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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符号学应用研究成果丰富，然而其研究框架体系却不够完善。在有关的旅游符号研究文献的 基 础 上，对 旅 游

空间的符号化和旅游活动的符号化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初步的旅游符号学研究框架体系。所谓的旅游

符号学，即指用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旅游活动的过程。旅游符号空间是旅游活动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旅游符号学的研究框

架体系应包括旅游符号的解读者———旅游主体和旅游符号的解读对象———旅游吸引物符号系统和旅游媒介符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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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但生活在自然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世

界里。符号已经成为人类活动存在的先决条件，不仅

人类自身的存在依赖于符号，而且客观世界也早已成

为人类各种活动的符号化产物，在符号之外不存在物

质世界与精神世界［１］。旅游符号学是旅游与符号学

两个名词的组合，前者是旅游符号学研究的客体，后

者为旅游符号学研究的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所谓

的旅游符号学，即指用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旅游活动

的过程。从意指作用角度，所谓的旅游符号学，是指

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基于旅游吸引物意义的博弈，旅

游主体（解读者）把旅游吸引物（解读对象）作为一个

整体并赋予新的文化内涵的过程，即旅游吸引物的能

指和所指统一和所指的再现的过程。
西方学术界把符号学思想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发

轫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２］。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在《旅游者：休

闲阶层新论》一书中，第一次把符号引入了旅游研究

领域，他指出全世界的旅游者都在阅读着城市和风景

文化，它们都属 于 符 号 系 统。Ｃｕｌｌｅｒ发 表 了《旅 游 符

号学》一文，他把旅游者比喻为“符号军队”，追求的是

异地的不寻常和本真性以及异国文化的符号［３］。人

类学家Ｇｒａｂｕｒｎ是最早指出把符号学研究方法运用

到旅游研究中的，他指出研究旅游就是要分析它的符

号内涵与文化意义［４］。Ｂｒｏｗｎ从营销的角度思考了

旅游目的地体验的符号性和旅游消费的符号性，他认

为旅游业促销的目标就是要用恰当的符号系统来展

现各种能够象征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体验［５］。此外，国
内旅游学者王宁、彭兆荣、谢彦君、宗晓莲等都对旅游

符号学进行 了 研 究［６－８］。从 上 述 简 单 的 综 述 可 以 看

到，在旅游学术界有关旅游符号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初步成果，但是，把旅游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

究，在各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真正意义上的旅游

符号学研究框架尚有待进一步地完善。

一般地，一门学科的产生通常都有其完善的研究

框架体系，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其研究

框架体系，以期引起旅游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

　　一、旅游符号学研究框架体系的基点

（一）旅游符号空间———旅游活动生存和 发 展 的

空间

就其连续性和饱满性而言，充满自然的和人工的

物体，并通过各种感觉途径向我们呈现的广延，可以

被视为实体，而其一旦被赋形并加以改变，就转变为

了空间，也就是转变为形式，基于其结构，所以能够符

号化［９］。旅游总是在一个实在的物理空间内发生，旅

游和空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旅游空间存在的必要性

就在于旅游发生的充要条件———空间移动。旅 游 空

间是一般意义上的非日常生活空间中具有特殊性质

的子系统，有着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特征和符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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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旅游空间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还被人为地附着

上了主观色彩，也就是说，旅游活动急需要在一定的

物理空间开展，也会在同一时刻建构着可感、可想、可
触、可表演的旅游空间。

旅游空间作为一种形式，因而也是一种建构，也

可以被符号化。旅游者不仅生活在自然世界而且生

活在一个旅游空间中。这个空间是人类符号化思维

和符号化行为对自然世界进行重塑的结果。旅游空

间的符号化过程正是在能指和所指范畴之间建立关

系的过程。人 类 与 旅 游 空 间 的 关 系 是 复 杂 的，一 方

面，旅游的空间模式是人类智慧创造的结果；另一方

面，这个空间模式又积极地影响和塑造着旅游世界，

并对生存于其中的每个旅游者的行为方式产生着深

刻的影响。苏联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指出人类注

定生活在生物圈中，离开这个生态环境人类将消亡。

罗特曼也认为我们生活在文化的空间里，处于其厚层

中，处于其内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延续自己的生存。

同样，旅游者离开了旅游符号空间，旅游活动也无法

继续存在。因此，我们可以给旅游符号空间下定义如

下：在旅游活动中，功能单一的旅游者不能孤立地存

在，他们只有 进 入 到 旅 游 符 号 的 连 续 体 中 才 能 起 作

用。这个符号的连续体中充满各类型的、处于不同组

织水平上的符号构成物，这样的充满旅游符号连续体

的空间，我们称为旅游符号空间。由定义可知旅游符

号空间是有一系列有序的旅游符号系统所构成的。

旅游符号空间的实际运作与生物圈一样，整个旅

游符号空间是一个完整的机制。旅游者单一的系统

是无法完成旅游活动的，要完成整个旅游活动过程，
就必须进入旅游符号空间中。旅游者在参与交流的

各要素与符 号 空 间 的 共 同 作 用 中，才 能 实 现 旅 游 活

动。所以说旅游符号空间是旅游活动生存与发展的

空间。
（二）旅游符号学研究框架体系的 基 点———旅 游

符号过程

任何学科研究框架都有自己的研究基点，旅游符

号学自然也不例外。目前，旅游理论研究中，常见的

旅游学研究的对象有３个框架：旅游现象、旅游活动

和旅游实践。余书炜把旅游理论研究的对象确定为

旅游现象，包括旅游活动及由其引起的各种关系与影

响［１０］；随后戴斌指出“旅游学是一种对旅游实践的科

学认知活动”［１１］；王德刚认为旅游学研究的对象就是

旅游活动及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各种社会现象及其相

互关系［１２］；谢彦 君 指 出 旅 游 学 的 研 究 对 象 是 旅 游 活

动的内在矛 盾 及 其 表 现［１３］；王 晓 华 认 为 旅 游 的 核 心

是旅游活动，旅游活动是旅游所涉及的各种现象和活

动的核心［１４］。从上 述 可 知，旅 游 活 动 的 发 生、发 展、
形成和实现的过程历来是人们所关注的。如果旅游

学研究对象是旅游活动和旅游实践，那么，作为旅游

学分支之一的旅游符号学则应顺理成章地把其研究

框架的基点确定在上述范围之内。
当旅游者离开常住地前往异地开始一段旅程时，

他就开启了人生的一段新的体验，也就是说，旅游者

是怀着期望和憧憬踏入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符

号空间———旅游符号空间。在旅游符号空间中，有作

为收集并解读旅游符号的旅游者，有作为符号传送者

的客体，还有作为旅游媒介的各种工具性符号。在旅

游过程中，旅游者从他自身的视角去观赏那些作为旅

游符号的所指，并与之发生互动。旅游者在体验的过

程中不仅能看到客体的外观形态（能指），而且能尝试

去解读旅游符号的意义和内容（所指）。因此，旅游客

体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旅游媒介也是如此，它们

都是有意义的事物。
莫里斯将皮尔斯创造的“ｓｅｍｉｏｓｉｓ”定义为“符号

过程”，即某物成为某有机体的符号过程［１５］。符号过

程有３个要素：“起符号作用的东西”、“符号所指的东

西”和“符号对解释者所起的作用”，由于这种作用，某
物就成为了解释者的符号。旅游活动发生是在旅游

符号空间中，可以说旅游活动过程就是在旅游符号空

间中的旅游符号过程。那么旅游符号学研究的对象

就可以确定 为 在 旅 游 符 号 空 间 中 的 旅 游 符 号 过 程。
旅游符号过程是由３个部分组成的：旅游符号载体、
旅游符号所指和旅游符号的解读者。在符号的解读

过程中，所有的解读者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正确地

理解符号的固有内涵。在旅游符号过程中，完整的旅

游活动可以依据 旅 游 符 号 的“二 元 结 构”（能 指 与 所

指）把旅游符号过 程 划 出４个 步 骤（如 图１）：旅 游 需

求识别、旅游感觉阶段、旅游操作阶段和旅游完成阶

段。
旅游符号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旅游需求识别

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必须对旅游需求识别进行符号

学解读。人不但生活在自然世界里，同时生活在符号

世界里，我们日常生活所感知、触摸到的总是一个有

限的、确定的符号空间。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一个有限

的、熟知的符号空间，并且每天解读着同样的符号，人
们的注意力、感觉会慢慢地消退或转移。日常生活的

单调、重复、沉闷，使人们渴望进入另一个不同于日常

生活的符号空间———旅游符号空间，并尝试着去解读

不同的符号。这样就激发了人们进入另一个生存空

间的动机，使这些人有了旅游期望，成为了潜在旅游

者。旅游者对每次行程总是怀着期望，在出发之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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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旅游符号学研究框架体系的基点———旅游符号过程

在心中构想 着 即 将 到 来 的 行 程 会 是 怎 样 的 新 奇、刺

激、令人振奋，或是怎样通过旅游放松身心，步入心灵

的佳境；旅游者一旦下定出门旅行，他们就会通过各

种渠道收集并解读图像、声音、文字等信息符号。旅

游者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解读，他们就会选定目标，并

在自己的大脑中主观地构建出自己理想的旅游符号

空间。不同的旅游者带着各种各样的期望出发，在自

己的内心世界构建着一个抽象的旅游符号空间。旅

游者总是从自己的心理需求角度去主观臆想那个有

序、新奇的旅游符号空间，这样他们就带着自己理想

中旅游符号空间进入了另一个生存空间———旅游符

号空间（如图２）。

图２　旅游动机的符号学解读

　　旅游需求识别发生以后，旅游符号过程就进入了

第二个阶段旅游感觉阶段，旅游者进入旅游符号空间

后对他所处的旅游环境的特征有所感觉，同时采取某

种行动以满足旅游动机的需求。在旅游符号过程的

感觉阶段，旅游者主要通过听觉、视觉、感知来对审美

客体符号形式（能指）的把握，是旅游者对景观等客体

符号的感性认识，是对客体完整形象的整体把握。在

旅游过程的操作阶段，旅游者通过情感、想象、理解等

方式对旅游符号的意义（所指）进行解读。情感是一

种包含着个人好恶取向的心理过程，也是旅游者对客

体符号的人话过程。谢彦君指出联想是由当前所感

知的事物而回忆起有关的另一事物，或由想起的一件

事物而连带地想起另一件事物的心理活动。旅游者

如果能够通过联想，那么就有可能从中挖掘出旅游符

号的意义。谢彦君等认为理解是多层次的，最基本的

层次是表层理解，是旅游者对观赏对象即外延的知觉

理解，在这一表层只包含了一小部分的理解认识。理

解的第二个层次是对符号的象征意义或者说是内涵

的理解。理解的第三个层次是对审美符号的意味的

认识，是在深刻理解了符号具体意义的基础上对客体

的意味的体悟。所以说，旅游的操作阶段就是主体对

审美客体符号的深入解读阶段。

在旅游符号过程的完成阶段会出现３种旅游符

号解读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旅游者在面对符号时出现

了视觉盲点，忽略了符号形式的存在；或者是仅仅看

到符号的形式（能 指）但 忽 略 了 符 号 的 意 义（所 指）。

第二种情况是旅游者意识到符号的存在但无法领会

符号的形式和内涵而放弃了对符号的解读。第三种

情况就是旅 游 者 对 旅 游 符 号 进 行 了 深 层 次 的 解 读。

旅游者不仅接收到他所看到的符号形式，阅读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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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指，而且尽量挖掘符号的所指，使自己最终实现

了对旅游产品符号价值的诠释。在旅游符号过程不

同阶段中，旅游符号表现出：意向性、指定性、规定性

和评价性４种特征。在旅游需求识别阶段，主要是旅

游者主观构建的符号空间，这时的旅游符号具有意向

性；在旅游感觉阶段中，符号的指示性占主导地位，因
为在这阶段旅游者正在寻找有关他旅游活动的情景

信息；在旅游操作阶段，旅游符号具有规定性的，可以

说明旅游者应如何对旅游情景作出反应；在旅游完成

阶段，旅游符号具有评价性，说明景观或旅游情景完

成旅游行为的特征。从旅游对象物来说，旅游符号是

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过程我们称

之为意指，也就是说，旅游符号意指作用是将一个能

指和所指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旅游符号的意指不仅

发生在旅游符号的编制阶段，而且发生在旅游符号的

解读过程中。旅游是一个发出符号和接收符号的过

程，从以旅游符号的解读者来讲，意指作用是旅游符

号意义再现的过程。从以上叙述可知，旅游符号学对

各种旅游活动现象提供系统、全面和连贯的研究，其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各种看起来无系统的各种意指

方式中建立系统。旅游符号学为旅游的研究提供了

一种观点、一种洞察力，它的研究方式是宏观的、系统

的、本质的。

　　二、旅游符号学研究框架系统的建构

广义符号学将人类的一切活动看作各种符号系

统，同时也将旅游活动纳入了其范畴，因此出现了符

号理论来探讨旅游活动中的各种现象的旅游符号学。
谢彦君、彭丹等对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活动客体、旅
游活动媒介等进行了符号学解读。这些理论的提出

促进了旅游符号学研究框架体系的确立。皮尔斯认

为，符号是由 符 号 代 表 物、所 指 对 象 和 解 释 者 构 成。
符号的构成本身就是符号的符号活动或符号化思维

过程：由第一性的符号代表物到第二性的所指对象，
再到第三性 的 解 释 者，人 类 是 通 过 符 号 来 认 识 世 界

的。旅游符号学既然是关于旅游活动的符号化过程

学说，那么旅游符号学研究框架体系构成便可以按符

号学研究框架体系来设定，这一研究体系由旅游吸引

物符号系统、旅游媒介符号系统和旅游符号的解读者

（旅游主体）来构成（如图３）。

图３　旅游符号学研究框架体系

　　旅游符号的“解读者”是指旅游活动的主体———
旅游者，他在旅游符号空间中，对旅游吸引物符号系

统进行着“解码”、并追求早已失去的真实意义。Ｃｕｌ－
ｌｅｒ认为旅游者追求的是异地 的 不 寻 常 和 本 真 性，追

求的是异国文化的符号。在旅游符号模式中，符号代

表物、对象和解读者之间的关系说明除了意义是旅游

符号的反映之外，还需要旅游者根据自己的主观认知

（心智、体验）和自己的价值取向对旅游符号意义做出

解读。在旅游符号空间中，旅游符号的解读主体和客

体是对立、统一的，也就是两者之间的互动推动着旅

游活动的发生和发展。在旅游符号的“解读者”和解

读客体两个矛盾方面中，解读主体是主要矛盾方面，
也就是说，旅游符号客体的意义必须经过“解读者”的
解读和检验。所以，旅游者就是旅游符号空间中各种

符号的阅读者和解释者。
在旅游活动中，旅游吸引物符号和旅游媒介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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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旅游者的阅读对象和解读对象。旅游吸引物具

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具有某种独特的客观属性；另

一方面，它具 有 符 号 属 性［１７］。谢 彦 君 认 为 在 各 类 自

然景观中都可以找到由一个个独立的符号构成的符

号系统，他称之为自然类旅游吸引物符号系统。在自

然景观中的符号主要包括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人

文类旅游吸引物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集合，被
打上了很深的文化烙印，而文化正是一种反映意义与

价值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人文旅游吸引物以静

态或动态的 美 的 形 式 体 现 着 人 类 的 意 志、思 想 与 情

感，是对人类社会实践的深描，渗透着丰富的意义，因
此人文旅游吸引物是一种典型的表现意义的符号系

统。人文旅游吸引物符号系统主要包括象征符号、语
言符号和文化符号。旅游媒介实质上是旅游剧场中

具有符号特征的演员们所使用的符号化道具，是体现

人们意志、意识和社会属性的符号。旅游媒介符号系

统主要包括图像符号、文字符号和语言符号。由此可

知，我们可以把旅游符号学初步界定为符号学的应用

学科，是关于旅游活动的符号过程的学说。旅游符号

研究应围绕旅游者对旅游吸引物符号系统和旅游媒

介符号系统的解读的关系问题。

　　三、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旅游符号学，即指用符号学的方法来

研究旅游活动的过程。旅游符号空间是旅游活动生

存与发展的空间。旅游符号学研究的基点是旅游符

号过程；旅游符号学研究框架体系应包括旅游符号的

解读者———旅游主体和 旅 游 符 号 的 解 读 对 象———旅

游吸引物符号系统和旅游媒介符号系统。我们可以

把旅游符号学界定为符号学的应用学科，是关于旅游

活动的符号过程学说。旅游符号学研究应围绕旅游

者与旅游符号系统的互动问题，在旅游符号的“解读

者”、旅游吸引物符号系统和旅游媒介符号系统的研

究框架内，结合我国旅游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而全

面展开。我国旅游业进入２１世纪后，将面临一系列

的新问题，从符号消费时代的来临、旅游创意的兴起、
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需要旅游符号学的研

究和应用。因此，旅游符号学的研究将掀起旅游研究

的新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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