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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网络评论，通过可视化、情感分析和LDA主题模型分析，以福州三坊七巷为例，探究游客对历

史文化街区的满意度因素，并提出提升游客满意度的建议。研究发现影响游客满意度的因素主要集中在

地方特色、名人故居、景区景点、整体感受四个主题。根据游客评论的数据分析，游客的评论聚焦于地

方特色最多，尤其重视三坊七巷的历史文化、地方特色、小吃和建筑；其次聚焦于名人故居，主要针对

名人故居的特色、开放时间和门票讨论；游客评论的第三个焦点是景区景点，尤其是南后街、光禄坊和

景区景点的历史；游客对三坊七巷的整体感受主要是古色古香、景色好、旅游具有性价比、历史感受深

刻、具有特色和小吃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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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nline comments, through visualization, sentiment analysis and LDA topic model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ts’ satisfaction with historical and cul-
tural blocks taking three lanes and seven alleys in Fuzhou as an example, and then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ourists’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ourists’ sa-
tisfaction mainly concentrated on four themes: local characteristics, former residences of celebri-
ties, scenic spots and overall feelings.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of tourists’ comments, tourists’ 
comments firstly focus on local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local characteris-
tics, snacks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three lanes and seven lanes; Secondly, tourists’ comments focus 
on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celebrities, mainly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pening hours and 
tickets of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celebrities; The third focus of tourist comments is the scenic spots, 
especially the Nanhou street, Guanglufang and the history of these scenic spots; The overall feelings 
of the tourists to the three lanes and seven lanes are mainly antique, good scenery, cost-effective 
tourism, profou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attractive sn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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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2 年 4 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时写到：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

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1]。2014 年，习近平在北京考

察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

不仅赓续着城市的文脉，更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彰显着文明的无穷魅力[2]。 
随着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面对物质的丰盈满足和快速变化的生活转变，对精神需

求呈现出多样和大量的增长。经过岁月沉淀、历史底蕴厚重、人文特色鲜明的文化街区开始占据民众的视

野、丰富群众的心灵、满足人民对历史文化的审美情趣，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更成为了大众旅游的

热门景点。2016 年以来，各地积极推动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的工作。2021 年，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应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

史建筑，制止各类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行为，显示了国家重视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的决心[3]。 
福州三坊七巷是国内现存规模较大、保护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有“中国城市里坊制度活化石”

和“中国明清建筑博物馆”的美称，更是历史名人辈出之地[4]。2009 年 6 月 10 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

街区获得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荣誉称号[5]。 
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10.32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3.0% [6]。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旅游网站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携程、去哪儿、

飞猪、美团等在线旅游网站上发布自己的旅游体验，因此在线评论的数据量急剧增加，网络评论已经成

为游客反映旅游目的地真实感知的重要途径。大量的评论数据背后隐藏着游客对旅游景点设施、景观、

服务等因素的感受和评价。因此，基于网络评论的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对旅游景点的经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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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景区的设施与服务优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拟针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网络评论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选定福州三坊七巷进行研究，提出相关建议。这方面的研究对保护开发历史文化街区具有极大的理论意

义和实际价值，能够针对性地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并推动文化和旅游的全面融合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和研究的兴起 

历史文化街区的前身是 1986 年提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 年颁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将历史文化街区纳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观层面的核心概念[7]。2008 年颁布的《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有着明确的界定，所谓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

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因此文物种类丰富、建筑群落完整、历史印记真实是其

重要的参考依据。文化特质是历史文化街区的根与魂，是其价值所在[8]。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在历史上承

担过重要的商业或居住功能，并且多数处于老城区的核心地带，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经济区位价值[9]。 
国外学者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村落的保护措施、历史街区的保护政策以及保

护性建设等方面[10]。国内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更为多元，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为

检索源，选取“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主题检索词进行检索，共检索文献总数 6722 篇。从图 1 可以看出，

从 1994 年开始以“历史文化街区”为主题的文献发表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这表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以

不同视角来研究历史文化街区。 
 

 
Figure 1. Annual trend char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 research literature publication 
图 1. 历史文化街区主题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 

2.2. 历史文化街区与旅游的研究 

根据 2021 年国庆假期旅游数据显示，参观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者的比例为 44.4%，相比同年劳动节旅

游者参观比例 38.6%，占比逐步上涨。因此王苗等人对旅顺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提出旅游资源整合建议，

进行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旅游形象设计，以发挥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价值，充实街区经济收入，推

动历史文化街区的资源最大化利用，对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开发利用极具参考价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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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松福以苏州山塘街为例，基于全轮廓联合分析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偏好进行研究，发现游客对

“餐饮美食”、“街区业态”和“文化氛围”3 个属性最为看重；不同来源地的游客，对“增加民间非

遗技艺展示、传统戏曲演出等文化活动”、“引入传统老字号品牌餐饮店”、“进驻艺术家创作工作室、

现代艺术作品展，融入现代时尚创意设计元素”3 个属性有共同的偏好[12]。 
熊华勇和代妍选择历史文化名城武汉的汉口地区为历史街区旅游景点，探讨历史街区旅游中的真实

性体验能否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感知，在实践中被游客认同。通过问卷调查后发现游客来汉口历史街区

旅游目的，以欣赏江滩自然风光排名第一，其次为了解汉口的民俗文化风情；游客认为汉口历史街区最

吸引人的地方，以武汉传统小吃排名第一，其次为古民居及古建筑；在旅游过程中，超过 70%的游客在

乎街巷文化、建筑等的原真性。因此提出汉口历史街区旅游，要结合地方特色自然风光、当地民俗文化

风情、特色建筑及地方特色美食等原生街区文化[13]。 

2.3. 基于网络文本的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发展 

李豫华和刘权利用 ROST CM6.0 软件对各大旅游网站桂林东西巷评价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得到高频

词汇和情感分析结果，并利用词汇的情感分析得分作为满意度，建立 IPA 模型，发现东西巷街区的历史

文化形象、旅游景点形象和地域民族特色形象表现良好，但特色美食和传统商业形象需要改进[14]。 
张孟妮以 5A 级历史文化景区为研究对象，结合 LDA 主题模型、支持向量机多分类器以及情感词典

赋值方法，深入挖掘景区网络评论文本内容，探究网络评论数量和网络评论文本内容与景区收入之间的

关系。发现游客对体验感受、景区资源、景区消费的评论较多，且倾向于积极的情感表达；并发现体验

感受、景区资源、景区服务三个类别的网络评论内容对景区收入存在显著影响[15]。 
庄英梓选取南京市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网络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析，提取景区游

客满意度，发现游客对服务水平、旅游购物、景区秩序等情感值较低，从而提出强化旅游服务水平优化

景区的建议[16]。 
唐慧超等人通过分析网络点评数据来探究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的评价以及使用人群特征、评价时间

的关系，以及不同街区的关注偏好与评价差异。发现街区的业态、特色、历史感、消费成本是影响评价

的关键因素[17]。姚蕴芳和吴桂宁借助计算机网络数据采集和文本情感量化分析的方法，针对国内知名旅

游网站、消费点评网站的 2010~2019 年网络评论数据，进行使用者对三坊七巷满意度的年际变化和基于

网络评论的主观评价方法特点的分析，并提出建议[18]。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领域文献后，发现目前历史文化街区领域主要聚焦在形象特征、景区收入影响因

素、游客满意度等方面，主要采用 LDA 主题模型、支持向量机、情感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除了对网络

评论进行挖掘分析以外，大部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集中于历史建筑与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设计实践。

针对满意度的研究，学者一般采用问卷调查法、实地调查法等，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本文选择以

目前主流旅游网站的评论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展开学术研究，探讨游客对三坊七巷的满意度影响因素并

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助力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 

3.1. 数据来源与爬取 

携程网成立于 1999 年，近二十年来，携程网致力于在线旅游 OTA (Online Travel Agency)的发展，并

通过投资并购扩大企业规模。携程早于美团和飞猪 10 年以上年布局在线旅游市场，经验更为丰富。目前

携程依然占据在线旅游市场龙头地位，因此，本文选择携程系的携程网以及去哪儿网进行数据爬取，利

用八爪鱼采集器对去哪儿网和携程网关于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游客评论的数据进行爬取。携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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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取 2880 条数据，重复数据 7 条，通过八爪鱼采集器自带的去重功能，得到 2873 条数据；去哪儿网爬

取 882 条数据，最终去哪儿网和携程网，共爬取 3755 条数据。 

3.2. 数据预处理 

八爪鱼采集器获取到的数据其中掺杂无效数据，这些数据会干扰后续的分析，因此先对数据进行清

洗，确保数据的质量。首先对空白评论数据(用户未点评，系统默认好评)、凑字数、广告等无法用于数据

分析以及无意义的数据进行清理，再将评论文本的繁体字转化为简体字、修正个别错别字。接着进行中

文分词，将评论拆分成独立的单词，并且这些单词按照一定的规范可以重新组合成原始评论。 
本文借助 python 的 jieba 库对游客评论进行中文分词，由于在分词的过程中会出现对固定搭配的词

语误判的行为，例如“历史文化街区”在分词之后会变成“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利用 jieba.add_word，
将专有名词或固定搭配词组添加进 jieba 词典内。利用 jieba 分词，要先导入相关程序包，jieba 程序包等，

接着定义停用词表，本文停用词表来自网络中较全的 1893 个中文停用词，最后读取停用词表，从 jieba
包中选择精准模式对句子进行中文分词。部分三坊七巷游客评论分词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ome results of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in the Jieba database for “three lanes and seven alleys” tourist com-
ments 
表 1. 三坊七巷游客评论 jieba 数据库中文分词的部分结果 

序号 分词结果 

1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地标、特色、惬意、小巷、拍照、意境、建筑、民国 

2 众多、保存、完好、名人、故居、打卡、感受、风土人情、小吃、风貌 

3 老字号、传统、工艺品、肉燕皮、同利肉燕、永和鱼丸 

3 纪念馆、达明路、美食街、门票、免费 

3 博物馆、交通、购物、文艺、服务、闽系 

3.3.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 python 语言编程进行情感分析与词云制作，并使用 ROSTCM6 软件进行词频统计、社会网

络和语义网络分析，ROSTCM6 是国内辅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型免费社会计算平台，由武汉大学沈

阳教授研发。ROSTCM6 软件可以实现微博分析、聊天分析、全网分析、网站分析、浏览分析、分词、

词频统计、英文词频统计、流量分析、聚类分析等一系列文本分析。 
首先借助 ROSTCM6 实现数据的初步统计和分析，包括分词、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

然后使用 python 语言调用 WordCloud 开源库绘制词云图，藉由数据可视化分析，掌握游客对三坊七巷历

史文化街区的评论焦点。接着进行情感分析，以 python 中的 Snow NLP 模块，统计词汇的情感分布，从

而得出整个网络评论文本的情感倾向，推断出游客对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情感得分与评价。最

后借助 LDA 主题建模，提取网络评论中的有效信息，对三坊七巷游客评论隐含的主题进行挖掘，分析影

响游客满意度因素，并利用 pyLDAvis 等可视化技术直观呈现结果。所谓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称为隐含狄利克雷分布，是一款基于 Dirichlet 分布的概率主题模型，属于非监督学习。 

4. 分析结果 

4.1. 词频统计 

将收集到的文本数据借助 ROSTCM6 对已分词评论进行词频统计，前 30 的高频词如表 2 所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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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TCM6 编码需为 ANSI，但在 python 中分词保存的编码是 utf-8，因此要先将格式改为 ANSI 后再使

用 ROSTCM6 进行分词。 
 
Table 2.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three lanes and seven alleys” tourist comments 
表 2. 三坊七巷旅游评论词频统计 

序号 高频词 词频 

1 福州 1588 

2 三坊七巷 1371 

3 历史 621 

4 值得 607 

5 地方 600 

6 故居 584 

7 景点 577 

8 建筑 493 

9 特色 492 

10 文化 442 

11 小吃 435 

12 名人 341 

13 南后街 243 

14 巷子 235 

15 中国 226 

16 景区 223 

17 门票 211 

18 好吃 183 

19 美食 183 

20 明清 181 

21 林则徐 175 

22 免费 174 

23 鱼丸 171 

24 福州市 169 

25 博物馆 167 

26 味道 166 

27 古建筑 166 

28 古色古香 164 

29 时间 160 

30 一去 156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除了“福州”、“三坊七巷”外，“历史”“值得”“地方”等词位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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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都大于等于 600 次，是游客点评时常用的高频词汇。可见大多数游客对三坊七巷的认可，认为三坊

七巷是值得去游玩的地方，并且对三坊七巷的历史文化高度肯定。另外从高频词中可以发现游客对三坊

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小吃、文化等比较感兴趣，因此历史文化街区管理者需要关注建筑保护、小

吃创新、文化挖掘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4.2. 基于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的可视化分析 

为了挖掘三坊七巷评论中各词语之间存在的关系，本文借助 ROSTCM6 对评论进行社会网络和语义

网络分析，构建了如表 3 所示的共词矩阵。表内的数值表示行与列的词汇出现同一条评论内的次数。比

如“三坊七巷”和“历史”共同出现 271 次，“特色”和“建筑”共同出现 145 次。 
 
Table 3. Word co-occurrence matrix in this study 
表 3. 本研究中的共词矩阵 

 福州 三坊七巷 历史 景点 特色 值得 地方 故居 建筑 文化 

福州           

三坊七巷 611          

历史 303 271         

景点 305 197 98        

特色 321 233 107 131       

值得 170 137   104      

地方 283 189 103 118 143 117     

故居 261 255 131 111 116      

建筑 284 266 153 100 145  102 160   

文化 233 182 149      102  

 

 
Figure 2. Semantic network in this study 
图 2. 本研究的语义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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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表 3 的共现词频矩阵我们可以构建语义网络如图 2 所示，共词矩阵是词与词之间的数值化关系，

而语义网络是词与词之间的图形化结构关系，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高频词之间的密切关系，线条密集程

度越高即表示两个词语之间的关系越密切。由图 2 可以看出，“三坊七巷”、“福州”、“特色”、“建

筑”、“小吃”、“故居”是重要的节点，他们周围的线条密集程度相对较高。以“特色”节点为例，

与之距离较近的关键词有“小吃”、“名人”、“景点”、“历史”、“文化”、“建筑”等。因此可

以看出游客对福州三坊七巷的特色、小吃、名人、景点、历史、文化以及建筑具有共同的关注度，当一

位游客对三坊七巷的特色感到兴趣时，这个游客有很大的概率同时会对三坊七巷的小吃、名人、历史、

文化以及建筑感到兴趣。因此我们在旅游管理上，必须同时兼顾三坊七巷名人、历史、文化的传递与维

护，注意建筑的保护和传统小吃的飨宴及创新。 

4.3. 基于词云的可视化分析 

根据表 2 的词频统计，借助 python 的 WordCloud 词云库制作词云，结果如图 3 所示。词云的制作是

将三坊七巷游客评论中的高频词以视觉突出的方式呈现，频次越高的关键词在词云中字体越大。 
 

 
Figure 3. Word cloud of tourist comments in this study 
图 3. 本研究的游客评论词云图 

 

从图 3 可以看出，“福州”、“三坊七巷”、“值得”、“景点”、“地方”、“历史”、“特色”、

“小吃”、“建筑”、“故居”、“名人”、“文化”等词相对其他词汇较大，代表这些是游客在游览

福州三坊七巷时的关注热点。三坊七巷人杰地灵，有许多名人的故居，经过千百年的变迁，形成现在独

特的建筑格局，可见游客在游览的时候更关注三坊七巷独特的地方，例如建筑、小吃、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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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三坊七巷网络评论情感分析 

本文借助 python 中的 Snow NLP 模块，统计词汇的情感分布，从而判断整个文本的情感。从图 4 中

可以看出，基于网络评论，情感倾向为积极的评论占总体评论的 39.07%，中性的评论占总体评论的

43.28%，消极的评论占总体评论的 17.65%，总体来看游客对三坊七巷的情感还是中等偏上。 
 

 
Figure 4. Sentiment analysis donut chart of tourist comments in this study 
图 4. 本研究的游客评论情感分析环形图 

4.5. LDA 主题模型分析 

基于词频统计分析以及词云可视化分析可以直观地了解三坊七巷游客评论中出现频次较多的词语，

基于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可以了解每个词语之间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探究游客对三坊七巷历史文化

街区的主要关注点，深入挖掘评论内容，本文使用 LDA 主题模型深入挖掘评论内容，更科学地辅助景

区管理者和游客进行决策。 
首先利用 python 调用 LdaModel、corpora、Dictionary 库，建立 LDA 主题模型。根据模型运行的结

果，以每个主题下的 15 个词语，来判断所属的主题类别，从而实现主题的挖掘。截取主题数为 5 时，LDA
主题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左边文字为每个主题下的特征词，右边括号里是各特征词的权重。 
 
Table 4. LDA topic model analysis results with 5 topics (num_topics = 5) 
表 4. 主题数为 5 的 LDA 主题模型分析结果(num_topics = 5) 

0 1 2 3 4 

福州(0.121) 特色(0.056) 三坊七巷(0.087) 地方(0.062) 景点(0.064) 

故居(0.059) 建筑(0.047) 巷子(0.030) 历史(0.057) 南后街(0.022) 

不错(0.053) 小吃(0.046) 感觉(0.028) 福州(0.049) 景区(0.017) 

名人(0.036) 文化(0.042) 门票(0.025) 三坊七巷(0.049) 博物馆(0.017) 

味道(0.018) 好吃(0.020) 城市(0.020) 值得(0.048) 一去(0.017) 

逛逛(0.015) 鱼丸(0.019) 美食(0.019) 特别(0.022) 值得(0.016) 

参观(0.015) 中国(0.018) 古建筑(0.014) 气息(0.018) 人文(0.015) 

中心(0.011) 免费(0.016) 福州市(0.012) 喜欢(0.016) 时间(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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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建议(0.010) 商业(0.015) 小巷(0.011) 游客(0.014) 晚上(0.014) 

街区(0.010) 林则徐(0.015) 纪念馆(0.011) 街道(0.013) 明清(0.014) 

真的(0.009) 东西(0.014) 肉燕(0.011) 感受(0.011) 旅游(0.013) 

七巷(0.008) 不错(0.014) 古街(0.011) 冰心(0.010) 推荐(0.013) 

衣锦坊(0.008) 保留(0.012) 保护(0.011) 商业化(0.009) 一条(0.012) 

慢慢(0.007) 古色古香(0.012) 严复(0.010) 老街(0.009) 好多(0.010) 

环境(0.007) 保存(0.010) 传统(0.010) 特色小吃(0.009) 完整(0.010) 

 
主题数选取的方法主要有困惑度、一致性、可视化聚类效果、距离度量以及主题方差五种。本文选

用困惑度和一致性进行初步确定主题数目范围，再利用可视化聚类效果确定最终主题数目。困惑度与模

型质量成反比，即困惑度越低模型质量越好；一致性与模型质量成正比，即一致性越高模型质量越好；

可视化聚类效果利用气泡的大小表示该主题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气泡之间的距离代表主题间的相关性，

气泡的间隔越远，说明模型的聚类效果越好。 
以困惑度进行主题数选取结果如图 5，从图 5 可以看出随着主题数目增大，困惑度呈现递减的变化。

因此选择主题越多越好，但是主题太多时，模型将会呈现过拟合的情形，并且会造成整个研究因主题过

多而失焦。因为图 5 显示主题数目超过 11 时，模型的困惑度陡降，因此选定主题数目范围在 1 到 11 个

之间，将会是比较适当的选择。 
 

 
Figure 5. Comparison of the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topic and perplexity 
图 5. 主题数与困惑度变化比较 

 

根据困惑度得出的主题数目范围，本文进一步进行模型一致性分析。从图 6 可以看出随着主题数目

增大，一致性的变化情况。在主题数目为 2、4、6 时，图形左右对比明显甚至出现拐点，一致性较高，

因此初步确定文本主题数目为 2、4、6。 
接下来使用 python 的 pyLDAvis 包对主题进行可视化，如图 7、图 8、图 9 所示。从图形对比可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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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数为 6 时，第 5 个主题和第 6 个主题有部分相交，导致旅客评论的主题聚类不清，因此不能选择主题

数为 6；主题数为 2 和 4 时，各个主题没有相交，聚类效果明显。最终结合实际情况，选定主题数为 4。 
 

 
Figure 6. Comparison of the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topic and coherence 
图 6. 主题数与一致性变化比较 

 

 
Figure 7. Visualization results of cluster analysis with 2 topics (num_topics = 2) 
图 7. 主题数为 2 的聚类分析可视化结果(num_topics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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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Visualization results of cluster analysis with 4 topics (num_topics = 4) 
图 8. 主题数为 4 的聚类分析可视化结果(num_topics = 4) 

 

 
Figure 9. Visualization results of cluster analysis with 6 topics (num_topics = 6) 
图 9. 主题数为 6 的聚类分析可视化结果(num_topics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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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最佳主题数为 4 进行分析，如图 10 所示，图中左边的圆圈代表的主题数目，圆圈所处的位置表

示每个主题之间的关系，圆圈的大小代表该主题的文档个数，面积越大包含的文档数越多，即越具有代

表性，因此主题 1 的代表性最好。图中右边的条形图是每个主题相关联的词语分布，选取主题后，会出

现该主题相对应的词语分布，词语右边的蓝色部分是该词语在全部文档中出现的频率，红色则是该词语

在该主题下出现的频率，图中选取的是主题 3，因此主题 3 的关键词有“南后街”、“中国”、“历史”

等词。 
 

 
Figure 10.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ics and keywords with 4 topics 
图 10. 主题数为 4 的主题与关键词关系 
 
将最佳主题数为 4 的聚类分析结果，将每个主题下最主要的 10 个词语列表，如表 5。由表 5 的三坊

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在四个主题下的 10 个词语，根据每个主题词语分布为主题命名。主题一主要是三坊七

巷的小吃、文化、历史等地方特色，因此命名为地方特色；主题二主要是林则徐等名人故居的门票以及

参观时间等，命名为名人故居；主题三主要是南后街、光禄坊、衣锦坊等三坊七巷的景区景点；主题四

主要有性价比、古色古香、喜欢等词语，表达了游客的旅游感受，命名为整体感受。 
根据游客评论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发现游客的评论聚焦于地方特色最多，尤其重视三坊七巷的历

史文化、地方特色、小吃和建筑；其次聚焦于名人故居，主要集中在名人故居的特色、开放时间和门票

的讨论；游客讨论的第三个焦点是景区景点，尤其是南后街、光禄坊和景区景点的历史；游客对三坊七

巷的整体感受主要是古色古香、景色好、旅游具有性价比、历史感受深刻、具有特色和小吃吸引人。因

此在景区的经营与管理上，必须要加强历史、文化的传递与建筑的保护，尤其是在对名人故居和景区景

点的南后街、光禄坊、衣锦坊的历史介绍与建筑维护，要让游客能够与历史人物、文物更加贴近，在游

玩时学习到历史、感受到固有文化，搭配传统小吃的飨宴，使游客有身历其境、置身历史当中的感觉，

提高游客满意度，让游客觉得性价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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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LDA topic model analysis results in this study 
表 5. 本研究 LDA 主题模型分析结果 

主题一 
地方特色 

主题二 
名人故居 

主题三 
景区景点 

主题四 
整体感受 

历史 故居 南后街 古色古香 

地方 门票 中国 景色 

特色 地方 历史 性价比 

文化 巷子 明清 历史 

小吃 时间 光禄坊 逛逛 

建筑 林则徐 七巷 特色 

故居 免费 故居 小吃 

名人 名人 衣锦坊 喜欢 

美食 参观 黄巷 地方 

古建筑 特色 建筑 好吃 

5. 结论与建议 

在经济发展、信息流通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开始重视休闲，旅游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体验化、多元化

和休闲化转变趋势，单纯的“文博展示”已无法满足现代人对历史街区的旅游诉求，人们越来越注重对

历史空间怀旧生活方式的体验，这就要求历史街区旅游产品向参与性、体验性和度假型的多元深度方向

延伸。 
本文基于网络评论，通过可视化、情感分析和 LDA 主题模型分析来探究游客对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

区的满意度因素，发现影响游客满意度的因素主要聚焦在地方特色、名人故居、景区景点、整体感受这

四个部分，本文针对这四个部分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够帮助景区提升游客的满意度。 
1) 挖掘特色资源，打造体验环境 
历史文化街区最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千篇一律，没有独特的地方文化。因此三坊七巷历史文化

街区应该注重挖掘地方特色，让游客从不同维度感受地方文化。三坊七巷是福州的历史之源、文化之根、

文脉昌盛之地，依靠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通过 AR 技术 + 导览：AR 应用 App，将虚拟的形象与实景

叠加，游客只需跟随手机中的虚拟形象前行，同时通过 GPS 技术实景定位，显示游客所在位置，将导览

与趣味互动完美结合，提升游客旅游体验；增强现实技术等新科技在舞台上的应用，将表演艺术、视觉

艺术制造出新的花样，打造出观众体验的沉浸环境。 
从 LDA 主题模型分析的主题——地方特色，可以看到小吃、美食都是游客在游玩中关注的因素之一，

从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福州三坊七巷的永和鱼丸、同利肉燕等特色美食在游客评论中被频繁地提及，因

此特色小吃是历史文化街区特色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基于当地特色饮食文化，打造特色“风味”

之旅。首先保证饮食卫生，其次制定合理的价格，最后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

融入创意元素，打造特色的风味美食餐厅，从而给游客留下深刻影响。 
2) 加强文物保护，完善相关法规 
三坊七巷古老的坊巷格局至今基本保留完整，是中国都市为数不多的“里坊制度活化石”。坊巷内

保存有 200 余座古建筑，是一座不可多得的“明清建筑博物馆”。从 LDA 主题模型分析的主题二名人故

居以及主题三景区景点可以看出，游客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古建筑及名人故居等文物建筑非常关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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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该要加强文物保护、注意维护古建筑及名人故居，对建筑、文物等的修葺与维护，应尽量保持本真

性。福州三坊七巷的建筑是福建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居建筑之一，也是历史上众多名人的出生地，

成为许多游客前来参观的原因之一。因此，针对三坊七巷应该尽可能地保留历史信息，不可盲目过度开

发，对于需要修复的建筑文物，应该遵循“最小干预”以及“维护文物的原真性”的原则，在尽可能小

规模改造的前提下去进行修葺，否则可能破坏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价值。因此需要培养既有耐心又有扎

实专业基础的修葺人员，应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多加培养实践能力。 
除了加强文物保护之外，更应该完善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目前，福建已经制定并颁布《福建省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

规规章。在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条例方面，可以增加一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的创作鼓励，例

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及其基于传统知识、民间文艺所产生的其他权利，依法予以保护”，让

经营管理者可以针对特色小吃进行改良创新，并对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对古建筑造成危害等

行为，需要政府机构以及专业的人员进行监管，对破坏古建筑的行为需要列出相应的惩罚制度，从而提

升游客的素养，减少不文明现象的发生。 
3) 转换旅游资源，规划游玩路线 
从 LDA 主题模型分析的主题三景区景点可以看出，游客在网络评论的时候十分关注三坊七巷历史文

化街区的各大景点。因此可以挖掘旅游吸引物，将旅游资源转换为旅游吸引物。在各旅游景点中肯定都

是有一个其最突出最吸引人的地方，无论是该景区的商品或是设施，甚至是服务都有可能会成为吸引游

客的地方，而需要做的就是挖掘出这个突出的地方，将它打造的更为突出，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

观了解，进而了解该景区的其他文化。 
针对不同游玩目的的游客，规划不同的游玩路线，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

游客的需求。三坊七巷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在网络评论中发现大部分游客在游玩三坊七巷后，

依旧对三坊七巷的文化没有了解，参与性不高，大部分游客在三坊七巷都只在南后街游览，并未深入

每个巷子中去感受福州文化。所以三坊七巷可以规划设计多种游玩路线，如以古建筑为主、以名人故

居为主、以街巷文化为主的主题旅游，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同时也让游客更好地体验三坊七巷蕴含

的文化。 
4) 完善公共设施，规范市场秩序 
游客的整体感受可以从公共设施以及景区服务入手，公共设施是游客对景区的第一印象，良好的服

务环境是促使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三坊七巷应当完善公共设施，规范市

场秩序，以满足游客的需求和提高满意度为根本，提高旅游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针对旅游景点的旅游标识、景观解说系统等旅游公共服务标识要加大建设力度，完善游客服务中心、

咨询中心、停车场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对已有的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提高旅游服

务质量；同时必须加大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倡导绿色环境，为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

只有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接待条件，才能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服务条件、优质的餐饮购物条件、

良好的交通条件等需求，才能增强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旅游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在部分评论中可以看出游客认为三坊七巷存在商业过度开发的情况，使得游客体验感下降，其实这

一现状存在于目前许多的历史文化街区。针对这一状况，建议设置专门的部门管理，密切关注消费者需

求、开发独特的旅游产品和创意化商品，而不是全盘商业化，同时提供个性化旅游服务、将三坊七巷优

秀文化融入游客旅游体验中，真正发挥文化价值与生态价值；最后应该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在门票和

食品价格方面多加注意，让游客能享受高性价比的历史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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