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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感知下的旅游腿真实性研究

杨 腹 席岳辞

( 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陕西西安 7 1 0 0 6 4 )

摘 要 ：
本文将西方符号学 的思想理论引 入体验经济时代背 景下的人类旅游活动的研究 中 。 其 目 的在于运用一种全

新的思维视 角重新审视在现代化 、 异化和充斥 着各种符 号的消 费世界里旅游者 出游 的根本动机是什 么
；
旅游体验的本

质特征是什 么 以及旅游体验肩量高低的衡量标准又是什 么 。 基于文献分析法、 民族志工作法 ,
运用 符号 学的研究视角

,

文章对真实性的内 涵以 及旅游活动的特征进行 了 深入解读
, 并得 出体验经济时代中旅游活动的本质实际上是

一种符号化

过程的结论
,
旅游者 出 游的根本动机是追求一种符号的感知即

“

天堂想象
”

,

“

真实性
”

则是衡量旅游者体验廣量 高低

的重要标准 。 在此基础上提 出 了 符号感知下的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实现途径 ,
以期引 起规划设计者们的 注意 。 在旅游产品

的规划 、 设计 、 开发的过程 中应根据现代旅游者 的内 心诉求来构建旅游产品符号 系统
,
通过技术层 面展现和演绎原 生文

化并努 力 实现与 游客认知的完 美互动 ,
让旅游者认同所展示 的

“

真实
”

符号符合其追求的异化心理 ,
进而实现旅游地形

象价值 与精神意义在旅游者心 目 中的构建 。

关键词 ： 符号学 ；
旅游符号 ； 旅游体验 ；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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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皮尔斯 (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ｅｒｓＰｅｉｒｃｅ ) 。 索绪尔

引言的符号学研究范围基本局限于语言符号 , 方法论

是二元的 。 他认为语言是
一

种符号系统 ,
由

“

能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体系的科学 。 符号学的方指
”

( Ｓｉ
ｇｎ

ｉｆｉａｎｔ
) 和

“

所指
”

( Ｓ ｉ

ｇ
ｎｉｆｉｅ

) 两部

法即以符号为媒介来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分组成。

“

能指
”

即语言符号的音响 、 形象 , 它

现代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形成于 2 0不是物质的声音而是心里的印记 。

“

所指
”

, 即

世纪初 , 它的发端有两个源头 ：

一是语言学 ,语言符号抽象的心里概念 。

“

任何一个语言实体

二是逻辑学 。 前者代表人物是瑞士学者索绪尔的存在都只能通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想发生作

(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 , 后者代表人物是美国用
”［

1
］

。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是以先验论哲学和

［ 基金项 目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 目 ( 2 0 1 3Ｇ 1 2 7 1 0 9 9 ) 。

［ 收稿 日期 ］ 2 0 1 4￣ 1 2
－

1 9

［ 作者简介 ］ 杨骏 (
1 9 7 8
—

 )
, 女 , 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讲师、 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 旅游文化学、 旅游

人类学等。

席岳婷 ( 1 9 7 3
— ) , 女 , 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副教授 ,

研究方向 ： 旅游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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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 ’
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 。里的符号意义 。 他在戈夫曼

“

前台
”

、

“

后台
”

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是
一

种
“

泛符号论
”

, 但具理论的基础上于 1 9 7 3 年发表了著作 《舞台的真

有自然科学倾向 。 他研究的范畴不限于语言而是实性 》 、
ＳｔａｇｅｄＡ 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 , 首次将

“

真实性
”

包括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 , 研究重点是符 (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ｉｔｙ ) 概念引入旅游研究中 , 提出了旅

号的活动过程 , 因为符号活动的过程代表人类的游空间的
“

前台
”

、

“

后台
”

等理论 , 研究现代

认知过程 。 皮尔歸号学中的符号是Ｈ游客在何种程度上追求真实 , 他们能否实舰求

( Ｔｒｉａｄｉｃ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的关系 。 他把符号解释为符真实性的 目的 。 至此 , 关于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命

号形体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 , 即某种对某人来说在题在西方旅游学界和人类符号学界引起了广泛而

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 ； 符激烈的争论
［
5
］

。

号对象 ( Ｏｂｊｅｃｔ ) Ｂ卩符号形体所代表的某一事物 ；目前 , 国 内学术界少有见到将符号学思想

符号解释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 ,
即符号使用者对符号引入旅游体验真实性的研究范畴 。 但是符号学的

形体所传达的符号对象的信息在头脑中生成的认研究方法盼恰能够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在现代化 、

知 , 即意义
［
2

］

。 使符号学在社会学领域付诸实践异化和充斥着各种符号的消费世界里 ’ 旅游者出

进而建构
“

文化符号学
”

理论体系的则是德国哲游的根本动机是什么 ？ 旅游体验的本质特征是什

学家思斯特 ？卡希尔 ( Ｓ ｉＣａｈｉｌｌ ) 。 他把人界定么 ？ 旅游者体验质量高低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 ？

为
“

符号的动物
”

,
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因此

,
符号感知下的旅游体验真实性命题的研究

于人能发明 、 运用各种符号。 思维是对符号的价值及核心就在于提醒规划设计者们应该根据现

组合 、 转换和再生的操作过程 。 符号也是文化的代旅游者的内心诉求来构建旅游产品符号系统 ,

载体 , 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是以符号为媒介的 。 因通过技术层面展现和演绎原生文化并努力实现与

此 , 人类全部文化都是人以其自身的符号化活动游客认知的完美互动 , 让旅游者认同所展示的
“

真

创造出来的
“

产物
”

ｏ 在其著作 《人论 》 中就隐实
”

符号符合其追求的异化心理 , 进而实现旅游

含了人一＂符号一＂文化这一思想体系
Ｐ ］

ｏ 旅游地形象价值与精神意义在旅游者心 目 中的构建 。

属于人类全部文化活动的一部分 ,
从根本上讲旅基于此 , 对旅游体验

“

真实性
”

含义的解读以及

游也是人以其自 己的符号化活动创造出来的
“

产体验过程中
“

真实性
”

的特殊呈现方式是非常值

物
”

。 欧文 ？戈夫曼 ( 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ｌ＆ｎａｎ ) 从

“

符号得我们探究的 。

互动
”

的角度形象地途释了符号视野中的社会世

界 , 即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产物人 ,
并由此一

、 西方旅游研究中的
＂

真实性
”

解读

提出了社会学中的
“

拟剧理论
”

( ｄｒａｍａｔ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 他将社会比作大舞台 , 作为这个 1 ． 旅游体验的客体性真实

大舞台上的表演者都十分关心自 己如何在众多观西方学界关于旅游体验的客体性真实分

众面前塑造能够被接受的形象 。 这既是 自 我情为客观主义真实、 建构主义真实和后现代主义

感、 意愿信息的表达 , 也包括周围人对这些活动的超真实 ( ｓｕｐｅｒ
－

ｒｅａｌｉｔｙ ) ( 见 图 1 ) 。 客观性

的判断与解读 。 人们为了表演可能会区分出前台真实有两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 即
“

假事

和后台 , 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件
”

( ｐｓｅｕｄｏ
－ｅｖｅｎｔｓ ) 和

“

舞台 真实
”

( ｓｔａｇｅｄ

的表演场合 ；
后台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 , 掩饰在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

ｙ ) , 分别以美国学者柏斯汀 ( Ｂｏｏｒｓｔｉｎ )

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 。 人们应该根据不同和马康耐为代表。 柏斯汀在其 《从旅行者到旅游

的场合表现出应有的
“

真实
”

行为 , 而依据的标者 ： 旅行艺术的丧失 》
一书中就将大众旅游称为

准则是社会角色行为的规定 ［
4
］

。

“

拟剧理论
”

研
“

伪事件
”

, 认为大众旅游者经历的其实是被旅

究的是人们运用哪些技巧在他人的心 目 中创造游工业设计好的 、 失真的旅游体验 , 旅游者轻信
“

真实
”

形象 。 而美国社会学家马康耐 ( Ｄｅａｎ地欣赏着预制的 ( ｐｒ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 ｄ ) 假事件而不管

ＭａｃＣａｍｅｌｌ ) 则是第
一位在社会学理论殿堂里主周围的真实世界。 柏斯汀把这些归因于文化的商

持旅游研究的社会学家 , 他率先提出了旅游世界品化、 同质化、 旅游经历的标准化以及游客自 身

3 5



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学报 2 0 1 5 年第 7 期 ( 总第 2 4 3 期 )

的偏好。

“

他们的 自愿上当是造成与东道主社会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 , 当今

( ｔｈｅｈｏｓｔ ｓｏｃ ｉｅｔｙ ) 隔离的原因之
一

” ［
6
］

。 相对于世界已进入仿真时代 , 没有原物 , 没有本源 ,
没

柏斯汀旅游业中的
“

假事件
”

,
马康耐的

“

舞台有现实作为参照 , 仅是符号的抽象 。 他的仿真不

真实
”

则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 。 马康耐认为旅是一种实在的真而是一种虛真 , 是对实在之真的

游者生活在现代化的 、异化的 ( ａｌｉ ｅｎａｔｅｄ ) 社会中 , 模拟 。 虚像是非真实的景象 , 是以复制品 、 虚构

他们在接受 自 己所处的社会不真实性和虚假性的的摹本而成的像 , 但它们却得以超真实 , 比真实

同时仍在寻找旅行的意义一了解 目 的地的真实还真
［
9

］

。 对后现代旅游者来说本源的真实性已经

生活 。 现代人幻想与 自 己 目前不真实的存在相比远逝
, 独特性与唯一性成为旅游吸引物真实性的

他者的生活才是真实的 , 而旅游空间正是为了满基础 。 随着后现代旅游思想的 出现人们对虚构景

足游客
“

追求真实经历
”

的动机而创造的 , 因此物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 ,
只要所游览的景观能给

他提出了
“

舞台真实
”

的概念。 即现代旅游开发人以知识、 享受、 娱乐 , 游客是不大关心景观的

中东道主将他们的文化 ( 包括他们自 己 ) 作为商起源和真实性问题的 。 以迪斯尼为例 , 尽管是为

品展示给游客 , 当游客和东道主面对面接触时他商业 目的而建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成了美国

们常常就像在舞台上演戏 , 游客看到的只是
“

前文化的标志 。 尽管源于虚构 , 仍然要求有真实性

台
”

展示的部分
“

真实性
”

文化 , 而
“

后台
”

真的要素来衡量。

正意义上的真实文化是无法感知的 。 以柏斯汀和客观论者和建构论者为
“

物
”

的真实性做判

马康耐为代表的客观真实论者关注的是展示给游别 , 认为旅游体验的质量与吸引物真实性有直接

客的客体固有属性 ,
强调的是旅游客体与原物完关系 , 后现代论者则放弃对客观真实性的依赖 ,

全对等 , 是绝对的 、

一成不变的 、 非商业化的 。从虚假客体中获取旅游的乐趣和意义
［

1 °
］

。 虽然这

针对客观论者的主张 ,
2 0 世纪八九十年代 ,不是一种界定真实性的方法 , 但不失为

“

后旅游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对旅游体验的者们
”

对
“

人造
”

旅游吸引物现象的一种心理调

真实性进行解读 。科恩 (
仏！！如肖布鲁纳⑶？＾ )适

, 其思想意识与行为表现显然是在通向
“

存在

是建构主义真实的领军人物 。 科恩以
“

渐变的真的真实
”

的道路上 。

实
”

概念
［
7

］

、 布鲁纳以
“

四类型
”

真实性 ［
8
］ 奠定 2 ． 旅游体验的主体性本真

了建构主义者的认识论基础 。 建构主义者认为社旅游体验的主体性本真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

会和文化是人类创造的 、 建构的 , 事物表现为真来研究旅游者的主观体验 。 1 9 9 9 年王宁在 《旅

实并不是因为它们生来就是真实的 , 而是因为人游体验的真实性再思考 》
一文中首度提出存在

们依据观念 、 信仰 、 权威等将它们解释和建构成的本真 (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 ａｌ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 概念。 王 宁认

那样 。 因此 , 并不存在一个内在于旅游客体等待为存在的真实性可以与旅游客体的真实性亳不

被发现的客观真实 。 旅游客体被旅游者体验为真相干 , 它主要是由旅游体验所引致的旅游者内

实时不是因为它们事实上就是这样 ,
而是它们被心感受。 他将存在的真实分为内省真实 ( ｉｎｔｒａ

－

当作了真实性的符号 。 建构论者也认为 , 旅游者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 和人际真实 ( ｉｎｔｅｒ
－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ｌ

不是寻找客观的真实性 , 而是与其刻板的印象或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 两个维度。 前者针对个人 ,
指身体

旅游想象相契合的符号真实 , 或者说旅游者选择主观 ( ｂｏｄｙ
－

ｓｕｂｊ
ｅｃｔ ) 或感官的正面体验 ( 如健康 、

性地积累并裁决了 自我的真实性感知。 建构论者自然 、 年轻、 魅力 、 活力等 ) 以及 自我塑造与 自

通过强调文化的本质和游客的体验缓解了客体真我认同的积极体验 ； 后者针对群体 , 指一种反结

实性的危机 。构的类似朝圣的体验 。 特纳 ( Ｔｏｎｅｒ ) 称之为
“

共

后现代性真实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怀疑睦态
”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体验 , 是一种毫无芥蒂的 、

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产物 , 它 以解构真实性为直接交流的状态 , 它甚至是不同身份人们之间共

特征 , 完全不将客体真假放在眼里。 鲍德里亚享的一种息息相通之情 , 也称
“

类阈限
”

( ｌｉｍｉｎｏｉｄ )

( ＢａｕｄｒｉＵａｒｄ ) 是后现代主义真实的代表人物 。体验 ,
表达的是一种忠于 自我的感觉 ,

一种共同

仿真 (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和虚像 (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 ) 是其思想归属中达到极致的感觉
［

1 1
］

。 存在的真实性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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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状态 , 人试图远离标准化、 格式化的社会生 , 传达人们对 自然与文化的理解 , 以引起人们

角色扮演以避免迷失于公共领域和公共角色。 他在情感 、 心理和精神上的共鸣 , 其力量是理性的

们并不关心被旅游的客体是否真实 , 只是借助于语言无法比拟的 。 以下是旅游体验的符号学本质

旅游活动或旅游客体寻找本真的 自我 (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及与真实性关系的阐释 ( 见图 2 ) 。

ｓｅ ｌｖｅ ｓ ) 。 这时候人们感觉 自 己比 日常生活中更Ｈ
： 

体验动机 追求符号感

加真实 、 自 由 。 这不是因为他们发现被旅游的客 Ｉ

旅

Ｔ
验

广

初
ｈｒｎｒｎ

ｐ
体是真实的 , 而是因为参加了非同寻常的体验活Ｉ｜,




 ,



,


？？

动并使他们摆脱了 日常生活的种种约束 。 戈塞姆Ｊ
｜
Ｌ

—

豐 ｜

—
ｉ

( Ｇｏｔｈａｍ ) 建议使用
“

旅游真实性
”

( ｔｏｕｒｉｓｍ ｜—— —

ａｕ ｔｈｅｎｔｉ ｃ
ｉｔｙ )

一

词以便研究旅游场域中体验与真Ｌ
｜

體通
｜

＿

｜

們概
｜

＿

实性的演变关系
［

1 2
］

。 需要强调的是 , 本真性并不图 2 旅游体验的符号化本质

是一个即定的 、 可测量的质量标准 , 而是
一种被

、
,

认知的本真 ,
依赖于它所关心的产品与作为主体

旅游体验之初
—
一 ,

的旅游者之间的关系■
＇

游ｔ ｆｔＷ＠之＾Ｗ￡

通过对西方学界关于旅游体验真实性的讨论
经获得关于 目 的地的符号感知印象 ’

原因在于

研究可以明白 , 与其接受不经推敲的
“

孰真孰假
” 旅游者与 目 的地的 第

一

次接触并非都发生在

之二元对立 , 不如去解读旅游体验中真实性的不
双实＿游活动 中 ’ 而是通过■描述 ( —

同含义 , 看看旅游者怎样视客体为真 , 更应拓展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即旅游者通过报纸杂志 、 网络 、

到如何将
‘ ‘

真实性
”

的实现作为旅游开发成功的
电视等多种媒介对旅游 目的地传播的有形或无形

评判标准的独特的旅游符号进行收集 、 排列 、 加工与整理 ,

 进而在头脑中生产出
一

种新的旅游景象即符号感
旅游场域的真实性
￣

？

一＂

知印象 。 因此旅游者在出门之前脑海中就有了
“

天

ｉ

￣＂‘￣￣

1堂想象
”

( Ｉｍａ
ｇｉ
ｎａｔｉｏｎ” 3

］

。 事实上 , 大多数旅
旅

7
体

Ｉ
Ｉ

旅游

丨

主体
Ｉ游者并不是对

“

真实性
”

孜孜以求的人。 他们对

丄丄

“

真实性
”

的理解不会像博物馆专家 、 人类学家
■真实

1 1

建构

广
丨

Ｉ

,
代超真实

丨 Ｉ

存

,
本真

Ｉ以及其他学者那样谨慎 ’ 不会把舞台真实与对原
＇ 

为＿物的直接体验进行对比 , 而是与经媒介渲染了的
技巧性设计

Ｉ

＾

印象相比
［

1 4
］

。

图 1 旅游体验真实性解读 2 ． 旅游体验过程

二
、 旅游体验的符号学本质与真实性的关系

旅游者转变为现实旅游者的根本动因 。 天堂
一

开

麟之所以能跟体验表述达成
一

致 , 其实源
始都是被想象的 , 麟者正是从一幅想象的心理

于现代社会标榜的
“

擁
”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构晰始步人远方 。 由天堂想象到现实的旅游体

2 1 世纪離＃謝代
,

工御細 ＩＥ鮮为－种
觀麟者对符号贿追购賴并賴实际感

特殊的生活方式纖脚！代社会巾的种种冲突
’

受的过程。

：
个雜的贿搬经历

ｐ
个阶段 ,

因此也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一

切现代性的＃—、

社会活动价值并非都由生产他们的劳动所决定 ’
 ( 1 ) 体验动机 , 即追求符号的感知 。 人们

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其的体验 ,
Ｉ！ 卩他们所能带给人

生活械代化 、 异化的社会中 , 通过纖赋予旅

们精神上 、 情感上嶋魏減 。 旅游活动之所
游舰雌輔义 。 而械代妝鼓的表达总

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
很大程度上在于

是和符号结合在
一

起 。 例如对于旅游吸引物的开

ｍｍ＾ｍｎ＾Ｍｓｃ ｏ 、

麓题雅柳細舰概及贿号真实性

傲ＩＩ功能
、 开放性与

‘ ‘

自生性
”

可以用来表现人
的印证过程 。 科纳 ( Ｋｏｍ ｅｒ

) 用符号学考察旅游

者体验动机的真实性 。 在其 《旅游符号学 》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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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纳认为真实的东西必须先被符号化以代表是释意义 。 如果符号意义能够被参加互动的旅游者

真的才是值得体验的 。 如果不是被标记或区分出＿ , 那么互动就变得有规则且易形成文化认同 ,

来它就不是一个著名的吸引物。 而旅游者往往选即显示效果与感知印象的匹配程度越高 ’ 旅游体

择的就是那些被标识出来 , 被证明是真实的 , 但验的真实感就越强。 反之 ,
互动就会变得相当困

其实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吸引物 , 这是一种社会建难或难以维持下去甚至产生文化休克、 文化冲突。

构的过程 。 而大部分游客更关心去寻找某
一

景物这也恰恰说明了符号是受制于人们意识形态的评

或文化所代表的符号印象而不是去了解它本身的价标准。 正如谢彦君所说 ,

“

旅游者的旅游体验

意义和作用 , 旅游体验不再是对绝对真实性事物过程从个体评价标准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会满足眼

的寻找而是对符号的寻找 ,
而且随着社会文化的见为实 , 而只要他满足于此 ,

这种真实就是他所

发展 , 原来的吸引物符号有可能被抛弃 , 人们会要的真实
”［

1 6
］

。

选择新的符号来代表新的社会价值与理想
［

1 5
］

。 3 ． 体验结果

( 2 ) 体验之旅 , 即主客符号的互动 。 旅游通过对一个完整的旅游体验过程的阐释可以

体验是在充斥着符号的世界中进行并且获得意义将旅游体验理解成文明社会的个体与 自然和社会

的 。 在体验的各种情境中很多意义是通过符号传相互沟通的互动过程 , 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的

达出来的 ,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越样 , 人对本质是一种符号化髓 。 旅游搬的本质实际上

物的象征意义的解读过程也是这样 。 旅游者依据是一个符号解读的过程并带有鲜明的文化烙印 。

已有的对 目的地
“

真实性
”

的感知 , 在自身的文解读这种文化乃至符号体系同时也带有非常重要

化背景下与旅游地所展现的符号系统进行互动并的社会建构意义。

“

真实性
”

含义的发展则说明

在原来对该景物的心理构图上进行修正 。

一

方面
“

真实
”

本身并不是一个静止的 、 客观的 、 固定

他们在体验的过程中接收着 目的地呈现给他们的的评判标准 , 它具有弹性的 、 易变的 、 可塑的 、

多元的符号系统 ； 另
一

方面在大量的符号元素中流动的 、 相对的 、 情景的和多元的特点 。 因此 ,

寻找、 甄别与评价印象中的符号感知 。 当游客找符号感知下的旅游体验真实应该是一种主体的 、

到了脑海中的符号印象时 , 该符号必然引起游客建构的 、 体验的真实 。 体验的动机源于追求
一

种

共鸣 ,
这就是一种真实的愉悦感 ’ 并在此基础上真实感 , 这种真实感是即在的符号感知印象 。 真

游客愿意进一步对符号进行麵。 因此 , 髓之实感的获得賊符号的探索和验证的过程 , 因旅

旅是旅游者与符号化客体的表面形态和深刻含义游者个体差异会呈现出不同结果。 因此 ’ 旅游体

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作用 ,
即求证符号真实性和实验的

“

真实性
”

实现就要上升到狱层面 。 旅游

现自我真实的认同过程。产品的设计技巧就在于如何将产品制造得有说服

( 3 ) 体验质量 ,
即符号解读效果 。 对旅游力 、 可信 、 逼真 , 从而成为

“

真实
”

的复制品 。

者体验质量的探讨即是分析其符号解读的效果 。就像舞台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真实性文化 , 只

旅游体验质量是在体验前后及整个过程中构建是随着全球化的加剧 , 边缘文化已经很难保持原

的 。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通过各种物质层面的感汁原味 , 不被外来文化强势入侵的
一个较为有效

官接触达到精神层面的文化认知 , 其中吸引物的的途径也许就是
“

舞台真实
”

。

真实性是关键。 但是 , 旅游地吸引物真实并非旅

游者体验真实的全部 ’
甚至在本体意义上永远达三 、 符号感知下的旅游体验真实性实现

不到真实的旅游客体却有可能使旅游者达到文化

体验和心里认知上的真实 。 因为旅游者对于旅游通过上述分析 ,
本文认为符号感知下的旅游

符号能指的知觉与其价值取向高度相关 。 正如皮体验真实性的实现要基于 3 个层面 ：

尔斯解释的 , 符号本身无所谓指称和表达 , 是人一是旅游地吸弓 丨物的客观真实 。 对旅游地原

赋予符号生命 , 对它做出解释和规定 ,
并以符号生性文化要进行真实性挖掘 ,

同时要防止文化涵

为工具发展了 自身 。 因此 , 在解读同一个符号时化 , 以免造成对原生性文化真实性的破坏 , 问题

不同的旅游者会有不同的感知并构建出不同的解的关键在于开发中如何保存精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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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二是旅游地吸弓 丨物的象征真实 。 象征真实的对发展旅游业的友好态度 、 文明行为 、 主客意识

关键是符号的建构 , 在构建旅游吸引物符号系统互动 、 良好的精神面貌以及对本土文化的科学认

时在基于吸引物本体真实的同时侧重理解特定旅知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为旅游者体验
“

真实
”

游情境中旅游者的主观体验 , 以此来检验哪些因增添活性成分 , 进而有助于实现旅游场域中
“

存

素能够使他们感受到旅游产品传达的意义是真实在的本真
”［

2 0
］

。

的
, 根据旅游者的特点创造和提供符合其需求的

旅游产品符号系统 , 通过真实符号展现真实文化 。 参考文献 ：

工艺品 、 建筑 、 服饰 、 器具 、 饮食 、 节庆等不完［ 1］ 徐鹏 ． 皮尔斯一般符号学初探 ［ Ｊ ］ ＿ 云南大学学报
,

全取决于专家的意见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背 2 0 0 3
,

6 ( 1 ) ： 2 3
－

3 1 ．

景与阅历下的旅游者的体验感知以及时间对人们［ 2
 ］ 王铭玉 ？ 对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语言学阐释 ［ Ｊ

］ ． 解

文化认知的模塑
［

1 7
］

。 马康耐总结了搬的两个基放军外龄院学报
,

1 9 9 8  ( 2 1 ) ： 6 ： 1

－

7 ．

本组成部分 ： 原型 ( ｍｏｄｅ ｌ ) 与投射 (
ｉｎｆｉｉｅｎｃｅ ) 。［ 3 ］ ［ 德 ］ 恩勝 ？ 卡希尔著 ． 甘阳译 ■ 人论 ［ Ｍ］■ 上海 ：

原型是指在现实生活中 、 电影中或舞台上对某
一上海译文出版社 ’ 1 9 8 5 ．

事物或某个场細－种具体的意识和认知 。 后者
［ 4 Ｋ

＾＾

文 ？日常生活中的 自我

则是基于原型細上的
—种变化了的 、 创造了的 ,

演 ．

＝

： 衣南人民出版社 ’ 1 9 8 8 ＿

＿ｔ＾Ａ＾山 、 ｒ
ｔ Ｑ 1＿Ｌ  5 」 ＭａｃＯａｎｎｄ ｊＤＳ ｔａｇｅｄ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ｒ ｒａｎｇ？ｎｗｉｔｓｏｆ

和加强了的信念或意识即符号化的感知 ［
1 8

］

0 正是．

ｔ… ｒ二 ．

,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ＬＪ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巾＿＿冑决
ｏｆ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ｙ ’■

,
7 9 ：脳 0 3 ．

只是凸显与宣传 自 己的传统文化和景物特征是远
［ 6

］Ｂｏｏｒｓｔｉｎ
,Ｄ ． Ｊ．ＴｈｅＩｍａｇｅ： 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Ｐｓｅｕｄｏ－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远不够的 , 还需要一种技巧性的设计 、 更改 、 组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 ’ 1 9 9 2 ．

合与创造 。 事实上
,
描述或者再现

￣

＂种文化或吸 ［ 7
］ＣｏｈｅｎＥ

．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

ｙ
ｉｎｔｏｕｒ 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Ａｐｒｅｓ ｌａ ｌｕｔｔｅ

弓 丨物时 , 再制造某些能使旅游者相信的事件 ( 或［ Ｊ ］ ．ＴｏｕｒｉｓｍＲ ｅｃｒｅａ 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2 0 0 7

,
3 2 ( 2 ) ：

事物 ) 比某些事件 ( 或事物 ) 的真实性本身更为 7 8
－

8 2 ．

重要 。 这样的真实最大的特点在于主观与客观之［ 8  ］Ｂ ｒｕｎｅ ｒ
, Ｅ ．Ｍ ．Ａｂ ｒａｈ ａｍＬ ｉｎ ｃ ｏ ｌｎａｓａｕｔｈ ｅｎ ｔｉｃ

间界限的模糊 , 在可见可感的景物之上附着的是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Ａｃｒｉ 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ｏ 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ｉｓｍ［ Ｊ ］

．

旅游者的思想和意识 ［
1 9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 ｌｏｇｉｓｔ
,  1 9 9 4

,
9 6 ( 2 ) ： 3 9 7

－

4 1 5 ．

三是旅游者体验质量的高低重要的是針过［ 9 ］Ｂａｕｄｒ ｉ ｌｌａｒｄ
＇Ｊ ．Ｓｉ

＇

ｍＭ , ａｃｒａ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 Ｍ ］ ．

程之于旅游者的意义。 体验经济中关于剧场的设ＳｔａｎｆＭｄ：Ｓｔａｎｆ0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1 9 8 8 －

定、 演员的表演 、 顾客的参与等相关理念对旅游
［ 1 0 ］ 赵红梅 ’ 李庆雷 ？ 回望

“

真实性
”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ｉｔｙ )

擁真实的塑造有极大的 用 。 符号学思想
( ± ) 

￣＂

一个旅游研究的热点 ⑴ ？ 旅游学刊 ,

2 0 1 2 ( 4 ) 
？ 1 1

－

1 9

的引入又兼顾了旅游区别于
一

般经济意义上的商「 … ｗＭＢ￣ｔ

． ．

ｔ
．

ｔ
．

＿ 山 、？Ｌ 1 1 ＪＷａｎｇ , Ｎ ．Ｒｅ ｔｈ ｉｎｋｉｎ ｇａｕｔｈｅｎｔｉ ｃｉ ｔｙｉｎｔ ｏｕｒ ｉｓｍ

品和服务的赚旅游场景中的真实性是由东二 ”—；？二
’ 1 9 9 9 2 6

道国地区 、 各种媒介、 旅游者 、 开发商、 政府 、

 ( 2 ) ： 3 4 9
－

3 7 0 ．

专家等不同
ｆ
场的参与决定的 。 他们所传递的符

［ 1 2  ］ＧｏｔｈａｍＫＦ．Ｓｅｌｌｉｎｇ

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 ｔｏＮｅｗＯｒ ｌｅａｎｓ

：

号 息、 营造的符号意境必须符 口 旅游者的意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 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ｙ

习惯与行为特征 , 并对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与审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Ｊ ］．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
2 0 0 7 , 7  ( 3 ) ： 3 1 7

－

3 3 9 ．

取向进行■的引导与启示 , 通过各个细节的
“

真［ 1 3
］ 安德森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Ｂ ) 著 ． 吴敷人译 ． 想象的共同

实
”

来塑造过程氛围的真实感受。 特别是要充分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 Ｍ］ ． 上海 ： 上海世

发挥东道国地区居民作为活性因子的独特作用 。纪出版社
,

2 0 0 5 ．

居民本身就是旅游地文化
“

真实符号
”

的重要载［
1 4

］ 谢元鲁 ？ 旅游文化学 ［Ｍ ］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体 , 起着增强旅游体验氛围和对地域文化进行持 2 0 0 5 ＂

续性保护的独特作用 。 通过对居民的本土化展示

( 语言 、 服饰 、 生产方式 、 生活习惯 、 表演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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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推出了 自 己的 ＡＰＰ 。随着第四代通信技术 (
4Ｇ

)［ 4 ］ 谢春山 ,
王恩旭 , 朱易兰 ． 基于超效率 ＤＥＡ模型

的发展 , 旅游 ＡＰＰ 行业将很快步入高速发展轨的 中国五星级酒店效率评价研究 ［ Ｊ ］ ？ 旅游科学 ,

道 , 对旅游客源市场的争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2 0 1 2 ,  2 6  (  1  ) ：咖 7 1 ．

然而 , 我国旅游企业尤其是星级饭店在面对这一［ 5 ］ 卢明强 ,
徐舒 ,

王秀梅 ． 基于数 分析 ( ＤＥＡ )

强劲的行业发展势头时并未表现出快速适应的状 ［Ｊ ］ ■■■ ,

态。 近两年星级饭店的经营形势不容乐观 , 受外
2 0 1 0


‘
 3  ( 6

1
：
 7 3 4

￣

7 3 8 ＂

■■■、 Ａ ［ 6 ］ 张洪 ,
程振东 ．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中醒麵店

效率评价及区域差异分析 ［ Ｊ ］
． 资源开发与市场 ,

力赫攀升及公务消费限制的两面夹击 ’ 星级酒篇
,

3 0 ( 1 0 )
：

1紹 2 1 2 ．

細綱不
巧
摊薄

：

：？临很大的转猶力 。

［ ？ ］ 孙景柴 ’ 张捷 ’ 章锦河等 ？ 中国城市酒店业效軸空
星级饭店应该更加注重营销 。 作为中国饭店行业间特瓶优似ｆ策 ［ Ｊ ］ ． 经济舰 ,

2 0 1 2
,

3 2  ( 8 ) ：

的领军代表 , 星级饭店应结合当今旅游发展新趋 ！ 5 5
－

1 5 9 ．

势 , 结合网络移动脉与电子商务的舰 展 ,
［ 8 ］曹芳东

,
黄震方 , 吴江等 ． 国家级风景名胆旅游

促进旅游企业与信息产业的高度融合 , 以让游客效率测度与区位可达性分析 ［ Ｊ ］ ． 地理学报 ,
2 0 1 2

,

满意为 目标 , 加强技术研发及资金投入力度 ,
开 6 7  ( 1 2 )  ： 1 6 8 6

－

1  6 9 7 ．

发针对 自身细分市场的专业化旅游 ＡＰＰ
, 实现信［ 9 ］ 马晓龙 ’

保继刚 ． 基于 ＤＥＡ 的 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

息集成 , 不断完善个性化推送 、 及时传输、 数据区使用效率评价 ［ Ｊ ］ ． 地理研究 ,
2 0 0 9

, 2 8  ( 3 ) ：

挖掘分析等多项功能 , 加快智慧酒店建设的步伐
,
 8 3 8

－

8 4 8 ．

以技术进步推动星级饭店的转型 。 另一方面 , 为［ 1 0 ］耿
＾
涛 ． 中国旅游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Ｊ

］
■

积籠 态 , 旅游企业应当顺应人民群制南京社会科学 ’2 0 1 2 ( 5 ) ： 1 5
－

2 1 ．

良好生态环境酬待 , 形成绿色練循环发廳 ［ 1 1 ］ 刘建国 ’ 李国 平 ’
张军涛等 ？ 中 国经济效率和全

方式
,
特别題级饭店应当率先肩负 态赋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 ⑴ ． 地理学报

,

予的职责 , 从开源节流的角度出发 , 积极采用节
「

2 0 1 2
,

6 7 ( 8 ) ： 1 0 6 9
＂

1 0 8 4 ．

处汁 ／ｎ从」 ’ ｔＴＡＴ ｔｒ＾＾
－

ｒｒ、一油 Ｌ 1 2
 ＪＭａｌｍｑｕ

ｉ ｓｔ Ｓ ． Ｉｎｄｅｘ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ＬＪ Ｊ．

能环保财 , 降低酒店能耗及环境污染 , 实现经 7 1 0？ …
、Ｔｒａｂａｊｏｓ ｄｅ 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

,  1 9 5 3  ( 4 ) ： 2 0 9
－

2 4 2 ．

济和社会的双重效益 。
 ｒ ｉ , 1 ｒ

,
＿

ｗｒ
,

．

ｔＴ Ｐｎ
－

＾Ｗ Ｉ 7ＴＫ
Ｌ 1 3 」 Ｃａｖｅｓ , Ｄ ．Ｗ ．

,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Ｌ ．Ｒ．

,Ｄ ｉｅｗｅｒ ｔ
, Ｗ．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ｅｘ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 ｍ 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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