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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品的旅游 ：

一

个符号学的观点

饶广祥 朱昊赞

摘 要
：
旅游 已成为 当 代社会最重要的 商品形 态和文化体裁 ，

但 当 前的

研究缺乏对旅游的商 品本质和文化体裁属性 的揭 示 。 当前对旅

游的 定义主要集 中在三 个层 面
： 基 于旅游人行为 活动探讨 的

“

人观
”

， 基于旅游设施提供 、 产 业发展的
“

物观
”

以 及人与

物 、
人与社会 、 人与 自 然进行互动 的

“

关 系论
”

。 这些定义都

从各个层 面靠近旅游的本质 。 但实 际 上 ，
旅游是一个整合 了 上

述三个层 面的符号活动 。 本文认为 ，
旅游的本质在于商品符号 ，

因此借用 符号学的 方法 ， 将旅游界定为 ：

以追寻 意义 为指 向
，

以 可支配的时 间 、 精力 、 金钱等通过交换可获取 ，
必须 亲 身体

验的人与
“

物
－

符号
”

的短期互动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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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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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正成为当代最重要商品形式 ， 是人类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 ， 需求精

神慰藉的重要途径之一 。 旅游正在经历着从生活元素向生活要素 ， 甚至生活

目标转变 。 根据我国 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

２０ １ ６ 年上半年 国 内旅游人

数达 ２２
．３６ 亿人次 ，

国内旅游收入 １
．８８ 万亿元 ，

预计解决直接和间接旅游就

业人口 总和约为 ７９７４ 万人 。 旅游规模的快速扩张 ，

一

方面说明旅游对经济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另
一

方面则说明旅游 已成为现代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 。 尤其是在当今符号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大背景下 ， 人们对旅游的期

待已不再局限于游山玩水 ， 更多地表现为对现实 的反叛与精神的追求 。

“

世

界那么大 ， 我想去看看
”

说明 了旅游需求的快速变化 ，

“

穷游
”“

以工代宿
”

等新兴旅游形式的涌现 ， 对于旅游定义又提出 了新的挑战 。 旅游作为当代人

阅读与消费的重要文本 ， 在 内涵与外延层面正在发生着深刻 的变革 ， 对旅游

定义的重新思量刻不容缓 。

一

、 旅游概念界定的三个维度

“

旅游
”

二字并非舶来 品 ， 早在中国南朝梁代 （公元 ５０２
—

５ ５７ 年 ） 诗人

沈约的 《悲哉行 》 中便已有
“

旅游媚年春 ， 年春媚游人
”

的记载 。 只不过 ，

我国早期对旅游的记载于多停留于诗词 、 文学的创作层面
，
与现代学界探讨

的旅游概念存在一定距离 。

学界所研究的
“

旅游
”

概念
， 来源于西方的

“

ｔｏｕｒｉｓｍ
”一词 。 最新版的

《牛津词典》 对
“

ｔｏｕｒｉｓｍ
”

的解释 ， 包含 了旅行的理论与行为层面 ，
吸引游

客和提供场所的商业层面以及快乐体验层面 ， 探讨的范畴多是指现代工业社

会大背景之下而发展起来的旅游现象 。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
西方国

家和亚洲某些地区旅游活动和旅游产业大规模的发展之后 ， 对于旅游概念的

探讨更是呈井喷之态 。 让 ？ 梅特森较早地将旅游 目 的纳人 了旅游定义之 中 ，

他认为
“

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 ， 它包括旅行或离开定居地点较远的地方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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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
其 目 的在于消遣 、 休息或为了丰富他的经历和文化教育

”

（ 曹诗图 ， 郑

宇飞 ， 孙天胜 ，

２００６ ） 。 但是此定义也只是强调了旅游的 目 的 ， 并未真正涉

及旅游的属性与内容 。 随着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 旅游的定义也在逐步地丰富

与完善 。 笔者通过对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概念的整理归纳 ， 现将旅游定义的讨

论划分为三个方面 。

第一种是
“

旅游人观
”

， 即从旅游者个体出发 ， 将旅游视为旅游者的行

为选择 。 李天元认为
“

旅游是人们 出于非移民及和平的 目 的 ，
或者出 于导致

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及精神等方面的个人发展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 了解与合作

等 目的而作的旅行
”

（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６４
－

１６５ ） 。 曹诗图等人认为
“

旅游是为消

遣而进行的旅行
”

（
２００６

）＾ 这些定义用旅行来解释旅游 ，
显然有指代不明 、

偷换概念的嫌疑 。

随着旅游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 ，
旅游者的地位在旅游定义 中 日 益凸显 ，

这
一

研究角度的开拓 ， 得到了 国 内外学者 的广泛认可 ，
并在此基础上得到进

一步 阐发 。 张凌云认为
“

旅游就是人们在非惯常环境 （
ｕｎｕ ｓｕａ ｌ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下的体验和在此环境下的
一种短暂的生活方式

”

（
２〇〇９

） 。 谢彦君认为
“

旅游

是个人以前往异地寻求愉悦为主要 目 的而度过的一种具有社会 、 休闲和消费

属性的短暂经历
”

（
２００４

，ｐ．
７３ ） 。 彭兆荣认为旅游是

“

以生活 中剩余的财政

计划为前提 ， 以 自愿为原则 ，
以休闲或积累不同经验为主要 目标 ， 到异地或

‘

异文化
’

人群中去体验的行为
”

（
２０ １ １

，Ｐ．１６ ） 。 以上定义 ， 统统认可并强

调 了旅游中
“

自愿
”“

愉悦
” “

短暂
”

的个体行为特点 。 为了与移民相区别 ，

世界旅游组织 （
Ｗ ｏｒ ｌｄＴｏｕｒｉ ｓｍＯｒｇ

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ＵＮＷＴＯ ） 对旅游定乂修正 时 ，

明确指出 了旅游的时间跨度问题 ， 认为旅游是
“

人们离开惯常居住地 ， 到一

些地方的旅行和 连续停 留 不超过
一年 的休闲 、 商务或其他 目 的 的 活动

”

（ １９９５ ，ｐ．２
） 。 以

一年为期进行界定或许过于死板 ， 但却便于统计与管理 ，

因此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

以上定义从旅游人的视角对旅游进行界定 ，
在肯定旅游人的重要作用 ，

强调个人主观选择的重要性方面作出 了积极尝试 。 旅游满足游客休闲消遣的

心理需求与外出活动的行为期待 ， 对于这
一

特征笔者不予否认 。 然而 ，

一旦

我们进行深人思考就会产生这样
一个疑问 ： 难道旅游之外的其他的娱乐休闲

活动 ，
不是参与人 自我选择的结果吗？ 如何与其他休闲娱乐活动相 区分 ，

才

是探讨旅游概念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 但从现有分析来看 ， 从
“

旅游人
”

的视角来界定旅游 ， 其实并未触及与其他休闲活动差异的核心 ，
研究深度存

在局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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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
“

旅游物观
”

， 即从经济角度 出发 ， 在旅游定义 中增加对旅游

设施的强调 。 比如
，

Ｓｍｉ ｔｈｓ 直接将旅游定义为
“

是直接为离开家庭环境的人

们的商务 、 娱乐和休闲活动提供产 品和服务的企业的组合
”

（
１９９８

） 。 这一概

念直接立足于旅游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 对旅游者的参与性讨论不足。 相较而

言 ，
Ｃｈｒｉ ｓＣｏｏｐｅ ｒ 的观点则显得较为中立与全面 ， 他在承认旅游是

“

人们离开

通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 暂时前往 目的地的旅行和在该地停留期 间所从事的

活动
”

的基础上 ， 在定义中增加旅游产业的相关思想 ， 认为旅游还应该包括
“

（旅游 目 的地 ） 为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而创立的各种设施
”

（
Ｆｌｅ ｔｃｈｅｒ

，
 １ ９９３

，

Ｐ
． １ ８８

） ， 考虑到了消费主体与消费客体两个层面 。 查尔斯 ．

戈尔德耐在其著

作 《旅游业教程
——旅游业原理 、

方法和实践 》 中 ，
不仅承认旅游是一系列

的活动 、 服务和提供感受的合成物 ，
同时还观察到旅游与消费的关系 ， 认为

旅游
“

是旅游者在
一

个 国家或之中地区以及 以邻国 为中心 的经济区内 的消费

总和
”

（
２００３

， ＰＰ ．
１３

－

１ ５
） 。 如果说 ＣｈｒｉｓＣｏｏｐｅ ｒ 的思考是对旅游概念主客体

关系的初步描述 ， 那么查尔斯 ？ 戈尔德耐的定义则是将二者视为消费统
一体

的全面概括 ， 具有了系统论的表现意识 。

从对
“

人
”

的关注转向到对
“

物
”

的探讨 ， 对旅游概念来说是
一

个巨大

的转变 。 它
一

方面揭露出旅游规模 日 益扩大的现实状况 ， 另
一

方面表明学界

开始关注到旅游客体的重要性 。 在现代旅游业迅猛发展的当下 ， 旅游已 经成

为衣 、 食 、 住
、 行 、 娱 、 消的集合体 ， 单纯强调其产业 、 设施的

“

物性
”

功

能在一定程度上未免有失偏颇 ， 很大程度上忽 略了景点的象征意义 ， 消弭 了

旅游的乐趣 。 举个例子来说 ， 国 内外游客到北京长城旅游 ， 并非只是因为长

城作为建筑所具有的坚固性 ， 更多 的是因 为它代表着中华文化 ， 具有历史文

化的象征意义 。

第三种是
“

关系论
”

， 将旅游视为复杂的社会现象
， 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与探究 。 这
一

视角也是进行旅游文化学 、 旅游经济学 、 旅游社会学等跨学科

探究的基础 ，
因此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和接受 。 格 吕克斯曼从人际互动角度

切人 ， 认为旅游是人际交流的现象之
一

。 ＡｄｒｉａｎＢｕ ｌｌ 从环境互动 角度讨论 ，

认为
“

旅游既不是现象 ，
也不是简单的一系列企业 ， 它是包括人类行为 、 资

源利用 ， 以及与其他人 、
经济 、

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人类活动
”

（
１９９５

，ｐ ．

１ ３
）

。 旅游科学专家 国际联合会 （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ｓｓｏｃ ｉａ ｔｉｏｎｏｆＳｃ 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Ｅ ｘｐ ｅｒｔｓ

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ＡＳＥＴ

） 曾经给旅游下过这样
一

个定义 ， 认为
“

旅游是非定居 的

旅行和停留 而产生 的现象和关系 的总 和 ， 不包括永久的居住和赢利 活动
”

（
Ｂｕｒｋａｒｔ

，

Ｍｅｄｌ
ｉ
ｋ

，
１ ９ ８ １

，Ｐ Ｐ ． ３９
＿

４ １
） 。 这

一

定义不再纠结于具体的结构层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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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而是从现象层面予以全面考量 ， 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 但是 ， 由 于概括得

过于笼统 ， 因此没有体现出旅游与其他休闲活动 的差异 ， 也存在着明显的漏

洞与不足 。 罗伯特 ？ 麦金托什则针对这
一

问题 ， 进行了补充与细化 ， 他认为

“

旅游是在吸引 和接待游客与来访者的过程 中 ， 游客 、 旅游设施 、 东道主政

府和接待团体的相互影响 ， 所产生的现象与关系之和
”

（
丨 ９８５

，ｐ ．３３
） 。 查德

威克进行了进
一步探究 ， 将关系论上升到 了系统论层面 ， 他认为旅游要素包

括人的移动 、 某个产业以及一个由人际关系 、 人的需求和满足人的需求而提

供的服务 ， 而旅游则是
“

这三个方面互相影 响因素组成的 巨大系统
”

（ 张凌

云
，

２００８
） 。

相较前文而言 ， 从
“

关系论
”

视角对旅游进行界定 ， 结束了前人有所侧

重的思虑视角 ， 是处理旅游过程 中人与物关系 问题上的重大进步 。 人类生活

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符号意义的世界 ，
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世界 。 旅游与

其他人类活动一样 ， 它 以
“

桥梁
”

的形式存在 ，
成为人类认识

“

非惯常世

界
”

的途径与方式 。 但是 ， 旅游却不仅限于此 ， 它是旅游资源开发 、 旅游信

息传播 、 旅游体验 、 旅游资源保护等多环节协同组合的结果 ，
通过符号的编

码与解码不断在其中交织才得以构建 。 旅游体验过程其实是互动产生的过程 ，

旅游真实性的产生是接受并理解符号意义的结果 。 因此 ，
旅游不只是众多关

系的叠加与集合 ，
而是在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中形成 ， 是对人与物相互约定

达成结果的再读与释义 。 不过遗憾的是 ， 现有的定义尚未明确指出这
一

点 。

二
、 旅游是人与物互动约定的文化体裁

纵观以上列举的旅游定义 ， 笔者将旅游概念的特征 ， 归纳为四点思考 。

第一 ， 旅游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 不论将旅游视为个体的生活体验 ， 还是

将旅游视为设施服务的提供 ，
其中都必定涉及旅游主体 （ 游客 ） 与旅游客体

（旅游物 ） 的接触与互动 。 旅游不但是游客的行为活 动 ， 更是游客与旅游提

供者之间的交换活动 。 从个人微观层面来说 ，
这种交换通过衣、 食 、 住 、 行 、

娱等具体行为实现对旅游 目 的地的意义解读 ；
从宏观层面而言 ，

这种交换则

涉及文化 、 财富 、 政治 ， 甚至冲突 中的对话与交流。

第二 ， 旅游与常态生活之间有
一

定的
“

距离
”

。 这种距离首先
一

定表现

为空间上距离的移动 。 举个例子 ： 黄金周外 出旅游 ，
由于人山人海 ，

到 了旅

游 目的地或许都不能够
一睹景点的风采 ；

在家中 观看旅游 目 的地的风光宣传

片可 以欣赏到美景 。 但为何前者被认为是旅游 ， 而后者不能作数呢？ 原因之

一就是因为前者进行了空 间上 的移动 ， 有 了切身的体验 。 其次 ， 这种与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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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间的
“

距离
”

还体现在文化上的差异 、 生活状态的改变等 。 比如 ， 出

差符合了空间上的移动 ， 但为何又不是旅游呢 ？ 因为出 差只是换了一个工作

地点 ， 从事的却还是和 日 常一样的工作而已 。 当然 ， 这种
“

距离
”

的存在只

是暂时性的 ， 最终是
“

距离
”

消失 ， 回归到常态生活之中 。

以上对
“

距离
”

的探讨还只是停留在物理空间层面 ， 而最为关键的
一

点

其实是
“

距离
”

的存在 ， 使得旅游 目 的地的建筑 、 景点 、 风光等客观物质实

体脱离了
“

物
”

的使用价值层面 ， 开始走 向意义解释层面。 对于生活在旅游

目的地附近的居 民而言
，
他们更多感受的是景观的物质层面 ， 因此才会有

“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

的感叹 。 但对于游客而言 ， 旅游则意味着对旅游 目

的地
“

象征意义
”

的实地追寻 。 比如到巴黎旅行体现着对浪漫 、 高雅生活 的

态度与追求 ， 到埃及旅行则体现着对古代文 明探索与崇敬 ， 到米兰旅行体现

着对时尚 、 艺术的欣赏与赞叹等 。 对符号意义的追求 ， 是旅游与其他休闲活

动的相区别的关键 。

第三 ， 旅游带有明确的娱乐 、 消遣等 目 的性或期待性 。 有一个奇怪的现

象值得我们思考 ：

一旦将 自 己 的身份划定为游客 ， 心情便会变得愉悦
，
会满

心欢喜地期待着此次出行 ； 在旅途 中甚至连平 日 里迟钝的眼光也会变得敏锐

起来 ， 在前往旅游 目 的地的道路上就开始不断搜寻沿途的美景 ； 到达旅游 目

的地之后 ， 更是多感官 、 全方位地体验着 当地的风土人情 。

第 四
， 旅游 目 的地 能够提供某些满足游客需求 的东西 ， 包括基础设施 、

景观 、 文化等 。 旅游 目 的地之所以能够吸引 游客源源不断地来到现场参观 ，

一

方面是 由于基础设施 ，
如交通 、 食宿等得到了

一

定程度的保障
； 另

一

方面

则是因为它拥有着独特的符号意义
，
只有游客到达现场亲身体验才可 以获得 。

到上海感受感受现代的魅力 ， 到成都感受生活的悠闲 ， 到大理感受文艺气质 ，

到厦 门感受小资情调… …不 同的城市被赋予 了不 同 的风格 ， 满足着不 同游客

的心理期待 。 当然 ， 这种意义
一

定是通过各种媒介技术在前期进行 了 塑造 ，

通过宣传册 、 视频 、 电影 、 音乐 、 小说等方式
一再进行着强化 。

以上几个特征抓住 了旅游的定义 的构成要素 ， 确定 了旅游的基本特征 ，

但是在区分旅游与其他具体行为 活动 时 ， 却会遇到解释的 困难 。 举个例子 ，

一位普通的成都居民 ， 周末到 四川著名 的景点——宽窄巷子去吃饭 。 这一行

为既符合了消费的交换过程 ，
又满足了周末休闲的需要 ， 同时还存在着一定

的空间距离 ， 看似符合上述全部的旅游特征 ，
但是将其认定为旅游 ， 为什么

会显得那么艰难与不恰当呢 ？ 在笔者看来 ， 旅游与其他的休闲娱乐行为 同属

于休闲 的概念 ， 休闲娱乐与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时间 、
空间上的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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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 ， 其他休闲娱乐与旅游的界限 日 益模糊已成必然 。 但旅游终

究与其他休闲娱乐行为不 同 ， 其原因就在于 ， 旅游是人与物互动约定而成的

休闲体裁 ， 因而有着专属的体裁期待与释码过程 。

三、 作为商品的旅游

“

距离产生美
”

， 旅游恰恰是
一

场有关距离的活动 。 而符号是携带意义的

感知 ，
只有意义不在场的时候才需要符号 ， 因此符号与意义也存在着

“

空间

距离
”

。 在这个层面上 ， 旅游与符号存在着
“

天然的联系
”

。

“

大多数的符号的确有
‘

物源
’

（物质性源头 ）

……人类社会中每
一种实

用物 ， 或有实用 目 的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赋予符号意义
； 反过来 ， 每一种可供

使用的物 ，
也可以变成符号载体 。

”

（赵毅衡 ，
２０ １６

，ｐ．２７ ） 因此 ， 人类社会

出现的任何物都可 以被视为
“

物
－

符号
”

双联体 ， 其两端分别是不表达任何

意义的纯物与只表达意义的纯符号 。

一般情况下 ，
任何的物

－

符号都在这两

端之间进行滑动 ， 从而实现着使用 功能与 意义功能的 比例分配 。 举个例子 ，

游客来到四川旅游 ， 必定会吃一顿四川火锅 。 不可否认 ， 火锅确实具有填饱

肚子的实用性功能 （ 能指层面 ） ， 但更为重要的是游客将火锅视为 了 四川旅

游标识之
一

，
通过吃火锅可 以感受到四川的饮食文化 （所指层面 ） 。 在这里 ，

如果将火锅视为食物 ， 那么它更多展示的是物性层面 ；
如果将其视为 四川饮

食文化的象征 ， 则更多展示的是其意义层面 。 在实际的旅游过程之中 ， 游客

对在旅游 目 的地感受到的
一

切 ， 很难将其物质形态与意义内涵 明确地区分开

来 。 对能指的物质感知与对所指的意义理解 ， 才共同构成了所谓的旅游价值 。

因此 ， 要讨论旅游符号的定义 ， 必须首先承认旅游是 以
“

物
－

符号
”

二联体

的状态而存在的 。

其次 ， 旅游与人类其他的符号消费行为相区别 的原因 ，
还在于文本体裁

的不同 。

“

体裁是文本与文化之间的
‘

写法与读法契约
’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６
，

Ｐ ．
１ ３５

） ，
告诉接受者应该如何来解释当下的符号文本 ， 则成为 了体裁最大的

功能所在 。 体裁的形式特征 ， 本身已经是
一个指示符号 ， 它提示接受者需要

采取某种特定的
“

阅读方式
”

来理解当下的文本 。 根据它所遵循的体裁规定

的方式对一个被生产 出 来的文本进行解释 ，
就是

“

期待
”

。 符号学研究将
“

第一要找的特点
”

视为该体裁借以立足的
“

接受期待
”

。 由于 日 常经验的积

累与文化教育的培训 ， 人们在对旅游文本进行阅读时 ， 即使旅游过程也包括

衣 、 食 、 住 、 行等环节 ， 但在文本层面就其实 已经将旅游与 日 常的生活状态

进行了体裁的划分 ，
因此怀抱的

“

期待
”

角度也有所不同 ， 会认为这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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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 目 的地符号 、 感受 当地文化的过程 。 因此 ， 旅游之所以是旅游 ，
主要是

因为它是属于旅游体裁 ， 所以接受者就必须按照旅游体裁的方式来阅读理解

它 。 如果接受者不按照旅游体裁的方式来 阅读它 ， 哪怕这个行为文本号称是
“

旅游
”

， 它也不能是旅游体裁所指称的
“

旅游
”

。 讨论至此 ， 上文遗留 的
“

去宽窄巷子吃饭是不是旅游
”

这
一

问题此刻便已经得到了答案 。

再次 ， 通过交换环节 ， 旅游符号才最终实现意义的让渡 。
１ ９ 世纪 ， 旅游

曾经被特指为
“

休闲 阶级的生活
”

，
与专 门为休闲阶级提供服务的

“

劳动阶

级
”

的生活明确地区分开来 ，
并且只有通过货 币与服务进行交换 ，

两个阶层

之间才可 以实现各 自 阶层的专属性符号价值 。 虽然如今
“

休闲阶级
”

与
“

劳

动阶级
”

的划分已不 复存在 ， 但游客与旅游服务提供者的划分却与之类似 。

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 ，
也是旅游服务提供者规划 、 策划运用符号 ，

展现和演

绎原生文化 ， 并实现与游客 的认知互动 的过程。 就像在旅游过程中 ，
游客 自

己不会生产旅游产品 与提供旅游服务
一

样 ， 他们必须通过 自 己时间 、 金钱 、

体力等的投人 ， 来换取旅游从业者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 在此 ， 旅游符号作

为一种中介 ， 促进人类文化与 自 然环境之间的互动 、 旅游地居 民 与游客之间

的互动 、 游客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 … 以此确定 自 身在旅游符号系统 中 的

编码者与释码者 的身份归属 ， 完成 自 我符号身份的建构 。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 当下 ， 物本身的功能属性 已经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全

部需求 ， 消费者此时更看重的是通过人工赋意而在物上面而体现出 来的象征

意味 。 正如鲍德里亚所认为的那样 ， 在消费关系 中消费者的需求瞄准的
“

不

是物 ，
而是价值 。 需求 的满 足首先具有 附着这些意 义 的价值

”

（
２〇〇〇

，

Ｐ
．５９ ） 。 换言之 ，

“

在消费主义社会 ， 物或商品 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而且还具有第三种价值即符号价值 ： 就是指商品作为
一

个符号被消费时不是

根据该物的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算的 ，
而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 、 权力和其

他因素来计价的
”

（孔 明安 ，

２００２ ） 。

“

现代社会的符号价值系统对旅游进行

了全方位的浸透
”

（彭 兆荣 ，

２００５
） ， 旅游也因此成为符号消费 的典型代表 ，

成为了
一

种符号 。 既然旅游是
一

种符号 ， 那么旅游符号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就

是符号过程 。 符号过程
“

是一种 活动或一种影响 ， 它包含三个主要构件——

符号 、 符号 的对象 、 符号 的解释项
——

的合 作 过 程
”

（ 皮 尔斯 ，

２０ １ ４
，

Ｐ
． ３４ ）

，
且三者缺

一不可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旅游的形态也 日 益丰富多彩 。 之前的旅游定义 以

“

消遣 、 娱乐
”

为出发点 ，
似乎 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下多样化旅游的要求 。

“

世

界那么大 ， 我想去看看
”

体现 的是对外 面精彩世界的 向 往 ，

“

重要的不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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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 ， 而是去啊
”

体现的是对 自 由 、 洒脱的生活态度的追求 。 因此 ， 当今旅

游已经更多地从游山玩水的物质性追求转 向精神层面的体验追求 ， 游客也更

加强调多样化的旅游方式以及追求个人价值的普遍认同 。 旅游作为被游客心

向往之 、 身体验之的消费符号 ， 它 自 身包含的被接受者所认同 的符号价值越

大 ， 它的吸引力就会越大 ， 它就越能够激发潜在消费者的旅游欲望 ，
占领更

为广阔的旅游市场 。

结合以上对旅游现有概念的评析以及对旅游与符号关系的梳理 ， 笔者认

为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文本 ， 便是旅游 ：

（ １ ） 旅游对象是偏向意义的
“

物
－

符号
”

二联体 ；

（
２

） 人与旅游对象之间的有特定期待的互动 ；

（ ３ ） 这种互动是以追寻意义为指向的 ；

（
４

） 必须亲身前往才可实现 ；

（
５

） 以可支配的时间 、 精力 、 金钱等通过交换可获取 。

因此
， 笔者从符号学角度 ，

将旅游的概念界定为 ： 以追寻意义为指 向 ，

以可支配的时间 、 精力 、 金钱等通过交换可获取 ， 必须亲身体验的人与
“

物

－

符号
”

的短期互动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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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符号 （ 赵星植 ， 译 ）
？ 成都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谢彦君 （ ２００４） ． 基础旅游学 ． 北京 ： 中国旅游出版社 ．

张凌云 （ ２００８ ）
． 国际上流行的旅游定义和概念综述——兼对旅游本质的再认识 ． 旅游学

刊
，

１
，
８６

－

９ １ ．

张凌云 （ ２００９ ）
． 非惯常环境 ： 旅游核心概念的再研究

——建构旅游学研究框架的
一

种尝

２７



□ 符号与传蠘 （
１４

）

试 ． 旅游学刊 ，
７

，
１ ２

－

１ ７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６ ）
． 符号学 ： 原理与推演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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