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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b

新的媒介传播语境对旅?文化体验的建构和传播已带来全新影响。文化

记忆作为旅?文化体验的核心构成
<

既是理解旅?目的地人
U

地
U

文化及认同的关

键要素
<

也对旅?目的地的文化营销与体验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文化记忆的理

论视域阐释作为文化记忆场所的旅?地的旅?文化体验的建构方式
<

以及故事作

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对旅?目的地的文化传播所能发挥的能动性作用。媒介空间中

的故事是可能动的传播介质
<

不仅呈现地方空间与叙述地方文化意涵
<

且在多元互

动的媒介传播情境下
<

不断调试?客的地方文化感知和形塑人地互动的方式。旅

?目的地作为被言
,

和被叙述的地方
<

可以利用媒介故事重塑地方性和文化性
<

促

进旅?目的地实现自我生产与文化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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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化定义为一个集体不可遗传

的记忆，从文化学的角度突出强调了文化记

忆对某些实践和媒介的依赖性。也就是
>

，

我们的文化及其记忆不会自动地进行下去，

也?非借助基因传承，都需要借助外部的存

储媒介和文化实践一再地重新商定、确立、

传介和习得（阿斯曼，
9:@J

）。自
9:@Z

年国

家文化和旅?部成立以来，文化和旅?的深

度融合发展成为了科研领域的重要热点议

题。文化和旅?的深度融合在很大程度上

凸显了旅?作为媒介组织和落实优良文化

实践的功能，通过旅?的方式呈现文化、感

知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文化，旨在坚定中国

文化自信与强化文化认同。正如厉新建和

宋昌耀等学者（
9:99

）所指出，高度的文化

自信需要在文化的关照中对生命进行思考

的旅?者、“追求高尚快乐”的旅?者（厉新

建等，
9:99

）。从文旅产品供给上，深度的文

旅融合需要在文化的传承延续中满足人的

精神文化需求，?能慰藉人的
(

在精神的文

旅产品。

随著科技赋能文化和旅?发展，
K

含文

化感的沉浸式旅?体验产品不仅受到越来

越多?客的青睐，旅?文化体验的建构和传

播也成为文化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文化旅?的核心是文化感和文化的体验

（张辉，
9:@O

）。旅?文化体验感的生成很

大程度上依赖於如何将旅?目的地的文化

基因和文化
(

涵转化为?客可感知、可触

摸、可解读、可思考的具有时间性和情感性

的体验。不同旅?目的地的地方历史文化

景观和文化叙事构成了可供现代人观摩和

体验的文化与记忆，?在持续的建构和演替

中对抗由文化断裂与记忆危机引发的认同

焦虑。

在体验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已经注

意到旅?与记忆的关（
K&*.G< ). -18<9::M

）
<

?主张产业界从记忆的视角为?客设计难

忘的愉
6

体验（马剑瑜和
5"#..

，
9:@A

）。然

而，在旅?体验的众多构成中，旅?记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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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且重要但尚未被国
(

旅?文献充分挖

掘的要素。尤其当新时代传播技术媒介的

精进已经对我们的（地方）经验感知和记忆

建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时，媒介形态的变化会

直接影响到旅?体验中的记忆的传承与传

播（廖珍杰和戴光全，
9:@Z

）。我们通过文

字、图像和声音等方式来感受地方的景观和

文化，真实的人际交流和实际考察不再是必

经的手段（邵培仁，
9:9@

）。在多元互动的

媒介传播中，媒介以再现地方空间且讲述地

方文化意涵的故事，不断调试大众对地方的

感知和体验。

那麽，当下旅?目的地旅?文化体验的

创造和升华，就已不仅仅在於空间及设施等

物理条件，而是与媒介同构体验意义，与更

为深刻的文化及丰富的情感意象相连，形成

更能满足於人的高层次的情感与精神文化

需求的旅?文化。因而，本文从文化记忆的

媒介视角来探讨旅?文化体验的记忆建构

和文化传播，?为旅?目的地就如何提供满

足当下大众对高情感治愈与强文化记忆
(

涵需求的旅?产品，与不断提升旅?目的地

的文化品位与价值活力提供理论指导。

@

　记忆的阈限与危机：旅?作为
一种记忆方式

记忆的断裂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症候，

也是记忆“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徵（王蜜，

9:@O

）。法国历史学家诺拉（
f#*-

）（
9:@A

）

曾这样描述我们所正在经历的现代性记忆

危机的境况：“我们的经历中根植於传统的

<

暖、习俗的心照不宣和传承的往复回环之

中的东西正在被连根拔起。”我们的社会面

临著失忆、错忆、残忆、断忆的危机（汪芳

等，
9:@;

）。城乡空间的变迁与流动的现代

性的加速，不断调整人对过去时间、空间以

及地方的感知和体验。“从前的生活很慢，

现在的时间很赶”很大程度上表徵当下大

多数人的一种对当下生活节奏和时间的感

受以及对过去时间的怀恋，其本质是对传统

社会中的情感与时间的追忆。回忆成为建

立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组成部

分，为突也为认同提供表现的场所

（
6$.G)< ). -18<@OO;

）。尤其当承载地方情感

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消失，这将导致不同

代际之间共有的知识与对话的
L

失，这对文

化根的延续无疑是一种灾难。我们通过共

同的回忆和共同的遗忘来定义我们自己

（安德森，
9::M

）。对过去时间感的眷恋实

质反映了回忆、连续性和身份认同已成为现

实中一项紧迫的任务。因而，为对抗遗忘，

人类始终为记忆寻找延续的可能，以获得个

体的身份归宿与集体的身份认同。具有社

会属性、文化属性的“时间”同记忆一样皆

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王蜜，
9:@O

）。在

文化记忆理论的提出者阿斯曼看来，“记

忆”?非属脑生理学、神经学和心理学的人

体
(

部现象，而是与社会、文化外部框架条

件密切相关的问题。他从记忆的文化维度

探索记忆、认同和文化延续的关联问题。

１１　作为文化记忆场所的旅?地

在旅?与记忆的关探究中，旅?也会

成为一种消极的存在，旅?开发被视为记忆

消失的诱因（汪芳等，
9:@Z

；
!(-$

，
). -18<

9:@A

）。然而，随著旅?发展中对城乡历史

文脉的日益重视，文化与记忆体验成为理解

和认知旅?行为的重要视角，越来越多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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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也在文化体验的设计中把记忆作为

主要的挖掘要素
<

一方面将重
<

记忆本身作

为激发?客旅?意愿的
(

容；另一方面将获

得难忘的记忆作为为?客设计高品质旅?

体验的目的。

从文化记忆的理论视域阐释旅?文化

现象可以发现，文化记忆的研究与旅?地理

学研究有诸多相关。阿斯曼在《文化记忆》

一书中指出，记忆需要地点?趋向空间化

（阿斯曼
<9:@A

），而地点可以超越集体遗忘

的时段证明和保存一个记忆。阿斯曼尤其

以旅?现象对此给出了具体的解释
b

在流传

断裂的间歇之後，朝圣者和怀旧的?客又会

回到对他们深具意义的地方，寻访一处景

致、纪念碑或者废墟。这时就会发生“复

活”现象，不但地点把回忆重新激活，回忆

也使地点重获新生（阿斯曼
<9:@J

）。通过德

国著名学者阿斯曼夫妇对旅?者
U

旅?地
U

文化记忆之间关联的强调，可以发现，个体

的生平经历与文化的记忆无法
7

离或外置

於具有物理空间特性的地理空间与场所，但

作为记忆之地的场所只是外化记忆的一种

媒介，对记忆起到基本的扶持作用。

由於文化记忆不存在自我生成性，它需

要媒介。而旅?地是文化记忆的典型载体

和展示场所（
G

龙等，
9:@Z

），既是储存和再

现过去文化历史与生活过往的容器，也是连

接过去和当下的重要媒介。记忆既塑造了

旅?景观，又是行动者旅?体验的一部分，

直接参与和串联了旅?地与旅?参与者之

间的互动，在构建旅?认同上有独特的作用

（袁振杰和马腸，
9:9:

）。这也是旅?研究

学者从记忆建构视角探究旅?目的地记忆

体验建构与文化传播问题的原因。在对抗

遗忘的过程中，旅?实质上作为一种维持共

同记忆的方法，文化旅?地通过保存和呈现

文化符号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客通过到

访和体验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因而，从构

建记忆之术的层面，文化记忆的连续性不仅

可以成为联结?客的情感性旅?吸引物，而

且能够让?客的旅?文化体验深刻沉浸，更

能让旅?目的地成为富有情感价值与认同

意义的地方，进而反作用於文化记忆的激活

与延续。

@


9

　可建构的地方记忆：文化记忆与旅?

文化体验

作为旅?目的地的地方是一种主观与

客观、特定空间与时间相融合的社会存在。

它的意义是变化的和可强化的，也是可以重

新设定和赋予的。地方不仅仅提供各种各

样的资源，而且还提供记忆与行为的暗示

（邵培仁，
9:9@

）。当?客将某些旅?地称

为一个难忘的地方时，其实是人对物理空间

的心理空间描述，实质是一种地方感。对於

旅?目的地地方感的体验，其不仅与人们的

主观思维、观察事物的角度、媒介的作用等

密不可分（鲍尔德
<

，
9::P

），且具有反思、

回忆和意义构造的特点（马腸，
9:99

）。旅

?文化体验与文化记忆交织互助，记忆造

体验，体验巩固记忆。

一方面，大量存在於我们现实生活世界

中的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文化记忆之地，是实

现人
U

地
U

文化时空对话的场域。比如，依

然被保留在澳门这座城市中的丰富而独特

的文化遗产，如散落在澳门历史城区中的教

堂、剧院等场所，既承载澳门这座城市特有

的地方文化传统，也联结著生活在这座城市

以及曾来访过这座城市的人们对澳门这个

４７



地方的特定的情感和记忆。文化动力的神

秘之处及其核心就在记忆（
7#'*&24)G L

\#*.&)*

，
9::;

），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遗产

（赵
8

蓉，
9:@A

）。文化记忆是由特定的社

会机构借助文字、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

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这种记忆涉及的是

对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有关过

去的信息，这段过去构成了该社会或时代的

集体记忆，相关的人通过不同的文化形式如

瞻仰、参观重
<

这些记忆（阿斯曼，
9:@A

）。

故而我们从文化记忆的概念层面可以将旅

?目的地纳入到文化记忆的空间类型之中。

附著於文化旅?空间中的记忆印迹是每一

种文化核心
(

活生生的纯粹的象徵（曼古

埃尔，
9:@9

）
<

旅?地中承载著过去的可见性

的实体性符号及其营造出的回忆的氛围，充

当激活和重构?客进行记忆的线索和催化

剂。

另一方面，旅?地以调动有
<

度的情感

体验，调设记忆的“
<

度”。记忆不只是一

种停留在知道层面上的知性记忆，更是一种

涉及感受的感情记忆 （徐 贲，
9::Z

）。

5"/-".)*

与
6''&+

在《记忆心理学》一书中

从记忆心理学角度指出了记忆建构过程的

个体情感性与倾向性特徵，描述了记忆与情

绪、情感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即当某种情境

或事件引起个人强烈或深刻的情绪、情感体

验时，对情境、事件的感知和记忆会出现。

那麽，从记忆构建的
(

部作用力出发，个人

情感是记忆构成的主观因素，形成地方意义

与情感，同时空间、地方与景观的改变也影

响个体的记忆构建（汪芳等，
9:@;

）。城市

记忆因熟悉的街道和房屋而构成稳定性得

以维持继续（哈布瓦赫，
9::9

）。比如，对於

生活在澳门这座拥有
P::

年历史的居民而

言，那些与家庭和成员之间长期产生联的

菜市场、老店铺、老餐馆、街道等“代际之

地”的存在，就是城市记忆的
<

度。这些地

点不仅承载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经历与文

化情感记忆（郭云娇等，
9:9@

），也构成独特

的地方文化景观和文化再现，愈发成为外来

?客通过?览地方获取独特文化体验、情感

治愈与地方文化认同的来源。可以
>

，无论

对於居民还是?客，他们对记忆场所记忆
<

度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源於他们对某些记忆

的情感期待或意愿取向。由於记忆的主体

本质性体现为有意识、有情感的身体（赵
8

蓉，
9:@A

），故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作为记忆

主体的物质基础的身体，其在旅?活动中体

验的可创造、可抵达、可建构性，在很大程度

为以旅?为媒介回忆、想像及阐释过去带来

诸多可能。

9

　记忆的传续与媒介：故事叙事
作为方式

当过去的历史文化与日常生活印记在

旅?空间中成为可供?客感知、交流的对象

时，从记忆客体的角度，被呈现出的记忆就

是一系列被选择与被赋予意义的符号。从

记忆主体的角度，被重构的记忆过程就是一

个语言符号的叙事过程。语言的建构本质

决定性地影响著记忆的想像性特徵，使记忆

与故事变得很接近（赵
8

蓉，
9:@A

）。也就

是
>

，记忆的再现和表述需借助符号的这一

事实，使故事成为了有效的文化记忆媒介材

料，不仅决定文化的回忆空间的结构和性

质，而且与人的记忆互动发挥存储、传播和

暗示的功能（埃尔，
9:@9

）。对於故事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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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记忆功能的阐释，诺拉在对“回忆之

地”的阐述中指出，一个回忆之地是那些不

再存在、不再有效的东西残留下来的地方。

但是地方是需要解释的，地方的意义也必须

附加上语言的传承才能得到保证。为了能

够继续存在和继续有效，就必须讲述一个故

事，来补偿地代替那已经失去的氛围，回忆

之地是通过讲述它的故事获得稳定性的，反

过来地点也支撑著这些故事（阿斯曼，

9:@J

）。那麽，旅?目的地如何实施记忆？

再现什麽记忆？如何表述记忆？就构成了

记忆与旅?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就其本质即

是旅?、记忆与故事叙事的关问题。

２１　故事作为旅?吸引物

旅?目的地作为文化记忆存储的场所，

其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质形

态，另一部分就是故事（
\*)$"/%-$

，
9::J

）。

旅?不仅仅是关於地点———它是关於地点

的体验，关於与人的会面，主人与?客之间

的互动，以及与其他?客的互动，而故事叙

事是构建场所的手段（
5.#E#B+E&

，
9::9

）。

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叙事可以为?客提供高

质量、有社会责任感的体验，可以造旅?

目的地的神秘的美学体验，使得景点的文化

(

涵与语境易於理解、认知和感知，同时建

构可识
0

性、区分景点和提升目的地的竞
*

力（
R&"/*#4

，
9::Z

）。“故事”不仅是激活和

传播旅?目的地文化记忆的关键性的非物

质形态媒介，同时也往往成为真正的旅?吸

引物率先引发潜在?客对旅?目的地的关

注与情感投入。我们通过故
M

的猫的研究

发现，通过网络社交媒介讲述的故
M

猫的故

事成为建立人与故
M

（地方）情感联和地

方认同的一个传输载体，猫不仅成为吸引?

客前往故
M

的直接旅?吸引物，猫的故事叙

事影响了?客对故
M

遗产价值的多元解读

（
S4#< ). -18

，
9:99

）。尤其对於潜在的旅?

者而言，故事不仅可以让大众萌生前往旅?

目的地的意愿，而且故事中的人、事、物等皆

可产生光环效应成为旅?目的地的情感性

吸引物。

很多学者已开始关注如何将故事（
+.#



*?

）、叙事（
$-**-.&()

）概念与旅?场所及其

文化意涵联起来，?探讨其叙事策略、传

播方式与建构意义（
R#*&%)*< 9::Z

）。人们

通过媒介中的故事解读重新赋予旅?目的

地以意义与价值的这一旅?文化现象，实质

可以延伸当下我们对梅罗维茨（
9::9

）曾提

出的媒介创造“无地方感”概念的解读。实

际上，新的媒介?非全然抹杀了地方感而形

成了“无地方感”，媒介中的叙事事实上为

催生了具有更加多元和广阔视野的“新地

方感”提供了诸多言
>

的可能，?为受众实

质上提供了新的认同方式，形成新的地方体

验。因此，地方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於它

本身的物质属性，而是与媒介意义相连，

造出更为杂的空间图景（邵培仁，
9:9@

）。

我们可以以
9:9M

年由中央电视台与澳门特

0

行政区联合推出的文旅故事节目《澳门

双行线》为例，以美食文化和美食印记的故

事，讲述澳门美食
K

含的乡愁文化和乡愁记

忆。由食物、味道、餐馆等美食故事点燃地

方美食所承载人间故事与澳门饮食文化所

K

藏的根的情
D

，具有联结本地人与?客的

特殊的文化意义与记忆功能：对於很多在澳

门生活过的拥有土生土长记忆的澳门人来

>

，是一种家乡文化与乡愁记忆的回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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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其中一期中，故事的讲述者是澳门一

家粽子店的老
<

由他来讲述自己父亲如何

对粽子味道的研的故事，而大陆演艺界明

星单依纯作为澳门美食打卡团成员，她是在

澳门粽子这一老味道的美食体验中感受澳

门美食背後的人间故事和百姓日常。对於

观看故事的外来?客而言，他们通过《澳门

双行线》的故事媒介提前感知传统和当下

的澳门，由日常生活中的寻常味道和生活场

景所描述的有
<

度的故事，让受众从视觉和

心理层面形成对澳门地方饮食文化的关切

和想像。比如，很多大陆网友在微博平台对

这些视频发表微博评论，“在澳门的一口红

豆冰，把我带回童年时光”（评论来自评论

网友：王祖蓝）、“祖蓝哥的红豆冰把我带回

到了童年”（评论来自评论网友：远山茅草

屋）、“有机会一定要去澳门把那边的美食

全部都吃一遍”（来自评论网友：一?蘑

菇滴小姑娘）。深入人心的故事将建构?

客形成一种生长中的记忆
<

随之影响?引导

?客的出?意愿及行为。

9


9

　可能动的传播：故事叙事与旅?文化

体验

凯瑞
WV-%)+ K8T-*)?Y

从“共同体”角度

延展了传播的涵义，他指出传播不只是信息

的传递和空中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

的维，其实质是包括了将人们聚为一体的

文化。具体而言，传播倡导的是传统、延续

与联结，是共享信仰的表徵，与共同体、共

同、共享紧密相连。故事之於记忆建构，同

记忆之於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样，扮演著粘

合剂的角色，使得旅?目的地旅?文化体验

的传播
(

容具有
(

涵性和凝聚力的同时，也

为其传播方式带来能动性和创造力。传播

技术的变迁通过利益结构的变更、符号特徵

的改变、社区性质的变化对文化产生影响

（
T-*)?<@OZO

）。以技术为媒介的传播赋予

了文化特殊的呈现形态，给旅?文化体验在

时间和空间上带来全新的震撼。从文化记

忆媒介的理论视角理解媒介对於旅?目的

地地方文化的能动过程可以体现在：

一方面，“显而易见”的地方文化与被

媒介故事传播嵌入的日常。现代传播手段

已极大地重塑了人们感知、经验和想像未达

的地方的方式和
(

容，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空

间与时间限制，通过视听媒介去感知另一个

空间世界的文化，获取一定程度上的地方感

体验，甚至这种地方感的传播形式已嵌入到

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且实际的在场体验

感与媒介空间中的故事体验之间通常已互

进互融、互动互助。如此，媒介叙事对?客

的地方文化的体验其实具有引导性，有质量

的富有文化
(

涵的故事，在呈现旅?地空间

中的当下现实与历史人文的同时，建构受众

?览地方的意义感和归属感。我们通过对

港珠澳大桥旅?现象的研究结果可阐释故

事叙事对?客文化体验建构的能动性，受众

通过新闻媒介获得了对港珠澳大桥的前感

知，而由叙事
(

容所搭建的时空连接在无形

中建构了睶在?客对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历

史记忆和建设过程中的事件与人物记忆。

由叙事所生成的前感知形象影响在场?客

对桥空间的空间想像和大桥象徵性
(

涵的

解读方式，对?客的在场旅?感知体验起到

了参照点的作用（郭云娇等，
9:99

）。可见，

作为旅?目的地的地方，不只是客观的存

在，它是个体或群体对地方的主观的感受和

叙述（霍洛伟，
9::Z

）。作为地方媒介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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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质是人叙述对於地方的活动、历史和

认知的信息场，也是人与地方信息的互动过

程，对於睶在?客来
>

，其意义和功能的生

产性和能动性，不仅可描述地方本身所特有

的文化感，丰富?客想像，也可创造极富深

意且令人?客难忘的地方感。

另一方面，“轻而易举”的地方文化表

达与呈现，任何人都可以再现和反映自己的

日常生活和故事，甚至是创造地方文化，?

为地方文化的展现开启一个互动领域。以

手机为载体的社交工具，如微信、抖音等传

播媒介激发了普通大众记
&

日常生活与传

播地方故事的睶能，地方居民与到访?客都

是故事的讲述者和记
&

者，持续生产旅?地

传播的
(

容，书写动态的地方，重塑听故事

看故事的大众与不同地方及人的关。以

往中心化的故事传播被打破，地方文化的呈

现和传播已“去中心化”。由多元叙事主体

参与、叙述及互动形成的有关旅?目的地的

故事，实质上构建了一个经验分享的领域，

也意味著提供了对“事物状态”的持续呈现

和解读，?借此建构身份认同感（夏瓦
<

9:9@

）。因而，旅?目的地地方文化的形塑

与传播不仅愈发依赖与媒介的互动，更加依

靠故事的生产与传播。故事作为媒介对地

方文化生活的表徵已日渐主导我们对地方

的认知和建构以及?览行为。由香港主持

人陈贝儿及其团队拍摄的反映大陆真实
7

贫攻坚故事的纪
&

片《无穷之路》获得极大

的硈誉，其以香港人的视角体察从山村农民

的故事讲述国家近年来的发展和进步。朴

素镜头下大陆的秀丽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和

真实的农民生活不仅让香港人解大陆的

社会发展，也让海外观众解了可信可感的

中国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成功吸引了香港

网友们?览大陆山河风光的期待（如悬崖

村已成为国
(

旅?网红打卡景点），也让更

多的故事观众从他者讲述的视角直观体验

和认知中国大陆的风土人情与社会文化，进

而让旅?者的旅?行为充满意义感与文化

代入感。媒介嵌入下的日常生活以及受媒

介故事叙述所形塑的地方，成为探究旅?地

地方文化体验感的重要维度。

简言之，媒介空间中的故事叙事愈发在

建构受众的日常生活、能动地建立人地及人

与人的联结关建立中扮演突出角色。?

客的?览行为愈发被媒介所呈现的图像以

及符号所影响，甚至始於媒介故事的表徵，

?由媒介故事所引导。可见，传播技术“媒

介”与“文化”已然在旅?文化体验的建构

和传播中交织和共生。文化与社会的媒介

化也促使我们理解旅?文化体检的建构和

传播时越来越依赖媒介及其逻辑的过程。

媒介逻辑既影响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社会形

式（
5.*#%0-"E<9::Z

），也改变著旅?的文化

语境。正如汤姆林森所描述，我们的文化体

验不再束缚於地区或国家语境，媒介使得跨

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互动成为可能。借由

文化故事或产品的流通和传播，使得文化跨

越形形色色的地理区域而与受众者建立起

情感网络，实现了文化沟通和精神交往的移

动性。

３　结　语

旅?对现代人来讲，既是一种生活方

式，更是一种生活疗愈。当下旅?之於?客

个人的意义，已不仅仅在於旅?所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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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遣放的
+

乐性“快乐”，?客寻求旅?

给予个人的
(

在的精神治愈与获取高级性

“快乐”的价值意义越发突显。个体愈发追

求旅?所能带来的文化感、情感价值与精神

慰藉的
(

在性满足。富有情感的回忆既是

旅?文化体验需要
N

起的价值要素，创造有

<

度的记忆体验也是文化旅?产品高质量

供给的目标结果。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故

事能将旅?场所的营销与消费体验联起

来（
R&"/*#4

，
9::Z

），但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

的是，在旅?的媒介化与文化的媒介化时

代，大众往往在“身未动”的状态下就已通

过网络媒介空间中的故事叙述率先生成或

激活了对旅?目的地的地方文化与记忆体

验。

故事是一种传播力，更是一种形塑力，

这一方面意味著旅?目的地作为被言
>

和

叙述的地方，故事可以成为可能动的传播介

质，帮助旅?目的地实现自我生产与文化再

生产。如此启示旅?目的地可以充分利用

媒介故事重塑地方性和文化性。尤其在旅

?目的地的营销中有必要将媒介“故事”作

为文化记忆的媒介置於中心位置，依托好的

故事
(

容与好的故事讲述方式，如将澳门这

座城市中具有多元深厚文化
(

核的建筑景

观讲活，通过挖掘实体空间中的文化与记忆

符号萌发受众对澳门的地理想像与旅?意

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通过视听技

术手段呈现在媒介空间中的故事，在形塑?

客对旅?目的地的体验感的同时，也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客实地前往旅?目的地

的欲望。因而，在故事营销与故事创意上，

旅?目的地要强化故事
(

容创作的感染性

和开放性，将“意犹未尽”与“无限想像”作

为故事营销目标，进而激发受众产生强烈的

实地出?意愿。可以
>

，好的旅?故事营销

在於
N

起睶在?客对旅?目的地的前感知

体验，而?客对於旅?目的地的在场体验，

同样需要故事感的存在。那麽，在现场旅?

场景和设施的营造上，旅?目的地可以通过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与媒体技术手段强化空

间叙事的能力，如借由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将

流逝於历史岁月但仍驻留在建筑空间中的，

甚至是尘封於?客
(

心世界中的记忆故事

与情结渲染衬托出来，以具有美感指向、视

觉击力、情感渲染力的时空氛围，以高度

沉浸式的体验真正拨动?客的身心，真正让

?客形成难忘的地方文化记忆与深刻的地

方情感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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