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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大理，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位于中国西

南部的民族自治州之一，是云南旅游业发展较早的城市

之一。以“风花雪月”四景闻名，成为中国著名的旅游

城市。近年来，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大理在该

领域的地位日益重要。自2012年以来，大理每年的旅游

人数和收入都以超过20%的幅度增长。随着大理旅游业

的迅猛发展，旅游文化符号已成为其形象识别的关键要

素。然而，对旅游文化符号在品牌识别中的作用研究尚

不充分。对此，本文以大理为例，运用网络文本数据分

析游客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的感知与评价，并结合分析

结果提出相关建议。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旅游

产品的精神层面享受日益关注[1]。旅游文化符号作为旅

游者感知和评价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其内涵已成为目

的地形象识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如何提升旅

游文化符号在品牌识别中的作用及其策略分析尚未得到

充分探讨。

通过研究，在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进行概念界定的

基础上，通过网络文本数据分析，研究大理旅游文化符

号的主要构成要素，研究游客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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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评价，分析游客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的认知与评价。

通过研究，可以明确大理旅游文化符号的内涵及其在品

牌识别中的作用，为大理旅游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可

以帮助大理旅游业丰富其产品体系，使其品牌更具知名

度、美誉度和吸引力；可以帮助大理旅游目的地的相关

部门完善其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可以帮助相关政府部门

了解游客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的认知与评价，进而制定

有效的管理策略，提升相关部门管理水平；可以帮助游

客了解大理旅游文化符号在品牌识别中的作用。

一、相关概念概述

文化符号的视觉呈现对人们文化观的形成具有重要

影响。文化符号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通过象

征、象征性的符号系统表现出来 [2]。从符号学的角度来

看，文化符号是一种社会信息系统，它可以用来反映人

们的社会和历史价值。在旅游产业中，文化符号主要是

指具有象征性和指称性的文化符号。其中，象征性的文

化符号是指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旅游产品或服务，这些产

品或服务不仅可以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而且还可以提

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指称性的文化符号是指那些具有特

定象征意义和指称意义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可以

用来反映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在旅游产业中，

游客通常会将具有象征意义和指称意义的文化符号视为

一种旅游产品或服务。同时，从游客对文化符号感知来

看，游客会通过其对该文化符号的感知来判断自己对该

文化符号所代表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认同。例如，在网络

上搜索“大理”“洱海”等关键词时，可以发现有很多

与“大理”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涉及了大理旅游资源、

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人文历史等方面。因此，在进行

游客感知分析时，可以将这些与大理旅游相关的内容作

网络文本分析下大理旅游文化符号及品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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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网络文本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大理旅游文化符号具

有包容性、多样性和文化性，以“白族”民族文化为核心。然而，大理旅游文化符号的发展存在文化要素单一和文

化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提出深度挖掘大理旅游文化符号，建立以“白族”为核心的文化产品体系，丰富当

地文化旅游产品种类，同时关注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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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理旅游文化符号进行研究。

品牌识别指企业或组织采用独特标识整合信息，以

与对手区分并占据市场，旅游品牌识别则是旅游目的地

营销中形成的有吸引力的名称和标识，涵盖品牌定位等，

是整体营销战略的关键部分。品牌识别不单涵盖视觉元

素（像标志、色彩以及字体），还牵涉到品牌传递的价值

观与品牌故事。针对不同年龄层，这些元素的识别与影

响存在差异，这在近期的研究里正逐渐受到关注 [3]。国

内学者对此展开广泛深入研究，像李海洲认为是企业通

过多种渠道与竞争者区分以获得优势实现目标；徐明觉

得运用创意符号可塑造独特旅游目的地形象和品牌；刘

超称通过多种手段让游客形成对景区或品牌的整体感知；

沈长云指出通过各种渠道塑造独特且有吸引力的旅游形

象；李海洲还提到景区通过展示文化等打造独特形象并

建立游客感知 [4]。然而，国内关于旅游文化符号与品牌

识别的研究多在理论层面，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少，从现

实应用角度探讨二者关系和成果的也不足。

品牌识别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而品牌

形象则是品牌识别的具体体现。在品牌形象塑造过程中，

其本质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也就是通过符号表达和传

达产品或服务的独特形象。在旅游消费中，游客选择某

个旅游目的地是为了满足其自身旅游需求，并获得该目

的地的旅游体验。游客选择某一旅游目的地后，就会根

据自身的需要对该目的地进行评价，而这一评价过程实

际上就是一种品牌识别，游客通过对某一旅游目的地进

行评价从而得出自己对该旅游目的地的品牌识别。因此，

本文将从游客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的感知出发，分析游

客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认知与其评价之间的关系，并探

究游客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感知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及设计

在大量的旅游研究文献中，研究者多使用文本分析

法来进行旅游目的地文化符号的分析，文本分析法是以

研究主题为核心，通过对网络文本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揭示网络文本中的主题、情感和语义结构等方面的内容，

并以此来归纳旅游目的地文化符号的特点和规律。对大

理旅游文化符号进行网络文本数据收集，在保证数据量

充足的同时，还需要对搜集到的网络文本进行筛选，以

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以及准确性。

三、数据分析与讨论

基于网络文本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本文在对大

理旅游文化符号进行研究时，以“白族”为核心关键词，

选取了“大理”“白族”“民居”等关键词，分析大理旅

游文化符号的特征。选取的关键词主要以自然风光、美

食、民族特色等为主。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大理旅游文

化符号，因此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白族文化作为研究

对象，进行样本筛选与数据处理。通过八爪鱼爬虫软件

得出评论数据之后，以 ROST CM6 对其中涉及到大理旅

游文化符号评价较高的评论文本数据进行筛选和统计分

析。通过对携程旅游网搜索“大理”，在评论区进行筛选

和筛选后得到了 3500 余条，除去关联性以及意义不大的

词语，得到 1845 条关于大理旅游文化符号评价较高的网

络文本数据评论；其中对于大理旅游文化符号评价比较

高的有：“很喜欢大理古城”“大理很有特色”“大理很适

合休闲度假”“大理是个适合定居的地方”。对评论进行

文本分析后发现：第一，对于具有代表性的评论进行数

据整理，剔除重复数据及与之无关的内容；第二，对文

本进行语义分析。将评论中包含主要观点的高频词汇进

行词频统计和分析，从中提取出最能反映游客情感态度

和观点态度的关键词。根据具体情况选取了“棒棒”“值

得”“很好”等情感词进行词频统计和分析（见图 1）；

第三，将评论中包含观点态度不同意见的内容剔除后进

行词频统计和分析；品牌识别方面，评论提及的则较少，

几乎没有，去现场调研，以大理古城为例，只有少部分具

有品牌识别度，例如“潘祥记”鲜花饼、一些沪上阿姨等

连锁奶茶店等，就连白族扎染也没有形成品牌化。基于上

述分析结果，本文试图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及品牌识别的

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词语 词频 词语 词频

古城 844 下次 59

大理 806 特色 57

洱海 176 值得一去 52

苍山 169 开心 48

云南 164 满意 39

好玩 136 方便 39

景点 125 性价比 38

历史 102 漂亮 37

值得 92 美丽 35

三塔 91 感受 34

有名 88 好看 34

棒棒 81 美食 30

风景 76 白族 29

体验好 73 优美 29

很好 70 趣味 29

图1　（图片来自作者自绘）

（一）大理旅游文化符号及品牌发展现状

从词频分析可以看出，大理旅游文化符号主要包含

了自然风光、美食、民族特色和传统美食等，且自然风

光成为主要的文化符号。这些自然风光中，大理洱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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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旅游的标志性景点，在大理旅游文化中占据重要地

位。美食与白族文化的结合也是大理旅游的一大特色。

此外，大理传统美食“三道茶”也是一大特色。从词频

分析结果来看，对“白族”文化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白

族民居”“白族三道茶”等方面，说明白族民居是大理旅

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景点不同，大理市内的景区

景点较少，仅有洱海、苍山、蝴蝶泉等少数几个景区。

游客主要集中在大理古城和苍山洱海周边，品牌分布也

只有上述部分，较为缺乏，因此未来大理旅游品牌应该

重点优先发展这两个地区。

（二）存在问题

本研究对大理旅游文化符号及品牌进行分析，发现

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在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建设上，

缺少统一的宣传口径。由于地域文化差异较大，游客对

大理的认知较为模糊，导致游客对大理旅游目的地的印

象较为模糊；第二，在旅游产品开发上，缺乏旅游产品

创意及品牌化意识。以大理市为例，仅有少数几家景区

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与服务，大多数景区依然采用传统的

观光形式；第三，在旅游服务上，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由于游客对大理的认知及品牌认识程度不高，导致游客

对大理旅游服务的满意度较低；第四，在旅游环境建设

上，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大多数景区缺乏统一的管理制

度与标准，景区内卫生条件差、垃圾处理不及时等现象

普遍存在。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由于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所表达出来的感受和认知

不同，因此，游客对于大理旅游文化符号的感知并不是

完全一致。但是，基于上述游客的评论反映信息数据来

看，“棒棒”“值得”“很好”等正向词汇表明游客对大理

旅游文化符号感知具有“正向偏好”的特征，说明了大

理旅游文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一定的品牌识别度，

但是具体的旅游产品等还缺乏一定的品牌效应。大理旅

游文化符号众多，应充分发挥其对旅游品牌识别的作用，

将大理“白族”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到当地文化旅游产品

中；大理作为旅游城市，应充分发挥其少数民族地区的

特色经济与生态优势，在确保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的前

提下，推动当地民族经济发展；大理“白族”民族文化

品牌众多，但却没有一个能代表整个大理州的“白族”

民族文化品牌，因此应注重对大理“白族”民族文化品

牌的打造与推广。在文化产品方面，应丰富当地文化旅

游产品种类，注重对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在品牌识别方面，应注重对大理“白族”

民族文化品牌的打造与推广，使其民族品牌化，比如在

大理古城的“潘祥记”鲜花饼就有不错的品牌效应，使

其在云南境内广为人知。

（二）建议

1. 大理旅游文化符号是以“白族”为主体文化，“白

族”民族文化品牌在大理旅游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应

加强对“白族”民族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2. 大理旅游

文化产品种类少，缺乏民族特色，应丰富当地文化旅游

产品种类。3. 大理旅游文化品牌识别程度不高，品牌形

象不鲜明。针对以上问题，应加大对“白族”民族文化

品牌的打造与推广，从自然、历史、经济、生态等方面

着手，丰富当地文化旅游产品种类。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民族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因此

要以“白族”文化为核心，进行深度挖掘和整合，打造

民族文化品牌。要丰富当地旅游文化产品种类，注重对

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同时也

要注重对外来游客的宣传，通过不断地传播让更多游客

了解“白族”文化和“白族”民族文化，吸引更多的游

客来到大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旅游文化符号作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核心要素，不

仅代表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反映着他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

层面和物质层面都有了更高要求。“白族”民族文化作为

大理旅游资源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不仅需要以此

为基础进行旅游开发建设，也需要在民族文化传承和保

护中不断发展。深度挖掘、整合当地民族文化符号，打

造“白族”民族文化品牌，不仅能满足游客需求、提高

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更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只有充

分发挥旅游文化符号在旅游目的地品牌识别中的作用，

才能让大理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和青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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