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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扬州个园为研究对象,
 

以线上的游客评论为数据来源,
 

运用ROST
 

CM6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
 

研究结

果表明:
 

个园旅游地意象由景观意象、
 

文化意象、
 

地方意象和情感意象组成;
 

游客对于个园的感知特征为领悟动静

交替、
 

体验四季轮转、
 

感受历史变迁;
 

游客对于个园保持较好的评价.
 

综合数据分析结果,
 

对个园旅游地意象各维

度的具体划分与优化建议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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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ook
 

Yangzhou
 

Geyuan
 

garden
 

as
 

research
 

object
 

and
 

used
 

online
 

guest
 

reviews
 

as
 

data
 

sources
 

t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with
 

ROST
 

CM6.
 

Results
 

of
 

research
 

indi-
cated

 

that
 

the
 

dimension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ination
 

of
 

Geyuan
 

garden
 

is
 

comprised
 

of
 

landscape
 

imagination,
 

cultural
 

imagination,
 

place
 

imagination,
 

and
 

affective
 

imagination.
 

The
 

perceptual
 

character-
istics

 

of
 

tourists
 

are
 

understanding
 

the
 

alternation
 

of
 

movement
 

and
 

stillness,
 

experiencing
 

the
 

rotation
 

of
 

four
 

seasons,
 

and
 

feeling
 

the
 

change
 

of
 

history.
 

Tourists
 

had
 

a
 

high
 

praise
 

for
 

Geyuan
 

garde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specific
 

division
 

and
 

suggested
 

optimization
 

of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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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清时期的江南私家园林是中国园林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自然、
 

精致、
 

淡雅、
 

多变、
 

富有意

境的风格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
 

扬州园林融合北方皇家园林特色,
 

与苏州园林风格趋近却不雷同,
 

在建造

时间、
 

设计者身份、
 

设计手法、
 

意境、
 

空间布局等方面皆自成一体,
 

并以其特殊的设计风格在江南私家园林

中独占一席之地.
 

近年来,
 

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2].
 

2018年的旅游

人数更是突破了55亿,
 

扬州园林作为享誉中外的旅游景点,
 

自然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去观赏.
 

游客在游

览过程中欣赏新的景观,
 

了解地域文化,
 

体验当地生活的时候,
 

会重新审视自我,
 

包括自己对社会、
 

文化的

认知,
 

从而产生某些认同[3].
 

对于扬州园林来说,
 

除了外在的景观吸引力之外,
 

它也肩负着文化传承和发

展的重要使命.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的对旅游环境的认知,
 

受到各类信息的影响,
 

人们对于

旅游的感知和出行计划也会随之改变.
 

传统的扬州园林也需要重视旅游者的信息.
 

深度分析旅游者对其旅

游地意象的认同与认知,
 

不仅有助于推广扬州园林乃至江南私家园林的文化影响效应,
 

也为历史名园的后

续完善工作提供参考.
旅游地意象的研究指人们对旅游目的地观念、

 

想法和印象的集合[4],
 

对旅游者感知、
 

行为和决策均有

重要影响,
 

良好的旅游目的地意象是旅游目的地成功的关键.
 

多位研究者针对旅游地意象的定义进行了讨

论.
 

Hunt[5]将其定义为是游客对于某个区域的全面感知;
 

也有学者[6]将旅游地意象解释为是人们对特定对

象或区域的了解、
 

感受、
 

情感倾向等多元素的一种集合表达;
 

Chon[7]也认为旅游地意象是聚集了旅游者的

感受、
 

想法等多方面的组合.
 

“认知 情感”模型的提出则进一步提升了旅游地意象的研究深度[8].
 

该模型的

核心内容旅游地意象是由认知意象和情感意象两个层面组成,
 

认知意象即游客对目的地环境事物感知的总

和,
 

而情感意象就是游客对目的地的情感评价[9-10].
 

“认知 情感”理论模型的出现对于之前学者对于旅游地

意象的理解进行了规整,
 

从两个层面的递进关系对旅游地意象的概念分析提供了有力的操作化路径,
 

解决

了“旅游地意象”这一概念的内部模糊性问题[11].
在当下旅游大数据发展的新趋势下,

 

网络文本分析法被不断运用于旅游体验研究[12]、
 

游客行为特征研

究[13]、
 

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14-15]、
 

游客情感特征研究[16]、
 

游客满意度研究[17]和拥挤感知研究[18]等方面.
 

随着全域旅游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游客对于旅游地的认知不仅直接反映了其在旅游市场中的影响力与竞

争力,
 

也可为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直接的参考,
 

旅游地意象的研究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
 

国内对

于旅游地意象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城市[19]、
 

古镇[20]、
 

乡村[21],
 

鲜有学者借助大数据的支持,
 

运用网络文

本分析的视角对扬州园林的旅游地意象进行探讨.
 

鉴于此,
 

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游客对扬州个园的评论,
 

探讨其旅游地意象的构成维度.
 

同时本研究还分析了旅游者对个园的感知特征和游憩满意度,
 

为完善个园

的区域建设、
 

增强吸引力提供理论依据.

1 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扬州个园南临扬州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
 

北靠护城河风光带盐阜路.
 

现存个园为清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两淮盐总黄至筠所建,
 

因主人品性爱竹,
 

且竹叶形如“个”字,
 

故取名“个园”.
 

这座清代扬州盐商

宅邸私家园林,
 

占地面积为24
 

000
 

m2,
 

分为南部住宅区、
 

古典园林区和品种竹观赏区,
 

总体布局采用前宅

后园的形式,
 

融造园法则与山水画理于一体,
 

被园林泰斗陈从周先生誉为“国内孤例”.
 

南部住宅区富贵豪

华,
 

古典园林区以用笋石、
 

湖石、
 

黄石和宣石叠成的春夏秋冬四季假山的分峰用石叠石艺术手法而胜,
 

品

种竹观赏区以遍植龟甲竹、
 

孝顺竹、
 

板桥竹、
 

罗汉竹等多种竹类而闻名.
 

2005年,
 

个园被评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

 

全国二十家重点公园之一.
 

2016年个园成为首批国家重点花文化基地之一.
1.2 数据采集

本文选用携程、
 

去哪儿、
 

驴妈妈这3个游客使用较多网站,
 

通过运用八爪鱼软件获取了个园的游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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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评论信息的时间跨度集中在2015-2020年.
 

通过人工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清洗,
 

将部分重复和无意义的

数据进行删除,
 

最后得到有效评论为5
 

852条评论.
1.3 研究方法

ROST
 

CM6是由武汉大学沈阳教授设计、
 

编码的数字人文辅助研究平台,
 

该平台可以对文本信息进行

分词、
 

词频统计、
 

词性情感分析以及词汇共现分析.
 

首先,
 

运用ROST对获取的游客评论进行分词,
 

然后

将分词后的评论进行词频分析,
 

通过词频分析得出个园的旅游地意象维度构成.
 

随后进行语义网络分析,
 

以及对个园游客的满意程度进行深度分析.

2 研究分析

2.1 词频分析

将采集到的有效点评数据导入到文本文档中,
 

然后运用数据分析软件ROST
 

CM6对所有评论进行分

词.
 

然后再运用
 

“词频分析”功能统计出排名前200的词频,
 

将部分同义词汇进行合并,
 

筛选出排名前80位

的高频词(表1).
 

个园游客评论的高频词汇主要涉及名词、
 

形容词和动词.
 

名词主要为园区类型、
 

地理位

置、
 

场地特色和历史文化等方面;
 

动词反映出场地内游客的活动和导游的讲解行为;
 

形容词可以体现出游

客对于个园以及相关信息的评价和感受.
表1 高频词统计

排名 高频词 频次 排名 高频词 频次 排名 高频词 频次 排名 高频词 频次

1 个园 2
 

558 21 讲解 330 41 清代 199 61 优美 134

2 园林 1
 

818 22 建筑 313 42 环境 198 62 网上 134

3 值得 1
 

193 23 风景 313 43 住宅 192 63 好玩 132

4 扬州 1
 

093 24 门票 311 44 园内 191 64 街上 132

5 假山 1
 

083 25 漂亮 307 45 何园 189 65 旅游 131

6 方便 1
 

022 26 名园 307 46 历史 183 66 著名 128

7 景色 841 27 竹林 286 47 文化 174 67 开心 125

8 竹子 695 28 不大 275 48 瘦西湖 171 68 感受 121

9 四季 635 29 私家 275 49 游览 167 69 游客 120

10 东关 630 30 花园 272 50 风格 162 70 各种 119

11 园子 575 31 主人 268 51 北门 161 71 适合 116

12 特色 552 32 游玩 240 52 身份证 152 72 艺术 115

13 导游 486 33 南门 229 53 景观 151 73 人家 115

14 景点 470 34 苏州 229 54 体验 150 74 下次 110

15 春夏秋冬 427 35 便宜 223 55 时间 145 75 服务 109

16 四大 409 36 入园 221 56 建议 145 76 位于 108

17 江南 402 37 景区 210 57 进去 143 77 住宅区 106

18 精致 367 38 设计 204 58 园中 141 78 总体 102

19 地方 350 39 小时 203 59 玩的 141 79 最好 102

20 中国 333 40 妈妈 201 60 院子 137 80 大户 99

2.2 旅游地意象分析

Beerli等[22]认为自然资源、
 

人文景观、
 

地方气氛以及情感等构成了旅游地意象的主要感知要素.
 

李瑞

等[23]运用语义差异法,
 

从意象功能感知和意象心理感知两个层面对旅游地意象感知进行探讨.
 

彭丹等[11]

通过搜集游客的游记,
 

对丽江古城的旅游地意象研究中,
 

从景观、
 

地方、
 

文化以及情感4个维度作为切入

点展开分析.
 

Tasci等[24]认为,
 

旅游目的地意象是一个动态性的交互系统.
 

旅游者在对旅游地进行想象和

感知时,
 

往往会表露出不同的情感倾向,
 

旅游地意象的形成离不开旅游者个人情感偏好的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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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以上研究成果,
 

结合文本中的高频词汇以及所涉及的内容,
 

通过归纳和整理来提炼游客对个园的

旅游地意象维度构成.
 

最终将个园的旅游地意象解构为景观意象、
 

文化意象、
 

地方意象和情感意象4个具

体维度(表2).
表2 旅游地意象归类

旅游地

意象维度
类别 词汇示例 网络文本示例

景观意象 植物景观 竹子、
 

竹林
园内竹子茂盛,

 

建筑风格古色古香,
 

典型的江南园林风格,
 

值得一

游;
 

遮天蔽日的竹林绿影婆娑,
 

清风徐来,
 

竹叶沙沙

人文景观 园林、
 

假山、
 

四季、
 

建筑

个园,
 

扬州非常著名的园林以青竹和假山闻名;
 

内部园林构造独具

匠心,
 

四季景点和建筑让人流连忘返;
 

园中最大的特色便是“四季

假山”的构思与建筑,
 

分别命以春、
 

夏、
 

秋、
 

冬之称

文化意象 历史文化 四大、
 

名园、
 

主人
作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818年;
 

个

园得名就源于个园主人黄至筠身性好竹

民族文化 中国、
 

清代、
 

私家
个园不愧是中国园林的典范;

 

个园建于清代中叶;
 

个园是一处典型

的私家住宅园林

地方意象 地域特色 扬州、
 

特色、
 

江南、
 

精致
个园作为扬州的著名园林景点,

 

成为行程中必不可少的项目;
 

典型

的江南园林风格,
 

值得一游;
 

风景优美,
 

小而精致,
 

很有特色

商业氛围 东关、
 

导游、
 

门票
个园的位置在东关街历史街区;

 

导游服务非常好,
 

讲解细致,
 

亲切

感很强;
 

这里值得一去,
 

门票价格也较合理,
 

推荐

情感意象 游憩体验 值得、
 

方便、
 

游玩
感受特色园林,

 

值得观赏;
 

扬州个园在东关街边,
 

游玩很方便;
 

景

色还不错,
 

比较清静,
 

适合慢慢地游玩

  1)
 

景观意象分为植物景观和人文景观2个维度,
 

植物景观的主要词汇为“竹子”
 

“竹林”.
 

人文景观包

含了“园林”
 

“假山”
 

“建筑”等词汇.
 

景观意象是游人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景观属性的认知.
 

在现代城市化的

高速发展下,
 

人们的出行游玩也更倾向于亲近自然,
 

增加视觉体验;
 

有历史沉淀的建筑和园林景观也成为

人们向往的旅游地点,
 

人们在畅游的同时可以感受历史,
 

触摸时间留下的印记.
2)

 

文化意象作为凝聚了独有的特点、
 

心理召唤性、
 

视觉吸引等多方面的意象元素[25].
 

通常被认为是旅

游者基于自身认知对于旅游地所蕴含的文化气息的理解,
 

本次研究将其分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两个维

度.
 

历史文化包含了“四大”
 

“名园”等词汇,
 

“中国”
 

“清代”等具有中国时代气息的词汇体现了民族文化.
3)

 

地方意象是指游人对于旅游地所在地所呈现出的独特氛围的一种理解和感受.
 

在“推 拉”理论中,
 

地方的吸引性是吸引游客前往旅游地的一个重要拉力.
 

旅游世界相对于现实世界是属于一种暂时分开的状

态,
 

独立于现实世界[26].
 

在这两个世界的张力作用下,
 

旅游地以其独特的“地方性”满足了游人想体验新鲜

事物、
 

暂时逃离现实生活的需求心理.
 

个园的地方意象主要分为地域特色和商业氛围.
 

地域特色包含了“扬
州”

 

“江南”
 

“精致”等词汇.
 

商业氛围以“东关”
 

“导游”
 

“门票”为主要词汇.
4)

 

情感意象是指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总体情感评价.
 

旅游者对于旅游地的游憩体验会影响旅游者自身

的情绪,
 

好的游憩体验不仅可以带动游客的积极情绪也会促进游客对于旅游地的正面评价,
 

体验感差的游

憩体验则反之.
 

因此,
 

采用游憩体验这一维度代表游人对个园的情感意象.
 

从“值得”
 

“方便”等出现频次居

高的词汇可以看出,
 

游客对于个园的情感意象处于较好的程度.
2.3 语义网络分析

如图1所示,
 

在网络分析图中,
 

可以发现“园林”的连线数量最多,
 

位于最核心的位置.
 

这是景区类型

和功能最直观的体现,
 

也从侧面说明游客对于游憩对象的普遍理解.
 

“假山”
 

“扬州”
 

“竹子”
 

“四季”等词汇

在位置上则处于次核心位置,
 

属于对核心位置的拓展和延伸,
 

表明游客对于园区的进一步认识,
 

包括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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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地理位置.
 

核心位置和次核心位置的外围词汇可以理解为在核心词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包括相关的历史背景、
 

周围环境等方面.
 

扬州个园属于江南私家园林的突出代表,
 

享有“四大名园”的称呼,
 

被誉为中国园林的“孤例”.
 

从表3可知,
 

“扬州 园林”
 

“园林 江南”
 

“私家 园林”
 

“四大 园林”等词汇保持

高连接度.
 

“假山 四季”
 

“假山 园林”
 

“四季 园林”
 

“假山 扬州”
 

“春夏秋冬 四季”
 

“假山 春夏秋冬”等词汇

则体现了个园的四季假山凭借其构思精妙令人印象深刻.
 

“值得 园林”
 

“值得 景色”等体现了游客们对于个

园的游憩体验保持着较高的肯定.
 

“竹子 园林”
 

“假山 竹子”保持高连接度也说明了个园除了假山之外的另

一个特色———竹子给游人也留下深刻记忆.
 

园内种了很多竹子,
 

营造出各具特色的竹景观.
 

并且个园的取

名就跟竹子有关,
 

因竹叶的形状像“个”字,
 

故以“个园”名之.

图1 语义网络分析图

表3 前20词汇连接强度

排名 词汇 连接度 排名 词汇 连接度 排名 词汇 连接度 排名 词汇 连接度

1 扬州 园林 402 6 名园 四大 264 11 假山 竹子 224 16 假山 春夏秋冬 195

2 假山 四季 388 7 四季 园林 244 12 四大 园林 224 17 竹子 园林 192

3 假山 园林 355 8 私家 园林 237 13 中国 四大 207 18 讲解 导游 191

4 值得 园林 315 9 特色 园林 232 14 值得 景色 201 19 值得 扬州 190

5 园林 江南 292 10 假山 扬州 230 15 春夏秋冬 四季 198 20 春夏秋冬 园林 187

2.4 游客感知特征分析

通过对高频词汇、
 

语义网络分析以及评论内容的梳理,
 

可以将游客对个园旅游地意象的感知特征

归纳为3点.
2.4.1 领悟动静交替

动态元素和静态元素巧妙地结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旅游景象,
 

这种动静结合的景象容易吸引旅游者,
 

并引起其内心的联想和共鸣,
 

从而产生深刻的旅游感知[27].
 

个园同样具备了动静结合的特性.
 

园林观赏有

动观与静观之分.
 

动观为游,
 

妙在步移景异;
 

静观为赏,
 

奇在风景如画.
 

当游客时而驻足欣赏园内的建筑与

假山交相辉映,
 

时而漫步游览园内的竹林景观,
 

游赏相间,
 

动静交替则园之景致尽入眼中.
 

不仅为游客带

来了视觉审美,
 

更引发了他们深层次的情感反应.
2.4.2 体验四季流转

个园的占地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四季假山”的巧妙构思却让这小巧精致的江南园林呈现出另一番天

地,
 

春夏秋冬4个假山区让游客在园中漫步之时,
 

可尽览四季秀景.
 

正如游客所留下的评论“个园不大,
 

精

髓在于以四季为题的假山叠石艺术.
 

游园一周,
 

随着假山布置和变化,
 

仿佛经历了春夏秋冬.”
 

“参观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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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看假山! 太湖石和别的石头堆出来的假山就是不一样! 颜色不同! 仿佛春夏秋冬四季轮转!”

2.4.3 感受历史变迁

个园建于清代,
 

几经沧桑,
 

它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小小的个

园见证了当时盐商的春风得意,
 

展现出了江南私家园林的小巧精致,
 

它的每一处设计都有所讲究.
 

游客

们也纷纷表达出他们的感受.
 

例如“很喜欢个园,
 

江南大户的宅子,
 

书香门第,
 

古色古香,
 

从东关街的门

进入感觉里面别有洞天,
 

真的挺大的,
 

置身深宅中似乎真的能感受到当时大宅中的富贵繁华,
 

喜怒哀

乐,
 

全身心地感受宁静的江南园林.
 

”体现了游客置身于园中,
 

感受到历史的变迁.
 

“景区里有美丽的讲

解员身着古代服装,
 

边走边介绍个园的历史.
 

”“一定要听讲解才能了解这座园子的历史、
 

建筑及文化.
 

如果不了解这座园子就等于白逛了,
 

相当于没来过.
 

”听着导游对个园进行讲解,
 

也会让人从新的角度

去看待江南私家园林.
2.5 游客满意度分析

根据各网络平台对于游客评论的打分情况,
 

本次研究将所有获取的网络评论分成3类:
 

好评,
 

中评、
 

差评.
 

并对3类评论重新进行词频分析以便获取关键词.
 

从表4可知,
 

游客对于个园的总体满意度还是很

高的,
 

好评率高达96.41%,
 

评价内容也给予个园高度的肯定,
 

例如“亭台楼阁错落有致,
 

假山装点其中,
 

别有一番情趣”.
 

“富商们在扬州营造的微缩园林景观真的太漂亮了,
 

不比著名的苏州园林要差,
 

真的令人

流连忘返”.
 

中评率为3.28%,
 

说明了小部分游客对个园给予了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建议,
 

例如“还算不

错,
 

典型江南园林,
 

假期人很多,
 

建议非假期来玩”.
 

差评率仅为0.31%,
 

极小部分游客对于个园的游憩体

验给予差评,
 

例如“退票的限制时间不合理,
 

很容易就过了退票的时间”.
表4 游客评价类型统计

评价类型 数量 比例/% 关  键  词

好评 5
 

642 96.41 值得;
 

特色;
 

精致;
 

漂亮
 

中评 192 3.28 不大;
 

建议;
 

人多

差评 18 0.31 门票;
 

退票

  从汇总情况来看,
 

一方面说明了大部分游客对个园的游憩体验保持较高的满意度,
 

高质量的游憩体验

会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以及对于场所的认同感,
 

同时也会增加游客的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
 

带动游客的二

次旅游的概率和新游客的加入.
 

但是,
 

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
 

虽然中评率和差评率都较低,
 

但是也应该得

到重视,
 

如果不注意后期的管理和维护,
 

未来游客的中评转向差评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次研究以旅游地意象研究为切入点,
 

选取扬州个园为案例,
 

对旅游网站的游客评论进行收集和深度

分析,
 

探讨了个园的旅游地意象维度构成及感知特征、
 

游客满意度分析.
1)

 

通过对收集的游客评论内容进行高词频的划分和具体内容的分析,
 

最终将其分为景观意象、
 

文化意

象、
 

地方意象及情感意象4个维度.
 

本次个园的旅游地意象研究的维度划分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再结

合了个园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变化.
 

景观意象分为植物景观和人文景观;
 

文化意象分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

化.
 

地方意象由地域特色和商业氛围组合.
 

情感意象由游憩体验来体现.
2)

 

从语义网络分析图可以看出游客对于个园的普遍理解位于最核心的位置,
 

处于次核心位置的是

景区的特色和地理位置,
 

接下来就是跟个园相关的历史背景和周围环境等方面的词汇.
 

呈现出一种对于

个园的理解由内而外扩散,
 

越发深刻的现象.
 

各词汇之间的高连接度也体现出游人对于个园的印象和自

身的理解.
3)

 

通过高频词汇、
 

语义网络以及文本内容的梳理分析,
 

总结出游客对于个园感知特征集中于体悟动静

交替,
 

步移景异,
 

游人的移动与景物的静止巧妙结合,
 

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
 

四季假山的

设计让游客仿佛在体验四季的流转.
 

无论是听导游的讲解,
 

还是自己在园中漫步,
 

游客都能感受到个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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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的历史记忆.
4)

 

以各旅游网站的评论打分等级为基础,
 

将游客评论划分为好评、
 

中评、
 

差评3个等级,
 

通过对3类

评论进行词频分析和内容阅读,
 

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
 

从结果来看,
 

游客对于个园的好评率高达百

分之96.41%,
 

说明大部分游客对于个园的满意度很高,
 

中评率和差评率分别为3.28%和0.31%,
 

对于小

部分游客的中评和差评内容也应该要得到重视.
3.2 讨论

本研究以个园为案例,
 

通过对其旅游地意象的探索不仅仅只是挖掘游客们欣赏到的各番美景,
 

还包括

了对以个园为代表的扬州园林的进一步认知,
 

对扬州当地的地域氛围、
 

历史文化以及地方性元素的感知等

等.
 

以“认知 情感”模型为结构基础,
 

主要借鉴了彭丹等对于旅游地认知意象类目的划分[11],
 

将个园的旅

游地意象划分为景观意象、
 

文化意象、
 

地方意象和情感意象.
 

但是,
 

各意象的子类划分存在不同.
 

本次研究

的景观意象划分为植物景观和人文景观,
 

因为个园的特色还是以竹子和四季假山为主,
 

自然景观的维度不

适用于其中.
 

文化意象划分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
 

排除了之前学者加入的饮食文化因素,
 

这是因为研究

案例的不同造成的,
 

对于丽江古城这一体量大的研究案例,
 

饮食文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但是对于个

园这种小体量的扬州园林来说,
 

饮食文化对游客意象的影响微乎其微.
 

地方意象排除了社交氛围,
 

是由于

人们对于个园的游憩时间基本上处于1~2
 

h,
 

在园内停留的时间有限,
 

游客们主要沉浸于欣赏园中的景

色、
 

听导游讲解,
 

触发额外社会交往的概率较小.
 

好的游憩体验会促进游客积极情绪的产生,
 

体验感差的

游憩过程则会激发游客的消极情绪.
 

因此,
 

对于情感意象的解释用游憩体验来展现.
 

本研究基于大数据的

支撑,
 

将现代的研究方法和有历史沉淀的个园进行结合,
 

进一步扩展了旅游地意象的研究范围,
 

同时也为

后续对于江南园林的多维度研究和评价提供参考.
 

同时,
 

本研究也深入分析了游客对于个园的理解和游憩

满意度,
 

有益于完善个园进一步的优化建设和形象推广,
 

提升游客的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
了解人们对旅游地的感知,

 

对旅游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8].
 

通过对游客的中评和差评所反映的情

况进行分析,
 

主要问题集中在人太多导致拥挤感强以及声音嘈杂、
 

门票性价比不高等情况.
 

因此,
 

建议景

区结合大数据的运用打造智慧旅游景区,
 

通过计算园内游客的承载量,
 

把控大规模客流量的涌入,
 

结合网

上预约入园,
 

及时发布园内的当前游客流量记录,
 

让未入园的游客可以调整游览计划,
 

从而达到游客人群

分流作用,
 

降低强烈的拥挤感导致的游憩体验感差的情况.
 

园内的导游讲解可以转换为让游客佩戴耳机式

的解说,
 

这样就避免了声音交叉影响的情况.
 

当游客的游憩体验得到满足以后,
 

对于门票性价比的看法也

会进行重新评估.
 

因此,
 

从根本上提升游客的游憩体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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