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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社区文化吸引营造研究
!!!基于鼓浪屿网络游记的扎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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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旅融合语境下# 旅游社区文化吸引的营造有利于发挥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 运用扎根理论范式

的质性分析方法# 以鼓浪屿网络游记为原始经验材料# 自下而上探究鼓浪屿文化吸引的内容构成# 建立适合

于旅游社区文化吸引营造的实质理论% 借助@0+01' 软件经过三级编码过程# 最后归纳提取 ! 个核心范畴# 即

旅游社区文化吸引构成的 ! 个维度& 物质文化吸引' 行为文化吸引和精神文化吸引% 进而依据扎根分析构建

的探索性理论# 从物质文化' 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方面提出旅游社区文化吸引营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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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吗( 多年来相关说法一直

在文献中活跃并引发学者讨论)&*

# 至今未有定论%

可以肯定的是# 文化对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

# 特别是在国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

的今天# 游客的消费不再限于物质层面# 而是包

含了更多对内涵和意义的探求# 与此相关# 文旅

融合' 文化创意成为发展潮流% 同时还应该看到#

虽然文化及其衍生产品繁荣了旅游发展形式和内

容)! H#*

# 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文化深厚的旅游地都

能获得游客的追捧# 一些文化底蕴丰富的遗产地'

历史博物馆鲜有游客问津# 而一些文化创意街区

却游客如织% 已有研究指出# 文化只有经过适当

展示才能发挥其旅游吸引作用)&*

% 因此# 探究旅

游地文化吸引的内容与表现# 以便于旅游地更好

地利用文化形成吸引力# 是文旅结合语境下需要

解决的突出问题%

社区营造最初是台湾为重振乡村社区实施的

一项措施# 随着实践的发展在城市社区推广# 而

今作为一种成功经验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和其他地

方)E*

% 目前# 社区营造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可

操作的社区规划方法# 涵盖 +人' 文' 地' 产'

景, 五大方向# 其中 +文, 主要指历史文化# 强

调对文化进行营造)F#'*)"*&& H&'

% 因此# 台湾社区营

造非常注重文化元素的应用# 以形成社区内部的

文化凝聚力和外部的文化吸引力# 实现社区的振

兴和可持续发展)G*

% 与普通社区不同# 旅游社区

因为以旅游业为主要发展产业# 且以游客为主要

服务对象# 其如何利用文化形成旅游吸引力# 是

关系社区旅游能否成功的重要问题%

相较于社区营造实践# 目前学术界对社区营

造的理论探究稍显不足% 现有文献对社区营造的

研究仍处于经验引借阶段# 大多为台湾和日本实

践经验的总结与介绍)&% H&!*

# 更多本土化的实证尚

未开启# 在旅游方面的探索更甚# 远不能回应经

济和旅游发展提出的新问题% 旅游的全域化和旅

游消费特征的变化# 为旅游社区发展带来了更多

挑战# 同时# 泛旅游化消费的聚集# 也给旅游社

区发展提供了更大机遇# 社区营造是两者之间的

现实路径# 而游客无疑是营造中需要充分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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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基于此# 本文尝试通过扎根的质性研究方

法# 对游客发布的网络游记进行文本挖掘# 分析

旅游社区文化吸引的内容构成# 归纳其本质特征

和一般规律# 概括提炼出理论范畴# 自下而上建

立适合于旅游社区文化吸引营造的实质理论# 为

实践中的旅游社区文化吸引营造提供指导%

(" )*+,

&)案例背景

本文选取厦门鼓浪屿作为案例地进行研究%

鼓浪屿是位于厦门岛西南方的一个小岛# 面积约

&)G 平方公里# 因浪潮拍击洞礁发出擂鼓般声响而

得名% 鼓浪屿不仅自然景色优美# 而且充满人文

特色# 集多元文化' 历史风貌和现代气息于一体%

岛上不管是旅游景点# 还是寻常街巷# 所到之处

皆有风景# 或别致' 或优雅' 或静谧--每一处

都值得驻足细细品味# 因此有 +海上花园, 之称%

独特的文化特征更让鼓浪屿散发着迷人魅力%

因曾经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开辟的首批口岸之一#

还曾是甲午战争后设立的公共租界# 美' 日' 英'

德' 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曾在鼓浪屿设置过领事

馆# 因此被称为 +历史国际社区,# 加之外国商

人' 传教士和返乡华侨等的活动# 使鼓浪屿融汇

世界多元文化# 发展成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

现代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 鼓浪屿的建筑风格便

是其鲜明的体现# 见证了在外来文化影响下本土

建筑变化' 创新的过程# 既有闽南传统民居特点#

又融合西方建筑风格及其景观营造理念# 形成了

特殊的历史建筑风貌和建筑装饰风格# 因此又被

称为 +万国建筑博览,% 同时# 鼓浪屿还以其文艺

气质著称# 有悠久' 浪漫的钢琴文化# 享有 +钢

琴之岛, 的美誉# 艺术气息浓郁# 还有深受文艺

青年喜爱的一个个充满文化创意和巧思的社区店

铺% 此外# 鼓浪屿还有一些重要历史遗迹和文化

名人% 历史遗迹如日光岩的水操台' 石寨门故址#

记录着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屯兵于此的历史# 文

化名人如舒婷等# 这些都是鼓浪屿文化特质的重

要组成部分%

鼓浪屿历史' 人文和自然风光相映成趣# $%&"

年成功申遗# 成为中国第 E$ 项世界文化遗产% 这

座美丽的小岛# 是一些人的旅行地# 也是一些人

的居住地% 岛上著名旅游景点主要有日光岩' 菽

庄花园' 皓月园等# 旅游与社区相融合# 旅游发

展较为成熟# 客源来自全国# 文化吸引力强# 并

能充分获取文本分析所需数据资料# 作为研究案

例地具有代表性' 普遍意义和可行性%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扎根理论范式的质性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 !O41B.=9= 86914P" 于 &GF" 年由社会学

者O;-Q94和 :>4-BQQ提出# 常用于剖析社会学领域

的诸多微观现象# 提供了一种基于数据来发现研

究线索的质性研究方法# 在研究开始前一般没有

理论假设# 而是带着研究问题# 从原始资料中归

纳出概念与范畴# 然后上升到理论# 是一种自下

而上建构理论的科学方法)&#*&' H#'#)&E H&"*

% 基于扎根

理论的质性分析方法在旅游研究领域已得到广泛

应用# 特别是在分析抽象事物的结构和内容)&' H&G*

#

提取维度和主要范畴)$% H$&*方面较为有效# 能够起

到很好的理论构建作用# 进而从理论层次揭示事

物或现象的本质与规律%

鉴于目前社区营造研究在本土化和理论化方

面的缺陷# 迫切需要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实

际案例出发# 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归纳' 抽

象# 逐步构建和完善相应的理论体系% 就旅游社

区文化吸引营造研究来说& 第一# 旅游社区不同

于普通社区# 关于其营造的研究要考虑旅游的特

殊情境# 而在实践中旅游社区营造已经有相关经

验# 恰好为由下至上发展理论提供了案例素材$

第二# 文化吸引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命题# 有待于

通过具体情境的分析概括提取其维度和内容# 这

就要求应用具有某种探索性功能的研究方法% 基

于以上原因# 扎根研究方法成为合理选择%

!)资料收集及整理

研究主要通过马蜂窝 !6>>R& SSTTTLI-29.CD

T1)5.S"' 百度旅游 ! 6>>RQ& SS;0P1B)U-+=B)51IS"

等在线旅游社区选取游客发布的鼓浪屿游记和评

论作为原始资料% 在线旅游社区是游客表达真实

旅游感受' 进行旅游社交的重要平台# 提供了丰

富的关于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攻略' 游记和评论等

旅游信息# 可以收集到足够数量和较为全面' 详

实的游记及评论作为本研究资料% 资料收集采用了

以下标准& 第一# 将发布时间为最近五年 !$%&!

年 & 月 & 日之后" 的鼓浪屿游记和评论作为采集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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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剔除重复游记和评论$ 第二# 筛选包含文化

描述' 游览感受和评价等内容充实的游记和与文

化相关的评论# 即所选择的游记和评论应具有文

本编码时所需的与研究主题有关的内容% 在此基

础上运用扎根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了信息整理和

编码% 需要指出的是# 本研究中资料收集和整理

分析交替使用# 通过分析反复检验资料的饱和度#

填补资料空隙# 直至不再出现新的概念才停止资

料收集与整理%

-" ./01234%5678

&)扎根理论编码

!&"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为了归并原

始资料中相同或相似的类型# 确定类型代表的概

念# 具体操作是通过分解原始资料' 不断对比#

再赋予概念重新组合# 是原始资料的概念化过程%

本文在资料编码过程中借助质性分析软件 @0+01'#

首先利用自由编码功能# 对采集的网络游记进行

自由编码# 反复比较资料# 抽取本研究所需句子#

然后运用类属编码功能# 提取这些句子中重复出

现的类型# 整合相同或相近的类型# 为了忠于原

始材料# 尽量使用原文加以命名# 最终得到 #& 个

概念% 限于篇幅# 下面仅以与建筑文化相关的概

念为例进行开放式编码展示 !表 &"%

!$"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目的是通过

探究概念之间的关联# 进一步归并开放性编码获

得的概念形成类属% 在具体操作时应用 @0+01' 的

类属编码功能# 根据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聚

类并赋予类属# 进而形成 &! 个类属# 分别是建筑'

店铺' 美食' 工艺品' 活动' 服务' 管理' 生活'

事件' 礼仪' 音乐' 宗教和戏剧# 均采用出现最

为频繁的代码% 由此通过对原始资料的进一步剖

析# 从更深层次理解经验资料隐含的理论逻辑%

!!"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旨在选择核心

范畴概括所有已经发现的概念类属# 实现范畴之

间的有机联系# 并补充完全概念尚未发展完整的

范畴% 通过全面系统分析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

码所得的概念范畴# 带入原始资料进行多次提取'

重组和整合# 并与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和理论不断

比对# 确保概念' 类属和范畴贴近原始经验材料

的同时更加科学合理# 最后借鉴旅游地文化的三

个层面)$$*$G'归纳得出 ! 个核心范畴# 即构成旅游

社区文化吸引的 ! 个维度& 物质文化吸引' 行为

文化吸引' 精神文化吸引% 扎根分析的三级编码

过程如表 $ 所示%

表 &A开放式编码举例

原始资料 开放式编码

具有各国风格的古老建筑

万国建筑自有万般风情
建筑风格多样

每一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斑驳的墙壁上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它曾经兴盛的过往 建筑历史悠久

让它这么有味道的应该是这里的原始风貌保存的非常好 建筑保存完好

建筑很有特色

鼓浪屿到处都是这种清水红砖# 非常有特色非常好看

一个极具民国特色的建筑# 是鼓浪屿上众多特色建筑中的一个# 值得一去

建筑富有特色

有 E& 组代表性历史建筑及宅园--现存 G%% 余栋历史风貌建筑 历史建筑众多

有机的空间结构# 内涵丰富的城市历史景观

喜欢古老的建筑# 喜欢教堂# 喜欢走没有目的的小巷
建筑有机组合

中国第一大别墅八卦楼 建筑有代表性

+三让遗风, 的额题吸引我

不知建筑名牌是否为申遗特别制作# 感觉有心了# 尤其小速写搭配的挺有心意

罗马式圆柱# 哥特式尖顶# 巴洛克式浮雕# 门楼壁炉' 阳台钩栏# 细微元素都洋溢

着古典与浪漫的文艺气息

建筑构件吸引

林语堂故居# 林巧稚故居# 弘一法师曾闭关两年的日光岩寺 名人故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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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三级编码过程

开放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

建筑风格多样# 建筑历史悠久# 建筑保存完好# 建筑富有特色# 历史建筑众多# 建

筑有机组合# 建筑有代表性# 建筑构件吸引# 名人故居
建筑

各种风格的店铺# 精致小店# 有格调的店铺# 具有创意的文艺杂货铺# 风貌建筑内

的店铺# 店铺装饰特别# 店门口有拍照设计# 店名好听有趣
店铺

物质文化吸引

非物质文化遗产蛋满灌# 中华老字号 美食

工艺品极具艺术价值 工艺品

买盖章本寻找特色店盖章# 寄明信片# 怀旧岁月 活动

服务态度好# 服务方式贴切# 服务细致周到 服务

没有杂乱无章的商贩# 不会乱改乱建# 街道干净整洁 管理

安逸闲适的生活# 恬静' 远离城市喧嚣# 原住民生活的轨迹 生活

历史事件# 名人事迹# 现代叙事 事件

行为文化吸引

岛上居民非常友好 礼仪

音乐会# 钢琴表演 音乐

闽南民间大道公祭祀仪式# 基督教信仰 宗教

木偶戏表演 戏剧

精神文化吸引

AA !#"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认编码

的科学性与完整性# 在全部编码过程结束后# 本

文通过最后收集 ' 篇网络游记进行理论饱和度检

验# 具体做法是再次遵循扎根理论对新收集的游

记进行逐级编码% 最终结果表明# 理论范畴已经

发展得非常完备# 没有发现文化吸引的 ! 个主范畴

之外的新范畴# 并且 ! 个主范畴内部也未发现新的

构成要素% 由此可以认为# 上述理论构建达到了

饱和)$!*

%

$)研究发现

通过对鼓浪屿网络游记进行扎根理论范式的

质性分析# 可以发现鼓浪屿文化吸引的构成内容

丰富' 形式多样# 归纳提炼得到 #& 个概念' &! 个

类属和 ! 个核心范畴%

!&" 物质文化吸引包括建筑' 店铺' 美食和

工艺品文化吸引 # 个类属# 其中建筑文化吸引表现

为风格' 历史' 保存' 特色' 数量' 组合' 代表

性' 构件和名人故居 G 个概念$ 店铺文化吸引表现

为风格' 精致' 格调' 创意' 建筑' 装饰' 设计

和店名 ' 个概念$ 美食文化吸引表现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中华老字号 $ 个概念$ 工艺品文化吸引主要

表现在艺术价值上%

!$" 行为文化吸引包括活动' 服务' 管理'

生活' 事件和礼仪文化吸引 F 个类属# 其中活动文

化吸引表现于盖章' 寄明信片和怀旧 ! 个概念$ 服

务文化吸引表现于态度好' 方式贴切和细致周到 !

个概念$ 管理文化吸引表现于没有杂乱的商贩'

不会乱改乱建和街道干净整洁 ! 个概念$ 生活文化

吸引表现于安逸闲适' 恬静和原住民轨迹 ! 个概

念$ 事件文化吸引表现于历史事件' 名人故事和

现代叙事 ! 个概念$ 礼仪文化吸引主要表现为居民

非常友好%

!!" 精神文化吸引包括音乐' 宗教和戏剧文

化吸引 ! 个类属# 其中音乐文化吸引表现在音乐会

和钢琴表演 $ 个概念上# 宗教文化吸引表现在当地

祭祀仪式和基督教信仰 $ 个概念上# 戏剧文化吸引

主要为木偶戏表演%

9" :;<=1234>?%

@A

基于鼓浪屿文化吸引构成的扎根分析# 以下

分别从物质文化' 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方面

提出旅游社区文化吸引营造的普适性建议%

&)物质文化吸引营造

!&" 发挥建筑的文化吸引% 建筑特别是历史

建筑是旅游社区物质景观中最具文化吸引的部分#

但限于历史建筑受先天影响较大# 应重视原真性

保护# 尤其是历史风貌建筑和名人故居的原汁原

味保存# 同时# 还应通过合理展示充分突出建筑

的特色# 如进行适当的解说来增加游客的认知%

!$" 创造店铺的文化吸引% 鼓浪屿案例说明#

旅游社区的店铺带来的并不只是商业气息# 文化

创意可以激发店铺的文化吸引# 如围绕特定主题

进行风格' 格调的一系列精心设计# 利用风貌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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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经营# 充满创意和巧思的装饰# 以及有趣的店

名# 都能够更好满足游客对个性和内涵的追求%

!!" 利用美食的文化吸引% 美食是旅游社区

饮食文化的集中体现# 特别是具有 +非物质文化

遗产, 和 +中华老字号, 称号的美食# 本身具有

丰富的文化意义# 是重要的文化符号# 应注重这

类美食的传承与经营# 让游客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体会旅游社区的饮食文化%

$)行为文化吸引营造

!&" 开展活动丰富文化吸引% 旅游的本质在

于体验# 活动项目是增强旅游体验的重要途径#

能丰富游客的旅游经历% 旅游社区可以根据自身

文化特点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 在活动中强化游

客的文化体验# 提高游客的文化认同%

!$" 形成规范增强文化吸引% 管理和服务是

旅游社区人文素质的体现# 形成良好的管理和服

务规范能展现和谐的人文气氛# 赢得游客的好感%

如旅游市场管理和旅游服务的规范化# 都能在行

为层面为旅游社区的文化吸引加分%

!!" 社区参与共建文化吸引% 旅游社区不仅

是游客的游览空间# 也是社区居民的生活空间#

并且旅游社区的文化来源于社区居民长期生活的

积淀# 其文化吸引的营造离不开社区居民的亲善

与配合# 应积极争取社区居民参与# 获取原住民

对旅游发展的支持# 满足游客体验当地生活文化

的深度旅游需求%

!#" 挖掘事件提升文化吸引% 事件通过人物'

故事' 情节有利于旅游社区文化的传播# 并且能

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可以有效提升旅游社区的

文化吸引% 旅游社区既可以挖掘相关历史事件'

名人事迹# 还可以对现代典型事件进行叙事处理#

表达特定的文化意义# 呈现生动形象的旅游社区

文化# 如鼓浪屿 +赵小姐,' +张三疯, 的故事都

形成了很强的文化吸引效果%

!)精神文化吸引营造

精神文化是旅游社区文化的内核# 也是旅游

社区的本底文化% 旅游社区精神文化吸引的营造

涉及文脉的传承# 以及艺术' 宗教等文化形态的

存续与发展# 一方面# 应结合旅游发展对传统文

化的精神内涵进行解读#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另

一方面# 还应通过旅游演艺' 仪式活动等进行文

化的活化利用# 实现文化吸引与文化发展的相得

益彰% 可以说# 旅游社区的文化吸引始于物质文

化# 陷于行为文化# 忠于精神文化# 旅游社区精

神文化吸引的营造# 不仅可以提升旅游社区的文

化形象# 还能够增强游客对旅游社区的文化认同%

B" CDE

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的文化吸引为

标本# 运用扎根理论范式的质性分析方法# 通过

分解' 抽取' 比较' 整合等编码技术对游客发布

的网络游记进行逐级剖析# 自下而上归纳提炼鼓

浪屿文化吸引的内容构成# 建立针对旅游社区文

化吸引营造的探索性理论# 并提出相关营造建议#

所得结论如下%

首先# 基于鼓浪屿的实证经验# 旅游社区的

文化吸引可概括为物质文化吸引' 行为文化吸引

和精神文化吸引三大维度% 其中# 物质文化吸引

包括建筑文化吸引' 店铺文化吸引' 美食文化吸

引和工艺品文化吸引四个方面$ 行为文化吸引涵

盖活动文化吸引' 服务文化吸引' 管理文化吸引'

生活文化吸引' 事件文化吸引和礼仪文化吸引六

个方面$ 精神文化吸引包含音乐文化吸引' 宗教

文化吸引和戏剧文化吸引三个方面%

其次# 根据旅游社区文化吸引的构成# 其普

遍营造思路可以从物质文化吸引营造' 行为文化

吸引营造和精神文化吸引营造三大方向出发# 相

应地# 物质文化吸引营造应关注建筑' 店铺' 美

食和工艺品等方面# 行为文化吸引营造应从活动'

服务' 管理' 生活' 事件和礼仪等方面着手# 而

精神文化吸引营造应注重艺术' 宗教等文化形态%

最后# 研究回应了文化需要利用合理手段进

行充分展示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旅游吸引作用的观

点# 并进一步指出旅游社区文化吸引营造是发挥

文化的旅游吸引作用的有效途径# 作为以游客为

主要服务对象的旅游社区# 依据游客的文化消费

特点与偏好# 通过有目的的营造使游客充分感受

和体验旅游社区的文化元素# 从而获取文化资源

的旅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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