴是
“
一些符号组合成一个

有意义的
‘

文本
’

的方式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６

，Ｐ ．１ ５７
） ； 聚合轴是

“

符号文本

的每个成分背后所有可 比较 、 从而有可能被选择 （ 有可能代替 ） 的各种成

分
”

（ ｐ ．１ ５７
）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雅柯布森将这一概念描述得更加清晰易懂 ：

聚合轴即
“

选择轴
”

， 其功能是比较与选择 ；
组合轴就是

“

结合轴
”

， 其功能

是邻接和黏合 。 在对符号文本进行建构时 ， 组合轴形成框架 ， 聚合轴通过 比

较与选择 ， 筛选出最符合文本性质的成分并放置于组合轴上进行文本填充。

“

旅游涉及 目 的地形象 ， 而任何形象都是建构 出来的 。 事实上 ， 没有形

象 ， 就等于没有旅游。

”

（ 马凌 ，

２０ １ １
， ＰＰ

． ３ １

－

３７
） 旅游景观之所以不同于

其他商品类型 ， 是由 于游客在 尚未到达旅游 目 的地之前便已被其深深吸引 ，

心向往之 。 究其根本 ， 实则是一个形象的判断 ， 是通过符号感知而获得意义

的过程。 如同穿衣服时的款式挑选 、 吃饭时的菜肴搭配 、 盖房子时的添砖加

瓦 、 出行时的交通方式选择一样 ， 符号的双轴操作可以影响符号文本的风格 、

定位 。 旅游景观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物而成为可供游客观赏解读的
“

物
－

符号
”

二联体 ， 恰好是由于它在符号操作过程中被人工赋义 。 通过人工的赋

义 ， 最初的 自然事物摆脱了
“

纯物性
”

， 而成为具有吸引力 的
“

旅游景观
”

。

“

现代社会的分析化程度越来越高 ，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 越是如此 ，

现代化社会就越加 出现
‘

标准化
’

的趋势和倾向 。

‘

标准化
’

程序造就 出

‘

标准化的人
’

和
‘

标准化的社会
’

。

”

（ 彭兆荣 ，

２００４
，ｐ ． ２ １４

） 作为商品类

型之一的旅游景观 ， 其吸引力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符号过程 。 麦克奈尔

将旅游吸引力的产生分为
“

神圣化景物的命名状态
” “

框限和提升
” “

奉祀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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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 “

机械化再生产
”

和
“

社会再生产
”

五个环节 （彭兆荣 ，

２００４
，ＰＰ．３ １

－

３２
） 。 这五个环节比较符合标准化生产流程下的

“

纯物
”

向
“

物
－

符号
”

二

联体演变的进程 ， 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 ， 但其中的措辞颇具宗教意味 ， 或许

限制 了理论的适用性 。 因此 ， 笔者一方面吸收麦克奈尔 的观点 ，

一方面结合

组合轴的概念 ， 将旅游吸引力 的生产过程总结为景观命名 、 确定范围和提升 、

装饰 、 机械化再生产 、 社会化再生产五个环节 。 通过这五个环节的操作 ， 发

出者的意图意义将得以 向旅游景观传递 ， 通过人为的赋义 ， 将旅游景观 由

“

纯物
”

转变为
“

物
－

符号
”

二联体 。

景观命名 、 确定范围和提升 、 装饰 、 机械化再生产和社会化再生产这五

个环节在聚合轴上提供可挑选的对象 。 在
“

景观命名
”

环节 ， 可以通过历史

传说 、 形状形态 、 地理位置 、 地貌特征 、 数 目 、 排名 、 颜色气味 、 赞誉赐名 、

姓氏人名 、 气象气候 、 用途 、 温度等方式确定景观名称 。 在
“

确定范围和提

升
”

环节 ， 可以通过大地肌理 、 生态边界 、 人工参考物 、 景观视线分析进行

视域范围圈定 。 在
“

装饰
”

时 ，
可以通过空 间设限 、 时间设限 、 人数设限 、

价格设限 、 历史溯源 、 颁发荣誉等方式进行操作 。 而
“

机械化再生产
”

多涉

及传播过程 ，

“

社会化再生产
”

的开始则意味着新一轮景观的建构 ， 囿于篇

幅 ， 对此笔者暂不赘述 。 五个环节具体整理如表 １ 所示 ：

表 １ 旅游
“

物
－ 符号

”

二联体之偏 向符号端的双轴操作

组 合 轴

聚

合

轴

景观命名 确定范围和提升 装饰 机械化再生产 社会化再生产

历史传说 ， 形状形

态 ， 地 理位 置 ，
地

貌特征 ， 数 目 ， 排

名 ， 颜 色气 味 ， 赞

誉賜名 ， 姓氏人名 ，

气 象 气 候 ， 用 途 ，

温度等

大地肌理 ， 生 态

边界
，
人工参考

物 ， 景 观 视 线

分析

空 间 、 时 间 、 人

数 、 价 格 设 限
，

历史溯 源 ， 颁发

荣誉等

大众传播媒介 ，

人际传播媒介 ，

户 外传播媒介 ，

实物传播媒介等

新 一 轮 的 景观

命名

虽然聚合轴的筛选和比较最终呈现的效果只有一种 ， 但符号接收者能够

感受到之前的被选择成分也是存在着的 。 在这里 ， 本文以 四川省著名景点九

寨沟的开发为例来解释符号端的双轴操作过程 。

（
１

） 在
“

景观命名
”

环节 ，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弟族 自 治州九寨

沟县漳扎镇 ， 是 白水沟上游 白河的支沟 ， 因沟 内有树正 、 荷叶 、 则查洼等九

个藏族村寨坐落在这片高山湖泊群中而得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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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

） 在
“

确定范围和提升
”

环节 ， 九寨沟是一条纵深 ５０ 多公里的 山沟

谷地 ， 总面积超过 ６ ． ５ 平方公里 ， 且大部分为森林所覆盖 。

（
３

） 在
“

装饰
”

环节 ， 时间设限为旺季 （
４ 月 １ 日

＿

１ １ 月 １ ５ 日 ） 开放

时间为 ７
：００
—

１ ９
：００

； 淡季 （
１ １ 月 １ ６ 日

一

３ 月 ３ １ 日 ） 开放时间为 ８
：００
＿

１ ７
：３０

。 九寨沟的美景四季不断 、 各有不同 ， 尤以秋季中 的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至 ３０

曰 为最美 。 价格设限为旺季时全票价格为 １ ９０ 元每人 ， 淡季时全票价格为 ８０

元每人 。 传说 、 声誉提升方面 ， 九寨沟是世界 自然遗产 、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 、 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 、 国家级 自 然保护区 、 国家地质公园 、 世界生物圈

保护区网络 ， 是中 国第一个以保护 自 然风景为主要 目 的的旅游景区 ； 历史上

九寨沟居于南丝绸之路 ， 各族人民在传承和劳作之中 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

素有
“

民歌之乡 、 琵琶之乡 、 情歌之乡
”

的美誉。

（
４

） 在
“

机械化再生产
”

环节 ， 则依托媒介进行符号的复刻与传播 。 比

如各类报纸 、 旅游杂志 、 旅游手册等印刷媒介 ， 电视 、 电影 、 广播 、 旅游网

站 、 网络直播等电子媒介 ，
口 口 相传 、 口碑传播等人际传播 ， 户外灯牌 、 广

告箱 、 车身广告 、 路牌广告等户外媒介以及旅游纪念品等实物媒介 。

（
５

） 在
“

社会化再生产
”

环节 ， 牡丹江威虎山原始森林景区 内 的
“

北方

小九寨
”

、 四川 的天台 山景区 内 的
“

小九寨
”

等又凭借
“

九寨沟
”

的意义价

值而进行新一轮的符号操作 ， 创造新的景观吸引力 。

由于旅游是游客离开惯常环境到异地进行体验的过程 ， 故而旅游景观的

编码 、 解码必然以特定的空间范围为前提 。 旅游景观的建构在依靠空间 内其

他事物提供物质支撑的同时 ，
也将意义顺带投放到空间 内 的其他

“

纯物
”

之

上 。 最终 ， 这些提供物质支撑的事物亦被容纳进旅游景观的系统性之中 ，
以

整体性的方式呈现在游客面前 ，

一并成为游客眼中观赏 、 阅读的旅游对象。

旅游景观作为一个
“

物
－

符号
”

二联体 ， 从物端的双轴操作来看 ，

一般

包括
“

构建物 、 指示牌 、 空 间 、 环境 、 人群行为
”

（ 肖 竞 ， 李和平 ， 曹珂 ，

２０ １ ６
，ＰＰ ．８ １

－

９０
） 等符号元素 ， 它们共同构成旅游景观物端的组合轴 。 在组

合轴中的每一个成分中又包括一个聚合轴 ， 例如环境中又有地文环境 、 水文

环境 、 人文环境等 。 组合轴与聚合轴组成类似于坐标的系统 ， 通过横纵两个

坐标确定了每一个符号在旅游景观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

旅游景观的建构正是对当地零散的旅游符号进行组合与聚合的过程 。

不过 ， 身处大众休闲的符号时代 ， 各类旅游资源的投资 、 开发 、 营销活

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 各地古镇 、 主题街区 、 主题乐 园竞相登场 。 旅游景观数

量的飞速增长 、 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满足了人们休闲 出游需求的同时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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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让人们不禁产生诸如
“

古镇风格都差不多
” “

主题公园设施都是一个样
”

的感觉 。 比如游客到少数民族聚居区 ， 在寻觅旅游符号时会发现 ： 少数民族

的服饰仅供观赏 ， 少数民族的歌舞仅供表演 ， 少数民族的建筑仅供展览 。 对

其意义的解读只能依靠浮于表面 、 流于形式的集中展示 。

“

麦当劳化
”“

迪士尼化
”

等标准化景区的建立 ， 使得旅游景观在物端逐

渐趋同 ， 差异 日益缩小。 越来越多的游客发出类似
“

旅游 目 的地 （ 人们进行

旅游活动的地方 ） 已经变得与人们 日 常的社会生活场所越来越没有差异
”

（ 王宁 ，

２０ １ ５
，ｐ ．１ ７２

） 这样的感叹 。

一方面 ， 这体现着旅游景观在物端的趋

同 ，

“

麦当劳化
” “

迪士尼化
”

等标准化 、 日 常化景区的建立 ， 使得物端差异

日 益缩小 ； 另
一方面 ， 这反映着符号端权重的加大 。 人们 日 益需要意义层面

的东西来满足精神层面的需要 ， 对纯符号意义的打造将会成为未来旅游吸引

力产生的关键。 因此 ， 未来旅游文本的编码者想要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旅游景

观 ， 则格外需要在符号端的双轴操作流程上用一番苦心 。

三 、 旅游景观的符号学呈现形态

旅游景观经过了双轴操作之后 ， 已经具有意义属性 ， 它所呈现出来的具

体状态则成为
“

特殊一景
”

并直面游客 ， 游客通过对景观符号的观赏和 阅

读 ， 获取符号背后所指称的意义。 这种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 ， 依据的是一种
“

本有的
”

连接 。 根据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及皮尔斯符号三分理论 ， 本文亦将

旅游文本分为像似 、 指示和规约三类进行讨论。 需要说明 的是 ， 大多数符号

是混合了这三种成分的结果 ， 并不存在只携带其中一种成分的单纯的符号 。

因此
，
以下的探讨也只是在对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成分进行说明 。

（

一

）
以像似符号为主导的旅游景观

像似符号与其对象产生关联 ， 依靠的是其
“

像似
”

的属性。 正是 由 于像

似属性的存在 ， 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和直接 ，
所以一个符号才可

代替一个对象＾
“

有像似性的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似乎不言而喻 ， 让人觉得有

一种
‘

直接感
’

。

”

（胡易容 ， 赵毅衡 ，
２０ １２

，ｐ ． ２３３
） 以像似符号为主导的旅

游景观是最常见的文本类型 。 以像似符号作为核心进行旅游景观包装的例子

不胜枚举 ， 人们首先容易联想到的就是以图像形式出现的旅游符号 。

比如 ， 位于湖北宜昌西陵峡的三斗坪镇棋盘山村的黄牛 山顶 ，
因其山峰

走势酷似领袖毛泽东侧卧的身姿 ， 其头发 、 额头 、 眉眼 、 鼻 口惟妙惟 肖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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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至肩部形状也十分相似 ， 故而被称为
“

毛公 山
”

（ 图 １
） ； 位于贵州 省贞

丰县城境 内 的两座石峰 ， 形状酷似女性丰满 的双乳 ， 故而被称为
“

双乳峰
”

（ 图 ２
） ； 位于重庆市巫山县长江三峡风景区 内 的

一块巨石突兀地立于青峰云

霞之中 ， 宛若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 故而被称为
“

神女峰
”

（ 图 ３
） 。

图 １ 毛公 山图 ２ 双乳峰图 ３ 神女峰

由于符号是携带意义 的感知 ，
因此像似性远不止视觉这一种感知途径 ，

听觉 、 嗅觉 、 味觉等任何感觉都可 以带来像似的体验 。 比如 国 内
“

气味 图 书

馆
”

纪念品商店的开设 ， 就是充分利用嗅觉像似的结果 。 该商店通过香料来

模拟生活 中 的气味 ， 比如咖喱 、 咖啡 、 泥土 、 初雪等生活 中各式各样的气味 ，

每天进店体验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 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 许多旅游

景区的高档餐厅推出 了
“

仿荤
”

的全素宴 ， 用面筋做出红烧 肉 的 口感 ， 用豆

粉做出獅子头的味道 ， 就是在充分利用味觉的像似 ， 吸引大量游客前去品尝 、

体验 。 以上这些像似符号在旅游文本建构过程 中 的运用 ，

一方面打造 出 了旅

游景观 自 身的特色 ， 另
一方面则是注重游客各种感官体验的结果 。

（
二

）
以指示符号 为 主导的旅游景观

与像似符号同属于理据性符号范畴的指示符号 ， 亦承担着呈现旅游景观

建构成果的重担 。 不过 ， 指示符号与像似符号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 指示符号
“

在物理上与对象联系 ， 构成有机 的
一对 ， 但是解释者 的心智无须关心这种

联系 ， 只是在这种联系形成之后注意到它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６
，Ｐ ．８２

） 。

指示符号与对象不具有感知上的相似性 ， 或者说其相似性不明确 ， 其指

向 的对象有一个明确的物或单元的集合 ， 在强制性地使接收者注意到对象之

后 即完成符号过程 ， 接收者却不会感知到被指 向这种对象的具体原 因 。 指示

性成为指示符号的特征 ，
以此呈现符号与对象间 的某种逻辑关系 （ 比如 因果

关系 、 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等 ） 。 在符号传递过程 中 ， 接收者凭借指示 的影响 ，

借 由符号而感知到对象 。

指示符号以各种载体为依托 ， 让符号信息 的解释者注意到传播活动 中 的

指称对象 。

一方面 ， 以指示符号为核心概念的旅游景观 日 益增多 。 比如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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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开设的 ５Ｄ 视觉错位艺术馆 （ 图 ４
） 就是

一种充分利用指示符号的旅游

项 目 。 在 ５Ｄ 艺术体验馆 中 ， 每
一个布景都是一个不完整 的文本 。 参与者需

要亲 自 参与文本 ， 弥补文本 自 设的空缺 ， 与布景构成
一个完整 的 画面 ， 从而

获得拍摄 ５ Ｄ 照片 的乐趣。 同时 ， 当游客进人展馆之后 ， 想要获得新奇 、 欢愉

的拍摄体验 ， 就必须顺着天花板的黄色箭头有序行进。 每当到达一个主题的拍

摄位置内 ， 摄影者和被拍摄者就需要按照地面的位置标示站位 ， 才能够得到最

立体 、 最逼真的拍摄效果。 如若不然 ， 视觉错位的艺术效果将无法实现。

图 ４ＳＤ 视觉错位艺术馆

另
一方面 ， 指示符号还是任何旅游文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

一个成

熟的景区 ， 多会在景区入 口贩卖景区地图并标注核心景点 ， 在入 口 处竖立景

区游览指示牌 ， 在景区 门票背面印刷景区地图 ， 在景区 内部多处设置地图并

标明
“

您当前所在的位置
”

， 等等 。 西雅图 的煤气厂公园 、 成都的东郊记忆 、

北京的 ７９ ８ 等现代工业遗迹景观中 ， 都存在大量的指示符号 。 在对这些工业

遗迹进行改造的过程 中 ， 设计师通过保留与改造原有的道路桥梁 、 锅炉管道 、

工厂设备等 ， 为游客指示参观路线和阅读方式 。

另外 ， 指示符号的隐喻问题亦值得我们深思 。 举个例子来说 ， 位于 四 川

省乐 山市的峨眉 山 ， 是 中 国旅游 、 休养 、 避暑胜地之一 ， 其 山路 曲折 、 猴群

较多 、 佛教建筑丰富 ， 素 以 秀美著称 。 因此 ， 在其旅游地图之上 ， 这些特色

景点被着重标记 出来 ， 比如九十九道拐 、 猴 山 、 舍身崖 、 清音 阁 、 报 国寺 、
．

伏虎寺 、 洗象池 、 龙 门洞等 。 游客在游览时也会跟随地图指示 的路线进行寻

觅与参观 。 但是 ， 如果在地图上没有表明
“

九十九道拐
”

或
“

猴山
”“

舍身

崖
”

等 ， 是否就意味着这些物质不存在 ， 或者意味着游客感知不到这些景

色 ？ 为什么会有这些指示符号呢 ？ 这一疑 问又指 向 了
“

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

号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６
，Ｐ

． ４６
） 的符号学悖论 。 游客作为信息接收者 ， 并不能

够在当下位置看到意义 。 基于此 ， 信息发送者才需要选择特定的符号载体来

指示特定对象 。 指示符号正是 由 于此时意义的缺场 ， 才能够指 向特定对象 。

假如此时意义在场 ， 那么接收者将会直接面对意义 ， 发送者再选择符号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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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

进行表意就显得毫无意义 。 所以 ， 景区指示图上指示符号的作用只是告诉游

客 ：

“

你在这儿
”

以及
“

景点在那儿
”

。

一种符号大量集中 出现 ， 其实就说明 当下情境之中严重缺少该符号欲表

达的意义。 在现如今的旅游广告之中 ，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广告语 ：

“

世

界那么大 ， 我想去看看
”“

重要的不是去哪儿 ， 而是去啊
” “

给 自 己
一趟说走

就走的旅行
”

。 这些话语无不强调旅游世界的丰富多彩 以及游客向往的 自 由

自在 ， 但当其广泛被提及时就不得不做这样一个思考 ： 正是 由 于在现实生活

中城市青年生存范围狭窄 、 生活压力大 、 身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 自 由 ， 这样

的宣传方式才会广泛流行 ；
正是 由于现实 中缺失意义 ， 才需要符号形式予以

强调 。 在宏观层面上 ， 指示符号对社会中的缺失项进行着凸显与强调 。

（
三

）
以规约符号为主导的旅游景观

依据业已形成的连接方式对符号和意义进行规定 的符号便是规约符号 。

规约符号与以上两种符号的明显区别在于 ， 其对象与意义之间 的连接不受理

据性的制约 。 接收者想要获得相对准确的文本意义 ， 必须依靠社会中 已经形

成的常识性概念。 规约性即索绪尔所说的
“

任意／武断
”

特性 ， 它是在文化

环境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 因为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 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要依

靠社会文化的规定 。 无论一个符号有怎样的理据性 ， 在意义解释时或多或少

都要联系到规约性 ， 所以纯理据性符号 （相似符号和指示符号 ） 少之又少 。

纯粹的像似符号 ，
不论它模仿得多么活灵活现 ， 如果没有社会规约的限

定 ， 在解释层面仍旧很难被解读出正确含义 。 纯粹的指示符号 ，
不论它多么

清晰 ， 如果没有社会规约作为前提 ， 接收者还是无法理解其符号意义 。 所以 ，

与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不同 的是 ， 规约符号的适用范围最大 ， 它是绝大多数

符号必备的属性 ， 因为几乎所有的符号类型都具有规约符号的特征 。 不依靠

规约性来释义的话 ， 符号表意 目标的实现将会困难重重 。

比如上文提及的像似符号一一湖北宜昌西陵峡毛公山 ， 其成立的前提恰

恰是符号发送者和符号接收者对毛泽东主席个人形象和生平经历的熟悉 ， 基

于此才可以观出
“

毛公侧卧
”

之形 ， 品 出
“

毛公侧卧
”

之意 ， 感叹大 自然的

浑然天成与鬼斧神工 。 如果是一位完全不了解 中 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的游客前

来游览 ， 则毛公山作为像似符号的特殊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 对规约性的理

解与把握 ， 是旅游景观建构的基础与前提 。 规约性是一种社会属性 ， 不同社

会群体中的规约性不可以通用 。 因此 ， 旅游并非是迁移 、 定居 ， 而只是游客

追寻意义的短期互动行为 。 这就要求旅游景观建构充分考虑社会规约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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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意义互通 。

经过以上讨论可知 ， 旅游景观是一个典型的
“

物
－

符号
”

二联体 ， 通过

双轴操作使其实现从物端趋同 向符号端丰富意义的跨越。 在旅游景观同质化

的当下时代 ， 单纯地依靠某一类符号形态进行文本意义的准确表达 ， 则显得

尤为困难 。 因此 ， 旅游景观的设计者可以通过像似 、 指示和规约符号的妥善

运用 ， 促使旅游景观实现各类符号形态的高效黏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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