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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游客的旅游体验对旅游开发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以徽州呈坎村为例，借鉴视觉

分析方法，基于在线目的地形象的用户生成内容（UGC）文本分析，从游客感知形象的视觉表征及空间分布视角，有

助于判断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主要吸引物，从而判定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层次。研究发现，呈坎村游客的视觉表征

呈现出强观光、弱文化的特点，体现在旅游者偏好以水景、建筑群、自然风光来表征呈坎村感知形象的认知属性，并

倾向赋予其轻松正面的情感属性；感知形象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以景区广场、平安坎、永兴湖为核心的团聚状分布区

域吸引力较大，但这是呈坎村旅游开发后的建设成果，而较能体现呈坎村传统地方文化的形象类属及其分布区域均

未成为游客感知的价值中心。这表明呈坎村的旅游发展还处在观光为主的层次，尚未达到文化旅游的水平，由此，

旅游开发可能难以引导居民和游客形成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自觉性。研究同时表明，从感知形象分析旅游者的

需求特点，可以为研判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水平提供有益的评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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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urist experience of tourist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Taking Chengkan village in Huizhou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ts' perception image by using visual analysis method and 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 text analysis of online

destination image, it is helpful to judge the main attra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so as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ourists' demand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phasizing sightseeing and weakening culture. It is reflected in the tourists' preference for water

features, buildings, and natural scenery to characterize the cognitive attributes of Chengkan Village, and tend to give

positive emotional attributes. In addition,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erceived image presents an unbalanced feature,the

reunion-like distribution area with the scenic spot square, Pingankan and Yongxing Lake as the core is the result and

product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Chengkan Village. However,the image generic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areas that are

more representative of and reflect the local culture of Chengkan Village have not become the value center of tourists'

perception. It shows tha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in Chengkan Village is still at the level of recreation and has not

yet formed a cultural tourism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needs from the perceptual

image,and provides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judg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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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末 1990年代初，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乡村旅游逐步兴起，传

统村落也由此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由于其

在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方面具有典型

性、代表性和整体传承性［1］，被普遍视为文化旅游

开发的热点。不少研究认为，传统村落的文化旅游

开发有可能促进村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这

需要以游客和居民认识到传统村落独特文化价值

为前提。但已有研究却较少关注传统村落旅游是

否真是文化旅游，或者说传统村落的地方文化是否

真的成为传统村落旅游的主要吸引物。目前，游客

感知已经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2］，游客对传统

村落的形象感知反映了其对传统村落的整体性印

象与评价，从而可能为研判传统村落的地方文化是

否已经成为游客感知的价值中心或者主要吸引物

提供重要的评判依据。

传统村落旅游的相关研究虽然丰富，但多基于

客观数据评价传统村落旅游的发展状况，典型的如

对旅游环境容量［3］及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评估［4］、对
文化传承度的评价体系构建［5］以及旅游发展对古

村落文化保护影响的探讨［6］等，少数关注传统村落

旅游主体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游客的景区拥挤感

知［7］、真实性体验［8］、旅游资源评价［9］等方面，很少

涉及传统村落的感知形象。但感知形象是旅游目

的地研究的重要载体，有关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

可追溯到 1970年代，主要聚焦于目的地形象的本

质、结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以及目的地形象

对游客行为的影响及在营销中的作用等［10］。随着

Web2.0时代的到来以及自媒体的出现，在线目的地

形象视觉表征成为重要议题，主要使用的数据源也

从结构性数据转向非结构性数据。与传统使用问

卷调查获取结构性数据的研究方法相比，用户生成

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为探析游客感

知形象提供了“主位”视角，更具真实性、可靠性、直

观性［11］。UGC中包含的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为

研究感知形象提供了大量直观的非结构性数据，为

从视觉表征的角度探究传统村落形象感知创造了

条件。

虽然传统村落的深厚地域文化精神和特色文

化景观被普遍视为其旅游开发的核心吸引物，但鲜

有研究关注游客的真正关注点，换言之，传统村落

文化是否真的已经成为游客感知形象的主体部分

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同时，从经济地理学的角

度看，一旦独具特色的地方性资源能成为地方产业

发展的主要支撑要素，那么此类地方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和在地方经济中的贡献度将得到保障，地

方性资源也更可能得到珍惜和保护，这也应该是旅

游开发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互促发展的内在机理。

为此，本文拟从游客感知形象的视角，审视传统村

落旅游发展的主要吸引物，并由此判定传统村落文

化旅游发展的状况和层次。研究主要以呈坎村为

案例，基于对旅游者UGC的文本分析，尝试从认知

属性、情感属性、空间分布特征展开传统村落形象

感知的研究，以期深化对当前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状

况及问题的认识。

1 研究进展及分析框架

1.1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相关研究

自 1971年 Hunt提出目的地形象的概念以

来［12］，目的地形象研究逐渐受到广泛关注。虽然学

界对目的地形象的维度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基本

将其视为现实或潜在的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整体印

象，并认为其在结构上至少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维

度［10］。1990年代末以来，旅游目的地形象成为我国

旅游研究的重要主题，业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

果，研究主题集中在旅游形象的理论、设计与营销、

旅游形象感知行为模式、区域旅游形象等方面［12］。
其中，旅游形象感知的研究多基于对受访者进行结

构式的调查，其中问卷调查是获取数据的主要方

法。但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以及自媒体的迅速

发展，文本挖掘及解构正成为感知形象研究的新方

法。旅游目的地感知形象的研究也从早期聚焦形

成机理转向了视觉表征的议题［13］，UGC亦成为了分

析在线目的地形象视觉表征的主要数据源。作为

Web2.0环境下一种新兴的网络信息资源创作与组

织模式，UGC泛指以任何形式在网络上发表的由用

户创作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14］，其以可靠性、

真实性以及可进入性成为形塑在线目的地形象强

有力的媒介，也成为判定主体形象感知结果的重要

证据。

在线目的地形象（online destination image）是游

客UGC中反映的有关目的地的信仰、知识、想法、感

受及总体印象［11］，分为投射形象和感知形象［15］。其

中，投射形象是以旅游供给方主导，并通过旅游网

站等平台所呈现的理想化的目的地形象；感知形象

则是旅游者对有关旅游产品及目的地整体性印象

和感知的在线分享［11］。在线目的地形象的研究，多

数聚焦于旅游供给方所构建的投射形象，而对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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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UGC所呈现的感知形象却关注不足［15］。仅

有少数研究探讨了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在表征在

线目的地形象认知属性与情感属性方面的差别，并

基于相关案例研究，部分支持了“视觉表征循环圈”

理论［16］，认为旅游者的UGC更倾向于反映目的地

的情感形象［11］。国内学者相对较少关注互联网时

代下视觉媒介中所呈现的旅游目的地形象问题，目

前对于视觉媒介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理论介绍和

述评方面［17-18］，视觉表征的实证分析较为缺乏［19］，
探究自媒体发展背景下游客UGC中所呈现的目的

地形象的更少，仅有少数学者通过旅游照片探究了

游客感知的表征意象［13，20］，但仍忽视了游客在其中

赋予的情感取向。邓宁等曾以Flicker为数据源，分

析了北京之于外国人的认知形象与情感形象，是该

领域研究的有益探索［21］。总体而言，在线目的地形

象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视觉表征的实证

研究仍然缺乏。在研究尺度上，相关研究多集中在

国家、省（直辖市）等较大尺度上，缺乏小尺度的研

究。笔者认为，由于主体对较大尺度地域空间的形

象感知难免受到时间、精力和信息源等的限制，未

必稳定和可靠，在传统村落这类较小空间尺度的地

域空间应用UGC数据分析主体形象感知的成果更

具可信度。

1.2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视觉是感知空间、建构与传播地理知识的重要

感官［22］，在感知形象的生产中占据支配地位。视觉

生产所依托的凝视行为则揭示了观者如何看待和

解释世界、地方以及位居其中的个体与事物［23］。伴

随着视觉影像技术的日益成熟和普及，旅游者与视

觉实践的互动程度日益提升，也更倾向于用视觉方

式表达对旅游地的观点与认知。全面解读视觉媒

介内容需兼顾其内容与生产地点的剖析。就感知

形象的研究而言，不仅要关注游客凝视的客体为

何，也应关注其生产的空间结构。正如批判视觉方

法论中所指出的，视觉材料分析框架需要考虑影像

（image）的生产地点、影像自身的地点和影像的收

视地点［24］。影像的生产地点是主体在何处生产或

制造此影像，影像自身的地点系指影像自身所包含

的视觉内容，影像的收视地点则指受众接触或使用

影像的地点。由此，对视觉材料的分析框架须至少

包含内容和空间两个维度。

在旅游者感知形象的研究中，有必要对视觉材

料开展认知属性和情感属性的分析。旅游凝视理

论中的“视觉表征循环圈”理论强调，媒介（旅游指

南、网站、电视节目等）中呈现的旅游地视觉图像可

能会激发游客对可能被凝视的地方的欲求，并可能

在旅游的实地体验中影响和支配着游客的凝视行

为［25］。这就为从内容层面加深对感知形象视觉表

征的理解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但已有研究较少对感

知形象生产的空间结构进行剖析。基于视觉材料

分析框架中对影像生产地点、自身地点以及收视地

点的关注，本研究尝试构建了基于视觉分析的感知

形象研究框架（图 1）。其中，影像自身地点被纳入

影像视觉内容的分析，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首先从

互联网中的UGC平台中采集文本，然后基于认知、

情感属性分析感知形象的视觉表征，最后从影像生

产地点，基于视觉形象的总体分布和不同类型形象

类属分布两个层面探析感知形象生产的空间特征。

由于传统村落被视为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高

水平的传统村落旅游亦应该主要属于文化旅游，传

统村落的历史文化景观和深厚文化传统应该有可

能在游客的UGC数据中得到更多关注，历史文化景

观集中的地点更有可能是影像生产较为集中的地

点，而在情感表达方面，应该存在基于历史记忆和

反思的凝重感。因此，从内容和空间两个层面展开

对游客感知形象的分析，有可能为判断传统村落旅

游是否已经达到以文化旅游为的层次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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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视觉分析的感知形象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of perceptual image

based on visual analysis

2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呈坎，原为徽州首府歙县辖地，现属安徽省黄

山市徽州区。该村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始于唐末，距

今已有 1 800多年，于 2014年被列入首批中央财政

支持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丰富的古建筑人文景

观是呈坎村的重要特色，该村拥有的国家级保护文

物达 21处（据呈坎镇总规资料），罗东舒祠和呈坎

古民居建筑群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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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艺术博物馆”的美誉。其中，罗东舒祠

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家族祠堂，其规制及雕刻都

反映了宗族文化的深刻影响［26］。同时，该村从村名

到整体空间结构、单体建筑设计等方面，都深受传

统风水文化的影，因此自 1990年代开始，便以“中

国风水第一村”的理念开发旅游业。根据 2016年
呈坎镇政府的工作报告，全年共接待游客超 100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亿元。从呈坎村目前游览

线路看，向游客展示的古建筑主要有燕翼堂、环秀

桥、钟英楼、五房厅、易经馆、罗东舒祠等（图2）。其

中，易经馆是由旅游公司对古建筑下屋改建而成，

主要用来展示风水文化。

图2 呈坎景区导览示意图
Fig.2 Guide map of Chengkan village

2.2 数据来源

中国在线旅游UGC行业研究报告显示，携程攻

略社区的用户数位列第一（达 8 000.0万）［27］，与马

蜂窝、穷游网等其他平台相比，其影响更为显著。

因此本文选取携程网作为数据采集平台，以游客对

呈坎的点评为数据源。携程网的点评内容主要包

括两种类型：①旅行的亮点、发现等文字说明；②为

文字说明添加图片，最多不超过十张。在资料收集

的过程中，发现游客的点评内容并不一定同时包含

图片和文字说明两种文本类型。研究于2017年10
月20日使用GooSeeker网络抓取软件对点评数据进

行抓取，共抓取 885条点评。数据筛选参考了以往

地理学者有关留言筛选的思路［28］，结合本文所聚焦

的研究问题，对UGC的筛选包括两部分。照片文本

的筛选主要剔除重复上传的部分以及不属于呈坎

村景区的影像内容，对文字说明的筛选主要剔除了

如下三部分：一是纯粹的村子介绍，例如“呈坎整个

村落按《易经》、阴（坎），阳（呈），二气统一，天人合

一的八卦风水理论选址布局，依山傍水，形成三街，

九十九巷宛如迷宫”。二是旅游攻略性质的说明，

例如“北站到那里的班车很少的，票价是一个人十

元。如果要坐班车，建议先预定好，不能说走就走

了”。三是内容空洞或过于简单的说明，例如“从黄

山回到市内的路途中看见路边的牌子上写着呈坎，

就开车直接到这个村子”。经过文本预处理，885条
点评共包含 628张旅游照片和 1 248个点评文字

说明。

2.3 研究提取和分类方法

为增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本文综合使用了德

尔菲法与文本分析的思路建立分类范畴。首先邀

请 5位从事旅游地理、建筑设计、美术摄影等领域

专家学者，向其说明编码的方法与依据，亦即将每

张照片看成一个分析单元，将其呈现的内容“打碎”

进行编码，以形成自由节点编码，但每张照片内容

编码的节点数最多不超过 4个［16］。同时听取有关

专家意见，综合考虑了照片内容及景别两个维度，

例如“单体建筑”主要反映的是单一建筑的整体样

貌，多以近景的方式拍摄；“建筑群”主要反映的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连在一起的建筑物，多以中景或远

景的方式拍摄；“建筑细节”主要聚焦建筑的特写而

不是整体样貌，多以全景、特写的方式拍摄。在此

基础上，随机选取一定数量的照片，邀请五位专家

打分，对需要进行编码的内容进行赋值，分别保留

打分前四位的内容，直到不再出现新的自由节点，

共形成了包括“建筑细节”在内的 28个自由节点。

接着向专家说明形象类属的开发标准以形成树状

节点范畴，其中，标准为形象类属开发要围绕研究

的核心议题组织图片，应具有穷尽性、界限明显、有

启发性的特征［24］，并依据文本资料类型来定义类属

特点及其范围［29］。最终，经过德尔菲法后，共形成

了包括自然风光、单体建筑、建筑群、道路、水景、人

物、建筑细节、本地生活、旅游设施、动植物、景区营

造物、其他等共计12个树状节点。

情感属性的内容编码主要基于照片拍摄者自

己添加的文字说明来分析，即通过文字说明中所含

形容词的编码、归类来分析照片的情感属性［11］。但

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形容词的理解与归类可

能会有偏差。因此同样使用了德尔菲法邀请专家

对情感属性的自由节点进行归类，共形成包括“放

松的”四种情感类属。在德尔菲法确定认知和情感

类属的基础上，为尽可能减小个人主观性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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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偏差，资料的编码和范畴化使用三角检验方

法［28］，即将UGC的文本内容（包括文字说明和旅游

照片）交由两名研究生进行编码，然后计算两者编

码的一致性，发现自由节点的编码信度为 85%，高

于70%的标准［30］。对于编码不一致的内容，交由专

家再次使用德尔菲法进行打分，以确定编码内容。

在分析感知形象视觉表征（认知属性与情感属性）

的基础上，借鉴相关研究处理旅游照片的方法［31］，
运用ArcGIS软件可视化旅游照片的空间特征，以便

从总体分布和不同类型形象类属分布两个视角探

究感知形象的空间分布规律。

3 案例研究的结果分析

3.1 游客感知形象的视觉表征

在旅游者感知形象的认知属性分布中（表 1），

水景类（21.8%）、建筑群类（21.4%）、自然风光类

（20.4%）均达到 20%以上，构成了感知形象认知属

性的主要类型。这说明旅游者倾向于使用水景、建

筑群、自然风光去表征呈坎村感知形象的认知属

性。其次是建筑细节（14.4%），其中匾额（4.4%）、天
井（3.5%）、三雕（3.4%）、阁楼（3.1%）等是较为频繁

地出现在旅游者的照片中。接下来是道路，主要包

括桥梁（4.0%）、巷道（2.4%）、石板路（1.1%），合计占

7.5%。景区营造物占 3.2%，在所有形象类属中并

不突出。旅游设施也占3.2%，其中标志物编码总数

为 1.5%。单体建筑类仅占 2.2%。本地生活类更

低，仅占 1.8%。此外，动植物类占 2.8%，人物占

0.9%，且在所有形象类属（其他除外）中占比最小。

当个体体验环境时，情感是第一层级的反应，

这种产生于环境刺激的情感往往会影响个体在地

后的活动和行为［32］。情感属性的类别包括有吸引

力的、激动的、放松的、愉悦的、厌烦的、忧郁的、困

倦的、不快的［33］。在判断形容词的情感属性过程

中，特别注重考查形容词所在评论的整体语境，而

非仅从形容词字面来机械式地解读其情感取向。

如“风景好的地方，真是太赞了！”参考相关旅游照

片及情感属性的编码表，将“风景好”编码成愉悦

的，“太赞了”编码成惊喜的。基于对描述图片的文

字说明内容进行编码，共出现 15种自由节点；然

后，综合德尔菲法，将15种形容词逐一与情感属性

编码表进行对照，最终形成放松的、厌烦的、有吸引

力的、愉悦的四种情感类属。总体来看，积极正面

的情感属性占多数（94.5%），包含放松的、愉悦的、

有吸引力的三种类属；消极负面的情感属性占少数

（5.5%），包含厌烦的一种类属。放松的（35.0%）编

码次数最多，厌烦的（5.5%）最低。由此观之，旅游

者倾向赋予呈坎村的感知形象以积极正面的情

感（表2）。
以上分析表明，游客偏好使用水景、建筑群、自

然风光去表达呈坎村感知形象的认知属性；而对旅

游者赋予凝视客体的情感分析发现，积极正面的情

感属性占多数。综合地看，它表明游客关注更多的

还是风景，特别是大多数人、大多数地方普遍可见

的风景。例如，水景类中的荷塘（206次）的编码次

数要远超河流（55次），荷塘周围的建筑群（编码

197次），也高于建筑群沿众川河分布的建筑群（编

码 59次）。但荷塘（永兴湖）及其周围的建筑是旅

游开发后的再造景观①，并不能承载呈坎村的历史

文脉，也并非是呈坎村具有地方特性的历史人文景

观。自然风光中的云雾、山脉、天空等也难以承载

①永兴湖所在处原是大片耕地，呈坎村发展旅游后，旅游公司以2 500~3 000元/亩的价格将耕地从村民手里收购后进行旅游开发，修建
了永兴湖及其周边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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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认知属性节点类目说明及分布
Tab.1 The Descrip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ognitive attribute node categories



“中国古建筑艺术博物馆”的美誉。其中，罗东舒祠

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家族祠堂，其规制及雕刻都

反映了宗族文化的深刻影响［26］。同时，该村从村名

到整体空间结构、单体建筑设计等方面，都深受传

统风水文化的影，因此自 1990年代开始，便以“中

国风水第一村”的理念开发旅游业。根据 2016年
呈坎镇政府的工作报告，全年共接待游客超100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亿元。从呈坎村目前游览

线路看，向游客展示的古建筑主要有燕翼堂、环秀

桥、钟英楼、五房厅、易经馆、罗东舒祠等（图2）。其

中，易经馆是由旅游公司对古建筑下屋改建而成，

主要用来展示风水文化。

图2 呈坎景区导览示意图
Fig.2 Guide map of Chengkan village

2.2 数据来源

中国在线旅游UGC行业研究报告显示，携程攻

略社区的用户数位列第一（达 8 000.0万）［27］，与马

蜂窝、穷游网等其他平台相比，其影响更为显著。

因此本文选取携程网作为数据采集平台，以游客对

呈坎的点评为数据源。携程网的点评内容主要包

括两种类型：①旅行的亮点、发现等文字说明；②为

文字说明添加图片，最多不超过十张。在资料收集

的过程中，发现游客的点评内容并不一定同时包含

图片和文字说明两种文本类型。研究于2017年10
月20日使用GooSeeker网络抓取软件对点评数据进

行抓取，共抓取885条点评。数据筛选参考了以往

地理学者有关留言筛选的思路［28］，结合本文所聚焦

的研究问题，对UGC的筛选包括两部分。照片文本

的筛选主要剔除重复上传的部分以及不属于呈坎

村景区的影像内容，对文字说明的筛选主要剔除了

如下三部分：一是纯粹的村子介绍，例如“呈坎整个

村落按《易经》、阴（坎），阳（呈），二气统一，天人合

一的八卦风水理论选址布局，依山傍水，形成三街，

九十九巷宛如迷宫”。二是旅游攻略性质的说明，

例如“北站到那里的班车很少的，票价是一个人十

元。如果要坐班车，建议先预定好，不能说走就走

了”。三是内容空洞或过于简单的说明，例如“从黄

山回到市内的路途中看见路边的牌子上写着呈坎，

就开车直接到这个村子”。经过文本预处理，885条
点评共包含 628张旅游照片和 1 248个点评文字

说明。

2.3 研究提取和分类方法

为增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本文综合使用了德

尔菲法与文本分析的思路建立分类范畴。首先邀

请 5位从事旅游地理、建筑设计、美术摄影等领域

专家学者，向其说明编码的方法与依据，亦即将每

张照片看成一个分析单元，将其呈现的内容“打碎”

进行编码，以形成自由节点编码，但每张照片内容

编码的节点数最多不超过 4个［16］。同时听取有关

专家意见，综合考虑了照片内容及景别两个维度，

例如“单体建筑”主要反映的是单一建筑的整体样

貌，多以近景的方式拍摄；“建筑群”主要反映的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连在一起的建筑物，多以中景或远

景的方式拍摄；“建筑细节”主要聚焦建筑的特写而

不是整体样貌，多以全景、特写的方式拍摄。在此

基础上，随机选取一定数量的照片，邀请五位专家

打分，对需要进行编码的内容进行赋值，分别保留

打分前四位的内容，直到不再出现新的自由节点，

共形成了包括“建筑细节”在内的 28个自由节点。

接着向专家说明形象类属的开发标准以形成树状

节点范畴，其中，标准为形象类属开发要围绕研究

的核心议题组织图片，应具有穷尽性、界限明显、有

启发性的特征［24］，并依据文本资料类型来定义类属

特点及其范围［29］。最终，经过德尔菲法后，共形成

了包括自然风光、单体建筑、建筑群、道路、水景、人

物、建筑细节、本地生活、旅游设施、动植物、景区营

造物、其他等共计12个树状节点。

情感属性的内容编码主要基于照片拍摄者自

己添加的文字说明来分析，即通过文字说明中所含

形容词的编码、归类来分析照片的情感属性［11］。但

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形容词的理解与归类可

能会有偏差。因此同样使用了德尔菲法邀请专家

对情感属性的自由节点进行归类，共形成包括“放

松的”四种情感类属。在德尔菲法确定认知和情感

类属的基础上，为尽可能减小个人主观性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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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偏差，资料的编码和范畴化使用三角检验方

法［28］，即将UGC的文本内容（包括文字说明和旅游

照片）交由两名研究生进行编码，然后计算两者编

码的一致性，发现自由节点的编码信度为 85%，高

于70%的标准［30］。对于编码不一致的内容，交由专

家再次使用德尔菲法进行打分，以确定编码内容。

在分析感知形象视觉表征（认知属性与情感属性）

的基础上，借鉴相关研究处理旅游照片的方法［31］，
运用ArcGIS软件可视化旅游照片的空间特征，以便

从总体分布和不同类型形象类属分布两个视角探

究感知形象的空间分布规律。

3 案例研究的结果分析

3.1 游客感知形象的视觉表征

在旅游者感知形象的认知属性分布中（表 1），

水景类（21.8%）、建筑群类（21.4%）、自然风光类

（20.4%）均达到 20%以上，构成了感知形象认知属

性的主要类型。这说明旅游者倾向于使用水景、建

筑群、自然风光去表征呈坎村感知形象的认知属

性。其次是建筑细节（14.4%），其中匾额（4.4%）、天
井（3.5%）、三雕（3.4%）、阁楼（3.1%）等是较为频繁

地出现在旅游者的照片中。接下来是道路，主要包

括桥梁（4.0%）、巷道（2.4%）、石板路（1.1%），合计占

7.5%。景区营造物占 3.2%，在所有形象类属中并

不突出。旅游设施也占3.2%，其中标志物编码总数

为 1.5%。单体建筑类仅占 2.2%。本地生活类更

低，仅占 1.8%。此外，动植物类占 2.8%，人物占

0.9%，且在所有形象类属（其他除外）中占比最小。

当个体体验环境时，情感是第一层级的反应，

这种产生于环境刺激的情感往往会影响个体在地

后的活动和行为［32］。情感属性的类别包括有吸引

力的、激动的、放松的、愉悦的、厌烦的、忧郁的、困

倦的、不快的［33］。在判断形容词的情感属性过程

中，特别注重考查形容词所在评论的整体语境，而

非仅从形容词字面来机械式地解读其情感取向。

如“风景好的地方，真是太赞了！”参考相关旅游照

片及情感属性的编码表，将“风景好”编码成愉悦

的，“太赞了”编码成惊喜的。基于对描述图片的文

字说明内容进行编码，共出现 15种自由节点；然

后，综合德尔菲法，将15种形容词逐一与情感属性

编码表进行对照，最终形成放松的、厌烦的、有吸引

力的、愉悦的四种情感类属。总体来看，积极正面

的情感属性占多数（94.5%），包含放松的、愉悦的、

有吸引力的三种类属；消极负面的情感属性占少数

（5.5%），包含厌烦的一种类属。放松的（35.0%）编

码次数最多，厌烦的（5.5%）最低。由此观之，旅游

者倾向赋予呈坎村的感知形象以积极正面的情

感（表2）。
以上分析表明，游客偏好使用水景、建筑群、自

然风光去表达呈坎村感知形象的认知属性；而对旅

游者赋予凝视客体的情感分析发现，积极正面的情

感属性占多数。综合地看，它表明游客关注更多的

还是风景，特别是大多数人、大多数地方普遍可见

的风景。例如，水景类中的荷塘（206次）的编码次

数要远超河流（55次），荷塘周围的建筑群（编码

197次），也高于建筑群沿众川河分布的建筑群（编

码 59次）。但荷塘（永兴湖）及其周围的建筑是旅

游开发后的再造景观①，并不能承载呈坎村的历史

文脉，也并非是呈坎村具有地方特性的历史人文景

观。自然风光中的云雾、山脉、天空等也难以承载

①永兴湖所在处原是大片耕地，呈坎村发展旅游后，旅游公司以2 500~3 000元/亩的价格将耕地从村民手里收购后进行旅游开发，修建
了永兴湖及其周边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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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认知属性节点类目说明及分布
Tab.1 The Descrip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ognitive attribute node categories

树节点

自然风光

单体建筑

建筑群

建筑细节

道路

水景

人物

本地生活

旅游设施

动植物

景区营造物

其他

自由节点

1天空；2山脉；3云雾

1祠堂；2民居建筑

建筑群

1门楼；2匾额；3阁楼；4天井；5三雕；

1小巷；2石板路；3桥梁

1荷塘；2河流

1游客；2本地居民

1农田；2农作物；3晒秋活动

1标志物；2导览图及指示牌；3客运中心；4酒店

1动物；2植物

1八卦图；2“吉祥”石质物件

其他

参考点描述

自然形成的、人类对其影响较小的景观

单一建筑的整体样貌

两个或两个以上连在一起的建筑物

聚焦于建筑局部的特写而不是整体样貌

连结不同建筑或区域之间的设施

人工形成的或受人类影响较大的水面

人物位于照片的中心或是照片的一个焦点

反映的是本地村民日常生活的物体或场景

介绍旅游景区的指示物及接待设施

动植物是照片的一个聚焦点或是对其的特写

景区为了体现“风水”理念而设置的营造物

无法归类到以上节点类别的照片

频率

244
26
256
172
90
261
11
21
38
38
34
7

占比（%）
20.4
2.2
21.4
14.4
7.5
21.8
0.9
1.8
3.2
3.2
2.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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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筑细节（14.4%）、道路（7.5%）、单体建筑

（2.2%）、本地生活（1.8%）等树节点在所有形象类属

中的占比并不突出，但其中单体建筑（祠堂、民居建

筑）、建筑细节（天井、门楼等）、道路（巷道等）、本地

生活（晒秋活动等）是较能承载呈坎村地方文化的。

这就显示游客较少关注呈坎村独特的文化景观，更

较少关注这里的独特生活。

在情感属性方面，由于传统村落留下的许多历

史记忆并不完全是能让人轻松、愉悦的，例如老房

子本身往往难以满足现代人的生活居住需求，可能

让人不安；祠堂、牌坊等也可能让人产生怀旧、甚至

不安的情绪；风水文化非常复杂，不仅神秘，也会让

部分游客感觉无趣和失望；徽州旅游常常包含多个

传统村落，老房子看多了，也难免有游客感觉无趣；

当然，走进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还会有许多

能让人深刻反思的东西，因此，徽州传统村落旅游

可能会有些许的沉重。但从情感属性的分析结果

看，古朴、神秘、智慧、精致等的出现频率都在20以
下，占比都不足 10%，而风景好、商业气息淡、典型

等评价出现频率最高，都超过了 20，表明游客来享

受美好风景的动机更为显著，对呈坎村的文化感悟

总体不深。

相关研究表明，照片是主体意志行为的产物，

在此过程中，观者对拍摄对象进行选择、建构，反映

了拍摄主体的需求［25］。而较能代表并体现呈坎村

地方文化的感知形象类属却未成为拍摄内容的热

点，折射出游客感知价值中心不在于地方文化，而

在于放松愉悦、休闲娱乐。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

上，呈坎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中，多数游客是停留在

观光层次，与文化旅游尚有一定距离。当然，这可

能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度不够有关，但也表明

呈坎村的独特传统地域文化并未成为游客重点关

注的对象，或者说，独特传统地域文化还不是支撑

呈坎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吸引物。

3.2 游客感知形象的空间特征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采集到的旅游照

片进行空间信息处理和表达，不难发现照片的拍摄

地点基本沿游览线路分布，主要集中在景区广场、

永兴湖、易经馆、燕冀堂、钟英楼、罗东舒祠、环秀桥

等处（图 3），并以景区广场、平安坎、永兴湖为核心

呈团聚状分布，以易经馆、燕冀堂、钟英楼、罗东舒

祠、环秀桥为核心呈现出点状分布，在点状分布的

地点中，环秀桥附近拍摄的照片较多，UGC数据空

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较为突出。

图3 感知形象的总体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erceived image

借助核密度分析，可对不同类型形象类属的空

间分布特征做进一步的探究（图 4）。结果显示，单

体建筑类多出现在罗东舒祠所在的空间范围，这与

罗东舒祠作为家庙建筑，集诸多徽州物质文化特质

和罗氏宗族文化于一体的独特文化价值相关。建

筑群类则主要分布在景区广场、永兴湖区域，少数

沿众川河、环秀桥分布。建筑细节如三雕、匾额、天

井等多集中在易经馆、燕冀堂等古民居建筑之内，

少量分布在小巷之中。自然风光类多沿景区广场、

永兴湖、众川河分布，少量分布在景区的中部、外

围，在拍摄手法上多以远景表现自然风光，特别是

山脉、天空，云雾由于天气的原因出现次数相对较

少。水景类与自然风光类的分布类似，多沿永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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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情感属性分布
Tab.2 The distribution of affection attributes

树节点

放松的

有吸引力的

愉悦的

厌烦的

自由节点

清静的

古朴的

人少的

商业气息淡

典型的

惊喜的

神秘的

精致的

智慧的

风景好

满意的

美丽的

喜欢的

失望的

无趣的

频率

13
18
19
26
23
5
18
9
11
37
4
14
8
7
5

占比（%）
6.0
8.3
8.8
12.0
10.6
2.3
8.3
4.1
5.1
17.1
1.8
6.5
3.7
3.2
2.3

和众川河分布。旅游设施类多分布在景区入口处

以及民居建筑附近，这与景区入口处的标志牌刻有

“呈坎”“AAAAA”字样，以及景点附近的一些景点

介绍标志牌有助于游客加深对景点的印象有关。

道路类更为明显地沿游览线路分布，永兴湖附近多

以石板路、小桥为感知意象，环秀桥是道路类形象

类属分布最为集中的位置。景区营造物类多集中

在永兴湖西侧，如八卦图、平安坎。人物基本上沿

水景分布，表明游客较喜欢水域景观。动植物类多

沿永兴湖周边的游览路线分布，应该与该区域集中

了草地、树木、家畜有关。本地生活类主要分布在

景区广场和村落外围，是因为景区广场会不定期地

举办晒秋等活动，增添了景区的“原真性”气息。此

外，村落的东南角视域开阔，有大片的农田，为游客

感受田园风光创造了条件。

总的看来，景区广场、永兴湖、平安坎区域是游

客拍照的热点区域，这与该地较为密集地分布了自

然风光、水景、建筑群三种形象类属有关。但值得

指出的是，该区域的建筑群、水景皆是再造的景观，

是旅游公司为迎合游客对皖南古村落水口①、徽派

建筑等方面的刻板印象和地方想象，在旅游开发过

程中再造和迁入的，它事实上改变了村落的传统景

观与空间布局，并不能承载呈坎村的历史文化。游

客倾向于在此摄影并分享，一方面部分支持了“视

觉表征循环圈”的观点［25］，另一方面也表明游客对

村落文化的“原真性”关注不够，对地域文化本身兴

趣不大。游客对呈坎村的在线分享内容在空间上

的不均衡分布特征表明，呈坎古村最具地方特性和

文化保护价值的景观并不是游客最关注的旅游吸

引物，游客也无意在此追寻呈坎古村的地方文化精

神，最能够体现呈坎古村地方文化的空间区域未能

成为游客感知价值的中心，这同样表明游客在呈坎

①在皖南古村落的空间布局中，大都有水口的存在，和村落选址和风水布局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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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类型形象类属的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mage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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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建筑细节（天井、门楼等）、道路（巷道等）、本地

生活（晒秋活动等）是较能承载呈坎村地方文化的。

这就显示游客较少关注呈坎村独特的文化景观，更

较少关注这里的独特生活。

在情感属性方面，由于传统村落留下的许多历

史记忆并不完全是能让人轻松、愉悦的，例如老房

子本身往往难以满足现代人的生活居住需求，可能

让人不安；祠堂、牌坊等也可能让人产生怀旧、甚至

不安的情绪；风水文化非常复杂，不仅神秘，也会让

部分游客感觉无趣和失望；徽州旅游常常包含多个

传统村落，老房子看多了，也难免有游客感觉无趣；

当然，走进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还会有许多

能让人深刻反思的东西，因此，徽州传统村落旅游

可能会有些许的沉重。但从情感属性的分析结果

看，古朴、神秘、智慧、精致等的出现频率都在20以
下，占比都不足 10%，而风景好、商业气息淡、典型

等评价出现频率最高，都超过了 20，表明游客来享

受美好风景的动机更为显著，对呈坎村的文化感悟

总体不深。

相关研究表明，照片是主体意志行为的产物，

在此过程中，观者对拍摄对象进行选择、建构，反映

了拍摄主体的需求［25］。而较能代表并体现呈坎村

地方文化的感知形象类属却未成为拍摄内容的热

点，折射出游客感知价值中心不在于地方文化，而

在于放松愉悦、休闲娱乐。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

上，呈坎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中，多数游客是停留在

观光层次，与文化旅游尚有一定距离。当然，这可

能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度不够有关，但也表明

呈坎村的独特传统地域文化并未成为游客重点关

注的对象，或者说，独特传统地域文化还不是支撑

呈坎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吸引物。

3.2 游客感知形象的空间特征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采集到的旅游照

片进行空间信息处理和表达，不难发现照片的拍摄

地点基本沿游览线路分布，主要集中在景区广场、

永兴湖、易经馆、燕冀堂、钟英楼、罗东舒祠、环秀桥

等处（图 3），并以景区广场、平安坎、永兴湖为核心

呈团聚状分布，以易经馆、燕冀堂、钟英楼、罗东舒

祠、环秀桥为核心呈现出点状分布，在点状分布的

地点中，环秀桥附近拍摄的照片较多，UGC数据空

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较为突出。

图3 感知形象的总体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erceived image

借助核密度分析，可对不同类型形象类属的空

间分布特征做进一步的探究（图 4）。结果显示，单

体建筑类多出现在罗东舒祠所在的空间范围，这与

罗东舒祠作为家庙建筑，集诸多徽州物质文化特质

和罗氏宗族文化于一体的独特文化价值相关。建

筑群类则主要分布在景区广场、永兴湖区域，少数

沿众川河、环秀桥分布。建筑细节如三雕、匾额、天

井等多集中在易经馆、燕冀堂等古民居建筑之内，

少量分布在小巷之中。自然风光类多沿景区广场、

永兴湖、众川河分布，少量分布在景区的中部、外

围，在拍摄手法上多以远景表现自然风光，特别是

山脉、天空，云雾由于天气的原因出现次数相对较

少。水景类与自然风光类的分布类似，多沿永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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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情感属性分布
Tab.2 The distribution of affection attributes

和众川河分布。旅游设施类多分布在景区入口处

以及民居建筑附近，这与景区入口处的标志牌刻有

“呈坎”“AAAAA”字样，以及景点附近的一些景点

介绍标志牌有助于游客加深对景点的印象有关。

道路类更为明显地沿游览线路分布，永兴湖附近多

以石板路、小桥为感知意象，环秀桥是道路类形象

类属分布最为集中的位置。景区营造物类多集中

在永兴湖西侧，如八卦图、平安坎。人物基本上沿

水景分布，表明游客较喜欢水域景观。动植物类多

沿永兴湖周边的游览路线分布，应该与该区域集中

了草地、树木、家畜有关。本地生活类主要分布在

景区广场和村落外围，是因为景区广场会不定期地

举办晒秋等活动，增添了景区的“原真性”气息。此

外，村落的东南角视域开阔，有大片的农田，为游客

感受田园风光创造了条件。

总的看来，景区广场、永兴湖、平安坎区域是游

客拍照的热点区域，这与该地较为密集地分布了自

然风光、水景、建筑群三种形象类属有关。但值得

指出的是，该区域的建筑群、水景皆是再造的景观，

是旅游公司为迎合游客对皖南古村落水口①、徽派

建筑等方面的刻板印象和地方想象，在旅游开发过

程中再造和迁入的，它事实上改变了村落的传统景

观与空间布局，并不能承载呈坎村的历史文化。游

客倾向于在此摄影并分享，一方面部分支持了“视

觉表征循环圈”的观点［25］，另一方面也表明游客对

村落文化的“原真性”关注不够，对地域文化本身兴

趣不大。游客对呈坎村的在线分享内容在空间上

的不均衡分布特征表明，呈坎古村最具地方特性和

文化保护价值的景观并不是游客最关注的旅游吸

引物，游客也无意在此追寻呈坎古村的地方文化精

神，最能够体现呈坎古村地方文化的空间区域未能

成为游客感知价值的中心，这同样表明游客在呈坎

①在皖南古村落的空间布局中，大都有水口的存在，和村落选址和风水布局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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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类型形象类属的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mage categories



古村更热衷于休闲而相对忽视地方文化的特点，呈

坎古村的旅游开发尚未达到传统文化旅游的层次，

也难以由此增进居民和游客保护传统地域文化的

自觉意识。

4 结论与讨论

以呈坎村为例，基于对游客UGC的文本分析，

立足于视觉分析框架，深入剖析游客感知形象的视

觉表征内容、情感及其空间分布，发现呈坎古村的

旅游开发还处在观光层次，尚未真正达到文化旅游

的水平。这在视觉表征的分析中，表现为游客偏好

以水景、建筑群、自然风光等来表征呈坎古村的感

知形象，单体建筑、建筑细节、道路、本地生活等较

能体现呈坎古村地方文化的形象类属占比并不突

出；在情感层面，游客倾向赋予积极正面的情感属

性，较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空间分布特征上，

UGC数据的生产地点更多地沿景区广场、平安坎、

永兴湖分布，这恰恰是景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再造

或迁入的景观，难以承载呈坎古村的独特地方文

化，罗东舒祠等更能承载呈坎地方文化的景观区域

均未成为游客感知的价值中心。由此可见，呈坎古

村的旅游仍呈现出强观光、弱文化的特点，大多数

到访游客主要还以观光、休闲为旅游活动的主要目

标，与文化旅游的需求尚存在一定距离。

然而，相关研究表明文化旅游在文化保护与传

承、形象塑造与传播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34］，从地

方特色产业的发展机理看，也将是传统村落文化保

护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有效途径。更是由于本

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再生产以及积极的社区参与是

维系地方文化的重要力量［35］，因此在传统村落旅游

的开发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将传统文化景观和地方

文化精神转变为最重要的吸引物和游客的主要凝

视客体，也应提高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在条件适合

时，可以将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文化纳入旅游开

发。此外，从旅游供给方的角度来看，旅游线路作

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会制约游客在地后的游览活

动，不仅能使游客得以顺利完成观光、感知村落的

旅游活动，同时制约了游客活动空间的广延性［36］。
因此为提升传统村落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发展水

平，旅游开发公司也有必要适当调整旅游线路的空

间安排，突出村落地方文化所依托的主要景观载

体，更有效地突出传统村落的文化意涵。由于旅游

开发可能促使承载地方记忆的物质空间不断解构

与重构［26］，呈坎再造的“水口”（永兴湖）就是这方面

的表现，虽然它已经成为游客感知形象的热点之

一，但并不被村民所认同①。这就提醒传统村落的

旅游开发应当重视游客和本地居民之间在地方意

义与空间感知方面的张力，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在旅

游开发、景观再造过程中更多吸纳当地村民的

参与。

由于UGC数据本身的特性，本研究无法获取旅

游者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后期研究可以采用

量表的方式检验研究发现，并考察社会人口统计学

特征与感知形象内容之间的关系，进而为研判传统

村落发展态势提供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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