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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空间中话语语境的建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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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话语语境理论，对文化旅游空间的语境特点作了具体分析，阐释说明了文化旅游空间的语境呈现出了差异与统一的

特性，表现为本源上的广阔性、个体上的独特性以及主体在特定情景中所表现的融合性三层逻辑关系特征。研究指出：1）文化旅游

演变受到同源、文化、地理、个体精神的耦合性作用；2）文化旅游空间中语言语境建构潜基于其突破地缘地理与精神内化得同源性、

生命张力和源赋责任；3）文化旅游空间语境构建得目的一是建构出更加清晰的语境边界，使得其被广泛的接受，二是突破边界，使

得语境的范围更为广阔，这是对文化的推进与拓展，也是文旅融合、文旅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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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背景中的语境 

话语语境的建构包含了交际双方、社会文化、社会规范、政治

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方面。语境是语用学理论研究概念，国外波兰

人类学家、语言学家马林若夫斯基（1923）第一个提出语境这一术

语[1]，英国功能学派语言学家弗斯（1950）继承与整合了他的观点，

将语境分为对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2]。国内胡壮麟（1994）在其《语

篇的衔接与连贯》一书中，讲述了语境与语用学的关系，认为语境

大致包括特定的话语上下文语境、包括语音、语义、语法上下文；

应对现实情景语境，包括时间、地点、话题、方式、交际对象、潜

在受话人；以及文化语境，即说话人所在的言语社团的历史文化和

风俗人情三类[3]。谷文霞（2009）在梳理语境相关研究后，提出文

化语境是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可分为两个方面，一

是文化习俗，二是社会规范；情景语境是指：在交际过程中某个语

言单位表达某个特定意义时所依赖除去文化因素外的各种非语言

因素，如：时间、地点、话题、场合；交际者的身份、职业、思想、

教养等[4]。由于地域国家、地理位置等的不同，人们处在不同的文

化环境下，使得文化语境不同并产生了很多歧义。基于一般的社会

生命习惯，对话语语境的建构使得话语体系中的词义得以具备普遍

性，即是使得有所受众群体得以在其领域中形成公共理智空间，这

种空间的形成使得事物得以被理解与推进发展[5]。相对于词义而言，

不同的语境中所体现的意义明显不同，例如在中西语境中“是”与

“be”是明显的不同地，“是”相对“be”而言是一种介词与肯定性

字语，而“be”则是在介词的功能上拓宽到动词的领域，这种拓展

使得词句中的词义是有所变动的，这也使得个体对这种公共性的领

域中理解是有限制地。 

文化在其自我发展与构造中，语境如同建筑物的框架是具有边

界的，使文化中的共同部分有所厘清，清晰其的特征，明确文化的

目标和方向。此种启示对于文化旅游的发展来说，使文化旅游具备

明确的特性，确定的目标，文化旅游空间话语语境的建构将会成为

至关重要的一环，是个体理解文化旅游的字典及其范围，也是文化

旅游自我解释的权威。 

二、文化旅游空间的语境特征分析 

区域人口在历史的进程与发展中，是华夏文明不可缺少的群体

中的部分群体，是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地的实在赋予与落实。文化

旅游的核心在于文化[6]，文化旅游中的文化核心是东方文明中的西

域绿洲，即是属于华夏文明的一分子，各民族文化相互关联、相互

补充、相互依存，与中华民族文化整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

共同价值,又因为其地缘地理形成了自我特性，用成长来比喻，那就

是在逐渐回溯到文化本源中，内在的文化内核复苏与外显的特性现

象同时具身，既是公共部分的一种尝试，也是公共部分拓展出来的

限制性部分的表达，这种表达即是对内在本源的反映反馈，也是外

在的人为的共同努力凝集。 

在表明文化旅游的语境分析是东方文化语境下的尝试与独立

表达后，对于文化旅游的语境特征分析将在本文中被划分为三个层

次特征，由逻辑与实在内容推论出来。 

首先，对于一般的、通俗的语言而言，用以日常沟通的部分实

际上比起公共空间领域所包含的部分明显要小很多，同时因为其部

分比起这种“共相”的范围有所不足，其被赋予的意义超出了其所

能承载的理智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言说”在大多时候呈现混乱

的状态，因为其所本来的部分是有限的，而在人类精神的无限上，

两者乱用或过多的赋予意义，使得交流与沟通出现了误解，这就是

为什么沟通很重要，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无法全部理解，这种

不理解使得生活不能通畅，于是在文化和个体，或说主体和客观的

共同选择上，语境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避免了个体表达的

复杂，又保证了公共部分的边界，得以使全体受众理解与接受，或

说它赋予了一种普遍性以及实用性，是有效而公平的体现。 

其次，在这种有效与公平的体现中，文化旅游的语境呈现出了

差异与统一的特性。其一，文化旅游的语境具有本源上的广阔性，

这种广阔性来源于东方文明中的文化自我展现性，也是地缘地理对

人类文化文明的限制与发展，它充分的展示了在历史文化进程中，

个体的精神与局域性的内张性是有限的，只有在辩证与发展的中，

存在的存在物才得以具现为实在，这种实在发展是在更加备全与夯

实的流域中的本能，求生的意志成为第一精神序列；其二，文化旅

游的语境具有个体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依旧可以与地缘地域有

所关联，但是若仔细的把这些关联一一拉出来看，可以发现联系中

的介质出现了色彩，或可以理解，介词不仅是介词那么简单，它成

为了联通的体系，没有介词，这种联通将会更加困难，这种色彩使

得文化旅游的语境特征鲜明如彩，对于感官的刺激异常激烈，这种

与“含蓄”相对的“热情”，是独特的，色彩的异常鲜明无疑是它

在限制性部分中的自我升华与展现，展现的是生命的张力，同时也

是文化张力，这种张力告诫与指示混沌与朦胧中的否定决断，也就

是说同源之下，无限的可能被开辟了新的空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扩大了同源文化语境中的范围，这种价值是独特的，也是蕴藏巨宝

的。其三，文化旅游的语境中，我们从前面的论述不难发现，它还

具备一种主体在特定情景以及演化需求中所表现出的融合性，这种

融合性是象征地暗含，因为长久的语言差异、语词混乱、语义乱用

中，语境的作用被遮掩，由于教育的无法补位，使得这种遮掩更易

于被埋藏起来，所以发展后期很大程度上会更加的渴求“语境”对

它的解释，又在不断在自我语义中磨合，使得个体部分，或说局限

性的部分去覆盖公共理智部分的语境[7]，由此形成了文化旅游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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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语境的融合性。 

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文化旅游的语境的特点实则也是文化语

境在实在中的特点，这种特点受到同源、历史、文化、地理、个体

精神、演化需求等因素的耦合性作用。 

三、文化旅游空间中语言语境建构的潜在 

在对文化旅游的语境特点加以分析后，可以清楚的看到文化旅

游中话语语境建构的潜在，它是文化旅游的语境建构的可能基础，

也是文化旅游发展的方向。这种潜在是一种潜在潜能，即是实在与

可能的双重肯定，是事实依据、社会关系、物质实在等等的反映与

反馈，从情景化对象性的实然来看，这无疑表示这种潜在如同建筑

图纸一样，是先于建筑，又跟着建筑而有所变化的，它不是一成不

变，而且不断的更新自我。 

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源，同源是可以追溯与发现、发掘的，它赋

予了文化旅游话语语境建构得以塑形的模板，它赋予了文化旅游得

以被更广阔的文化范围内的人所理解。这种理解的反面正如正常人

类不能理解食人族的理念，但是可以在个人范围中同情同理的，这

种理解与接受，实则是同源所带来的是一种更广泛的普遍性，使得

文化旅游的话语语境建构具备突破地缘地理与精神内化所带来的

局限性，广泛与包容所带来的是更广阔的可能，这是潜在潜能的供

给来源。 

其次是生命张力，文化旅游中的生命张力，如同前文所论述的

独特性，正是因为这种张力，得以体现和耀眼，色彩的浓度是这种

生命张力的震动频率，即是“共相”与“自相”两者的触碰与融合

所表达实际现象，是因为其地缘地理以及局域性精神凝聚所展现的

生命张力，正如人类成长的不同年段一样，这种生命张力可以说是

一种有效的“叛逆”，当然这不是文化演变的异化，而且对人类精

神的肯定，这种肯定可以说是一种创造，创造并不是凭空出来的，

创造是在一种模仿模式中的实在突破，是人类劳动与精神的凝结，

文化旅游的语境中所具备的这种生命张力潜在或许将成为它突破

以及复归的地方。 

最后，文化旅游的语言语境中还具备一种源赋的责任，是同源

给予的更多的赋予与可能，独特的历史民族文化和特殊的地理区

位，使得它本身承载着区域文化、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稳定

等多方面的期望与责任，文化旅游的语言语境也正承载着同种期望

与责任。这种责任是对文化交融与地缘突破的担当，正如“一带一

路”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一样突破了地缘与语境，所形

成的实在实用价值有目共睹，有迹可循，有来有往[8]，而这种责任

所带来的魅力，实际成为了当前文化润疆、旅游兴疆、富民兴疆、

长期建疆的重要发光点，文化旅游空间中话语语境的构建，蕴涵着

同根同源下的特性生命生长力，是历史文化赋予的意义，是新时代

文化旅游发展的要求，更是其自我意志的确明。 

四、文化旅游空间语言语境建构的未来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对文化旅游中语言语境的建

构目的：一是建构出更加清晰的语境边界，使得其被广泛的接受，

这种接受是对个人成本的减轻，使得个体精神的突破避免了不是必

要的门槛，二是突破边界，使得语境的范围更为广阔，这可以说是

对文化的推进与拓展，是文旅融合、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道

路。 

对于内在与实在的未来，文化旅游的话语语境建构必然会走上

两条道路，或说是将会有两条腿去驱使它前进。一条是文化精神的

复苏，一条是勇于突破的生命自我绽放。因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

阐述： 

1.文化与精神的正本：同源的重要不言而喻，但是对于语境的

构建中包含了实际情景与潜在受话人，应对个人的公共理智空间应

该对文化与精神的正本更加摆明，不应该在“是者”与“是”之间

摇摆，而文化与精神的正本将会通过同源语境与语言来实现，在保

存其生命张力的可能下，使得走向复归的道路，这种道路不是简单

的返回，而且一种大清明。 

2.揭除其模糊性带来的面纱，还原本来面貌：模糊性所带来的

面纱，归根到底是主体的纵容与个体的放纵，长久的语词混乱、语

义乱用中，同源语境的被遮掩，教育的无法补位，这些所带来的虚

假热情将真正的开放与包容驱逐，形成了固执己见，深究进去，实

则是部分私我者的私欲泛滥成泥潭，为了公平与发展可能的空间，

所以应该将浮于同源语境的虚幻面纱摘除，洗涤虚假的热情，破除

泛滥成泥的私欲，还原文化和话语语境本来的热情、包容与开放。 

3.局限性的重视与公共部分同样重要：局限性的重视与同源性

公共部分的重要两者不可偏驳，任何极端化的一方，都是对文化旅

游话语语境的巨大伤害，伤害其历史文化赋予的使命与责任，这种

伤害阻止不了历史地进程，但是却能伤害语境中的实在受话人。 

4.开放性带来的挑战与应对：所谓的开放性分为两种，一种是

对内的开放，即是对自我的审视，这种审视对个体开放，所带来的

不仅是意见的指导，也会带来群体的混乱，比如《乌合之众》中群

流的状态[9]，成为了这种开放的阻力，因此为了保证开放的坚定，

所以需要理智与科学的领导与前锋。另外一种是对外的开放，这种

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汲取人类优秀的文化精神，是对话语语境的比较

与拓展，但是这种汲取中，因为语境自身夯实的框架，以及内容拉

入的偶然性，带来的摩擦碰撞与混乱、误解，反而成为了开放价值

的必然阻碍，这种阻碍严重的甚至覆灭善意的表达，扭曲价值观，

所以为了应对这种阻碍，反馈检查与管理检验应将成为周期性循环

性的操作步骤，并要辅之以内部教育的补位，树立核心价值观的权

威性，全方位系统构建文化旅游空间的话语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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