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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话语分析是话语分析在旅游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以旅游实践活

动中产生的实际话语为分析对象，运用语言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分析旅游话语生产

和消费的机制、过程、规律和特点，从而指导旅游实践。本文通过文献梳理的方法，

分析总结了国外旅游话语分析的研究维度、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分析发现，旅游

话语分析注重话语的社会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 在研究内容上注重话语对旅游实

践活动的建构，也注重揭示话语反映的旅游业及社会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语料

库分析的实证定量研究。国外研究表明，旅游话语分析是对现有旅游研究视角的

有力补充，已成为国外旅游研究的有效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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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科的综合性决定了旅游研究必须要跨越多个学科。语言在旅游业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旅游传播、旅游服务等旅游实践活动的重要工具。从语言学视

角出发研究旅游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国外学术界，旅游话语分析已成

为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本文在国外旅游话语分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分析总结了旅游话语分析的研究维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就开展国内旅游话

语分析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1 旅游话语分析的概念

1． 1 话语及话语分析

话语不仅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 Stubbs，1983) ，更是语言在具体实践活动中

的使用( Fasold，1990) ，话语既是语言使用的成品，也是语言使用的过程( Halliday，

1985) 。本文认为，话语就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既包括专业机构或在

一般社会情景中使用的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也包括视觉语言和多种模态的语言;

同时，话语还指语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使用过程，在此过程中，话语不仅帮助人

们传递信息、表达思想和情感，还可以反映社会现象、建构社会实践。

DOI:10.16323/j.cnki.lykx.2018.04.007



旅游研究的语言学视角: 旅游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正是以语言使用和话语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两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语言使用，二是语言及交际建构的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 ( Schiffrin et al． ，

2001) 。菲尔克拉夫( 2003) 认为，话语分析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 文本层次———偏

向语言学范畴，倾向于解决语言学问题; 话语实践———指文本的生产和消费，把话

语分析当做研究社会宏观问题的工具; 社会文化实践———解释话语实践的基础，研

究话语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及其发展过程的特点与规律。
1． 2 旅游话语及旅游话语分析

旅游话语是旅游行业中各机构、专业人士在各种旅游环境中使用的特殊话语，

具有语言使用及其他表达方式的规约性( Cappelli，2006 ) ，拥有一套具有高频率和

特殊性的词汇或短语( Francesconi，2007) ，用以讨论与旅游相关的各种话题、传递

旅游信息、达到与旅游相关的各种交际目的。
Dann( 1996) 从多模态视角出发，把旅游话语分成言语、视觉、言语和视觉混用

三类，并从旅游过程角度出发，把旅游话语分成三类: 行前阶段的话语( 广告、宣传

页、宣传册) 、行中阶段的话语( 旅行指南、游记) 和行后阶段的话语( 旅行报告、评
论) 。除了上述提到的与旅游者有关的话语外，旅游话语还应该包括旅游政府部

门、旅游企业内部使用的文本，例如旅游法律法规文本、各级政府所做的有关旅游

业的工作报告、旅游行业标准、旅游规划文本，及其他一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话语。
旅游话语分析以旅游行业内实际使用和发生的话语为研究对象，开展不同层

次的话语研究，对旅游现象和问题进行考察和提炼，形成旅游话语研究的主题，根

据旅游参与主体的不同对话语进行意义、机制及策略的分析。第一个层次是文本

层次的研究，对旅游话语的客体即旅游话语特征展开研究，在研究语言学问题的基

础上，探讨旅游话语传播的机制、规律和策略。第二个层次是对旅游话语实践的研

究，注重旅游话语的生成和理解的过程，研究旅游话语在建构游客身份、服务质量

和旅游资源中的作用，以及旅游话语策略; 注重旅游话语文本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研

究，把话语分析当做研究社会宏观问题的工具，运用批评的分析视角和方法研究旅

游话语对旅游实践活动的构建、对旅游活动的影响等，同时透过旅游话语这面镜

子，挖掘旅游业及其他社会问题。第三个层次是开展旅游话语社会文化实践的研

究，把旅游话语作为旅游活动、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其生成和传播的过

程、特点及规律。

2 旅游话语分析的研究维度

旅游话语是旅游实践的一部分。因此，旅游话语必然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政
治经济环境中产生的。现有对旅游话语的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 其一，注重

其社会性，开展共时话语分析; 其二，注重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旅游话语的影响，开展

历时话语分析。
2． 1 共时话语分析

旅游是一种社会实践，因此，在旅游话语分析过程中应该强调话语的社会性，

注重解析话语和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话语的生成和理解受到社会及文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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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影响，同时话语也帮助构建社会实践、折射社会现象。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

式建构各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实体，并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这些社会作用都

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 菲尔克拉夫，2003) 。话语分析不仅在于描绘话语实践，而

且在于解释话语如何由社会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所构成，揭示话语对社会关系、社
会身份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作用( 菲尔克拉夫，2003) 。

具体到旅游话语分析中，旅游话语的社会性也要求在旅游话语研究中注重旅

游话语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旅游话语语言学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社会语

言学、批评话语分析或积极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旅游话语，重点对旅游话语的生

成机制、实践规律、建构作用等进行考察。在旅游话语分析中，旅游话语应该被看

做一个旅游事件，是语言表述和被表述的旅游事件的结合体。因此，旅游话语分析

要从承载语言形式和意义的旅游话语出发，研究话语背后所构建和折射的旅游现

象及问题。例如，Vestito( 2006) 以意大利的英语旅游指南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旅游

指南在构建游客和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社会 － 文化关系上所起的作用，以及旅游指

南是如何塑造了带有偏见的意大利形象的。Vestito( 2006 ) 研究发现，旅游指南的

编制者采用了情感词汇、意大利本土词语、引用语以及对比等需要依靠编制者的

“心理模型”或者一般社会共享知识才能完成的语言手段和策略，通过帮助读者 /
游客构建自己的“心理模型”来影响他们的意见和态度。但是，这些语言策略构建

的却是一个带有偏见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从而影响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真正感知。
而这正是旅游宣传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
2． 2 历时话语分析

话语是历史建构起来的，其生成与解读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语境。从历时的视

角探寻特定话语的变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话语的生成机制。同时，话语的变迁也

反映了话语应用领域社会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对这些话语变迁的研究也有助于挖

掘社会的发展变化问题。旅游话语的生成与演变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

产生发展的。对旅游话语开展历时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旅游话语的建构特征以

及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话语的影响。同时，对旅游话语文本语料的历时研究还可

以帮助我们洞察旅游化的过程，包括新旅游目的地的构建、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变化

等。例如，Santos 等( 2008) 以芝加哥旅游局组织的街区游的旅游宣传单为语料，

分析了芝加哥唐人街旅游形象构建机制，并指出在崇尚多样化和多元意识形态文

化的社会环境里，在市场需求多样化的政治经济环境里，旅游话语是如何利用唐人

街的传统形象构建为“他者”，同时以对游客更友好的方式重新构建“他者性”。同

时，他认为，历时分析阐述了旅游化的过程是怎样被国际化城市的意识形态多样化

转型所掌控的。

3 旅游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

旅游话语是旅游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以构建旅游实践活动，也反映

旅游发展现状。因此，旅游话语分析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 其一，话语对旅游资源、
旅游活动的建构; 其二，话语反映的旅游业及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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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话语对旅游资源、旅游活动的建构

Fairclough( 1992) 认为，话语是包括文本、事件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事件，是

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 Fairclough et al． ，1997) ，是社会实践的符号成分( Chouliaraki
et al． ，1999) 。话语是语言在机构语境和社团语境中表示权力关系和再现意识形

态的社会实践( 田海龙，2009b) 。因此，话语已成为机构或团体建构社会事实、参

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旅游话语同样具有建构作用，旅游各参与方运用话语构

建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服务质量及其他旅游实践活动。
3． 1． 1 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建构

MacChannel( 1976) 指出，旅游话语中的语言能够构建、界定旅游体验和旅游目

的地形象。传统的旅游指南和旅行手册等利用文字、图片等方式来构建旅游目的

地形象。而在多媒体发达的今天，旅游政府部门或机构则大多采用多模态的方式

构建和展示旅游目的形象。虽然媒介不同，但话语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和推

广作用是一样的。旅游话语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建构这一研究课题吸引了一些研

究者的关注。例如，Ip( 2008) 以香港旅游局游客中心的旅行手册为分析语料，发现

香港旅游局运用多模态的方式，结合言语和视角因素，运用描述类词语为香港构建

了一个积极正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词语的选择显示出夸大事实的特征，而视觉元

素则帮助游 客 解 读 并 认 知 香 港 的 形 象，从 而 增 强 旅 行 手 册 的 劝 说 力。Pan 等

( 2011) 认为，旅游电视广告能够帮助消费者形成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意象，因此，

他们以两段新西兰旅游电视广告为语料，运用视频内容分析法、电影分析法等方法

进行分析，发现两段电视广告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激起游客的情感和认知反应，构建

了新西兰“自然”和“冒险”两个主题形象。
3． 1． 2 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及旅游活动的建构

旅游业不 仅 宣 传 旅 游 目 的 地，同 时 也 宣 传 接 待 国 的 身 份 和 文 化 ( Hassan，

2014) 。旅游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揭示话语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元素的建构。例如，

Hassan( 2014) 以马来西亚旅游手册为主要语料，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通过对

词汇线索和视觉符号的分析发现，马来西亚旅游手册构建了 5 个文化元素: 人、节
庆、传统生活方式、传统音乐和传统游戏。同时，旅游话语分析还可以帮助揭示话

语对旅游活动的建构，例如 Nekic( 2014) 就以克罗地亚和苏格兰旅游网站上的多模

态旅游文本为语料，探讨了旅游网站构建旅游活动的方式，以及旅游网站把网站的

使用者构建为媒介演员和文化游客的方式。
3． 1． 3 旅游各参与方的话语对同一旅游活动的建构

对同一个旅游目的地、同一个旅游活动旅游各参与方构建的旅游话语也不完

全一致。例如，Hunter( 2016) 以网络照片为主要语料，运用视觉符号学理论分析了

网络照片所建构和传递的首尔旅游形象，并比较了使用韩语、英语、中文 3 种不同

语言的游客所构建的首尔形象，通过与旅游手册、旅行指南等印刷品( 旅游接待方

的话语) 所构建的传统形象对比分析后发现，旅游者原汁原味的旅游经历自我展示

使旅游成为更加有效的软力量，可以补充并完善首尔旅游目的地的形象。Kirilenko
等( 2017) 对 Twitter 网上有关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两种语言( 俄语和英语) 的大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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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进行了综合描述，其中俄语的话语代表东道主的视角，英语的话语则代表游客的

视角。文章对大众态度进行了情感分析，研究随着冬奥会的开展大众情感的变化，

以及索契冬奥会是否创造了一个更加积极的正面形象。研究发现，随着奥运会的

开展，大众表达的积极态度有所增加，这种增加在东道主的话语表达中表现明显，

在游客的话语中仅有少量的增加。
3． 1． 4 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建构及影响

话语对旅游活动的建构还反映在语言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上。Kim 等( 2017)

利用语言相对性理论( 即语言能够塑造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对使用韩语和中文

的游客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语言能够影响游客对环境的态度。Wu 等( 2017) 则考

察了网络评论的语言风格( 比喻 VS 字面) 如何影响消费者对酒店的态度和预订意

向，发现语言类型和消费者感知的评论者专业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3． 2 旅游业及社会问题话语解读的理论视角

话语不仅能建构旅游活动，更能反映旅游业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

可以从多个理论视角加以解读。
3． 2． 1 社会语言学视角

社会语言学把语言和社会联系起来，研究在社会语境中语言的运用及形成机

制、语言的社会功能。旅游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产业，其话语在产业的宣传、服
务等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外早有研究者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

这一特殊话语。
Dann( 1996) 是最早利用社会语言学理论研究旅游话语的研究者。他认为旅

游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交际类型，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是基于语境的、语篇的

语言运用。旅游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单向的、多种策略的、有意识调控的交际方

式，交际一方( 旅游从业人员) 是操控交际的说话人，另一方( 游客) 是被动接受的

受话人。在旅游的不同阶段，旅游语言通过不同的语体、多样的媒介出现，传递信

息，讲述游客的期待和旅游经历。Dann( 1996) 对旅游语言和旅游这一社会现象研

究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的 4 个主要的社会语言学理论视角: ( 1 ) 真实性视角

( authenticity perspective) 。相对于日常生活来讲，旅游者的经历应该是真实的、纯
正的; 在这种真实性视角下，旅游语言把旅游吸引物看作一个标志，注重景点描述

的真实性，更注重游客和吸引物之间关系真实性的表征。( 2 ) 陌生性视角 ( the
strangehood perspective) 。强调度假和日常生活的对比，“陌生”和“熟悉”的对比;

在陌生性视角下，旅游产业利用“陌生”和“熟悉”这个对立项来创造语篇，激起游

客逃离熟悉的生活中心去往陌生的旅游目的地的期待。( 3) 玩乐性视角( the play
perspective) 。强调旅游中游憩和快乐的一面以及旅游的游戏性，因此，旅游常常有

一种景观化( 视觉、美学的和流行的融合物) 的倾向; 在玩乐性视角下，旅游语言就

以塑造形象为主，象征和超现实比现实更重要、更高级。( 4 ) 冲突性视角 ( the
conflict perspective) 。这种视角反映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异，西方作者倾向于采取一

种掌控、主宰一切未知的态度，认为西方是理性的、正常的，而东方则是非理性的、
异常的。这种视角下，旅游语言没有描述真实的东西方差异，而是重新构建、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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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重新塑造东方。
在 Dann( 1996) 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旅游话

语分析。例如，Cappelli( 2006)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英语国家的书面旅游资料

的真实摘选为语料，通过对旅行指南的劝说功能进行分析，强调了旅游语言作为社

会控制工具的重要性。Pietikinen 等( 2011) 以芬兰北部萨米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纪

念品标签用语为语料，运用人类学和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旅游纪念品标签与旅

游目的地的语言及政治经济的关系。文章认为，购买旅游纪念品是旅游经历的一

部分，纪念品标签是语言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证据。Heller 等

( 2014b) 则分析了旅游语言的商品化、旅游语言折射出的政治经济全球化等问题，

认为旅游特别是多语环境中的旅游，是社会语言学探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的主要

领域。Heller 等( 2014a) 也认为旅游语言是当今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形式的一种

重要窗口，可以把“社会语言学与旅游”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社会语

言学研究中的“社区、身份、语言”等概念和旅游的研究密切相关，因此 Heller 等

( 2014a) 以多语环境旅游地的数据为支撑，研究了商品化和真实性之间的冲突; 考

察了“自我”和“他者”表现之间的关系; 研究了多语种创建的不同身份地位之间的

冲突，考察了身份、真实性和商品化等问题。
3． 2． 2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

有研究者指出，采用批判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旅游话语，可以为挖掘旅游问题的

本质和社会问题提供一种范式。Jaworski 等( 2005 ) 和 Thurlow 等( 2010 ) 在此视角

的旅游话语研究上有突出的贡献。
Jaworski 等( 2005) 的专著收录了多位研究者的论文。这些论文都选用不同的

旅游语篇，分析语篇中反映的社会现象或问题。其中，小小的明信片都可以成为他

们的研究对象，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及旅游现象。Pritchard 等( 2005 ) 认为漫画明

信片是一种集文字和图片为一体动态的、语境敏感的叙事旅游语篇，他们以英国威

尔士的漫画明信片为分析语料，分析了漫画明信片建构和反映的威尔士主流社会

思潮、价值观、集体身份、民族形象和文化。Kennedy( 2005) 认为假日明信片是旅游

文化中一个重要语类，他们以英国大学生在度假期间写给朋友的明信片为语料，通

过分析该类语篇的语言学特征，揭示有关明信片发送者对旅游经历的态度等重要

信息。
Thurlow 等( 2010) 分别选择了两类语篇为分析语料: 第一类代表旅游参与者的

话语，包括飞机杂志( 代表旅游企业的语篇) 、商业标示和名片( 代表旅游目的地东

道主的语篇) 、明信片( 代表游客的语篇) ; 第二类以旅游传播媒介为选择标准，选

择了电视度假秀、报纸游记和旅行指南等语篇。通过分析这些具有代表性语篇的

特征以及其他非言语模态的组织和设计，回答了语言在旅游中的作用、语言塑造旅

游语篇的方式等问题，最终揭示了旅游语篇建构和反映出的全球化思潮，包括各类

语篇结构的同化、游客身份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等，从而使旅游成为一个全球

文化产业的趋势。
此外，还 有 研 究 者 运 用 批 评 话 语 分 析 视 角 研 究 其 他 的 旅 游 话 语。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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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nell-Read( 2017 ) 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 了 人 生 目 标 清 单 ( the Bucket
List) ，认为人生目标清单是一种文化现象，为研究身份和旅游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

启示。在互联网时代，多媒体旅游网站是旅游企业、游客常用的话语形式，更应成

为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语料。例如，Hallett 等( 2010) 以英语旅游网站语篇为分析

语料，使用批判话语分析、社会建构主义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多个案

例网站进行分析，证明了网站旅游语篇在建构国家社会身份和游客身份方面的作

用。他们把语言及其他模态的符号当做社会行为，把社会问题和语篇联系起来，认

为个人和集体的身份建构是一个寻找自我特征并把自我和他者区分开来的过程。
旅游是一个综合性产业，行业参与者所使用的话语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不同

的话语展开研究，可以帮助揭示旅游话语所映射的旅游及社会问题。

4 旅游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4． 1 理论与方法

旅游话语分析应该以一般话语分析的语言学理论作为指导，注重社会语境、文
化语境、政治经济语境对话语的影响。在理论方法上，应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

学、认知语言学、互动语言学等侧重语言学问题研究的理论为基础，以批判话语分

析、社会语言学等理论为指导，对旅游活动中的文本进行分析。
侧重语言学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适合研究旅游传播的本质及过程，是旅游实

践研究的基础。首先，旅游文本是用来传播旅游信息的，传播的过程涉及旅游企

业、游客、旅游目的地接待等各利益方，本质上都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过程。因此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互动语言学、传播学等理论是认识这种沟通

过程本质的最佳理论视角。例如，Castello( 2002) 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了

旅游话语的范围、基调和方式，为认清旅游话语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案例指导。其

次，在目前“互联网 +”时代，大多数旅游企业利用网页、视频等动态模式来宣传旅

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这就要求研究者利用多模态方法来分析该模式的本质特征，

为旅游企业提供更好的话语策略，例如 Hassan( 2014 ) 和 Nekic( 2014 ) 的研究。再

次，随着旅游全球化的发展，双语、多语宣传也是旅游企业的主要推广方式，从跨文

化对比分析的视角研究旅游话语也是主要课题之一，例如 Ruffolo( 2015) 对英国和

意大利酒店宣传的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积极话语分析等理论方法注重话语的社会性和历

时性，把旅游活动当做事件来研究，关注事件的参与者，包括旅游管理机构、旅游经

营商、旅游接待方、游客及旅游目的地居民等及各参与方之间的关系; 关注事件发

生的社会及文化环境、政治经济环境等影响因素; 关注事件发生的进程; 关注旅游

话语折射的旅游业及社会问题等。从批判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积极话语分析等

理论入手分析旅游话语，帮助揭示旅游活动的本质，是旅游话语研究的重点，是对

其他学科研究视角的补充。
4． 2 语料分析方法

不管采用什么理论方法为指导，旅游话语分析都是以旅游行业实践活动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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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实际话语为分析对象。因此，“自下而上”的语料库分析方法是最基本的分析

方法。纵观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借助语料库来开展研究的。
有的研究者采用综合性的各类语料，如 Castello( 2002) 采用了宣传册、杂志、旅游指

南、网页等旅游信息文本; Thurlow 等( 2010) 的研究最有代表性，采用了代表各方旅

游业参与者的话语、代表各类旅游传播媒介的话语。还有研究者以某一类旅游话

语为语料，例如旅游传单( Santos et al． ，2008) 、旅游手册 ( Hassan，2014) 、电视旅游

广告 ( Pan et al． ，2011 ) 、旅游 网 站 ( Hallett et al． ，2010 ) 、网 络 评 论 话 语 ( Wu
et al． ，2017) 、旅游纪念品标签 ( Pietikinen et al． ，2011 ) 、人生目标清单( Thurnell-
Read，2017) 等。可见，只要与旅游活动相关的话语都能成为语料，成为旅游话语分

析的研究对象。
确定了旅游研究的主题、选定了语料类型后，语料的收集和整理是至关重要

的。有些语料是既有的，如旅游目的地的宣传用语或广告、导游词、旅游指南、游

记、网络评论等; 有些语料则是需要自己收集的，例如旅游管理机构的话语、旅游目

的地居民的话语、游客和旅游接待 /旅游地居民之间的交流话语等。收集的过程可

能包括采访、录音、转写等。在整理的基础上形成语料库。然后，根据研究需要，选

用语料库分析软件，例如 ConcApp，Antconc 等来进行统计，包括词汇密度、词汇覆

盖率、关键词等数据。最后，对统计的数据进行语言学分析。使用定量方法研究旅

游话语，可以使研究过程和结果更加客观可信。

5 结论与讨论

5． 1 结论

本文梳理了国外旅游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认为旅游话语分析是话语分析在

旅游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以旅游实践活动研究为己任，具有独特的研究维度、研究

内容和研究方法。在研究维度上，采用共时话语分析和历时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注重话语的社会性和历史变迁; 在研究内容上，把旅游话语当做一个双刃剑，研

究旅游话语对旅游实践活动的构建和旅游话语折射的旅游及社会问题; 在研究方

法上，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采用“自下而上”的语料库分析方法，注重定量研究和

定性研究相结合。总之，旅游话语分析是对旅游研究其他学科视角的有力补充，在

国外已经成为旅游研究的有效范式。
5． 2 讨论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总结国外旅游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吸引研究者们关注旅

游话语分析，关注语言学视角的旅游研究。然而纵观国内有关研究成果，只有少数

研究者开展了从旅游话语分析视角的旅游活动研究，且大多都集中在旅游话语对

旅游活动的构建上，如田海龙( 2009a; 2012 ) 、钟虹( 2007 ) 、施旭( 2008 ) 、田海龙等

( 2008) 、冯捷蕴( 2011; 2012) 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以英文或中英混杂的语料为

研究对象，对汉语旅游话语关注不够。因此，国外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国内旅游话语

分析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从语言学视角对旅游开展研究，以汉语旅游话语为语料，开展汉语的旅游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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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揭示中国特色的旅游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国内的

旅游话语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注重旅游话语的生成机制、传播特点和规

律的研究，使旅游话语分析成为旅游传播学研究的有力补充; 注重旅游话语对国内

旅游资源、旅游服务等实践活动的构建; 注重话语策略、话语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研

究，使旅游话语分析成为旅游营销学、旅游服务等研究的有力补充; 注重旅游各参

与方的代表话语，研究各参与方在旅游实践活动中的话语权和特征，使旅游话语分

析成为旅游业中组织行为学、管理学研究的有力补充; 注重旅游话语映射的中国旅

游现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使旅游话语分析成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有力补充。
总之，可以从多个维度开展旅游话语分析，使语言学视角的旅游研究成为其他学科

视角研究的有力补充，使旅游研究更全面、更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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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Discourse Analysis: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of Tourism Research
ZHAO Defang

( Tourism Institut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ourism discourse analysis is the application of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research． Aiming to provide a guide for tourism practice，this analysis takes the discourse used in travel
practice as the main object to study the mechanism，process，principle and features of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ourism discourse by adopting the linguistic theory and analysis method with． This
paper conducted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zed the research dimension，content and methods of
foreign researches． It was found that: in terms of dimension，tourism discourse analysis highlights the
society and history of discourse;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it studies the role of discourse in
constructing tourism resources and practice，and brings to light the issues in travel industry and society
behind the discourse; and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it takes corpus study as the main tool to provide
more objective resul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ourism discourse analysis，the study of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is an effective paradigm of，a powerful supplement to tourism research from
other discipline perspectiv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tourism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 tourism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tourism research; research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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