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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引入T【s(旅游形象系统)这一现代旅游形象设计的先进理念和方法，从理念基础 (Mf)、行为准则 (B【)、 

视觉形象 (VI)、听觉形象 (H【)和风情识别 (F【)五个方面对我国乡村旅游地形象设计与塑造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探 

讨，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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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major problems and disadvantages existing in the rural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design of China based on TIS(Tourism Image System)which involves MI(Mind Identity)，Bl(Behavior 

Identity)，VI(Visual Identity)，HI(Hear Identity)and FI(Folk Identity)．Secondly，countermeasures are presented． 

Finally， We understand that rural tourist destination planning & design of China must insist on “mage-market- 

resOurces—regiOn”integrat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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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 

所 ，以乡村独特的人居环境、生产形 

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旅游对象 ， 

以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求知、健身、 

娱乐和回归自然等需求为目的的一种 

新型旅游方式。主要包括观光型、民俗 

型和休闲型三种类型 。具有开发范围 

广、资源丰富、类型多样 、地域特色明 

显、原始野趣浓、易开发、投资少、见 

效快、游客参与性强、重游率高、消费 

低等特点。 

尽管乡村旅游在发达国家可以追 

溯到 l9世纪中期，但大规模的开展还 

是在20世纪 8O年代以后。我国的乡村 

旅游是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促动下 ， 

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它 

首先兴起于我国沿海一些经济发展较 

快的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和著名景区的 

周边地带 ，反映了人们回归 自然、返璞 

归真的需求心理。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乡村 

旅游规划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多， 

特别是不注重乡村旅游地形象设计与 

塑造。本文就此加以分析和讨论，以图 

引起大家的共鸣。 

1 CIS与 TIS 

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即为企业识别系统，最早诞生 

于 2O世纪 5O～60年代的美国，其含义 

是指将经营理念与精神文化，运用整 

体传达系统 (特别是视觉传达设计)传 

给企业周围的关系者或团体 (包括企 

业内部和大众)，使其对企业产生一致 

的认同感与价值观。也就是结合现代 

设计观念与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的整体 

性运作，刻画企业的个性，突出企业的 

精神，使消费者产生深刻的认同感，从 

而达到促销目的的设计系统。CIS的构 

成包括三大部分 ：理念基础 (Mind 

I d e n t i t Y，简称M I)、行为准则 

(Behavior Identity，简称BI)、视觉 

形象 (Visual Identity，简称VI)。三 

者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带动企业的经 

营管理 ，塑造企业的独特形象。 

TIS(Tourism Image System ) 

即为旅游形象系统，是CIS在旅游形象 

设计中的具体表现 ，它除了包含CIS的 

MI、BI、VI三部分之外，还包含 HI 

(Hear Identity，听觉形象，简称HI) 

和FI(Folk Identity，风情识别，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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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FI)。世界上最早关于旅游形象设计 与周围环境显得十分不协调，他们没 设计与塑造，如服饰不统一、服务意识 

的研究，以 1971年美国科罗拉多IJ、I、J立 有意识到 “越是自然的才越是人类的， 不强、业务素质不高等。有的虽进行了 

大学J．D．Hunt撰写的一篇题为 形象 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形象设计和塑造，但不注重通过广告、 

— — 旅游发展的一个因素》(Image：a 2．3 缺乏科学的规划管理和营销 公共关系和网络媒体等促销手段进行 

factor of t0urism)的博士论文为标志。 策划 形象传播，无法吸引更多更广的客源。 

在我国，对旅游形象设计的研究与实 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旅游地都 

践大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是自发形成的，缺乏科学的规划设计 3 乡村旅游地形象设计的基 

由北京大学已故的陈传康教授引导和 和严格的审批制度，遍地开花、重复建 本思路 

发展，目前还处在一个初级的探索阶 设现象严重，功能分区不明确，游线设 乡村旅游地的形象设计应根据TIS 

段，许多理论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地 计不合理，产品结构单一。管理人员主 的基本原理和程序进行
， 即首先要确 

充实和完善。 要是以当地农民为主，由于文化水平 定形象设计的理念基础
， 其次是对行 

在一个形象传播的商业时代，乡村 较低，业务素质较差，缺乏先进的管理 为准则
、 视觉形象、听觉形象和风情识 

旅游地同其他旅游地一样，具有品牌 经验，未把现代企业制度引人经营管 别进行设计
， 最后是对所策划设计的 

化、企业化、商品化的发展趋势。因此， 理，各家各户为政，缺乏组织协调，致 形象进行传播
。  

乡村旅游地需要进行形象设计，使其 使管理比较混乱。另外，不注重市场营 3
． 1理念基础 (MI) 

内部形成一个 “共同体”，外部成为既 销，缺乏品牌意识，难以达到提高旅游 乡村旅游地的形象设计主要体现 

追求“利润”又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的旅 产品商业价值和市场占有率的目的。 在对旅游产品的创意
、 构思、规划与包 

游点。这就要求有明确的理念基础和 2·4 形象定位模糊，主题不突出 装
。 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适应形象导 

行为准则 ，再通过相应的视觉形象、听 由于没有对当地文脉、旅游资源和 向的时代背景
，通过宣传口号以及VI、 

觉形象和风情识别设计，形成面向社 客源市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在 HI
、 FI和BI的行销传播深入到旅游者 

会的宣传系统，以形象导向促进 “行 开发旅游产品时追求 “大而全，小而 心中
， 从而增强旅游产品的吸引力、扩 

销”，成为众所周知并愿意与之‘‘交易’’ 全”，缺乏拳头产 和特色产品，致使旅 大市场占有率
。 因此，MI是旅游形象 

的信得过的旅游目的地。 游形象难以确定。有的虽然已确定了旅 设计的核 g,NNN
， 也是乡村旅游地 

游形象，但在具体操作时却走了形，变 开发建设的理念基础
。 旅游产品概念 

2 我国乡村旅游地形象设计 了样，如建筑风格、道路、服饰、饮食、 的内涵设计必须建立在广泛而深刻的 

中存在的问题 农具以及农作方式等不协调、不统一， 理念分析基础之上
。 

2．1 指导思想片面，观念落后 让旅游者观光体验之后，不知道是反映 由于乡村旅游地是靠独特的人居 

许多 乡村旅游地在开发规划过程 现代乡村的风貌，还是体现古代乡村的 环境
、 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 

中，往往就资源论资源，就市场论市 韵味，给人一种形象模糊的感觉。 来吸引游客的
， 体现一种回归自然、天 

场，没有考虑形象塑造，没有树立融 2·5 解说系统不完善 人合一的意境
， 也符合近年兴起的 tt绿 

“形象一市场一资源一区域”于一体的 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与管理，致 色旅游”
、 “生态旅游，，的巨大潮流。因 

综合开发观，缺乏先进理念和经营哲 使解说系统不完善，主要表现在 ：无导 此
， 笔者认为生态文明观是乡村旅游 

学指导 ，未形成自己的特色，难以给旅 游图供给 ，给初次来到的游客造成极 地形象设计共同具有的理念基础
。 

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的不便；缺乏指示牌和标牌，特别是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2·2不注重乡土文化的挖掘和包装 介绍有关农作物、牲畜、古建筑、农具、 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
、 更高级、更 

不少乡村旅游地在原有基础上稍加 手工艺品和服饰等方面的标牌比较少， 伟大的文明
。 它信奉 cc人是自然的一 

改动就开始接待游客，没有对具有浓郁 具有双语解说的标牌更少；导游讲解水 员”的哲学观点
， 在生产和生活中，遵 

乡土气息的传统饮食、服饰、手工艺品、 平不高，缺乏专业导游。 循生态学原理
， 谋求建立人与 自然和 

音乐舞蹈、风俗习惯以及农作方式等乡 2-6 不注重形象的塑造和传播 谐共处
、 协调发展的关系，是生态伦理 

土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其结果是未形 有的乡村旅游地缺乏标徽、纪念 观
、 生态经营观和生态哲学观的综合 

成乡村旅游所应有的乡土氛围。有的乡 品和户外广告等视觉符号识别系统， 体现
。 具体来讲，乡村旅游地的理念基 

村旅游地甚至把古朴典雅的乡土建筑拆 即使有也缺乏创意，缺乏人性化的设 础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 

除，新建现代化的各种服务接待和娱乐 计，难以引起游客的兴趣。有的乡村旅 (1)旅游功能
：建立特色鲜明、个 

设施，建筑风格缺乏传统的文化底蕴， 游地也不重视工作人员和村民的形象 性脱出
、 内涵丰富的旅游地；(2)生态 

一 ； j 甍霞圜llg聪 ∞ 一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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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教育培训和行为规范等措施，使 游产品推向社会 ，产生轰动效应和持 境 当中
；对于古建筑群内的户外广告 ， 

员工对旅游地的理念基础达成共识， 续效应。乡村旅游地的视觉识别设计 形式要求古朴
， 色调要求凝重 ，以更好 

强凝聚 ，从根本上改善运行管理 一般包括视觉符号识别设计和视觉景 地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 

带 ：
．苎 生贝! 登 ：、! 亨 观形象设计 (7)从业人员的视觉形象。其最直 客 竺 3

． 3．1

． ! 别 接最重 的是 ≤ 
于 员

程

的服务态度。要建立良好的旅 的指导下进行构思与设计，但要注 ⋯ ～ ⋯ ～ ⋯  
游形象，旅游地必须狠抓服务质量 ，以 意其科学性、艺术性和经 性 ，一般来 符合员工的身份特征。 

“客人第一”、“顾客就是上帝”为宗旨， 讲，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3·3·2视觉景观形象设计 

发自内心地解决客人的困难和合理要 (1)旅游地名称。名称是游客认识 视觉景观的美和吸引力是乡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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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它们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城市 3．4听觉形象 (HI) 点的服饰、撒拉歌舞、撒拉饮食。 

景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所以乡村旅 听觉形象一般包括旅游地的语言、 

游地的视觉景观形象设计只能是突出 民歌、地方戏曲、背景音乐、旅游主题 4 结语 

乡村景观特色，挖掘 乡村文化内涵 ， 曲和宗教音乐等。一般来讲，旅游者对 越来越 多的旅游地已开始注意到 

体现特有的乡村意象，重点放在景观 当地语言和独具特色的歌曲最感兴趣， 形象设计与塑造的重要性
， 而其进一 

斑、景观廊、景观基的空间组织和文 而 乡村旅游地 自然景观独特 、民族风 步深化便是导入 TIS
， 但 目前我国只 

化体现上。 情浓郁 、文化底蕴深厚 ，具有很多值得 有少部分旅游景区做到了这点
。 由于 

乡村旅游地是一个以自然成分为 挖掘的听觉形象素材。 乡村旅游发展时间不长
， 理论研究薄 

主的人工生态系统，一个自组织、自调 游客的旅游效果直接影响到乡村 弱，人们认识水平不高
， 其开发规划 

节的开发系统，一个有人参与的主动 旅游地的形象，口碑宣传是其重要宣 往往是就资源论资源 (资源导向型规 

系统。因此我们在进行视觉景观形象 传渠道，一定要引起重视。它主要通过 划思想)
， 就市场论市场 (市场导向型 

设计时，要遵循生态规律，树立生态观 系列服务来实现，其中听觉形象设计 规划思想)，而忽略了旅游形象的设 

念，用生态美学标准进行构思、加工、 就是一种有效方法。例如，我们在青海 计
。 如果我们在乡村旅游地规划设计 

改造和评判。传统美学中，强调建筑形 省考察时就发现，“青海花儿”是一个 中弓I
．)k．TIS，以‘‘形象一市场一资源一 

式与功能的结合，注重体量、色彩、比 很好的听觉形象。由于该地区是少数 区域”四位一体的综合导向型规划思 

例、尺度、材料和质感等视觉审美要素 民族集聚的地方，很 多人能歌善舞， 想为指导
， 把其建成 ‘‘自然一生产一 

及空间给人的心理感受。其实，在自然 “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是他们的真实 休 闲一 康乐”于一体的景观综合体
。  

界中，众多生命与其生存环境所表现 写照。在劳作中、在闲暇里，Jt．fN~  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 

出来的协同关系与和谐形式本身就是 唱歌的方式来传递喜讯、表达情感 ，并 跟
， 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才能在众多 

一 种自然的生态美。 且多为即兴演唱 ，这种歌曲逐渐演变 类型的旅游地 中脱颖而出
， 成为璀璨 

生态美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I) 为 “青海花儿”。每年的六月六还要举 的明星
。同 

生命力，要求我们规划设计的乡村景 行 “花儿会”来进行演唱比赛。“青海 【参考文献】 

观应具有良好的生态循环再生能力， 花儿”与高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 [1]谢花林，刘黎明等．开发乡村生态旅 

如珠江三角洲部分保留的桑基鱼塘、 融为一体，可作为听觉形象设计的主 游探析[J]，生态经济，2oo2(1 2)：69～71 

蔗基鱼塘、果基鱼塘等；(2)和谐，要 要内容。在景区，可作为背景音乐；在 [2]王兵，从中外乡村旅游的现状对比 

求人工与自然互惠共生，各有所得， 交通车辆上，可作为消遣时间的方式 看我国乡村旅游的未来[J]．旅游学刊， 

相得益彰 ，浑然一体 ，即人工构筑物 和娱乐活动内容 ；在餐饮过程中，可作 1 999(2)：38～42 

与生态环境形成一种和谐美，如江南 为敬酒歌，提升餐饮文化；在迎送中， [3]李蕾蕾·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务 

水乡；(3)健康，在争取人工与自然和 可作为场景音乐，烘托气氛。 实[M]·广东旅游出版社， 。。。： ～ 

下 仓 乏污 危害，3．5 识别 ， 使人生理
、 心理得到满足的健康旅游 风情识别一般是指 乡村旅游地 中 。 。 ” ⋯ 。 

环境。 惟一具有并且能够成为该地区形象代 [5]吴必虎
， 金华，张利．旅游解说系统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设计建筑时， 表的节目或者活动。青海省有两个全 规划和管理[J]
．旅游学刊，1 999(1)：44～46 

首先，要维护地方的尺度，使新建筑不 国惟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互助土族 [6]王云才
， 刘滨谊 论中国乡村景观及乡 

影响该地区目前的 “图景”和 “特点”； 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 在长期 村景观规划[J] 中国园林，2oo~(1)：55～58 

其次，运用当地建筑材料，如木材、石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了自己 [7]冯维波，黄光宇
． 基-T生态文明的 

料、竹子、藤类等自然材料，色彩要与 独特的文化传统
、 风俗习惯和生活方 建筑观[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环境协调 ，即建筑可采用 “内部现代 式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

该地 学版)，2oo4(2)：64～67 

化，外观自然化”，避免 “焕然一新”； 区风情识别系统设计主要为： [8]庄惟敏．关于建筑评论[J]．建筑师， 

再次，运用适应当地气候的建筑方式 ； 土族风情——轮子秋
、

安召舞、宴 【 )： ～ 

最后，运用保护生态的建筑技术。此 席曲
、

七彩的服饰、醇香青稞酒以及独 [。]芭芭拉 慕容著·乡村地区可持续 

外，要杜绝诸如垃圾成堆、污水横流、 特的节日安召纳顿节
。 

业一 史建筑保护、修复和功 

厕所卫生差等 “视觉污染”。 撒拉风情__具有中亚游牧民族特 ’王晓 。译·建筑学报 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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