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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不仅推出了各式各样的特色旅游文化线路，同时也传递出地

域风貌和人文精神，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文旅联合”的创新思维模式打破

了传统产业链中的壁垒，“旅游”与“文化创意”的结合提供了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通过对旅游

文化进行梳理与研究，综合分析“文旅联合”国策下，如何衔接天津的文化资源，发掘其文化品牌塑造

的可行性路径与应用前景。方法 厘清旅游文化发展的历程，归纳国内外旅游文化衍生出的文化品牌，

分析其塑造文化品牌的方法措施。结论 通过研究的结果提出多维度的综合创意设计方法，以此来实现

天津文化品牌塑造的创新设计价值、地域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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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Study on Tianjin Cultural Brand Building Based on Tourism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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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y has a rapid development momentum, which not only launches a variety of 
characteristic tourism and culture lines, but also conveys the regional landscape and humanistic spirit,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is innovative thinking mode of “joint culture and tourism” breaks 
the barriers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provides a new 
development goal and direction. The work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how to connect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Tianjin under the national policy of “joint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explore the feasible path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its cultural brand building by combing and studying the tourism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ourism culture was 
clarified, the cultural brands derived from tourism culture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nd the 
methods and measures to build cultural brands were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 multi-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creative design method is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innovative design value, regional cultural value and so-
cial value of Tianjin cultural brand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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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旅游产业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的进行自

我革新与自我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符号的旅游

文化，不仅传递出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现象，

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文化品牌的塑造。在这种“文旅联

合”的实际运用中，精准定位，突出特色，强调创新

已然成为其核心之处。 

1  旅游文化的定义研究 

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已然成为了我国经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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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此带来了各种衍生经济的

发展[1]。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展，其背后所依托的

社会资源，历史资源，生态资源以及文化资源被不断

挖掘，形成了新的发展趋势。“旅游文化”这一新兴

的词语成为时下人们热议的话题[2]。在“十三五规划”

当中，国家大力推进“文旅联合”这一目标，对于地

域文化的资源整合，建设地域文化品牌及文旅形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前景[3]。 
伴随“旅游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其展开了相关

研究和分析，给出了不同的诠释与解读。其中具有代

表性的定义如下：（1）旅游+文化说，较为直白地将

旅游与文化相结合，强调两者间的联系填补了该领域

的研究空白；（2）总和说（1990 中国旅游文化学术

研讨会），是较为完整的体系，解读为旅游文化的价

值及各要素形成特有的文化形态，突出其精神文化和

物质文化的总和；（3）民族文化说，出自《中国大百

科全书》，是将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通过旅游的形式呈

现出来；（4）主客观说，是指旅游文化的本质内容和

各种要素之间的包含关系；（5）碰撞说，是研究旅游

文化中旅游主体、旅游客体以及旅游媒介三者之间的

共存关系。以上五种学说，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文化

进行了解释和研究，从中不难发现对于旅游文化的研

究目前还属于发展阶段。 
刘爱萍在研究时提到，应该将旅游文化的定义分

为旅游大文化和旅游小文化。认为旅游大文化指代的

是区域旅游中的活动方式，是对旅游文化的概括及外

延的展开；而旅游小文化指的是旅游活动区域特色和

民族特色，体现其本质内涵并能够进行具体的呈现[4]。 

谢春山，李芷逸，唐伟认为“旅游文化”产生的

原因是基于旅游活动，且为旅游活动所组成的文化现

象[5]。桓占伟提到“将旅游文化理解为一种产品”，

其中旅游文化是专业人员从旅游活动中发掘并进行

设计，以此来满足大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品[6]。 
基于以上对于“旅游文化”概念的定义不难看出，

对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学者们

通过不同的视角对旅游文化进行了定义，但是在实际

运用中出现了“各说各有理”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

生，源于在研究初期的出发角度不同以及研究的落脚

点不同。为此，本文把旅游文化作为一个载体，研究

落地于其中的文化创意设计，为后面的文化品牌塑造

提供可行的研究方向。 

2  天津旅游文化的多样性 

天津的兴起来源于“漕运文化”，在中唐后就成

为了南北货运的重要枢纽，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

重要性，天津在 1404 年确立建城，是我国历史上唯

一有明确筑城时间的城市 [7]。天津旅游文化的多样

性，来源于天津的文化资源，其天然的地理位置，复

杂的历史背景，独特的人文情怀，夺目的民间民艺，

构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天津成为具有一定标

识性的旅游地[8]。 

2.1  天津文化里的“中西”属性 

1860 年至 1945 年期间，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

签订，天津被迫开放口岸，西方列强打着“商贸自由

平等”的旗号，纷纷在天津设置租界。然而这种被迫

的“开放”，却客观地带来了西方的文化思潮[9]。这

种文化的先进性直观地体现在西方列强带来的先进

技术，如造船、挖矿、修铁路、电话、电灯等[10]。 
我国有着上下五千多年璀璨的文化积淀，这种文

化的延续和发展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飞逝而消失。张宜

雷指出天津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造就

了这种双重性文化[11]。天津处于海河的下游部分，东

边临近渤海，章用秀认为这种天然的地理条件，孕育

了其“水文化”[12]。除此之外，罗澍伟通过对天津地

域特征进行研究，将“卫派文化”解读为由于天津属

于特殊的军事重地，起到防护和保卫的作用，因此，

“卫”字成为天津最具特色的文化[13]。 

2.2  天津文化“雅”与“俗” 

天津文化的“雅”主要来源于其地理位置靠近“皇

城”，受到皇城文化的影响。北京作为五朝古都，其

封建等级文化达到鼎盛，其皇亲贵族的宫廷文化对周

围城市具有辐射作用，而天津的“雅”文化也有其明

显的特征[14]。冯骥才认为，天津的“卫派文化”具有

鲜明的市井气息，这种热爱生活，人情关怀的朴实，

体现了天津的市民文化[15]。 
基于此，不难发现，天津既具有自己本身的文化

特征，同时也交融了其他的文化属性，这种雅俗一体

的文化特征，对于天津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推动

作用。薄克礼指出，这种以民众文化为基础，以传统

文化为载体的文化形式，是形成天津现代城市文化的

积淀[16]。 

2.3  京津冀一体下发展下的天津文化 

在“十二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发

展的思路，这种协同发展的方式，不仅能够带动周边的

经济圈发展，同时也能构建出更具特色的发展方向[17]。

京津冀文化的母体同源，具有先天的联系；其次三座

城市地理位置毗邻，在文化交流上具有一定的交融

性；再次京津冀在各自的领域中文化的研究发展较为

成熟，为京津冀文化协同提供了保证[18]。另外，天津

还具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形式，如：京东大鼓、杨柳青

木版年画、回族重刀、曲艺等。这些地域特色的文化，

也称为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个性要素[19]。 
天津文化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独特魅力，这种多样

性的文化形式，为旅游文化提供了客观的文化资源，

同时也为天津文化的品牌塑造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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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游文化对品牌塑造的影响 

品牌塑造主要是对某种品牌进行定位，并通过一

系列的操作打开知名度，品牌塑造是一项持续性的工

作，需要不断进行各种资源的投入，从而获得较高的

赞誉和知名度，收获具有忠诚度的消费群体[20]。 

3.1  文化品牌塑造的概念 

文化品牌塑造是建立在“文化”与“品牌塑造”

的双重属性下进行的。通过对文化品牌的塑造，使文

化落地，更加具象化地让大众去了解与参与[21]。王金

霞提到在进行文化品牌建设的进程中一定要规避雷

同发展，趋向同质化，要具备筛选的能力，从而体现

出文化的内涵，以此来提升文化品牌自身的价值[22]。

孙斐娟认为文化品牌塑造是由特殊的文化载体进行

提炼后的抽象表现，其文化现象蕴含着丰富的价值与

情感[23]。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设计人员等群体从自身

专业角度对“文化品牌塑造”进行研究和分析，是寄

希望于通过品牌塑造的方式将“文化”中的精神、内

涵、价值、情感更加实体化地呈现给大众，而不是停

留在云端上的探讨[24]。但是，目前文化价值品牌的塑

造还并不完善，同质化现象的产生，让人们的感官出

现疲态，因此，厘清文化品牌塑造的概念有助于以旅

游文化为载体的文化品牌塑造的研究。 

3.2  旅游文化对地域文化品牌塑造的意义 

地域文化品牌的塑造，需要一个可依托的平台进

行互动，这种互动方式不仅可以检验现阶段的文化品

牌是否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其融入市场的力度与发

展方向的精度是否准确，并够通过回馈的信息不断进

行完善，而旅游文化提供了这一有利的平台[25]。张清

荣指出，在文旅新策下，推动地域文化品牌的发展，

是文化品牌成功塑造的有效途径[26]。那么，以旅游文

化这个载体，进行地域文化品牌塑造就需要准确地把

握其定位。刘甜，林家阳提出塑造地域品牌是基于地

域文化基因来进行实现的，通过地域文化基因的构

建，完成文化核心的提炼设计[27]。以地域文化资源为

基础，旅游文化为载体进行文化品牌的打造，不仅有

利于提升城市形象，发展旅游经济，同时还能够促进

地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4  多维视角下以旅游文化为载体的地域文

化品牌塑造 

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旅游成为

大众了解文化的一种形式。地域文化、民俗民艺、风

土人情、现代城市文化的传播需要落地，为此，以旅

游文化为媒介进行文化品牌塑造，更加有助于区域文

化资源的发展[28]。 

本文主要是为了探求以旅游文化为载体的天津

文化品牌塑造方法，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前文中，

一方面分别对其进行深度分析，罗列出已有的研究成

果并加以剖析。另一方面，通过对旅游文化、天津文

化资源发展现状的阐释，延伸到文化品牌塑造，结合

我国“文旅结合”的新政策，试提出以旅游文化为重

要载体，对天津文化品牌塑造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为此，本文经过前文的梳理，厘清现有的相关论证，

尝试从“精”、“异”、“人”、“继”、“新”五个层面进

行综合研究。 
“精”、“异”、“人”、“继”、“新”五个层次的研

究，是基于现阶段旅游文化与地域文化品牌塑造之间

的结合关系所提出的。寄希望于通过五个层次的分

析，可以寻求到一个多维化、立体化的，可行性强的

视角进行理论研究。 

4.1  文化之“精” 

数字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快，各式各样

的文化“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因此对于地域

文化的塑造，就需要进行精细化、系统化的梳理[29]。

在梳理的过程中会发现，每个地方的文化在不同的时

期，会随着政治、经济、环境、人口、舶来文化的输

入或改变而变化发展。这些文化中会产生“畸变”也

会衍生“璀璨”，因此在梳理过程中要剔除糟粕，保

留精髓。旅游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地域文化资源，而地

域文化品牌塑造需要通过旅游文化进行打磨。文化的

品牌塑造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将“精

髓”文化打造成具有地域文化代表性的品牌形象。 

4.2  地域之“异” 

地域文化品牌塑造的“异”，是对几个方面的解

读。首先，每个地域之间，或多或少都有着一些差异，

例如：风俗习惯，饮食文化，民俗民艺，风土人情，

自然风光等。这类众所周知的“异”总会给人们带来

不同的新鲜体验。其次，随着社会发展，大量的人口

流动，使地域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这种现象既对社

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冲击了当地的文化活

动和文化现象。如何在“异”上站稳脚跟，成为地域

文化品牌塑造的关键点。再次，旅游文化中的同质化

问题，成为地域之“异”的重难点，不利于地域文化

品牌的塑造。因此，将地域中的文化差异，人文差异，

环境差异进行凝练，是塑造地域文化品牌的基础。 

4.3  体验之“人” 

无论是旅游文化的发展，还是地域文化品牌塑

造，其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在于人。大众的物质文化与

精神文化的追求，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大

众来说，优质的地域品牌往往代表着这个地域的文化

形象。成功的地域文化品牌，往往来源于设计人员能

够准确地捕捉到大众的需求，让人们在体验中了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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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及精神追求，带来了物

质上的诉求。以旅游文化为载体的地域文化品牌塑造

要着重于对于人们体验的设计与打造，这样既能保持

旅游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还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地

域文化品牌。 

4.4  传承之“继” 

地域文化品牌塑造是对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

数字化大背景的影响下，传统的，结构单一的文化类

型已经出现了疲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为了更好

地发展地域文化，通过旅游文化的形式，可以有效地

将地域文化进行整合发展，设计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

化品牌。通过地域文化品牌的塑造，反馈于旅游文化，

从而带动当地经济、文化、旅游、公共设施、文娱服

务等多方面的发展。同时，也对地域文化起到宣传作

用，让大众能够了解地域文化特色，提高对文化的继

承与保护意识。 

4.5  发展之“新” 

“创新”和“发展”始终是时代的主题，在地域

文化品牌的塑造上更加需要进行发展之“新”的把  
控[30]。之所以要强调地域文化品牌的“创新”，是由

于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文化活动、文化现象已经无

法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单一的宣传输出，已经

无法抓住人们的视线。因此，地域文化品牌的塑造必

然要与现代人的行为方式相适应，在设计之初必须找

准发展方向。以旅游文化为载体的地域文化品牌塑

造，其创新发展要有一定的思考深度和前瞻性。现阶

段的一些地域文化品牌之所以发展的较为艰难，并不

是因为其文化底蕴、地域特色不够，而是在融合创新

上出现了偏颇，在文化迁移和转换中，并没有进行深

度剖析，品牌设计往往浮于表面，或者不具备可持续

发展的外延设计，导致地域文化品牌过于生硬，同质

化现象严重。因此，探寻地域文化品牌发展创新之路，

必须要植根于当地文化特色，将现在的设计理念，先

进技术，管理模式进行适度结合与发展，才能成功地

打造地域文化品牌。 
通过这五个层次的研究，可以更加多维地将旅游

文化与天津文化品牌塑造相结合。天津文化具有唯一

性和融入性特征，这种文化资源在我国地域文化中较

为罕见，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加之我国“文旅

联合”政策建设实施的有利环境，为天津文化品牌塑

造提供了重要保障。 

5  结语 

天津文化品牌塑造正处于更迭的阶段，已有的品

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进行整合和梳理，一定程度上缺

少系统性的规划。一方面，“文旅联合”国策与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大环境为天津文化品牌的塑造提供了

新的契机。另一方面，旅游文化的兴起为地域文化品

牌塑造提供了宝贵的反馈信息，如何去塑造地域文化

品牌，塑造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品牌，可以通过旅游文

化这一有效载体进行分析与研究。本文通过对旅游文

化、天津文化、文化品牌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试提

出五个层次的研究方法，在之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完

善该方法，对其可行性进行合理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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