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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五店市为案例地，使用内容分析法分析游客网络评论文本数据，研究历史街区

旅游发展效果。结果表明：历史街区旅游吸引物主要包括街区建筑、街区氛围、街区休闲三

个方面，游客在历史街区的活动以街区观光休闲和购物为主，对街区景观、环境、交通可达

性、服务四方面体验要素关注较多。游客对历史街区旅游总体评价趋于正面积极，但是商业

性强、旅游活动单一、地方类似是历史街区旅游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历史街区旅游的进

一步发展，需要在控制商业化程度、丰富旅游活动类型以及突出街区地方特色等方面进行完

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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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历史街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城市的传统风

貌和地方文化特色，具有很强的文化特征和人文理念。自从１９８６年国务院公布
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提出 “历史街区”的概念，对于各地历史街区的

保护开发实践活动不断增多，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加，主要集中在历史街

区的概念特征、保护开发模式、规划方案、社区参与等方面。历史街区因其记载

着城市历史发展信息，蕴藏着深厚的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能够满足

游客求新求异的旅游需求，所以发展旅游就成了保护开发历史街区的重要途径。

历史街区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在我国很多地区已得到很好的实践，如：北京国子监

街、成都宽窄巷子、福州三坊七巷、山西平遥南大街等。因此，历史街区与旅游

业的融合互动研究对促进历史街区的保护开发、保留城市文化记忆、满足消费者

的精神体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街区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都已成



为当下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历史街区与旅游的发展研究相对较早，主要

集中在历史遗址旅游、旅游对历史街区的影响、历史街区发展旅游的模式、

社区居民态度等方面。如 ＡｌｉｓｏｎＣａｆｆｙｎ＆ＪａｎｅＬｕｔｚ对英国伯明翰城市中工业
街区遗址的旅游开发进行思考［１］；ＤａｖｉｄＴＨｅｒｂｅｒｔ在其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一书中论述了历史遗产 （包括历史街区）对发展现代旅游的影

响，但未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２］；ＰａｕｌＭＦｏｔｓｃｈ认为，旅游业
的全球化竞争对历史街区的发展产生了普遍影响，例如标准化、商品化 、历

史扭曲化和现代化［３］；ＴｉｍＳｎａｉｔｈ＆ＡｒｔＨａｌｅｙ通过调查英国约克镇的居民对
旅游发展的态度进行研究，对历史旅游城市发展旅游进行管理提供了普遍的

意义［４］；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Ｆｒｏｃｈｏｔ＆ＨｏｗａｒｄＨｕｇｈｅｓ则从服务质量管理角度建立了历史
街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型［５］。

国内对历史街区与旅游的融合发展研究相对较晚，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

近几年，研究内容涉及历史街区的旅游开发方式、影响，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

游客满意度及居民感知，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沈苏彦、沙润等提

出历史街区在旅游开发时，可采用 “主客相融”“低密高质”模式，即强调当

地居民和旅游者相融合［６］；秦绪霞、何佳梅从社区旅游角度，提出了对济南老

城历史文化街区开发利用的思路［７］；石坚韧从旅游角度对历史街区的古建筑保

护修缮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策略方案［８］；刘家明、刘莹从体验视角出

发，对历史街区的旅游复兴进行研究［９］；方玲梅、王慧娟对扬州四大历史街区

的旅游开发方式进行了探讨［１０］；徐小波、吴必虎通过对 “扬州双东”历史街

区旅游开发对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分析，认为旅游影响以不同方式介入居民生

活环境并调整旅游历史街区生活环境的存续 －发展结构，提出应结合具体情况
确定生活环境维护导向［１１］；梁保尔、潘植强利用计算机对上海历史街区的１２
个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官方与游客的关注偏好及共现偏好差异进行分析，提出政

府在历史街区旅游宣传时的重点部分［１２］。

通过对以上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对历史街区与旅游的融合发展研究越来

越多，研究者大多选取案例地，通过调查、问卷、网络文本等方式进行定性与

定量的分析。总体来说，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街区的旅游开发方式、

影响以及历史街区中具体的建筑、标识系统等的开发方式，研究方法主要是定

性研究，研究视角较单一。随着各种网络平台、计算机技术与旅游的紧密结

合，游客更多地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和分享自己的出游经验，网络游记与评论

渐渐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搜索相关文献，尚无研究者运用网络文本

分析法对历史街区与旅游融合发展效果进行定量研究，因此，以晋江五店市为

案例地，使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分析历史街区与旅游的融合效果，为历史街区研

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

一、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选取

五店市传统街区位于晋江老城区青阳的核心区，历史悠久，拥有纵贯明清、

０４ 　　　　　　旅　游　研　究　　　　　　　　　　　　　第９卷



民国及近代的各式闽南文化历史风貌建筑百余栋，像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绵

延展开，一千多年间，许多家族在此繁衍，世代相传不绝，其中保留和传承有高

甲戏、木偶戏、南音等晋江传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店市于２０１２年４月
正式启动开工建设，２０１５年５月正式对外开放，自开放至今，五店市充分发挥作
为闽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红砖古厝建筑群的资源优势，引进现代产业经营模式，以

坚持社会效益和文化属性为基调，兼顾经济效益和商业氛围的营造，使五店市成

为集传统文化展示、民俗体验、商务旅游、休闲娱乐、美食品尝等为一体的 “慢

生活”城市体验区，旅游发展迅速，被授予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福建省现代服
务业集聚示范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等称号。

本研究选择五店市作为案例地的主要原因有：①五店市作为独具闽南地方特
色的历史街区，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游览价值，发展潜力巨大。② 五店市位
于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市，距离厦门、福州距离很近，客源市场广泛。而且五

店市与台湾尤其台南地区的闽南特色建筑群落同出一脉，遥相呼应，以此为契机

举办相关活动将会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连接两岸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研究

意义。③自五店市开放至今，旅游发展迅速，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旅游，对网络评
论数据进行分析会为五店市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方法。内容分析法是客观
系统并量化地描述显性的传播内容的一种研究方法［１３］。ＢａｎｙａｉＣｌｏｖｅｒ认为，在
研究旅游者在目的地的具体活动或者旅游目的地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差异时，

应用内容分析法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对相关文献分析发现，以网络文本为样

本，运用数据分析手段研究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效果的文献十分缺乏，因而使用

此方法进行研究。

（三）研究步骤

１样本选取
通过百度搜索 “五店市旅游游记”，在结果中选取马蜂窝、驴妈妈、同程

网、携程网等网站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有效的游记和评论共２２４条，将这
些内容复制到Ｗｏｒｄ文档中进行文本预处理，删除图片并将意思相近的词语转换
为统一的表达，将修改过的文本存放在词频分析软件能够识别的ｔｘｔ文件，用于
下一步分析。

２高频特征词分析
运用 ＲＯ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ｉｎｉｎｇ６软件对修正后的游记文本进行分析，该软件是一

款中文词频分析软件，可以进行词频统计、对词频分析结果进行过滤，以提取高

频特征词。分析前，先自定义一个词典，包括五店市的主要旅游景点名称、地

名、人名、小吃、活动、情感等，使用软件对文档进行分词和词频统计，获得初

步结果，再把 “的”“是”“在”等连词和介词以及 “吃饭”“坐车”“住宿”等

与表现五店市旅游发展效果无关的常见词汇纳入过滤词汇表，运用软件过滤无关

词汇，最后获得高频特征词及频数 （表１）。

１４第４期　　　　　姚田田，方旭红：基于网络文本的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效果研究



表１　五店市前５０个高频特征

排序 词语 词频 排序 词语 词频 排序 词语 词频

１ 古建筑 １１８ １８ 风格 ４１ ３５ 独具 ２０

２ 闽南 ９４ １９ 不错 ３９ ３６ 小店 １９

３ 特色 ８９ ２０ 民居 ３８ ３７ 古老 １７

４ 晋江 ８４ ２１ 宗祠 ３８ ３８ 传承 １６

５ 传统 ７５ ２２ 遗产 ３６ ３９ 免费 １５

６ 小吃 ７３ ２３ 休闲 ３４ ４０ 酒吧 １３

７ 文化 ６９ ２４ 看看 ３３ ４１ 完好 １２

８ 街区 ６０ ２５ 庄氏 ３２ ４２ 好吃 １１

９ 历史悠久 ５９ ２６ 民国 ２９ ４３ 民俗 １１

１０ 青阳 ５３ ２７ 参观 ２９ ４４ 拍照 １０

１１ 万达 ４８ ２８ 文艺气息 ２８ ４５ 喜欢 １０

１２ 红砖 ４７ ２９ 中西 ２５ ４６ 别墅 １０

１３ 现代 ４５ ３０ 南音 ２３ ４７ 漂亮 ９

１４ 保留 ４５ ３１ 石鼓 ２２ ４８ 值得一看 ８

１５ 泉州 ４４ ３２ 推荐 ２１ ４９ 老城区 ７

１６ 交通便利 ４３ ３３ 风味 ２１ ５０ 逛逛 ７

１７ 蔡氏 ４１ ３４ 商业 ２０

３语义网络构建
利用ＲＯ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ｉｎｉｎｇ６中的语义网络和社会网络生成工具，输入已经修

改过的网络文本，生成共现语义网络图 （图１）。语义网络图的结果可直观地提
供整体的要素关系，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思路［１４］。

由图１可见，“闽南、古建筑、文化、红砖”是主要的核心高频词，“宗
祠、老城区、别墅、万达”为高频特征词。其中，“建筑”是五店市旅游吸引

物的核心要素，“红砖”是其建筑的主要特点，其中的 “文化 （高甲戏、木偶

戏）、艺术、别墅、宗祠 （蔡氏、庄氏）”是五店市主要的旅游吸引物，正是

这些核心吸引物和次级吸引物使游客对五店市的总体感觉是 “传统、悠久、古

老、完好”。“青阳、万达”是游客对五店市地理位置的主要认知，即：古时

称晋阳，靠近万达广场，交通便利是游客对其通达性的认知。从以上高频特征

词和语义网络分析中可知，游客对历史街区发展旅游业的效果描述中，更加关

注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和特色旅游吸引物，其次关注其文化氛围和旅游服务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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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历史街区发展旅游效果概念模型

对五店市网络文本的高频特征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从词性来看，主要

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主要是地名和五店市内部的旅游吸引物，动词主要

是游客的活动方式，形容词是游客游览五店市的整体感受和对其的评价。根据上

述分析，构建历史街区发展旅游效果的概念模型，即分为４个维度：历史街区旅
游吸引物 （如古建筑、艺术、文化、宗祠、民俗风情）；历史街区旅游活动 （逛

逛、看看、参观古建筑、购买艺术品、听南音）；历史街区旅游体验要素评价

（交通便利、特色、小吃好吃、街区干净、商业气息浓）；历史街区旅游情感体

验 （漂亮、喜欢、值得一看、推荐）。从这４个维度评价历史街区发展旅游的效
果，包含的词汇丰富全面，又相对集中。

（二）历史街区发展旅游效果分析

１历史街区旅游吸引物分析
在２２４条评论文本中，对有关五店市旅游吸引物的词汇进行统计，共出现了

６３８次。由图２可见，五店市的旅游吸引物大致分为街区建筑 （古建筑、民居、

宗祠、石鼓、红砖），街区氛围 （文化、街区、风格、遗产、休闲、民俗风情），

街区休闲 （酒吧、小店、小吃、拍照）三种类型。五店市发展旅游业的主要模

式是将红砖古厝集中分布的历史街区加以保护开发，融合吃、行、游、购、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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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旅游要素，发展文化旅游综合体。五店市现有纵贯明清、民国及近代的各式闽

南文化历史风貌建筑百余栋，其中的石鼓庙、乡贤祠、蔡氏家庙、庄氏家庙等都

是省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建筑造型优美，色彩鲜艳，雕刻精美，十分华

丽。除了古建筑，五店市还保留和传承了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当地传统的文

化遗产，蔡氏宗祠和庄氏家庙更是众多分布在闽台地区的蔡庄两姓人家寻亲拜祖

的地方，里边众多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工艺品小店、茶馆使五店市充满文艺、宁静

的气息。走进五店市，无论是否购买东西，都可免费欣赏美丽的红砖古厝，接受

传统文化的熏陶，感受宁静悠闲的古街时光。这种古朴的历史街区对很多当地和

周边的游客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２历史街区旅游活动分析
在评论文本中，有关游客在五店市的旅游活动的词汇共出现了２７１次。由

图３可见，游客在五店市的旅游活动主要有街区观光休闲 （看古建筑、喝咖啡、

喝茶、逛逛、参观、拍照、听南音、品美食）和街区旅游购物 （买工艺品）两

种，游客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为了欣赏五店市精美的红砖古厝，感受其浓厚的传

统文化氛围，享受宁静休闲的旅游时光，购买制作精美的手工艺品。极具闽南地

方特色的历史街区以红砖古厝为载体，将闽南文化得以原生态展示和延续，使游

客获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总的来看，游客在五店市的旅游活动类型多样，但是

旅游活动方式主要集中在参观古建筑，逛逛街区的小店，旅游活动的参与性和体

验性十分不足，很多游客也在评论中提到很快就参观完，没有其他可以玩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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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后续开发中这方面有待加强。

３历史街区旅游体验要素评价分析
评论文本中与五店市历史街区旅游体验要素评价有关的词汇共出现了３４９

次。根据图４，将游客对五店市旅游体验要素评价分为街区景观 （很多、独具特

色、漂亮、不错），街区环境 （古朴、干净、商业化、万达广场），街区可达性

（交通便利、公交、不远），街区服务和活动 （停车方便、小吃多、活动单一、

类似）四个要素，涵盖游客对五店市吃、行、游、购、娱多方面的评价，能体现

五店市的街区发展状况和旅游服务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街区景观要素方面：五店市的红砖古厝大多保存完整，历史文物建筑众多，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游客对五店市的建筑景观大多表示

满意，“特色”（频次８９）是游客游览五店市时评价最高的词语，加上五店市的
南音、木偶戏、高甲戏等传统文化的渲染，更是赋予五店市这个闽南历史街区无

穷的文化魅力。其次由于五店市位于晋江古城区，周边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建

筑，很多游客在游记中写道：闹市中能有这么一处宁静的地方，新旧建筑的对立

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是一种独特的景观，但也有游客认为这种对立破坏了街

区的景观。

街区环境要素方面：游客大多认为五店市的街区道路干净，环境古朴宁

静。五店市历史街区作为晋江市政府规划的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其古建筑保护

修缮、街区整治、环境营造受到高度重视，通过对五店市街区全方位的保护提

升，五店市重新焕发古城区原有的魅力，成为传承晋江原乡记忆的重要场所，

因而游客漫步其中，会感受到干净、古朴、宁静的环境氛围。但是由于五店市

现如今商家云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给游客留下商业气息过于浓厚的印象，

因此产品经营方面，开发商需要注意不同产品的搭配，价格制定及质量监管是

不容忽视的问题。

街区可达性要素方面：由于五店市位于晋江老城区青阳的核心位置，与万达

广场和世纪大道相邻，有多条公交线路可直达，距离泉州市、厦门市也很近，因

此几乎所有的游客认为五店市交通便捷，游玩方便，从高频词 “交通便利”（频

次４３）即可看出。
街区服务和活动要素方面：对于街区服务，游客提及最多的是老晋江美食街

的小吃，认为小吃好吃、种类多、原汁原味；价格有的游客认为便宜，有的认为

较贵。街区活动目前还比较单一是很多游客的评价，这主要是由于五店市对外开

放时间不长，很多活动还在规划中，商业业态也没有完善，因此主要以参观古建

筑、品尝美食、逛一些工艺品店为主，需要政府和开发商在以后的时间里逐步完

善，把五店市真正打造成一个集文化展示、民俗体验、商务旅游、休闲娱乐、美

食品尝等为一体的街区博物馆，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此外很多游客认为五店市

和三坊七巷、曾厝很类似，除了古建筑没有其他特别的地方，因此也要注意产

品的特色性和差异性问题。

４历史街区旅游情感体验分析
使用ＲＯ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ｉｎｉｎｇ６对五店市网络文本进行情感分析，结果如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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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２可以发现，游客对五店市的评价中，积极情绪远远高于消极情绪，占
７３７３％，且消极情绪中只有一般程度，中度和高度皆为０条。这充分说明五店
市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效果良好，给游客留下了积极的印象。

表２　五店市网络文本的旅游情感分析

情绪类型 数量 （条） 百分比 （％）

积极情绪 ８７ ７３７３

中性情绪 １８ １５２５

消极情绪 １３ １１０２

其中，积极情绪的分段统计结果如下：

一般 （０～１０） ２５ ２１１９

中度 （１０～２０） ３８ ３２２０

高度 （２０以上） ２４ ２０３４

其中，消极情绪的分段统计结果如下：

一般 （－１０～０） １３ １１０２

中度 （－２０～－１０） ０ ０００

高度 （－２０以下） ０ ０００

对网络文本中有关情感的词汇进行统计，得出排名前 １０的情感词汇 （图

５）。由图５可知，游客对五店市历史街区的各方面是高度满意的，很多游客在游
览之后都做出了积极正面的情感评价，如：“很不错、值得一看、推荐、下次再

来”，其中 “特色、不错、好吃、漂亮、好看”等词汇都表现了游客对五店市的

积极正面的情感。负面情感体验主要是由于五店市很多售卖工艺品的店铺产品和

价格不对等，又无其他更多类型的娱乐体验活动，使游客感到商业气息太浓，有

游客表示和鼓浪屿类似，不推荐外地游客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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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历史街区是城市的时代记忆，其发展旅游是延续城市记忆，重新焕发魅力的

重要途径。以五店市为案例地，使用ＲＯ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ｉｎｉｎｇ６对有关其的网络评论
文本进行分析，从历史街区旅游吸引物、历史街区旅游活动、历史街区旅游体验

要素评价、历史街区旅游情感体验４个维度构建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效果评价的概
念模型，并对其旅游发展效果进行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历史街区旅游吸引物来看，游客偏好的街区旅游吸引物主要是特色

建筑、民俗风情、街区文化氛围和街区休闲活动几个方面。由五店市的网络评论

数据文本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独特的红砖古厝、宁静悠闲的街区环境氛围和民俗

文化是游客提及最多的旅游吸引物。

第二，从历史街区旅游活动来看，游客在街区的活动主要围绕观光休闲和购

物展开，在街区里参观古建筑、欣赏各种手工艺品和文化创意产品、在街道小巷

里漫步拍照、购买一些旅游纪念品，但是旅游活动的特色性和体验性不足，不仅

导致游客参观游览时间短，而且容易产生地方类似的感觉。

第三，从游客对历史街区旅游体验要素评价来看，街区环境要素方面：

政府对历史街区的重视和大力投资建设，使得街区环境干净整洁、街区氛围

古朴宁静，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商家云集，游客大多认为浓厚的商业气息

破坏了街区的环境氛围。街区可达性要素方面：游客对历史街区的交通便利

程度满意度较高，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历史街区都位于城市的老城区地带，

交通体系完善，因而通达性好。街区服务和活动要素方面：游客对历史街区

的服务评价主要来自美食和纪念品购物两方面，历史街区的美食和纪念品大

多是当地有特色的小吃和手工艺品，对游客具有较大吸引力，但是美食产品

和纪念品的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定价标准和管理机制，使游客在购物

过程中常常产生不好的印象。

第四，从历史街区旅游情感体验分析来看，游客对历史街区的总体评价趋于

正面积极。五店市的网络评论数据文本分析结果显示，游客对五店市的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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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持积极肯定态度，对其抱有很大的期待，认为值得一游并表示会再次游览。

（二）建议

依据上述结论及历史街区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商业性强、旅游活动单一、地方

类似几个问题，提出历史街区旅游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１控制商业化程度，保存街区原始风貌
很多历史街区都是城市原先的老城区，随着旅游的发展商业化逐渐加强，被

千篇一律的小吃快餐等低端业态所充斥，导致街区逐渐失去自己独特的韵味，这

对历史街区是严重的破坏。五店市目前正处于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因此要特别

注意商业化的程度，追求街区可持续发展，保护好文化资源，规划管理精细化。

就五店市目前状况而言，对于入住的商家要严格筛选，控制小吃餐饮类店铺的数

量，餐饮类型也要精心挑选，避免千篇一律，价格制定要合理。其他诸如陶艺

馆、旅游纪念品、手工艺品等店铺更要严格把关，实行一店一品制，销售的商品

要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真正让游客感受到浓厚的街区文化氛围，欣赏到丰富的街

区文化商品。

２丰富旅游活动类型，增强游客体验性
历史街区除了让游客参观游览外，还要在旅游活动上丰富游客的体验，五店

市最主要的游览方式就是参观古建筑，其他旅游活动十分缺乏，导致游客在此游

览时间十分短暂，很难对这里的街区文化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因此五店市针对游

客设置什么样的体验活动十分重要。可以充分利用街区文化遗产和古建筑本身，

文化遗产方面，针对南音、木偶戏等可以开展游客学唱活动；开展 “卜花灯”

“卜贡果”“闹端午”等传统民俗体验活动；对于当地的传统美食和手工艺品可

以让游客亲自制作。古建筑本身就是五店市靓丽的风景，可以针对古建筑开展一

些摄影大赛、最美照片竞选、古建绘画等体验活动。

３突出街区地方特色，加强游客符号认知
很多历史街区不注重保存原始韵味，导致特色丧失，容易给游客地方类似的

感觉。一方面，街区特色要从本身的文化、原始风貌上入手，另一方面，要注重

街区整体氛围的营造，加强游客对街区的符号认知，可以从街区空间塑造和街区

居民生活习惯表达上入手。对五店市而言，要以街区的历史文化为基础，以古建

筑、街道风格、服务设施、文化景观、标识牌等的外在表现为载体，以街区居民

生活习惯的表达为展示方式，体现五店市独特的街区文化氛围，提高游客对街区

最直观的印象和感知，真正做到特色化和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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