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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是一个经济系统 ,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 ,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

题。旅游研究的跨学科性也要求从语篇研究的视角研究旅游问题。语篇研究不仅视语言为传递信息的工具 ,

而且视语言为社会语境中参与社会实践、再现社会事实和构建社会关系的手段。将语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

入旅游研究 ,可以发现旅游资源通过语篇的建构其价值得到提升 ,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身份通过语篇建构其

关系可更加融洽。从语篇的视角进行旅游研究可以丰富旅游研究的内容 ,扩展旅游研究的视角 ,也可以使语

篇研究进一步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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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旅游研究也不断深入 ,目前

已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1〕。就我国的旅游研究

而言 ,其内容不仅涉及学科理论体系〔2、3、4〕、学科性

质〔5〕、旅游的本质〔6、7〕等旅游学科的理论问题 ,而且还

涉及某一特定的旅游方面 ,如文化旅游、城市旅游、乡村

旅游、生态旅游、工业旅游、事件旅游、体育旅游、社区旅

游、草原旅游、商务旅游、奥运旅游等等。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中 ,1987 年

至 2007 年旅游项目的研究内容还包括旅游开发与保护、

旅游产业竞争力、旅游开发的区域效应、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理论基础、乡村旅游与社区经济、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

构及演化、旅游及旅游行为、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区域

旅游合作、旅游统计等方面〔1〕。

从旅游研究的内容来看 ,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虽有

跨学科发展的要求 ,如旅游的政治学分析〔8〕和旅游的社

会学分析〔9、10〕,但总体来说还没有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态

势。根据刘庆余〔1〕对过去 20 年 (1987 - 2007)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 136 项旅游研究项目的统

计分析 ,自然基金项目涉及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管理

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 ;社科基金项目仅涉及 22 个学科中

的应用经济、体育学、民族问题研究等 9 学科 ,有 13 个学

科没有涉及。从学科分布来看 ,这些项目大多集中在应

用经济上面 (占总数的 69. 23 %) ,其他学科即使涉及项目

数也极少。陈德广〔11〕也指出 ,中国从休闲学、人类学、教

育学、社会学、大众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角度进

行的旅游研究凤毛麟角或者根本没有。

旅游是人的空间位置的移动 ,这种旅游活动需要一

定的交通基础设施、住宿、营销系统以及景区服务的支

持 ,在这个意义上 ,旅游可以说是一个经济系统。然而 ,

旅游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商务、教育、健康、宗教等

多种因素 ,因此旅游又是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7〕。

更重要的 ,旅游活动以及与旅游活动相关的服务和营销

等活动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完成。鉴于此 ,旅游应该是一

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 ,不仅涉及社会科学中的经济

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统计学、管理学等一系列被

公认的与旅游密切关系的学科 ,而且也应涉及语言学 ,尤

其应该运用语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旅游研究。

然而 ,从语篇的角度研究旅游中语言的运用问题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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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语篇对旅游的建构以及对旅游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是

一个需要开发的领域。目前旅游研究与语篇研究结合的

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①。由于旅游研究者还未从语篇的

角度研究旅游 ,而语篇研究者也未将旅游作为语篇研究

的一个内容 ,所以 ,语篇在旅游研究中的重要位置还没有

被充分挖掘出来 ,语篇与旅游的密切关系也未被深入探

索。本文拟在基于语篇的旅游研究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二、语篇与语篇研究

语篇 (discourse) ,亦称话语。与现代语言学中体现抽

象系统的“语言”概念不同 ,语篇可以被简单的认为是后

现代社会中与各种社会因素紧密相连的具体运用的语言

形式。这里 ,语篇不是 Harris 和 Stubbs 研究中大于句子的

语言单位〔12、13〕,或是语言单位与其他语言单位的联系 ,

也不是“直接情景”语境中的语言运用〔14〕。相反 ,语篇指

语言在社会语境中体现权力关系和再现意识形态的一种

社会实践。换言之 ,语篇是社会实践的一个形式 ,是社会

实践的符号成分〔15、16〕。

语篇的社会实践特征可以从社会实践的构成因素来

看。Harvey 将一个实践活动分成六个时刻 (moment)〔17〕:

语篇、社会关系、权力、物质活动、信仰Π价值Π欲望、惯例。

Chouliaraki & Fairclough 将这六个时刻浓缩成四个〔18〕:物

质活动、社会关系和过程、智力现象和语篇。这里 ,语篇

与社会实践的紧密关系表现为它已成为社会实践的一个

部分 ,或称作时刻 (moment) 、成份 (element) ;研究语篇即是

研究语篇与其他社会实践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实践

之间的关系〔16、21〕。

语篇不仅仅表明社会实践需要具体的语言形式 ,如

文本 (text) 、言语 (utterance) 和篇章 (text) ② ,而且表明这些

社会实践是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进行。例如 ,教师讲课

需要“授课言语”讲课和“课本篇章”解惑 ,公务员办公需

要用“办公言语”与来访者交流或“公务篇章”公布规章和

条例 ,旅游公司经营旅游需要使用“经营言语”与游客交

流和“经营篇章”推销旅游产品。讲课、办公和经营这些

社会实践需要一定的语言形式进行 ,但这只是语篇的一

个方面 ;语篇同时还体现着这些社会实践需要遵守的一

些规约。例如 ,教师讲课讲什么 ,在什么时候讲 ,使用什

么“授课言语”和“课本篇章”不是一个随意的过程 ,而是

要受教学大纲、教学进度以及课表安排约束的 ,还要受到

学校这类机构的影响。同样 ,公务员与来访者交流所使

用的言语 ,以及公布规章条例的篇章 ,也是有一些规定

的 ,不会是随意决定的。公司经营更是如此 ,其经营言语

和经营篇章也需遵循一定的规定 ,如导游的言语要体现

与游客的和谐关系 ,景点介绍的篇章要具备一定的体裁

结构特征 ,等等。

可见 ,语篇一方面是具体使用的言语或篇章 (具体语

篇) ,另一方面体现一种语篇秩序 ,规定和限制这些言语

和篇章使用的条件 (抽象语篇) 。在这种背景下 ,语篇不

像语言那样成为单纯的传递信息的交际工具 ;相反 ,语篇

在体现权力关系的语篇秩序中不仅反映社会现实 ,而且

建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

代 ,语篇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生活中真实物品 (包括

发生的社会事件)的模拟物和替代品〔18〕。就旅游研究而

言 ,景点的美丽风光 ,服务的优秀质量 ,都需要语篇进行

建构。游客在到达目的地之前需要通过语篇来了解景点

并做出是否到这个景点旅游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 ,对

旅游景点的介绍以及对服务质量的宣传已不是单纯的语

言描写问题 ,而是旅游服务公司借助语篇参与旅游开发

的一种手段 ,它可以建构旅游公司与游客的和谐关系 ,也

可以建构旅游景点的宣传效果。因此 ,语篇对旅游景点

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开发旅游景点、吸引游客的一

个必要手段 ,它一方面反映出开发商对旅游景点的认识 ,

另一方面建构出旅游景点的风景以及与游客的关系。谁

掌控了语篇 ,谁就会掌控旅游市场。所以 ,就语篇的社会

意义而言 ,语篇已成为开发商与游客关系生成和再现的

场所 ,成为双方关系的焦点 ,也成为推动旅游市场发展的

力量和手段。

基于以上对语篇及语篇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认识 ,

语篇研究可以被理解为是基于语篇分析的一种对语篇与

社会辩证关系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语篇研究实际上

关注的是语篇在机构语境和社团语境中参与社会实践、

再现社会事实和构建社会关系的作用 ,以及社会主体运

用语篇所构建的权力关系和再现的意识形态意义〔22〕。

换言之 ,语篇研究关注语篇与语篇之间、语篇与社会主体

(包括语篇生产者和消费者) 之间、以及社会主体与社会

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就语篇研究与旅游研

究的结合而言 ,语篇研究不能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仅

仅研究语言的形式结构 ,如仅注重研究景点介绍的语言

特征。相反 ,语篇研究应该采取一种多学科兼收并蓄的

研究方法 ,关注语篇参与旅游开发 ,尤其是关注语篇对旅

游景点的建构作用 ,研究旅游开发企业借助语篇推动旅

游业的发展的策略和方法。

语篇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篇分析 ,即通过对社

会生活中的语言 (具体语篇) 进行分析研究语篇在社会生

活中的作用。社会生活中的语言是一个宽广的概念 ,包

括实际使用的言语、文本和篇章以及其他表意符号。和

旅游相关的语言包括导游词、导游与游客的对话、宾馆饭

店服务人员的语言、景点介绍的文本及图片、网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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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活动者参与社会实践留下的痕迹 ,这些语言形

式提供了研究社会实践的线索。运用语篇研究的理论和

方法进行旅游研究首要的问题是分析这些旅游实践中使

用的语言 ,并通过分析这些语言的运用方式探索旅游开

发的手段。

　　三、语篇视角下的旅游研究

讨论语篇视角下的旅游研究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

得关注 ,一个是研究的内容 ,另一个是研究的方法。从以

上对语篇及语篇研究的讨论出发 ,基于语篇的旅游研究

应该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要研究语篇建构旅游

产业及游客经历的问题 ;第二 ,要研究旅游语篇 (如有关

游客及旅游地的语篇) 如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产生和

发展变化。就第一个问题而言 ,基于语篇的旅游研究关

注旅游组织者、游客、导游等旅游参与者的身份建构问

题 ,以及景点、服务、交通这些旅游因素的语篇建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 ,基于语篇的旅游研究要关注旅游如何

建构起自身的语篇意义系统 ,即含有旅游自身特点的行

为方式。这两方面研究内容的落脚点是要探索通过什么

样的语篇策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关于研究方法 ,应该

采用语篇分析的研究方法 ,如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

语言学等语言学的分析方法 ,对宣传册文本及导游与游

客会话这些实际运用的语言进行分析 ,探索促进旅游业

发展的语篇策略。下面分别讨论这些问题。

1.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的第一部分是关注语篇建构和再现旅游产

业及游客经历的问题 ,这是从语篇视角研究旅游的首要

问题。语篇对旅游的建构以及对旅游的再现 ,可以包括

对旅游景点、旅游服务、游客经历、游客与旅游地居民关

系等的建构和再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中 ,旅游参与方的

权力关系 (不平等关系)以及各自的利益兴趣是研究的一

个关注点。例如 ,Papen 在研究纳米比亚旅游宣传册对景

点的语篇构建时发现 ,对纳米比亚这样一个新兴的旅游

目的地而言 ,存在着“相互竞争的语篇”,一方是当地黑人

的旅游语篇 ,另一方是后殖民主义白人的旅游语篇。两

种语篇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 ,但总的来讲白人的旅游

语篇还是占着主导地位。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纳米

比亚旅游业的一个特点 ,同时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旅游语篇对旅游的建构。例如 ,她

发现 ,黑人的旅游语篇虽然在本质上表达着当地纯朴和

单一的生活和历史 ,但在形式上却明显地推崇后殖民的

文化多元〔23〕。

如果说语篇对旅游的建构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 ,那

么语篇对旅游的再现则更多地体现着某种意识形态。事

实上 ,旅游语篇已成为生成有关地点、游客、旅游服务以

及旅游景点环境 (包括语言环境) 知识的一种极为关键的

手段。在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中 ,旅游活动中的各个参

与者 (游客、旅游经营者、当地居民等等) 从各自的兴趣利

益出发 ,再现出不同的旅游经历、服务质量和景点景观。

这里 ,旅游语篇已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表达场所。例如 ,

Jaworski & Piller 对英国《星期日时报》、《卫报》和《独立报》

1999 年至 2006 年刊登的 23 篇游记进行分析 ,发现这些游

记把瑞士语言环境方面描述为多使用一种叫做 Romansch

的语言 ,或者是使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多语环境 ,

如果使用英语也是极简单的英语。这些游记对瑞士旅游

中语言环境的再现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是多样的 :他们认

为 , (1)说那里多使用 Romansch 语言体现出这些游记的作

者认为瑞士是落后和偏僻的地方 , (2) 说瑞士多使用德

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是游客认为瑞士是一个遥远的“外

国”, (3)而说瑞士也使用英语则把瑞士和国际化旅游地

联系到了一起。在这些用语篇建构旅游经历的游记中 ,

体现着不同游客的不同兴趣 ,或者说 ,体现着不同游客的

不同意识形态 ,是一种用语篇表达的对旅游地及旅游环

境的知识和看法〔24〕。

基于语篇的旅游研究的第二个研究内容是研究旅游

语篇如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变化的问题 ,

我们可以用“土地”变成“景色”的例子来说明。Urry 注意

到〔25、26〕,英国在 19 世纪 40 年代 ,随着照相技术的出现 ,

以及勾勒旅游线路的导游图的小册子的使用 ,可买卖、可

继承、且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了为游客所观赏、所

享受、所消费的“景色”,由此产生出“游客凝视”的语篇Π话

语〔27〕。在这种关于“景色”的语篇中 ,视觉成为地点消费

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土地”的实质特征被去除。这里 ,关

于景色的语言成了抽象的旅游语言 ,以致形成再现游客

关于景色的亲历感受的语篇 —旅游语篇 ,而随着地点不

断成为视觉的消费品 ,图像、信息、以及旅游本身都成为

一种消费。

Urry关于“土地”如何变成“景色”以及“游客凝视”语

篇如何产生的论述 ,实际上勾勒出一幅“旅游语篇”随着

旅游的产生而产生、并不断把“土地”构建成“景色”的图

画。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 ,随着电子技术和电子消费不

断进入人们的生活 ,随着人们致富心情的不断强烈 ,不断

有新的“土地”变成“景色”,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

个“土地”被语篇建构成“景色”的过程。在这个语篇建构

过程中 ,旅游发展出自身的语篇意义系统 ,如这些“景色”

是一些既有自身特点又区别于其他“地点”的意义综合

体。随着这些关于“景色”的语篇不再对农民有意义 ,而

只对到访的游客有意义 ,这些旅游语篇实际上也规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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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行为方式 ,从而构建起旅游这一

产业。

旅游语篇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变化 ,在

一定意义上是旅游赋予地点以意义的问题。在这方面 ,

杭州的例子也很有代表性。在过去三十年里 ,杭州的城

市品牌多次变化 ,如 1979 年杭州是“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

市”、1997 年是“东方文化广场”、2000 年是“天堂硅谷”、

2001 年是“爱情之都”、同年又改称“休闲之都”和“女装之

都”、2002 年是“会展之都”、2005 年是“中国茶都”、2005 年

是“动漫之都”、2007 年是“生活品质之城”、2008 年又提出

迪拜是“杭州的标杆”等等〔28〕。这些不同城市定位体现

出城市的发展 ,也体现出杭州这个旅游城市的语篇意义

在发展变化。例如 ,提出杭州是爱情之都 ,是借助白蛇传

的故事宣传西湖、断桥、雷峰塔这些名胜 ,借助梁山伯与

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推介万松书院、长桥和双照井这些景

点。提出“动漫之都”则是宣传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国际

动漫节”。这里 ,旅游兴趣的变化、旅游业的发展都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旅游语篇的变化以及旅游语篇意义的再建

构。

以上讨论的语篇视角下旅游研究的两个研究内容实

际上涵盖了语篇与旅游的辩证关系。一方面 ,语篇可以

建构旅游产业及游客经历 ,另一方面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

了旅游语篇的变化。前者强调了语篇对旅游的建构作

用 ,换言之 ,旅游产业需要语篇的建构 ,游客的经历也只

有通过语篇的建构才能够体现各自的特色。在这个意义

上 ,语篇对于旅游产业而言是重要的 ,它甚至可以提升旅

游资源的价值 ,推动某地旅游业的发展〔19〕。而后者则突

出了旅游业对语篇发展变化的促进作用 ,表明语篇的发

展变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发展 ,如新的旅游景点的开

发、新的旅游手段的启用都可以催生新的旅游语篇。

2. 研究方法

从语篇的角度进行旅游研究 ,研究方法应以语篇分

析的方法为主 ,换言之 ,要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 ,如批

评性语篇分析的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社会语言

学的方法、以及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分析方法 ,

对旅游活动中产生的文本进行分析 ,包括对游记、景点介

绍、宾馆饭店服务指南、导游词这些文本的语言学分析。

与此同时 ,要通过对具体旅游语篇的分析发现这些语篇

中所体现的游客与旅游公司、宾馆饭店、当地居民以及导

游之间的关系 ,进而挖掘出可以吸引游客和提高旅游资

源价值的语篇手段。无庸置疑 ,旅游研究关注的是各种

形式的旅游以及旅游开发与管理 ,这与基于语篇的旅游

研究的关注点没有本质区别。然而 ,在研究方法上 ,从语

篇的角度进行旅游研究则是以旅游语篇为切入点 ,从分

析旅游语篇入手 ,认识语篇与社会活动中其他成分的关

系 ,认识旅游活动的实质 ,认识语篇参与旅游实践和再现

旅游经历的语篇策略。这种从语篇角度研究旅游的方法

不仅是对旅游研究运用社会学、管理学等研究方法的一

个补充 ,而且是提升旅游资源的价值的一个有效途径。

例如 ,分析旅游景点介绍的文本 ,可以研究景点介绍

中对游客的身份认同 ,进而归纳总结出吸引游客的景点

介绍应具有的语篇策略。在这方面 ,赵 对天津盘山风

景区景点介绍文本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作者

运用语用学中有关指示语的论述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有

关及物性的论述 ,分析了这个景点介绍中代词的使用情

况以及各个动词过程的分布情况 ,发现这个景点介绍中

(1)有大量时空指示语 ,但是很少见称谓指示语 ,尤其是

对游客的称谓指示语很少 ; (2) 有大量的物质过程、关系

过程和存在过程 (分别占 4815 %、2315 %和 1512 %) ,而心

理过程、行为过程和言语过程却很少 (分别为 415 %、0 和

813 %) 。她指出 ,虽然时空指示语可以构建出游客与盘山

景区及其历史传统的联系 ,但是对游客没有称谓则表明

这个景点介绍只是就景论景 ,同游客保持着相当大的距

离 ,它既没有对阅读景点介绍的游客给予足够的重视 ,也

没有考虑游客的心理感受。同样 ,由于物质过程、关系过

程和存在过程的大量使用 ,该景点介绍将盘山景区的概

况、特征和属性等信息介绍得十分详尽和具体 ,而心理过

程和行为过程的缺乏却使得该景点介绍没有与游客形成

很好的互动交流 ,没有顾及游客的心理和行为感受 ,不仅

显得死气沉沉 ,而且也不会吸引游客前去游玩。在这个

意义上 ,如果说语篇策略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采用

的一些系统运用语言的方法〔29〕,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景点

介绍没有很好的使用语篇策略 ,因为很可能它没有使游

客感到亲切而丧失吸引游客的机会。实际上 ,国内许多

景点介绍的文本只是起到向游客提供景区相关信息的作

用 ,缺乏同阅览这些景点介绍游客的互动交流 ,起不到吸

引游客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基于语篇的旅游研

究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 ,它可以帮助旅游活动的参与者 ,

尤其是旅游活动的组织者 ,认真研究旅游语篇 ,充分认识

旅游语篇对旅游资源和旅游活动的建构作用。只有很好

地运用语篇策略 ,才能使语篇在旅游业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

　　四、结语

本文讨论了旅游研究的语篇视角问题 ,提出旅游研

究需要运用语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旅游中的语言使

用问题。这种基于语篇的旅游研究之所以必要 ,不仅仅

是因为旅游活动需要跨学科研究 ,而且是因为语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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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从语言分析入手研究语篇参与旅游开发的视

角。从这个视角出发 ,基于语篇的旅游研究不是仅仅关

注旅游中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特征 ,也不是仅仅关注

旅游语篇的语言特征 ,相反 ,基于语篇的旅游研究要研究

语篇如何建构旅游产业及游客经历以及旅游语篇如何随

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产生并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作用。从

语篇的视角进行旅游研究 ,需要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

对旅游语篇进行语言学分析 ,发现可以推动旅游业发展

的语篇策略。

注 :

　①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始 (如田海龙、沈长治〔19〕,赵

〔20〕) 。然而 ,一些仅是研究旅游业中汉语英译方法的成果

原则上不属于本文探讨的旅游研究与语篇研究的结合问题。

　②关于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区别 ,参见田海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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