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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通过建立基于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和包含两级特征维度的旅游地意象感知研究框架，

将LDA主题模型用于旅游微博文本分析，以特征维度半定量刻画旅游地意象感知特征，减少LDA主题凝练的主

观性，帮助研究者在特定维度框架约束下准确、客观地提取旅游地意象特征。丽江古城案例证明，一级特征维度可

以完整勾勒出丽江古城意象感知的基本框架，包括以聚落形态、音乐意境、标志人物、休闲空间和纳西美食为核心

的5组空间与景观元素，深度旅游者、城市居民、年轻人、女孩子4类人群的特殊感知体验，及旅游者与环境要素的

不同互动特征；二级特征维度进一步精细解读丽江古城的意象感知特征，表现为丽江古城慢活性、夜生活和浪漫之

都的文化意象、旅游者对地方文化与现代风情融合的凝视与体验等。结合特征维度的LDA模型，准确构建了意象

基本框架，成功刻画了丽江古城的形象及精细特征，并能进一步解析意象的形成机制，为旅游地意象感知研究提供

了新视角，有助于深度解读意象形成的地方意义，厘清认知、情感和行为意象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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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意象感知是游客对旅游地的心理图像，

是认知、行为、情感的综合体现[1-2]。当前，许多旅游

者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旅游经历、感知和评价[3-4]，这

类用户贡献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s, UGC)对

其他访问者来说具有更高可信度 [5]，游客发布的

UGC对旅游形象塑造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因

此，旅游UGC数据成为旅游地意象、旅游满意度、

情感分析等研究的重要数据源[7]。

虽然基于 UGC 的旅游意象感知研究持续增

长，但许多研究仍采用人工处理分析数据的方法[8]，

使方法扩展性和结果可靠性受到质疑。引入自然语

言处理和数据挖掘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9]。

例如，采用词频分析、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在线评论、

博客、游记和官方媒体文本进行挖掘，识别旅游地

形象特征[10]和旅游者意象感知[11]。词频分析通过计

算文本高频词挖掘游客对旅游地的印象和情感，获

得旅游地形象概要特征，但结果语义模糊且容易产

生歧义[12]；语义网络分析通过文本特征词的中心度、

共现关系等挖掘游客意象结构[13]，但缺少文档集合

的主题聚类。机器学习中的主题分类技术能够把

非规则化 UGC 数据按照特定主题进行分类，解决

上述文本分析面临的问题[14]，使基于UGC的旅游意

象特征提取结果可靠性提高。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是机器学习领

域的潜在主题模型之一，无需人工构造训练数据，

在基于在线评论的满意度等研究中逐渐得到应

用[15]，但对于噪声较多的短微博文本应用受到较多

质疑 [16-18]。已有研究尝试添加级别标签[16]，或基于

空间聚合[19-20]等方式解决噪声多的短文本问题。级

别标签能较好标识微博内容结构，但并未解决内容

短小和表述随意引起的主题语义模糊问题；空间聚

合则适于较大空间尺度的主题分类，对较小空间范

围的应用效果并不明显。更关键的问题是，LDA分

类结果虽能明确一组文本具有相似的主题，但在主

题命名或主题语义描述和凝练方面，则存在明显的

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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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引入特征维度分类方法改进LDA模

型分析结果，对丽江古城新浪微博进行主题提取分

析，以解决LDA在短文本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保证

不同研究者能从大量UGC中提炼出基本一致的主

题语义，最终获得旅游地意象感知的精细结构与特

征。综合已有研究提出的级别标签和空间聚合2种

方法，设计本方法的基本思路：选择区域较小的古

城旅游地为案例；在基本噪声清洗基础上开展LDA

主题分类；对结果特征词按照旅游地意象的特征维

度进行后期标注；基于标注后的主题特征词进行主

题语义提炼。本文尝试回答2个问题：① 对LDA分

类结果进行后期标注，是否可以使LDA模型适于旅

游微博短文本的主题分析；② 基于LDA提取的丽

江古城意象感知特征是否与其他研究一致，并具有

更好的结构性和精细度。

1 理论与方法

1.1 LDA主题模型

LDA是一种非监督机器学习技术，利用3层贝

叶斯概率模型识别大规模文档中潜藏的主题信息。

它的主要思想是：一篇文档是以一定概率选择了某

个主题，并从该主题中以一定概率选择某个词语而

构成，即一篇文档代表若干主题构成的一个概率分

布，而每一主题又代表若干词语构成的一个概率分

布[21-22]。LDA模型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到文档-主题

和主题-词语2个概率分布。主题-词语概率分布由

一系列特征词及其在该主题中出现的概率值表示，

特征词概率值越大对该主题贡献率越高，与该主题

关联度越大，由此反映每个主题的内部结构；文档-
主题概率分布获得每个主题下的文档支持权重，权

重越大表示该文档与主题的关联度越大[23]。

假设 d代表文档，w代表文档中的词语，t代表

主题，则词语在文档中出现的概率P可表示为[24]：

P( )w|d = P( )w|t × P( )t|d (1)

式中：P( )w|d 表示词语w在文档 d中出现的概率，

是已知的；而 P( )w|t 表示词语w在主题 t中出现的

概率，P( )t|d 表示文档 d对应主题 t的概率，二者是

未知的。LDA模型则利用统计学抽样方法，通过一

个已知的参数推算出 2个未知的参数，从而实现文

档的主题分析。本研究使用Python的 gensim工具

包调用LDA模型，实现微博文本主题分析，为凝练

旅游地意象感知特征提供结构化处理的专题数据。

1.2 旅游地意象感知的特征维度

虽然LDA模型可以基于一组大数据文本特征

词的相关性进行主题分类，但每个分类结果的主题

到底如何凝练和表达，并未形成标准或统一方法。

已有研究一般由研究者基于研究目标自行判断主

题语义[19,25]，因此，即使采用相同文本集合得到同样

的主题分类结果，不同研究者可能提炼出不同的主

题语义。针对这一问题，由不同参与者分别提炼主

题后，判断结果的相关性，减少主题凝练结果的主

观性 [26]。本文提出对每个主题的高概率特征词进

行基于意象感知特征维度的后期标注方法，为LDA

分类结果的主题语义提炼提供标准和约束框架，以

控制语义描述的一致性。

对特征词进行意象感知维度分类的基本思路

为：首先，分析旅游地意象感知的研究成果，明确旅

游地意象是由认知意象、情感意象与行为意象支撑

的基本结构维度[1]；第二，将旅游地意象的结构维度

与影响因素转换为具体的表征维度；第三，考虑旅

游空间与景观语义的时空属性，引入时间与行程维

度，刻画旅游行程对意象感知形成的影响；第四，根

据旅游地意象感知基本结构与表征维度，并考虑实

际旅游文本描述特点，设计了包含4个一级维度、10

个二级维度的旅游地意象感知特征维度结构体系

(图1、表1)。

“空间与景观”维度主要是认知意象的具体表

征和呈现载体，反映旅游者对目的地区位、旅游环

境和景观要素的认知与印象。“空间”强调旅游行程

图1 意象感知基本结构与特征维度的关系概念图

Fig.1 A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ic structure of image perception and

characteristic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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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区位与环境表述，而“景观”强调景观要素或空

间单元对旅游者感知、体验的意义，例如丽江古城

“四方街”对旅游者来说更突出人文景观意义，而非

古城环境空间。“行为与心理”维度主要表征行为意

象和情感意象，是旅行方式与景观体验的具体表

征，实质是“空间与景观”维度的互动呈现。“时间与

行程”从景观与旅游者双重视角对意象感知的时间

性进行刻画，既表征景观意义的时间特征，又体现

旅游者在特定时间的景观融入(例如古城夜晚泡

吧)。“其他类”维度是对旅游地意象凝练的自由度

表征，为识别旅游者特殊视角下建构的旅游地意象

提供扩展接口。

特征维度划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① 充分考虑

旅游地意象的概念与内涵，实现基于主题分类计算

结果的结构化提炼框架，控制旅游地意象感知提取

结果的结构一致性；② 特征词维度划分使旅游地意

象感知的提炼结果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并有助于

显性表达维度间的关系；③ 研究者可根据特征维度

结构框架，提炼认知意象、情感意象与行为意象，并

最终形成旅游地整体意象。因此，特征维度划分框

架从旅游地理视角，为主题分类结果的深度分析与

挖掘提供了标准。

1.3 研究框架

本文综合利用LDA模型和结果主题词语的特

征维度，设计了旅游地意象感知的基本研究框架，

用于分析提炼游客对旅游地的意象感知特征(图2)。

首先，通过LDA模型对预处理后的旅游位置微博文

本进行主题提取，将大量文本聚类为若干主题。第

二，将构成每个主题的高概率特征词划分不同层次

特征维度。第三，根据不同维度的特征词累积概率

特征，确定每个主题的一、二级主导特征维度。第

四，以每个主题的主导维度确定该主题表征的核心

意象特征：一级维度决定意象基本框架，二级维度

刻画意象特征细节。第五，根据各个主题的两级主

导维度结构特征确定主题间的结构关系，根据每个

主题的高概率特征词之间的结构关系(例如文本共

现关系等)，从认知意象、行为意象和情感意象 3个

方面提炼旅游地整体意象特征。

表1 旅游地意象感知特征维度结构体系与解释

Tab.1 Structure of characteristic dimension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

一级维度

空间与景观

(SL)

行为与心理

(BP)

时间与行程

(TR)

其他类(OT)

二级维度

外部空间(SL1)

内部空间(SL2)

自然景观(SL3)

人文景观(SL4)

体验行为(BP1)

旅行方式(BP2)

感知心理(BP3)

旅行时间(TR1)

行程安排(TR2)

其他类(OT)

维度释义

目的地周边旅游景区、客源地等空间单元

目的地内部的客栈、餐馆、酒吧等空间单元

描述地文、水域、生物、气候等自然景观要素

包括建筑、民俗、文化、历史等人文景观要素

旅行中融入目的地空间，与景观交互的行为活动

游览观光的出行方式，如交通工具、步行等

旅游者对环境的感知与旅游体验心理活动

描述旅游行为的特定时间节点

描述旅游行程的节奏与旅行过程安排

不属于以上任一维度的特征词语

特征词样例(以丽江古城为例)

昆明、大理、拉市海、虎跳峡、北京

客栈、酒店、房间、院子、阳台、酒吧、电影院

阳光、蓝天、微风、小雨、白云

四方街、情人节、鲜花饼、小倩、乐队

骑马、喝咖啡、散步、晒太阳、唱歌、泡吧、跳舞

搭车、行走、火车、飞机

开心、愉快、激动、热闹、崩溃

旺季、暑假、周末、白天、早晨

两天、第一天、一站、早餐、起床、出门

日子、听说、商业、距离

注：维度编码含义见表1。

图2 旅游地意象感知研究框架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of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616



第4期 梁晨晨 等：综合LDA与特征维度的丽江古城意象感知分析

2 实证研究

2.1 案例区及数据基本情况

2.1.1 案例区基本特征分析

丽江古城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又名大研

镇，坐落在丽江坝中部。选择丽江古城为案例区主

要基于 3 个方面考虑。第一，古城旅游地的典型

性。丽江古城有良好的人居环境和独特的纳西东

巴文化，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记

忆遗产于一身。丽江古城从整体布局到民居形式，

均完好保存了古代风貌；包括藏族、白族、彝族、回

族、傈僳族、普米族等居民在此定居，纳西古乐、占

卜文化以及纳西族火把节等多彩的地方文化与民

族习俗别具一格[27]，诸多民族和文化交汇并存、碰

撞，构成丽江独特的文化背景[28]，一度被称为“东方

威尼斯”“高原姑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国

际著名旅游城市。第二，自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

遗产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古城文化

经历着不断变迁与创造的过程，引起学界极大关

注，涌现出丰富研究成果。第三，丽江古城面积较

小，仅有 7.279 km2，符合研究方法对较小旅游地开

展研究的设计要求。

2.1.2 数据基本情况

本文以旅游者在丽江古城发布的带定位信息

的微博文本为数据源。课题组在取得新浪微博官

方授权后，利用新浪微博开放平台和应用程序接

口，接入基于Python的网络爬虫程序，获取古城范

围内的全部位置微博数据。数据覆盖时间范围为

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整个古城共获

取位置微博 302921 条，微博数据内容包含微博文

本、发布时间、地理坐标、用户信息、微博 ID等信息。

数据预处理和数据清洗的基本流程：去除文本

中的表情符号、英文字符、标点符号、特殊字符以及

网址链接等；利用正则表达式定义规则对微博文本

进行中文提取；采用结巴分词系统中的精确模式对

中文提取后的微博文本进行分词；去除“的”“是”等

无意义停用词；由于所有数据都位于古城内部，而

微博数据中出现“丽江古城”一词的数量极高，为避

免该词对其他词语的概率产生影响，本文将该词收

入停用词表中。最后参与LDA模型计算的微博数

据共263431条。

2.2 LDA计算结果

2.2.1 主题的分布情况与选择

将清洗后的微博数据作为一个文本集合，输入

LDA模型计算程序，以概率分布中概率值最大的主

题作为每条微博的所属主题[29]，反复测试不同数量

的主题分类结果的区分度，最终确定包含30个主题

的计算结果，获得每条微博的主题概率分布。含微

博数量较少的主题对丽江古城意象感知的影响较

小，如主题28的微博共4046条，仅占全部微博量的

1.54%。因此，统计各主题所含微博数量后，剔除微

博数比例小于 2%的 3个主题，最后获得 27个有效

主题。

2.2.2 主题特征词概率分布

经试验，LDA模型输出的各主题中，概率较大

的前50个词累积贡献概率多数超过60%，只有2个

主题累积概率为 52.8%和 59.3%，说明前 50个特征

词能够代表该主题的语义表征。主题提取结果的

部分样例如表 2所示。由主题提取结果可见，LDA

模型抽取的主题效果较好，各主题由不同概率的词

语分布构成，主题特征词语的概率分布具有“长尾”

分布特征，在词语概率分布的尾部，词语概率值趋

于平缓，概率值约小于0.005，概率值较小的词语对

主题的贡献率较小。

3 结果分析

按照以上两级特征维度的划分标准，对27个主

题包含的特征词进行分类，可以发现各主题特征词

在不同维度的分布有明显差异。计算每个主题中

各特征维度包含的特征词累积概率，以确定各主

题的主导特征维度及其语义内涵，对各主题进行分

类与对比分析，完成旅游地意象感知特征的凝练与

提取。

3.1 一级特征维度的分布特征及其意象表征

按照一级特征维度进行特征词累积概率值计

算，并确定每个主题一级维度中的主导维度。由于

一级维度主要解决意象感知的框架描述，因此主导

维度的确定标准为：包含贡献概率较高的一个或几

个相同维度特征词，且所有该维度特征词的累积贡

献概率值明显高于其他特征维度。根据 27个主题

分类结果，可以划分为2种主导类型：单维度主导型

和双维度主导型(表3)。

3.1.1 单维度主导型主题呈现的意象特征

单维度主导型主题是提取旅游地意象框架的

主要依据。丽江古城的单维度主导型以“行为与心

理”维度主导型为主，“空间与景观”维度主导型其

次，“时间与行程”维度没有主导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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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心理”维度主导型主题共计13个，以主

题5、10、12、18、21、23最具代表性，6个代表性主题

中的主导维度特征词累积贡献均超过30%，从4个视

角表现了不同类型旅游者的古城情感意象框架：

(1) (深度旅游者)“发呆、晒太阳”是丽江古城最

悠闲的生活方式；

(2) (城市居民)“期待”逃离繁华城市带来的“烦

恼、讨厌、痛苦”；

(3) (年轻人)“快乐、享受、喜欢、向往、馋嘴”是

古城慢生活深度体验的直接感受；

(4) (女孩子)在浪漫之城偶遇时自然流露的“害

羞”体验。

主题 6、8、13、15、24是“空间与景观”维度主导

型主题，该维度特征词在 5个主题中的累积贡献均

超过 25%，以 5组核心空间与景观元素刻画丽江古

城的认知意象框架：

表2 主题-特征词概率分布示例

Tab.2 Examples of topic-characteristic word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主题6

概率

0.222

0.047

0.042

0.033

0.032

0.026

0.022

0.022

0.019

0.016

0.015

0.015

0.013

0.012

0.011

词语

客栈

老板

月亮

离开

舒服

惬意

院子

房间

一家

晚餐

印象

外面

入住

笑哈哈

环境

维度

SL2

SL4

SL3

BP1

BP3

BP3

SL2

SL2

OT

TR1

BP3

OT

BP1

BP1

OT

主题12

概率

0.168

0.068

0.059

0.047

0.034

0.024

0.022

0.021

0.016

0.014

0.013

0.012

0.011

0.01

0.01

词语

旅行

心情

风景

一米阳光

小伙伴

江湖

早晨

哈气

最美

小桥流水

一座

景色

木有

倾城

向往

维度

BP1

BP3

SL3

SL4

SL4

OT

TR1

OT

BP3

SL3

OT

SL3

OT

BP3

BP3

主题17

概率

0.145

0.076

0.071

0.065

0.044

0.042

0.036

0.035

0.023

0.018

0.018

0.016

0.013

0.011

0.010

词语

偷笑

浮云

音乐

天气

夜晚

来到

夏天播放

酒吧

播放

听歌

还好

见到

妹子

辛苦

懂得

维度

BP3

SL3

SL4

SL3

TR1

OT

SL4

SL2

BP1

BP1

BP3

OT

SL4

BP3

BP3

主题22

概率

0.078

0.028

0.027

0.026

0.023

0.021

0.021

0.017

0.017

0.016

0.016

0.014

0.014

0.013

0.013

词语

朋友

唱歌

爱情

日子

忘记

啤酒

一场

不用

浪漫

孩子

一群

听说

旅程

静静的

收获

维度

SL4

BP1

SL4

SL4

BP3

SL4

OT

OT

BP3

SL4

OT

OT

TR2

BP3

OT

主题24

概率

0.069

0.048

0.044

0.038

0.033

0.031

0.022

0.021

0.020

0.019

0.018

0.016

0.016

0.013

0.012

词语

玉龙雪山

睡觉

纳西

火锅

真心

酸奶

好吃

美食

小吃

自然

到达

烤鱼

海拔

拜拜

雪山

维度

SL1

BP1

SL4

SL4

BP3

SL4

BP3

SL4

SL4

SL3

BP1

SL4

SL3

BP1

SL1

注：维度编码含义见表1。

表3 主题特征词一级维度累积概率计算结果及分类

Tab.3 Results and classification of cumulative probability calculation in the first-level dimensions (%)

类别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主题

主题1

主题3

主题4

主题5

主题6

主题7

主题8

主题10

主题11

主题12

主题13

主题14

主题15

主题18

空间与

景观

20.2

12.0

15.1

21.7

39.0

9.1

25.3

24.6

6.3

22.0

40.5

9.9

31.2

19.2

行为与

心理

29.9

26.8

28.5

31.7

17.1

26.2

9.5

33.7

15.6

33.8

17.4

29.8

22.8

32.7

时间与

行程

5.7

6.4

1.9

4.4

3.0

1.5

15.8

6.2

3.5

3.5

4.6

0.0

10.5

1.2

其他类

9.6

17.3

22.5

16.3

14.5

16.0

19.9

12.1

36.6

14.7

15.2

19.6

13.0

11.7

类别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单维度主导

双维度主导

双维度主导

双维度主导

双维度主导

双维度主导

双维度主导

双维度主导

双维度主导

主题

主题19

主题20

主题21

主题23

主题24

主题0

主题2

主题9

主题16

主题17

主题22

主题25

主题26

空间与

景观

13.9

17.6

9.7

8.8

38.4

20.6

24.2

27.6

24.6

35.0

23.0

22.1

26.0

行为与

心理

26.1

29.8

37.6

45.6

18.8

13.9

29.1

30.9

29.7

27.2

16.5

17.6

31.8

时间与

行程

9.8

7.6

2.6

1.3

0.0

14.9

0.4

1.9

0.0

4.4

1.4

3.7

1.4

其他类

16.8

13.8

21.4

21.1

7.4

13.6

15.6

19.5

15.4

13.0

17.6

26.7

12.8

注：加粗数字为主导维度累积概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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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大研古城、束河古镇为主要内部空间载

体的丽江古城；

(2) 以班布、醉叶居、必胜客为代表的客栈、餐

厅、酒吧、酒吧街聚落风格；

(3) 以妹子、妹妹、女神为形象标志的人物特征；

(4) 以房间、院子、门口为典型单元的休闲空间；

(5) 以火锅、酸奶、烤鱼、鸡豆、凉粉、鲜花饼、过

桥米线为代表的美食文化。

3.1.2 双维度主导型主题呈现的意象特征

双维度主导型主题能较好地体现不同维度间

的相互联系，提高形象感知提炼结果的可解释性。

双维度主导型包括主题 0、2、9、16、17、22、25、26共

8个主题。其中5个主题是“空间与景观-行为与心

理”类型，表现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空间和景观交互

的过程，有助于发现旅游者如何融入目的地空间，

进而感知与体验景观的意义并形成地方感。此类

主题表征了人与环境要素的4类互动特征：

(1) 从“阳光、太阳”等自然景观获得“温暖、休

闲、美美”的感知体验；

(2) 从“米线、烧烤”等美食获得“好吃、美味”的

感知体验；

(3)“一条街、风花雪月、大冰、小屋、排骨、美

女、水车、故事、七夕”等景观要素，使旅游者的体验

“浪漫之都”的行为与心理有了自然与文化意境；

(4)“北京、昆明”等客源地旅游者获得“幸福、

开心”的感知体验，他们希望“再见、遇见”包括“大

理、洱海、双廊、雪山”等在内的大丽江。

3.2 二级特征维度的分布特征及其意象表征

各主题的二级特征维度可以更细致、精确地描

述旅游者的古城意象感知。为准确提炼各主题表征

的意象感知，二级维度的主导标准定义为：不仅是

该主题中出现概率较高的维度，而且高于(或接近)

所有主题中该维度特征词的概率均值加 1 个标准

差。根据上述标准，按照各主题二级特征词概率分

布曲线，将 27个主题分为单维度主导型、双维度主

导型、多维度主导型和主导维度不明显型4种类型，

并根据主题意象感知提炼视角进行分组展示(图3)。

由于二级特征维度需要精细刻画旅游地意象

特征，为了进一步减小基于主导维度提取意象特征

时的主观性，本文又引入了特征词共现关系网络方

注：图a、b、c为单维度主导型，d、e、f为双维度主导型，g、h为多维度主导型，i为主导维度不明显型。

图3 根据二级维度特征词累积概率分布特征的主题分类结果

Fig.3 Classification of topics based on the cumulativ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n the secondary-level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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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量描述每个主题包含的高概率特征词在微博

文本中共同出现的次数，以发现共现网络的中心和

特征词共现规律。特征词共现关系网络是主题内

部特征词语义关系结构的细化表达。9个代表性主

题高概率特征词的共现关系网络如图4所示。

3.2.1 单维度主导型主题呈现的意象特征

二级特征维度下的单维度主导型主题是丽江

古城意象感知特征的精细刻画，共有7个主题，其中

1 个内部空间维度主导型、1 个人文景观维度主导

型、5个感知心理维度主导型。

主题 6 是内部空间维度主导主题。图 3a 和图

4c表明，客栈是旅游者体验古城慢生活的重要空间

载体之一；“老板”这一人文景观要素对旅游者形成

“客栈”认知意象具有关键作用；高概率的“房间、院

子、门口”是客栈内关键景观元素；客栈及其景观元

素与旅游者感知体验特征词呈现的较高共现度，使

旅游者在古城客栈中形成“舒服、惬意”的情感意象

体验更加具象化。

主题22为人文景观维度主导的主题(图3b)，通

过“朋友、爱情、啤酒、女朋友、情人节”等人物、节日

等景观要素描写，与旅游者“唱歌、浪漫、陪伴”等行

为与感知词相呼应，高概率特征词“朋友”与其他特

征词均有共现，且与“爱情”“陪伴”共现度最高，隐

含了旅游者对友情和爱情的期许。

主题3、7、14、21和23是感知心理维度突出的5

个主题(图 3c)，既有大众旅行常规的景观偏好和感

受，也有逃离常住地进入非惯常旅游地的强烈感知

对比，还体现了旅游者与地方经营者的情感交互。

主题3和7更像是传统大众旅游感知体验，包含“不

想、美的、无聊、威武、可惜、给力、爱上”等直接感知

体验描述词，以及“两天、离开、徒步、逛逛”等较多

旅行方式与行程描述，“忠义市场”作为具体表征的

空间意象载体，说明丽江古城游客还包括传统观光

式旅游群体。主题 14中的“谢谢、舍不得、感动、惊

喜、亲切”等感知特征词与“老板娘、热情”等词汇的

高共现关系组合(图 4f)，巧妙折射出旅游者与古城

经营者的融洽关系，与主题 6对老板人物的呈现形

成极好的耦合。主题21和主题23的特征词共现网

注：连接线越粗表示词语共现次数越多。

图4 代表性主题的高概率特征词共现网络

Fig.4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high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words of representative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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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核心均为“生活”，与之共现的特征词包括“喜欢、

享受、热闹、安逸”及“痛苦、抱怨”等，呈现明显相反

的感知心理；结合主题 23的“城市、回家”等高概率

词，说明丽江古城在疏解旅游者城市生活压力方面

具有特殊意义。

3.2.2 双维度主导型主题呈现的意象特征

主题 9、13 和 24 均包含外部空间主导维度(图

3e)。3个主题借助“昆明、大理、苍山、洱海、玉龙雪

山、虎跳峡、西藏、拉市海、束河”等特征词，集中体

现了与丽江古城形成资源整合、互补的不同距离范

围的外部空间目的地。主题 9包括的“大理、苍山、

洱海”高共现网络核心，是丽江古城外部中等距离

的旅游空间，游客的直接感知体验包括“幸福、遗

憾、遇见、再见”等(图 4d)；主题 24是外部空间与人

文景观双维度主导，其中高概率的“火锅、酸奶、烤

鱼”等美食词，和“雪山、纳西”两个核心特征词具有

较高共现度(图 4i)，使纳西文化中的自然崇拜和特

色美食形象跃然纸上；主题 13则通过“古镇、庭院”

等内部空间，结合“家人、老公”等人物描写，使温馨

的家庭、厚重的文化和生态的自然在丽江古城融为

一体。

主题 1、2、4和主题 5、12分别是自然景观与感

知心理和体验行为组合的双维度主导型主题(图

3d)，突出表达人与自然的交互，细化一级特征维度

下旅游者对丽江阳光的美好体验。首先，5个主题

均直接和隐含表达了旅游者邂逅“下雨”的优美意

境，古城阳光因此多了一份清新和温润，使旅游者

遗忘日常生活的“喧闹”，以“发呆、晒太阳、漫步”和

品味美食的方式享受悠闲时光。第二，主题 1包含

的高概率“午后”特征词，为古城“阳光”意境定义了

时间坐标(图 4b)。第三，“微风”吹过来和“小桥流

水”为古城旅行体验增加了触觉和视觉上的动感元

素(图4b、图4e)。第四，充分体现了“蓝月谷”作为丽

江古城外部空间上新的旅游资源组合，与较为成熟

的拉市海一起，将古城的历史文脉与自然水景观巧

妙融为一体。

主题10、16、18、26是人文景观与感知心理双维

度主导型主题(图 3f)，相对于人与自然交互中追求

宁静和清新的感知，这组主题更突出旅游者与地方

文化交互的愉悦感受，特别是与地方人物的互动感

增强。主题16和18(图4h)2个特征词共现网络的中

心词分别是“开心”和“快乐”，分别与“雪山、四方

街、青年、东巴、客栈、酒吧”和“朋友、生日、中秋

(节)、姑娘、姐姐”等呈现较高共现关系，加上较多的

“愉快、喜欢、幸福”等积极感知特征词，共同描述旅

游者借助古城及外围核心景观凝视、体验传统东巴

文化与现代文艺风情的美好情景。主题 10 以“美

女、男人、女人、烤肉、排骨”等人文景观和“花心、晚

安、特色”等感知体验为主导，是旅游者对古城浪漫

风情的直接内心体验。主题 26则是从内部空间景

观元素对浪漫之都的刻画，在“小院、小屋”等内部

空间中融入“故事、蛋糕、七夕、大冰、风花雪月、情

侣”等丰富的人文元素，刻画出“宁静”的浪漫意

境。旅游者心中的“艳遇之都”并非真正寻求艳遇，

而实为“浪漫之都”的意象表征：厚重的人文底蕴，

承载了旅游者逃离喧嚣城市生活的愉悦，对浪漫、

自由不羁的向往；宁静的浪漫意境，消除了相互间

的文化隔离和认知束缚，衬托古城的地方意义和解

读艳遇的真正意象内涵。

3.2.3 多维度主导型主题呈现的意象特征

主题 8由外部空间、人文景观和旅行时间 3个

主导维度构成(图3g)。“云南”主导了外部空间特征

维度，是对丽江古城旅游的区位刻画；“鲜花饼、过

桥米线、丁丁(酸奶)、餐馆”等特征词是云南饮食文

化景观的表达；“明天、傍晚、半夜、一早”等特征词

是对旅游时间与行程的描述。主题 8与主题 24相

呼应，但主题8并不包含具体的外部空间要素，而侧

重于描述丽江古城在云南饮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主题 15与 17都是基于 3个主导维度直接或间

接描述古城酒吧夜生活精细画面的典型主题(图

3h)。主题 15 由内部空间、体验行为和旅行时间 3

个维度主导，特征词共现网络的中心词是“酒吧”，

并与“鼓掌、晚上、蜡烛、思考、酒店、大雨、小雨”等

景观要素和行为特征词有较高共现关系(图 4g)，另

外出现了“班布、醉叶居、必胜客”等高概率酒吧与

客栈名称词，形成鲜明的酒吧生活主题。主题17是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感知心理三维度主导的主

题，“天气、夏天播放、珍贵、音乐、酒吧、姑娘、乐队、

手鼓、民谣、鼓掌、唱歌、喜欢”等特征词组成的共现

网络，形成“夏天播放、酒吧、民谣”3个网络中心，精

细刻画了音乐、酒吧和人物等元素构成的酒吧夜生

活画面。主题15和17的主导维度和特征词共现网

络，充分证明了“音乐始终是丽江古城非常鲜明的

地方符号，融入了旅游者对新空间的地方感知”[30]；

品牌酒吧、著名乐队、民族音乐元素、美丽姑娘，是

古城音乐酒吧夜生活的标志元素；或大或小的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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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烈的动感画面嵌入一份静谧的思考空间，与主

题26主导的宁静浪漫意境形成动静呼应之势。

3.2.4 主导维度不明显主题呈现的意象特征

主题0、19、20和25是4个主导维度不明显的主

题(图 3i)，但从 4 个主题的维度分布及特征词共现

情况，也能反映出旅游者对古城内部景观及其外部

空间的旅游意象感知特征。

主题0的旅行时间与行程维度显著高于所有主

题均值，但在本主题中并不突出；该主题的“时间”

加上“早餐、起床、出门、午饭、等待、离开”等行程特

征词，结合“歌手、酒吧、歌声、世界、成都”等人物与

空间特征词的共现特征，说明丽江是区域旅游线路

的关键节点。主题 19的感知体验和人文景观维度

累积概率相对较高，拥有“味道、悲伤、梦想、精彩、

有缘”等较多感知体验特征词，另外，“骑马、划船”

等旅游行为，“昨天、早上、下午”等时间行程描述，

以及高概率特征词“明信片”及其与“喜欢、旅行、未

来”等词的较高共现度，刻画了特殊的古城意象感

知，使特色明信片成为古城旅游者现实与梦想、旅

行中的此地方与彼地方的联系纽带。主题 20突出

了“西安”等客源地及与“泸沽湖”的稳定线路组合，

拥有共现度较高的行程安排和体验行为特征词。

主题25则以高概率特征词“生活”为中心，从“古道、

公园、咖啡馆、观景台”等内部空间维度，呈现旅游

者在丽江古城“悠闲”惬意的感知体验。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针对LDA主题模型是否适于微博等社交媒体

短文本，以及分类结果语义提炼时存在主观性的问

题，本文建立了一个适用于旅游地意象感知描述的

特征维度分类框架，包括“空间与景观、行为与心

理、时间与行程、其他”4个一级特征维度和10个二

级特征维度。基于特征维度分类，LDA分类结果可

以从语义描述框架和主导维度 2个角度，保证不同

研究者基于LDA结果提炼同一旅游地意象时保持

较好一致性。首先，每个主题包含的特征词按设定

的特征维度进行分类标注，保证主题分析具有一致

的维度框架和基本结构。然后，在两级特征维度

下，基于每个主题不同维度特征词的累积概率分

布，确定每个主题的主导维度，作为各主题提炼时

的核心依据。在利用文本型社交媒体内容进行旅

游地意象感知提取时，结合特征维度的LDA模型分

析，能够实现意象感知描述框架和感知精细特征提

取的有效统一。选择丽江古城为研究案例，利用位

置微博数据进行LDA主题分析，通过两级特征维度

划分及主导维度分析，获得了古城多维度意象感知

特征，初步证明结合特征维度的LDA模型可适用于

微博等社交媒体短文本分析；在LDA分析基础上，

构建各主题特征词的共现关系网络，可以进一步解

释意象特征形成的原因和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 各主题一级特征维度勾勒出丽江古城意象

感知的基本框架。① 空间与景观方面提取出 5组

核心空间与景观元素：大研古城、束河古镇为代表

的古城及其客栈、酒吧为主的聚落形态；乐队、手

鼓、民谣、灯光元素烘托的音乐意境；以妹子、妹妹、

女神为标志的人物；以房间、院子、门口为代表的休

闲空间；以火锅、酸奶、烤鱼、鸡豆、凉粉为代表的纳

西美食。② 行为与心理方面提取 4类人群的特殊

感知：深度旅游者享受“发呆、晒太阳”的悠闲惬意，

城市居民期待逃离城市的烦恼与痛苦，年轻人的喜

爱、向往、享受和馋嘴，女孩子在浪漫之城的羞涩。

③ 空间与景观、行为与心理共同表征的核心意象是

“再见、遇见”，体现了旅游者与环境的 4 类互动模

式：阳光中感受温暖与休闲；纳西美食的柔软与美

味；大冰小屋、排骨、美女、水车等景观元素映衬下

的浪漫行为与心理；由丽江古城、玉龙雪山和大理

等共同承载的幸福、开心的旅行感知体验。

(2) 各主题二级特征维度及特征词间的共现关

系，全面呈现旅游者与景观的交互特征，精细刻画

了丽江古城的意象特征。① 从 6个视角精细解读

丽江古城慢活性：“客栈”及其“房间、院子和门口”

等具象化单元是慢活性呈现的主要空间；“发呆、晒

太阳、漫步、品味美食”是慢活性的主导体验方式；

邂逅“下雨”、“微风”拂面和“小桥流水”，是慢活性

的动感元素和清新点缀；“午后”是慢活性的时间坐

标；逃离惯常环境的喧哗、压力与烦恼是追求慢活

的情感驱动；现代经营者，特别是热情的老板娘，有

意无意承担了休闲慢活性意象的直接传播媒介。

② 从 5个方面烘托古城夜生活和浪漫之都的文化

意境：“酒吧、酒店、酒吧街”是夜生活的核心场所；

音乐主题酒吧则是夜生活的鲜明地方符号；美女和

美食是浪漫之都的直接感知；音乐(民谣)、酒吧、灯

光和美女构成的画面成为浪漫意境的主要支撑；在

中秋、情人节等节日中与朋友唱歌、品茶，隐含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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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者对友情和爱情的期许。③ 用 4种载体支撑旅

游者对地方文化、自然与现代风情融合的凝视与体

验：古城地标、纳西美食和雪山崇拜是凝视、体验民

族地方文化与现代文艺风情的主导载体；拉市海、

玉龙雪山和蓝月谷等古城近邻旅游地，将古城历史

文脉与自然山水景观巧妙融合；昆明、大理、泸沽

湖、茶马古道等更远距离和更大空间尺度的资源组

合，承载旅游者的自然与地方文化体验；特色明信

片则成为古城旅游者现实与梦想、此地方与彼地方

的联系纽带。

4.2 讨论

尽管已有研究已经指出慢活性的历史和文化

根基，但从旅游者直接的感受来看，现代古城的经

营者已经有意无意地承担了休闲、慢活性古城意象

传播的重要媒介，客栈老板特别是老板娘的热情和

客栈空间景观元素的设计，无疑成为旅游者体验古

城生活的直接感受。

引入特征维度的LDA模型，以标准化和半定量

方式从大量旅游者 UGC 中快速、精确刻画了丽江

古城的意象感知特征，部分揭示了意象特征形成的

原因和机制，其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级特征

维度有助于准确把握旅游地意象特征的基本框架，

二级特征维度有助于定量、精细刻画旅游地意象特

征的核心维度和具体形象特征；双维度或多维度主

题，有助于合理解读意象感知特征的地方意义，进

而厘清认知、情感和行为意象特征之间的关系；通

过主题包含的特征词进一步提炼主题内涵与语义，

可一定程度上保证不同研究者按照基本一致的方

式总结主题语义。

从丽江古城案例分析结果看，基于微博的LDA

主题分析取得了与问卷或访谈等社会调查方式接

近的研究结果。例如，白凯等[31]通过扎根理论对不

同类型用户的深度访谈文本进行分析，总结了丽江

慢活性呈现的多种维度，与本文的分析结果高度一

致。崔庆明等[32]的研究中被游客提及最多的是丽

江古城古建筑、历史文化、特色酒吧和客栈、自然景

观和气候等属性，以及“寻求艳遇、逃离和归属感”

等古城的旅游价值，这些观点在本研究中通过一级

特征维度全部刻画出来。古城的音乐元素，特别是

音乐与酒吧文化组合对浪漫之都的地方构建，也能

与李大伟等[33]关于丽江古城地方音乐对地方构建

研究的观点基本一致。

与小数据量文本分析和访谈调查研究不同，基

于大量微博的LDA分析所获得的意象特征呈现了

更多的维度、视角和载体，使形象特征更加丰富、立

体、细腻且有画面感，能捕捉人与环境互动界面的

特征。例如，孙九霞等[34]基于访谈和观察法的研究

发现，酒吧扩张使人们刻意追求丽江艳遇，使小资

文化走向庸俗化，丽江古城正在演绎文化解构与重

构的过程，但并未给出文化重构是好还是坏的结

论。本文的LDA模型分析发现，酒吧与地方音乐的

组合呈现是酒吧发展的特质，正如旅游者对古城的

凝视一样，旅游者并非期待真实的艳遇，艳遇的本

质是对浪漫之都的特殊呈现。再如，已有文献还没

有充分讨论过丽江古城明信片的特色价值，除了联

系旅游者的现实与梦想、此地方与彼地方，是否也

隐约中传递对真正爱情的期许呢？

然而，要想全面解读丽江古城意象的形成原因

和机制，还需在LDA分析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运用更

多方法和更深入的文献分析进行解释。例如，综合

本文与白凯等[31]的研究成果，丽江古城慢活形象的

形成源于3个方面：由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积淀造就

的原住民慢活理念；外来经营者对客栈和酒吧的营

造和推广，特别是老板娘的形象，使其强化和鲜活；

逃离城市、享受休闲时光的需求，使古城慢活更为

显化。② 丽江古城浪漫之都的形象也有其形成原

因和机制：舒适的高原气候，独特纳西美食、民俗与

建筑文化显然成为浪漫意境的主要环境基础；夜色

中热闹的音乐主题酒吧、宁谧温馨的风情客栈，动

静画面的自然交互中，更是把浪漫意境呈现得淋漓

尽致；无数文人、艺术家定居古城，精美的明信片，

以及充满浪漫气息的客栈与酒吧名称，也为古城添

加了丰富的浪漫元素。

总之，将LDA模型与特征维度方法应用到旅游

地意象特征的半定量化提取，为旅游地意象感知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选择丽江古城意象感知

的案例分析，其意义已并不局限于旅游地内部空间，

而是对整个丽江地方文化的凝视与理解；有关丽江

古城形象特征的结论，可以为旅游地政策制定、游

客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策略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当然，本文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LDA模

型并未考虑文本词语顺序，且微博文本相对较短，

语言表述的随意性强，引入特征维度后的词语分类

仍存在一定主观性等。因此，基于LDA模型进行的

微博分析，获取的旅游者古城意象特征可能并不完

整，或存在一些偏差。首先，主题提取结果是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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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象感知为主的，对部分旅游学者忧虑的文化变

迁、过度商业化[35]等发展特征的体现并不明显。这

一结果符合微博用户以年轻人为主的属性特征，他

们更能快速接受地方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及其

对地方意义的建构，甚至会成为参与建构的主体。

第二，丽江古城包括大研、束河和白沙 3个古镇，但

LDA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的丽江古城意象空间与完

整的丽江古城并不耦合，特别是白沙古镇在主题分

类结果中涉及较少。总之，实际应用LDA模型时，

仍有必要参考地方资料和实地考察认知，以避免对

特征词的过度解读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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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model and dominant semantic dimensions:

A case of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LIANG Chenchen1, LI Renjie1,2*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2. Hebei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whether the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topic model is suitable for analyzing the

short text of tourism microblogs and whether the result can be consistent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interviews and other data,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framework including four first-

level dimensions and 10 second- level dimensions. Then the meaning of the topics is defined based on the

dominant dimensions of each topic, which can reduce the subjectivity of researchers and help them to use the

LDA model to extract the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quantitatively and objectively. The case study of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shows that in the first-level dimension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image perception can be fully

outlined through the five groups of core spatial and landscape elements, including the human settlements, music

culture, character, leisure space and Naxi cuisine, and the special perception of the deep tourists, urban residents,

young people and girl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In the

second- level dimensions, more detailed perception of destination image can be vividly present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low living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the culture of nightlife and romance, and tourists' perception

of the fus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modernity. This study proves the feasibility and advantage of this method—it

shows that LDA is suitable for short text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 such as Weibo. Topic analysis based on

dominant semantic dimensions successfully portrays the image perception of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mage formation,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which has three values. It helps to accurately establish the basic framework of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quantitatively extract the core dimensions of image perception; and deeply interpret the local meaning of

destination image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images.

Keywords: LDA model; dominant semantic dimensions; co-occurrence relationship; image characteristic; Sina

Weibo;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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