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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a tourist arrives at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he will further appreciate the destination by 
know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it. The activities of tourist can be seen as a process of con-
stantly recog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elemental symbols of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ourist gaze, several travel notes about the ancient city of Taierz-
huang are collected, and its elemental symbols are studied by using the text analysis method of 
“characters + pictures”. It is found that the elemental symbols of Taierzhuang ancient ci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tural landscape, human landscape and overall perception. The 
natural landscape symbols are architecture, war and culture; the humanistic landscape symbols 
are canal, water town and water city; the overall perception symbols are Jiangnan, Jiangbei and 
beauty. Furthermore, the paper also make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meaning behind the symbols 
endowed by tourists, which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future brand image construction of Taierz-
huang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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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者抵达旅游目的地之时，会通过了解旅游目的地独有的特质而认识旅游地，其旅游活动可以看作是

不断认识、不断理解旅游地元素性符号的过程。论文基于游客凝视理论，通过收集有关台儿庄古城的游

记，利用“文字 + 图片”的文本分析方法研究其元素性符号。研究发现，台儿庄古城元素性符号分为

三类：自然景观类、人文景观类和整体感知类。自然景观符号包括建筑、大战与文化，人文景观符号包

括运河、水乡和水城，整体感知符号为江南、江北以及美丽。论文对旅游者所赋予符号背后的含义进行

深入研究，并为今后台儿庄古城品牌形象构建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对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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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世界是一个充满元素性符号的世界。旅游体验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符号互动现象。在旅游体

验的各种情境当中，许多意义是通过种种符号传达出来的[1]。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实际是消费旅游地

的各种符号，带有欲望的游客凝视才是旅游地的核心元素[2]。旅游者到旅游地游玩时，实际上是对当地

符号的消费。可以说，符号构建了旅游地的特殊性。因此通过探索旅游地的元素性符号，便能研究旅游

地的吸引力在何处，以及知晓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关注的“点”在哪里，最吸引旅游者的景观元素是什

么，给旅游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景观元素有哪些，以及旅游者最喜爱的景观元素在哪里。旅游者是旅游活

动的主体，了解旅游者所爱，对旅游地的发展至关重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旅游者可以用微博、游记等方式较为真实地描述旅程的所见、所想

及其对旅游地的认知。网络游记属于一种私人的日志公开平台，通常侧重于作者的旅游体验感受。旅游

者在游程之余记录自己的旅游感受，并以照片的形式记录旅游过程中一些比较喜欢、感兴趣的元素。摄

影能表现旅游，底片所捕捉一个“好镜头”来构成旅游[3]。网络游记中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描述以及拍摄

旅游地的人文事物都是“旅游凝视”的具体化和有形化[4]。目前已有众多学者针对网络游记进行研究分

析。布倩楠以上海为例，基于有关旅游网站和新浪博客的网络游记及其官方旅游部门发布的要闻动态文

本，研究旅游景区(点)的互动过程[5]；高峻以网络游记、评论等文本为研究材料研究城市历史街区意象[6]；
刘超以网络游记为数据源，探究黄山风景区的形象感知[7]；郭风华以成都农家乐“五朵金花”为例，以

新浪旅游博客为数据源，研究其乡村旅游地形象认知特征[8]。李春明借助带有地理参考信息的图片，研

究景区游客的空间行为[9]。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网络游记主要集中在城市、历史街区、山岳型景区、乡村旅游等方

面，其研究内容涉及旅游行为、形象认知及其满意度，而有关古镇游记分析的研究较少。古镇一般拥有

大量文化内涵、鲜明的人文景观，同时凭借其悠悠古韵以及淳朴的生活形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

需求，多年来一直是旅游热点。其中，台儿庄古城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拥有中国运河最完整的遗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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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有“中国最美水乡”之誉，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古镇。本文选取台儿庄古城为研究案例地，通过文本

分析的方法探索古城的元素性符号，进而为其旅游发展提供指导依据，同时丰富旅游者视角下古城镇旅

游地形象感知理论。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通过对比多家旅游门户网站，初步调研发现，携程网为顾客提供全方位的商务、休闲以及旅游服务，

服务类型较全面并获得多数旅游者的认可；较多数的旅游者也通过携程网进行该地旅游活动的预定；与

此同时，携程网中有关本文案例研究地——台儿庄古城的游记数量相对较多且质量较高。最终，本文以

携程网上台儿庄古城的游记作为原始数据来源。 
在携程网中，发现“台儿庄古城”相关文章 221 篇。为了尽可能保持游客原创文本的真实性，本文

只采用自助游客发布的游记，筛除掉旅行社、客栈、商家等发布的有广告嫌疑的“官方游记”；围绕台

儿庄古城作为研究主题，本文删除了包含其他的旅游地以及古城之外的游记。对台儿庄古城有细致并带

有情感的描述以及信息完整的游记是本文选取数据的基本要求。经筛选，本文最终获得 81 篇网络游记，

将其分别编码为 YJ01-YJ81 作为其数据来源。然后在所得游记中进行图片的筛选，图片筛选包含以下几

个原则：把内容以纯人物为主题或者人物是主要焦点又或者占据版面较大的图片删掉；同一篇游记中图

片内容重复出现或者是同一景不同人的删掉；同一地方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只取一次。最终获得 906 张

图片用于本文研究数据。 

2.2. 资料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系统、客观以及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

包含的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是根据表征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10]。内容分析法具有量

化内容分析的系统性和客观性，适用于对网络游记、日志及相关点评的研究。ROST CM 6.0 是一款常用

的内容分析软件，具有中文分词、词频统计、词频过滤以及词云等内容挖掘功能。由于分词质量的好坏

是该软件能正确识别的关键，因此在本文研究时，需要根据本文研究资料的个性进行分词过滤词表以及

分词自定义词表的加工。创建过滤词表将一些与研究毫无意义的词过滤掉，如“我们”、“可以”、“这

个”、“那个”、“一个”等一系列词语，同时将台儿庄古城所特有景观元素一一添加到“自定义词表”

中，如“月河街”、“船形街”、“骆家码头”、“京杭运河”、“扶风堂”、“万家大院”等。 

3. 台儿庄古城的景观元素识别 

3.1. 文字文本分析 

第一，词频分析。初步浏览分词结果，将词性相同、词意相近的词语合并，如，将“古运河”、“运

河”、“京杭运河”、“京杭大运河”、“大运河”都归为“运河”。经统计，“台儿庄”和“古城”

出现的频率最高，除此之外，排名前五的高频词分别为“运河” (343 次)、“建筑” (214 次)、“大战” 
(202 次)、“文化” (154 次)、“历史” (109 次)。通过对前几位高频词的分析，无疑运河、建筑、大战、

文化是旅游者们关注较多的景观。为了更加直观的表示，执行分析软件中可视化操作，获得标签云，结

果见图 1。 
第二，语义网络分析。为了进一步挖掘高频词之间隐藏的含义，通过软件的“社会网络分析和语义

网络分析”功能生成可视化网络分析图(见图 2)。由图可见，“台儿庄”、“古城”、“运河”、“文化”、

“建筑”、“水乡”的中心度很高，是重要的网络节点。具体分析如下：“台儿庄”、“古城”辐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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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节点，既有台儿庄古城内的景观元素也包含游客对台儿庄古城的总体感受，如“水城”、“鲁南”、

“江南”；“运河”一词则更多汇集了与运河水有关的信息“京杭运河”、“码头”、“古运河”等；

“文化”与“建筑”一词息息相关，前者主要是与建筑相关的文化及运河文化，后者主要包含了重建的

建筑、建筑风格及其建筑文化；“水乡”主要是运河对其影响的写照。通过社会网络图可以看出“运河”、

“文化”、“建筑”、“水乡”是游客凝视较多的景观，而“战争”元素在语义网络结构中体现较弱。 
 

 
Figure 1. Text high frequency word tag cloud 
图 1. 文字文本高频词标签云 

 

 
Figure 2. Social Network and Semantic Network Relationship 
图 2. 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关系 

3.2. 图片文本分析 

图片是客观的，但图片的呈现是人的主观表达。本文从游客凝视的角度出发，对所收集到的 906 张

图片进行分析。戴光全在以互联网营销图片为例，研究广州上下九的视觉表征时，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

解析图像中具体的构图元素和修辞手法[11]。由于本文旨在探讨台儿庄古城的元素性符号，故图片分析时

侧重于解析图像中的构成元素。为了保持与文字部分一致，在这里借鉴戴光全论文中的分类方法。首先，

根据所占图片的比例去解析图片中的景观元素；其次，解析图片拍摄角度，分析其比较特殊吸引旅游者

凝视的元素符号；最后，留意图片所在的游记中是否有其相关信息的备注。通过这种分析发现排名前四

的词频分别是“运河” (169 次)、“建筑” (123 次)、“夜景” (86 次)、“古街” (69 次)。运河水是整

个古城的经脉与灵动的源泉，古城内一步一景或多或少都与运河水密不可分，因此旅游者的凝视画面也

与运河水密不可分，其拍摄的图片中随处可见灵动的运河水。建筑是古镇的主体，游客在台儿庄古城内

凝视的元素都或多或少与古城建筑有关，建筑所占据游客的视野较大，视线较多，故建筑是游客凝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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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景观。同时发现，游客可以通过大量照片记录美丽的夜景，夜景也是游客凝视的重要元素性符号之一。 

3.3. 游客关注景观频数统计结果 

文字文本分析中运河、建筑、大战、文化是游客关注较多的景观，然而在图片文本分析中运河、建

筑、夜景、古街是游客关注较多的景观。但总体来说二者相互补充、相互结合能更好的反映出台儿庄古

城中典型元素。本文将文字文本与图片文本两部分合并进行研究，对所有筛选合并后的词语建立类目进

行分类，在主类目的设置上借鉴沈晓婉研究凤凰古城的元素性符号所采用的分类方法，将研究分析的主

类目分为自然景观类、人文景观类、整体感知类[12]。在主类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细分次类目，

同时，高频词在分类时参照它在游记中的含义进行划分。如“小桥流水”更加侧重水的一面，而“小桥”

则侧重其建筑的造型，故将其分别划分为：与水有关类、与建筑相关类。文字文本与图片文本分析结果

见表 1，各类景观频数分布见图 3。 
 
Table 1. Text and picture text analysis results (frequency ≥ 5) 
表 1. 文字文本与图片文本分析结果(频次 ≥ 5) 

主类目 次类目 词语(词频) 

自然景观类 

与水有关 
运河(512)、水乡(68)、水城(60)、小船(37)、游船(28)、水巷(22)、流水(19)、 

小桥流水(18)、舟楫(15)、漕运(15)、摇船(14)、河水(14)、水上(13)、水渠(12)、 
湿地(12)、水中(11)、画舫(10)、铁水(10)、水面(6) 

时间景 夜景(109)、灯光(49)、夜晚(37)、晚上(36)、夜色(21)、灯火(19)、 
灯笼(17)、清晨(16)、阳光(14)、渔火(11)、彩灯(11)、夜幕(11) 

静态景 绿植(62)、风景(37)、蓑衣(16)、垂柳(7) 

人文景观类 建筑相关类 

建筑(337)、古街道(104)、客栈(82)、船型街(74)、码头(71)、重建(71)、城门(68)、酒店(62)、
特色(64)、纪念馆(61)、小桥(48)、天后宫(40)、青楼(40)、酒吧(39)、牌坊(34)、店铺(39)、展

馆(33)、博物馆(30)、河道(28)、院子(28)、城内(27)、廊桥(26)、千里走单骑(25)、会馆(25)、
双月桥(22)、参将署(21)、青石板(20)、遗址(20)、复兴广场(20)、关帝庙(19)、亭子(19)、画舫

(18)、村庄(17)、私塾(16)、文化展(16)、大院(15)、清真寺(15)、至尊桥(13)、庭院(12)、公园(12)、
丁字街(12)、月老河(12)、小巷(10)、教堂(9)、大茶壶(8)、码头(5) 

整体感知类 
对古城的评价 

江南(69)、天下第一(43)、江北(36)、美丽(36)、复兴(33)、鲁南(31)、风情(29)、不同(28)、古

镇(27)、独特(27)、古朴(25)、丽江(24)、繁华(22)、繁荣(21)、味道(19)、徽派(18)、韵味(17)、
现代(16)、魅力(15)、台湾(15)、海峡(15)、静谧(15)、平遥(14)、著名(13)、秀美(13)、废墟(12)、
悠扬(12)、遗存(11)、遗迹(11)、寻梦(11)、周庄(10) 

旅游者心境 感受(50)、喜欢(34)、安静(27)、享受(21)、漫步(21)、美好(20)、体验(20)、 
摇曳(19)、欣赏(17)、自然(16)、精致(12)、休闲(12)、精美(11)、惬意(10)真实(9)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frequencies 
图 3. 各类景观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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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和图 3 可以看出，运河、建筑、大战所占频数最高，同时在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整体感知

这三大类中，最受旅游者关注、频数最高的一类是人文景观类，其次是自然景观类。通过研究其历史背

景发现，台儿庄古城是运河文化的载体、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二战纪念城市和海峡两岸人民的交流基

地。这与研究结果中人文景观类、自然景观类的频数最高，同时与运河文化和大战文化是旅游者最关注

的元素符号相符。 

4. 台儿庄古城元素性符号能指与所指分析 

通过对台儿庄古城相关网络游记的分析，探讨了其元素性符号。本文在景观元素符号化的基础上，

试图解读旅游者所赋予符号的意义，并探究旅游者视角下台儿庄古城景观元素性符号的组成，进而探究

旅游者的偏好以及感知分异。有关台儿庄古城的符号及其意义见表 2。 
 
Table 2. The symbol and meaning of Taierzhuang ancient city 
表 2. 台儿庄古城的符号及其意义 

符号类别 符号能指 符号所指 

人文景观类 

建筑 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 

大战 历史的缅怀、爱国精神 

文化 深厚的历史文化 

自然景观类 

运河 对劳动人民智慧的钦佩 

水乡 情感寄托的梦乡 

水城 因水而繁荣 

整体感知符号 

江南 柔情、典雅 

江北 齐鲁豪情 

美丽 极具魅力 

 
人文景观符号：建筑、大战、文化。在图片文本中表现明显的主要是景观符号“建筑”。建筑是古

城的主体部分，占据了游客的大部分视野。但通过旅游者所拍摄的建筑图片以及文字部分的描述都发现

古城内的建筑各具特色。有位网名为“陌上花开”的游客这样描述到，“台儿庄古城的丰富建筑风格是

其一大特色。在街里巷间，你既能看到鲁南民居、北方大院，又能看到徽派建筑、客家建筑，甚至欧式

建筑” (YJ76)。也有游客写到：“古城内的一水一院、古楼、画舫，多个派别建筑” (YJ04)。通过“建

筑”这一符号，旅游者实际凝视的是古城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大战，这一符号指代的是台儿庄大战，

所指的是旅游者心中的爱国精神。有游客提到：“周庄有水却不是大战故地” (YJ23)。游客因台儿庄大

战而来，又因古城而联想到当年的大战。一位游客提到，当他站在古城内：“看着金色花朵压弯枝头，

有情侣在树下合影拍照，突然就想起 1938 年 3、4 月间的那场大战” (YJ59)。台儿庄古城最初因台儿庄

大战而闻名，“大战”这一元素性符号所指了旅游者的初衷以及心中的爱国情怀。台儿庄古城蕴含的战

争文化成为旅游者寄托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象征，古城与旅游者心中的爱国精神产生共鸣。“文化”符

号在研究中更多的是指运河文化、大战文化，这与景观符号“运河”、“大战”相呼应，进一步彰显出

台儿庄厚重的文化历史。由此可以看出，人文景观类符号蕴含了古城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人们对历史

的缅怀、崇高的爱国精神以及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自然景观符号：运河、水乡、水城。由于古城的夜景是与各个元素性符号密不可分的，加之在文字

文本中对夜景的描述有 25 处但仅仅提到夜景很美并没有详细的介绍，而在图片文本分析中夜景包含的具

体元素又进一步进行了分析，故在此处分析时不单独作为一类元素性符号进行分析。因而在自然景观类

中运河、水乡、水城是主要的元素性符号。运河是整个研究结果中出现频数最高的景观符号。运河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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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指的是京杭运河、京杭大运河、活着的古运河。景区内随处可见的都是运河水，游客看到的景以及体

验的旅游活动都与运河水密不可分。“清澈的运河水环绕着整个的古镇里的每个宅子的门前，静静地流

淌着，一淌千年。” (YJ04)也有游客在总结来台儿庄古城的四点理由时曾说：“看京杭运河最后一段活

着的古运河，要到台儿庄来，拥有京杭运河仅存的最后 3 公里古运河，被世界旅游组织称为‘活着的古

运河’” (YJ51)。游客在游记中大多数都具体指出了是京杭运河，这就暗含了游客对于劳动人民创造运

河这项伟大工程的钦佩。京杭运河蕴含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水乡”、“江北水乡”、“中国最美水乡”，

都是游客笔下常见的字眼。运河水环绕古城，旅游者可以乘船遍游全城。运河水让古城变得柔美、精致。

游记中不止一位游客曾发出类似这样的感慨：“周庄是怀旧，平遥是疗伤，丽江是艳遇，台儿庄是梦乡”，

台儿庄古城犹如一个梦境，跨越了历史时空，却又是一种实在、可以体验的现实。台儿庄古城虽不是旅

游者的故乡，却是一座水乡，一个可以让旅游者寻梦的地方。“水城”、“中华古水城”，旅游者眼中

的古城与运河水已经成为一个整体，运河水孕育着台儿庄古城：“它是一座可以舟楫摇曳、遍游全城的

东方水城” (YJ23)，也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东方古水城。“古城内汪渠相连，水巷纵横，居民筑台而居，

是标准的水城。” (YJ69)台儿庄古城傍水而筑、因河而兴。总体上，“运河”、“夜景”、“水乡”和

“水城”四个自然景观符号都是与运河、运河水息息相关的，只是旅游者从不同的侧面凝视出了这座魅

力古城的符号。台儿庄古城是人类劳动、智慧的结晶；一个游者可以寻梦的地方，一座因水而繁荣的城

市。 
整体感知符号：江南、江北、美丽。在游记中景观元素“江南”多指“江南古韵、江南典雅、江南

水乡、江南梦”。提起江南，旅游者便想到了江南的柔情和江南的古韵典雅。“台儿庄古城俨然有一种

江南水乡的婉约，美不胜收。” (YJ20)旅游者眼中的台儿庄古城因水变得柔情、典雅，因而满足了其内

心深处的江南梦。“江北”多指“江北水乡、江北古镇”；江北与江南相对应。“台儿庄古城集‘齐鲁

豪情’和‘江南韵致’为一城。” (YJ17)美丽，指的是“江北水乡，美丽的台儿庄……” (YJ68)。这一

元素符号寄托了旅游者对台儿庄古城的感情倾向，以及旅游者喜爱这极具魅力的古水城。 

5. 结论 

通过对有关台儿庄古城游记中文字和图片部分分析并与相关研究进行对比，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文字和图片都是游客撰写游记常用的叙述方式，但对台儿庄古城来说，不同类型文本反映的

游客凝视内容基本一致，但文字文本侧重于旅游者感情的抒发，而图片文本则侧重于古城美景的记录。

并且在研究图片文本过程中发现古城的“夜景”也受到众多旅游者的关注，实际调研过程中游客也多次

提到比起古城白天的景色更喜爱其夜景。因此，台儿庄古城在今后发展中注重游客体验的同时，重视景

区内部的视觉营造以及注重其夜景的规划。 
第二，研究发现台儿庄古城的元素性符号主要分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整体感知类，所占比例最

高的为人文景观类，其次为自然景观类。通过对研究所得的各类典型元素性符号进一步分析，发现台儿

庄古城的元素性符号建立在运河文化、大战文化以及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之上。这一研究在以往台儿庄

古城所宣传的“运河文化”、“大战文化”的基础上增添了“建筑文化”。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其建

筑文化也备受旅游者喜爱，故三者都是古城重要的元素性符号。因此，在今后景区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多

元素文化的挖掘与融合，在突出运河文化及大战文化基础上，重视其“建筑”文化特色，形成品牌优势。 
第三，目前有关台儿庄古城的研究多侧重于其资源状况分析以及营销战略，很少涉及从游客的角度

去研究旅游者关注的景观。而本文从旅游者的视角去探究古城的符号，研究旅游者所偏好的符号，能更

好地提高旅游满意度，促进景区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本文的研究，相关部门在今后景区发展过程中应

注意考虑其具有代表性的元素性符号，从旅游者的角度进行空间规划、景观建设、线路规划和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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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合理凝练创新各种不同类别的符号，以提高景区吸引力，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辨识度。 
本文采取新的视角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在旅游体验的基础上引入游客凝视理论；同时采取“文字 +

图片”的方法收集数据，使得数据更完整，得出的结果更能反映出其真实情况。但其在研究时，仅以携

程网中台儿庄古城游记作为数据来源，同时对景区元素性符号能指与所指意义的研究不够深入。因此今

后需扩大数据收集的范围，并进一步挖掘其符号背后所阐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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