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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淳国际慢城 

游客慢文化感知研究 

殷倩文 杨自丽 薛雯烨 涂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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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 要】：通过搜集网站评论，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析慢旅游背景下游客对高淳国际慢城的慢文化感知，

研究结果表明：游客在高淳感知到的文化主要集中于慢城、老街、游子山等景区。游客对高淳的文化感知分为：自

然景观风格、人文风俗特色、人际交往感知、媒体传播映像、历史文化传承、建筑风貌格局六大维度，在此基础上

设计了一条贯穿“文慢城”“水慢城”和“山慢城”的为期两天的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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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精神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对于健康十分不利。人们对于慢节奏生活的向

往越来越强烈，渴望身心愉悦和满足精神需求。因此，人们慢下来关注心灵、环境，对于“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慢文化，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兴起的慢食运动和慢城运动，“放慢节奏，享受生活”的理念引发人们对慢文化的

思考。国外学者对慢文化的学术研究至此开始，其研究侧重于慢文化对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影响，对慢文化本身概念及其发展方向

的研究较少。LesM.Lumsdon,运用扎根理论以及访谈法，认为在慢旅游过程中，游客通过放慢脚步与当地人互动、交流，集中于

慢文化、旅游体验和环保意识上，加深对旅游目的地的感受。Presenza和 Micera,基于慢文化视角下，研究慢城运动中的目的地

开发，为旅游目的地的治理做出了贡献。 

国内对于慢文化的研究晚于国外。国内学者侧重于研究在当今快节奏社会下，对慢文化的内涵解读，慢文化与慢旅游的关系

以及对慢文化理念的应用。曹宁、明庆忠运用 5M理念，并结合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原理，研究慢文化氛围，探讨慢旅游与休

闲旅游的关系；宗仁曾呼吁，应将“慢文化”系统化，真正让慢文化、慢生活、慢品质成为城市的标识。 

观察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学者对于慢文化有不同的角度研究。本文以高淳国际慢城作为研究对象，在游客对慢文化感知视角

基础上，从实地调查的具体数据着手，集中于将慢文化与旅游目的地发展。慢文化与休闲旅游相结合，开发特色文化旅游，多维

度探讨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感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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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本文以南京高淳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高淳区位于长三角低山丘陵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生态环境优越，历史文化悠久，

是一处整合了丘陵生态资源而形成的集观光休闲、娱乐度假、生态农业于一体的综合旅游观光景区，2010 年被世界慢城联盟授

予中国首个“国际慢城”。 

1.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第一大综合在线门户网站携程网获取了关于高淳地区景区的游后评论，其中包括高淳老街、桠溪国际慢城、固城湖

水慢城、漆桥古村落等景区。利用爬虫软件八爪鱼获取相关景区评论文本，严格把控提取的评论质量及时效性，剔除文本中的广

告信息、不合逻辑的数据。最终得到有效评论 168条，字数达 18967字，作为研究的原始资料。 

1.3研究方法 

1.3.1文本分析 

ROSTCM6软件可以进行中英文分词和情感分析等功能性分析和微博分析、网站分析等一系列文本分析。本文借助 ROSTCM6软

件来实现高频词处理，探索提取网络文本内容里蕴含的文化内涵。 

1.3.2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

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通过三段编码将数据资料进行概念化和抽象化，逐步得到概念和范畴，最终得出研究理

论。本文将搜集的关于高淳景点的评论资料借助 Strauss 的建构扎根理论程序进行归纳分析，进而构建游客对于高淳地区文化

的感知维度。 

2 研究资料处理与分析 

2.1高频特征词分析 

将 TXT文本导入 ROSTCM6软件后，首先进行分词处理，注意合并相同词汇，过滤无意义的词，然后进行中文词频分析，输出

排名前 90 的词。一般来说，词频越高的词汇是旅游者感知到最多的，认同度最高的。(见表 1)可以发现，游客在高淳感知到的

文化主要集中于慢城、老街、游子山等景区，主要包括建筑文化、美食文化、生态文化等方面。 

表 1网络文本词频统计表 

排名 高频特征词 频数 排名 高频特征词 频数 排名 高频特征词 频数 

1 高淳 112 31 风光 10 61 明清 5 

2 南京 87 32 景区 9 62 自行 5 



 

 3 

3 慢城 62 33 门票 9 63 造型 5 

4 漆桥 52 34 保圣寺 9 64 天气 5 

5 游子山 49 35 自然 9 65 美丽 5 

6 高淳老街 48 36 面积 9 66 千年 5 

7 公园 39 37 文峰塔 8 67 傍晚 5 

8 建筑 38 38 游子 8 68 山水 4 

9 地方 31 39 动物 8 69 健身 4 

10 桠溪 24 40 整个 8 70 宝塔 4 

11 文化 23 41 有趣 8 71 出发 4 

12 生态 20 42 金陵 8 72 分布 4 

13 游客 19 43 风格 7 73 游人 4 

14 风景 18 44 商业 7 74 登高 4 

15 固城湖 16 45 慢生活 6 75 建立 4 

16 保存 16 46 新四军 6 76 人物 4 

17 特色 15 47 步行 6 77 工艺 4 

18 国家 15 48 第二 6 78 保护 4 

19 当地 15 49 感受 6 79 游船 4 

20 方便 13 50 地区 6 80 村落 4 

21 公里 12 51 过去 6 81 道教 4 

22 博物馆 12 52 大片茶 6 82 玩耍 4 

23 游览 12 53 宋朝 6 83 休闲 4 

24 多年 11 54 空气 5 84 花田 4 

25 小吃 11 55 青山 5 85 华东 4 

26 游玩 11 56 广场 5 86 路边 4 

27 周边 10 57 全国 5 87 上午 3 

28 豆腐 10 58 文物 5 88 交通 3 

29 周末 10 59 名字 5 89 雄伟 3 

30 孔子 10 60 固城 5 90 整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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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维度构建 

依据扎根理论方法对收集来的网络文本资料运用 Nvivo11.0 质性研究软件进行编码分析。将获取的网友评论以 TXT 格式导

入 Nvivo,根据三段式编码程序逐段逐句逐词阅读编码整理，通过不断比较，逐层探索归纳得到游客对高淳区文化感知维度(见表

2)。 

首先进行开放式输入，景点评论中涵盖了游客对周围信息的基本感知，因此，运用文本内原有词句进行囊括形成 44个初步

定义，如“古街”“特色小吃”“木雕”等。再进行关联式输入，对初步定义反复比较，发现词句间的包含关系和相关性等有机

关联性并进行归纳整合。可以从表 1 中看出，找到“轴心”后形成了 11 项类属范畴。最后核心式输入，在所有的 11 项范畴中

根据出现在资料的频率以及与其他类属发生关联的容易度，通过反复比较将 11项类属归纳为 6个主范畴。最终将游客对高淳地

区文化感知分为：自然景观风格、人文风俗特色、人际交往感知、媒体传播映像、历史文化传承、建筑风貌格局六大维度。 

表 2游客对高淳地区文化感知维度逐级编码过程 

一级编码(开放式编码) 二级编码(主轴式编码) 三级编码(选择性编码) 

亲近大自然(6)、湖光山色(4)、花海(3)、荷塘(3)、森林公园(2) 自然风景(3.07%)  

动物园(6)、古街(3) 资源景区(1.31%) 自然景观风格(8.04%) 

生态农业(5)、茶园(2) 农业体验(3.71%)  

特色小吃(11)、土菜(5) 特色饮食(3.14%) 人文风俗特色(4.67%) 

手工艺品(4)、木雕(3)、当地布鞋(2)、羽毛扇(2)、 

高淳民俗馆(2)、非物质文化遗产(2) 
传统民俗(1.52%)  

慢(11)、休闲(7)、感受(6)、热情(2)、宁静(2)、意境(2) 生活状态(7.67%) 人际交往感知(7.67%) 

《人民的名义》(3)、电影(2)、《黄桥决战》(2)、 

连续剧(2)、《将军的抉择》(2) 
影视效应(0.87%) 媒体传播映像(0.87%) 

三教文化(4)、真如禅寺(3)、关王庙(2)、耶稣教堂遗址(2) 宗教传统(2.66%)  

历史浓厚(7)、爱国主义教育(3)、新四军(2)、历史人文(2) 历史文化(3.46%) 历史文化传承(7.33%) 

“游子”文化(6)、地藏王菩萨(2) 传说故事(2.68%)  

古建筑群(5)、徽派风貌(4)、明清建筑群(3)、 

砖石木雕(2)、古建筑群(2)、粉墙青瓦(2) 
建筑风格(3.03%) 建筑风貌格局(3.03%) 

 

注：括号内数字代表该词出现频率，括号内百分比代表属于该范畴内词语占全文比例。 

2.2.1自然景观风格维度 

游客对关于自然景观的评论占比最高。在旅游活动中游客对旅游地最直接的感知往往是视觉，视觉上的效果能带来对旅游

地的第一印象。高淳地区的自然资源很丰富，比如游子山、水慢城、龙湖生态园等景点生态环境优美、植被覆盖率高，这些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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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游客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 

2.2.2人际交往感知维度 

Boostin认为旅游体验是一种符合流行趋势的消费行为，旅游是为了追寻某种切实的体验。前往高淳旅游的游客大多为了放

松心情、逃避现实生活的紧张。本文从评论中提炼出的“慢”“休闲”“热情”等词都反映了游客在游玩时的心理感受总体上

是愉快悠闲的。 

2.2.3历史文化传承维度 

历史文化资源被视为一个地区的“命脉”,蕴含一定的文化价值。游客能从“历史浓厚”“三教文化”“游子文化”等词语

中感受到高淳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频繁出现的词语体现了游客对高淳的历史文化感知。 

2.2.4人文风俗特色维度 

在浓厚的历史氛围下，民众的生活文化形成了一定的特色。高淳区市级以上的非遗项目有 36个，“木雕”“羽毛扇”“当

地布鞋”等这些主要展示在高淳老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游客主要体验的高淳传统民俗。 

2.2.5建筑风貌格局维度 

在历史长河下，高淳形成并拥有了独特的建筑文化，主要体现在以明清建筑为主的高淳老街和漆桥古村落。主要从“古建筑

群”“徽派风貌”“明清建筑群”等词语可以展现。 

2.2.6媒体传播映像维度 

媒体传播已成为景区宣传的主要途径，万亩茶园是《人民的名义》取景地，《黄桥决战》《将军的抉择》等电影也有在高淳取

景。但是该维度占整体评论比例很少，说明高淳的影视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不够密切，游客感知程度体现较弱。 

3 旅游线路设计 

本文从上述六个维度出发，以自然景观风格、历史文化传承、人文风俗特色为主要出发点，穿插人际交往感知、建筑风貌格

局和媒体传播映像维度。结合前述网络文本词频统计表中，如“慢城”“漆桥”“游子山”“高淳老街”等频数较高的词。融合

高淳区全域旅游规划的慢城理念，设计了一条贯穿“文慢城”“水慢城”“山慢城”的为期两天的旅游线路。 

以高淳老街-固城湖水慢城-高淳陶瓷博物馆-漆桥古村落-游子山休闲旅游区-高淳国际慢城为主要路线。从历史文化街区到

水上度假胜地，从“金陵第一古村落”到“濑渚第一形胜”,在体验“慢享受”“慢生态”“慢生活”之中散去一天的疲惫。 

高淳拥有浓厚深远的历史文化，素有高淳民俗文化缩影之称的高淳老街距今有 900余年的历史。拥有近 2000年历史的漆桥

古村落保留了江南古村落的风土人情。还能在高淳陶瓷博物馆和游子山看到灿烂的陶瓷文化和三教文化。优越的生态环境也让

高淳成为“南京的后花园”。其中固城湖水慢城、游子山、桠溪国际慢城尽显江南典型生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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