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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原真性视角下建筑遗产旅游体验异化研究
——以呼和浩特为例大召为例

白雪  石承飞  李子涵
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本研究以呼和浩特大召无量寺为例，从建构原真性视角探讨建筑遗产旅游体验的异化机制及优化路径。研究梳理了原真性、
体验建构与文化符号化理论，提出三项假设：数字媒介传播强化游客对建筑遗产外在表现的关注，削弱深度文化体验；文化符号
的精炼与再创作能显著增强原真性感知；空间叙事与互动性设计可提升沉浸感和真实性。通过携程网用户点评的文本分析及游客
访谈，发现文化符号是游客感知原真性的核心节点，而“打卡”等行为反映出体验异化。此外，适度的文化讲解与空间优化对沉
浸感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基于此，研究提出优化策略：深化文化符号传播、平衡现代化设施与文化传统、引导游客向深度体验转变、
提供分层次设计满足多样需求、促进多方协作实现遗产保护与发展双赢。研究为蒙古族建筑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提供理论支持
与实践指导，但样本局限与跨文化差异仍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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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感知是旅游决策的起点，也是旅游动机的
关键。蒙古族遗产建筑作为内蒙古的文化标志，
对旅游形象有重要影响。随着遗产建筑旅游的
流行，游客体验趋向深层次的原真性体验。本
研究探讨旅游目的地形象、熟悉度与旅游意向
的关系，旨在验证旅游形象对旅游意向的影响，
检验熟悉度在感知行为模型中的作用，并探索
建筑原真性对旅游形象与游客体验的影响机制，
为蒙古族遗产建筑的文化吸引力与市场竞争力

提升提供理论依据。研究为遗产建筑的旅游开
发与保护提供实践指导，并支持内蒙古文化旅
游产业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

一、研究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原真性与旅游体验
1. 原真性的文化符号化建构
文化与符号是体验原真性的关键，直接影

响游客对遗产地的认同和价值感知。解长雯指
出，城市文创旅游通过文化符号的提炼和再创
作，结合地方历史与现代需求，增强游客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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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的感知。符号化是传递原真性的重要方式，
也为文化价值转化提供可能。陈喆芝强调，红
色旅游演艺中文化深度和叙事逻辑对游客情感
共鸣至关重要，通过融入历史叙事和地方文化
符号，提升游客记忆强度。袁超以呈坎村为例，
探讨地方文化语境对原真性体验的影响，认为
传统建筑和习俗作为文化符号，与游客情感认
同互动，为原真性体验打下基础。符号建构应
基于文化传承，适应游客认知。

2. 原真性的空间实践与感知机制
空间实践是体验原真性的关键，影响游客

感知。雷俊霞强调遗产地设计应结合叙事与互
动，通过景观和游客参与创造意义。王义彬研
究声音景观对体验的影响，认为肇兴侗寨的声
音环境增强了游客的沉浸感和真实性认知。焦
彦探讨了旅游设施的现代性与真实性平衡，指
出适度现代化可提升便利性，但过度商业化可
能损害原真性感知。

3. 原真性建构的路径优化与动态平衡
原真性体验的构建需在传统与创新间找到

平衡。闫红霞提出的“原真性路径”框架，强
调多元参与和多样化体验设计，以尊重传统并
满足现代旅游需求。陈喆芝的研究建议结合游
客需求，采取分层次设计策略，为不同游客提
供差异化体验，满足他们对原真性的不同认知
偏好。

（二）体验属性与建构
1. 旅游体验的核心属性与理论框架
旅游体验的特性影响研究方法和实践策略。

樊友猛系统分析了旅游体验的三个基本特征：
具身性、生成性和交互性，这些特征通过感知、
行为和情感在旅游中体现。孙佼佼强调体验测
量对深化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发了体验量表，
为定量研究打下基础。吴必虎从历史角度提出
“游历”的发展框架，强调体验是探索行为的
驱动力，与文化和社会需求紧密相关，为现代
旅游体验理论提供支持。

2. 特殊情境下旅游体验的建构与机制
旅游体验的建构显示其动态性和场景依赖

性。史鹏飞认为山地旅游的核心在于非功用性
体验，强调游客在极端环境下通过挑战自我和
感知自然实现深度体验。徐英通过草原旅游的
实证分析，构建了以具身性为核心的体验模型，
揭示游客与草原空间的互动。研究显示，自然
与文化符号的结合能增强游客的沉浸感。张朝
枝关注骑行入藏行为，提出流动性旅游体验模
型，强调游客在运动中通过空间连续性和目的
地异质性形成独特体验。该模型强调体验的时
间和空间维度，为流动性旅游研究提供新视角。

3. 特定人群与体验建构的适应性研究
人群需求差异导致旅游体验的多样性和适

应性。高夏丽研究老年旅游，强调体验与社会
关系、健康需求的联系，并指出适配性设计和
社会支持是关键。苗学玲反思扎根理论，强调
从游客视角动态捕捉体验的关键变量。余构雄
以珠江夜游为例，提出整合性体验模型，分析

灯光、音乐和情境叙事的协同作用，展示多感
官整合在特定情境体验设计中的重要性。

（三）文化转向与符号构建
1. 数字媒介与旅游体验的符号化
数字媒介显著加速了旅游体验的符号化过

程。朱竑的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如微信在旅游
体验互动中扮演关键角色，通过即时分享和互
动，旅游行为迅速符号化。王丹平指出，社交
平台的“打卡”行为导致旅游体验异化，游客
更关注符号化表现。李淼探讨了博客叙事在后
旅游体验中的展示机制，认为博客是游客记忆
的外化和文化符号表述。这些研究表明，媒介
技术对体验真实性有潜在影响，后旅游体验是
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符号化作用影响深远。

2. 文化场景与地方的建构
地方文化与旅游体验的互动是符号化过程

的关键领域。林铭亮通过唐诗中的“第三空间”
概念，研究了文化遗产如何影响地方品牌化，
指出其通过符号化的“想象地理”强化了地方
意象，丰富了旅游体验的文化内涵。闫丽源强
调场景建构是旅游符号化的重要途径，通过视
觉设计和情感叙事等手段，促进了游客与地方
文化的深层互动，提升了符号传播效果。鄢方
卫关注“网红打卡”现象，认为符号化行为反
映了消费文化的驱动和游客身份认同的构建，
强调符号建构是文化表现和市场力量的体现。

3. 虚实交融的文化符号体验
虚拟技术改变了文化符号传播，如郑春晖

所述，故宫数字展通过虚实融合提升了游客互
动和体验沉浸感。孙九霞从共同体视角分析旅
游中的文化互动，强调文化符号在情感和价值
传递中的作用。蔡少燕则探讨身体在旅游体验
中的重要性，认为身体的移动和感知是符号感
知的关键，为符号传播增添了情感和感官的维
度。

（四）研究假设：
H1：博客、短视频等媒介的传播强化了游

客对建筑遗产的外在表现关注，而弱化了深度
文化体验。

H2：文化符号的精炼与再创作能够显著增
强游客对建筑遗产原真性的感知。

H3：建筑遗产旅游空间的叙事性和互动性
设计能够提升游客的沉浸感和真实性认知。

二、网络文本调研与分析

（一）数据的采集和预处理
旅行 APP 中的用户点评是游客对自身旅游

体验的记录和评价，内容包含游客旅游过程中
涉及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体验和感受，
一般较为真实可靠。网络游记信息主要来源有
在线旅游网站、贴吧、微博、博客等一些论坛。
本文选取了携程网作为样本数据来源，收集到 
2022 年 8 月到 2024 年 5 月的有关大召无量寺共 
424 条游友点评。为了保证游记的有效性，剔
除了与游客感知无关的游记，例如旅游网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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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购买体验，只有图片分享的游记等，经过筛
选处理后，共得到有效游记数据 370 条。

（二）研究方案设计
借助 ROST Content Mining 内容挖掘软件

和在线词频分析工具对研究内容进行深度发掘，
进一步进行游客感知分析。

三、访谈与分析

对 30 名大召无量寺游客进行了面对面访谈，
录音在获得同意后进行。访谈对象包括信仰者、
售货员及不同职业的游客。访谈时间 3 至 15 分
钟，内容整理后深入了解了旅游保护、开发现
况及游客体验。访谈和问卷显示，游客对大召
无量寺旅游体验评价积极，但也有不满意之处。
游客对当地文化和历史了解不足，对古建筑文
化内涵认识有限。

四、结论与讨论

以呼和浩特大召无量寺为例，本研究探讨
了文化遗产旅游体验中的原真性建构及其异化
现象。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影响下，游客更倾
向于通过拍照打卡等符号化方式消费遗产空间，
而忽视对建筑历史价值的深度探索。

研究指出，文化符号在游客原真性感知中
扮演核心角色，但符号解读的深度呈现两极分
化。游客需求多样，需通过分层设计实现个性
化满足。基于此，研究提出多维优化路径：以
文化符号为纽带，借助数字化技术将历史故事
可视化；构建分众化体验场景；针对社交媒体
的双刃剑效应，引导游客关注文化深度；强调
多方协作机制。

研究结论在跨文化群体与国际游客中的普
适性有待验证。未来需结合多元数据与长期追
踪，进一步探索虚拟现实技术对原真性建构的
长期影响。研究为建筑遗产旅游提供了理论框
架，并强调通过精准的体验设计弥合文化传承
与大众消费的裂隙，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
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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