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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旅游纪念品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旅游纪念品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

法、研究现状ꎬ并提出研究展望. 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包括:旅游目的地形象和旅游纪念品关联性ꎬ旅游纪念

品蕴含的人—地关系、人—物关系、物—地关系ꎬ旅游纪念品的文化符号消费ꎬ旅游纪念品的经济效应、社会文化

影响ꎬ特殊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等方面. 旅游纪念品研究方法将更加趋向多元化和定量化.
[关键词] 　 旅游纪念品ꎬ消费行为ꎬ真实性ꎬ媒介ꎬ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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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发达国家旅游购物收入已占旅游总收入的 ４０％至 ６０％ꎬ我国该项指标较低ꎬ２０１２ 年ꎬ我国入

境过夜游客花费构成中ꎬ购物费占 ２１.２％ꎬ入境一日游游客花费中ꎬ购物费占 ３３.９％. ２０１２年国内城镇居民

散客花费构成中ꎬ购物费占 １９.８％ꎬ国内农村居民散客购物费占 ２２.９％[１] . 目前我国注册登记的旅游纪念

品生产厂家近 ６ ０００家ꎬ业界逐渐重视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而长期以来ꎬ学术界对旅游购物、
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的研究重视不够ꎬ成果不多ꎬ甚至连旅游纪念品的概念和分类也没有形成权威性的

界定和国家标准. 学术研究相对滞后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旅游纪念品产业的发展.
旅游纪念品在旅游产业和旅游者旅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早期的记录表明ꎬ几千年前的古埃

及人、罗马人和其他探险者都从国外带回旅游纪念品[２] . 后来ꎬ在探险时代和中世纪ꎬ探险者和殖民者从

探险地和殖民地带回大量购买的、或是掠夺的手工艺品、艺术品[３ꎬ４] . 在 １７、１８ 世纪的欧洲ꎬ旅游者已经能

获得其访问地的微缩景观艺术品. 这个时期ꎬ建立了很多博物馆ꎬ来陈列早期探险者收集的旅游纪念品精

品[５] . １８、１９、２０世纪ꎬ美国政府鼓励印第安土著居民生产“本土旅游纪念品”来销售给旅游者[６] . 宗教旅

行者收集与宗教有关的图像、护身符、辟邪物等文物ꎬ为了保护宗教圣地的文物不被破坏和偷窃ꎬ又要满足

香客的需求ꎬ于是ꎬ现代旅游纪念品生产应运而生[７] .
早期的旅游纪念品研究主要是分析手工艺品的演化ꎬ和作为旅游者消费的商品化的美术工艺品ꎬ尤其是

传统工艺品的演变形式及其功能备受关注[８] . 最早出现在杂志«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上关于旅游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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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文章是 １９８４年ꎬ在旅游文化研究中涉及到旅游纪念品[９] . １９８６年ꎬＢｅｖｅｒｌｙ Ｇｏｒｄｏｎ 把旅游纪念品作为一

个学术主题做了深入研究ꎬ她认为旅游纪念品是“特殊的信使” [１０] . 在其后的 ２０年ꎬ旅游纪念品作为产业快

速发展ꎬ关于旅游纪念品的研究在国外得到重视. 我国涉及旅游纪念品的研究论文早期出现在上世纪 ８０年
代末、９０年代初期. 近 ２０年来ꎬ虽有研究成果ꎬ但总体来说ꎬ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升.

本文通过 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Ｗｅｂ Ｓｃｉｅｎｃｅ外文数据库、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

平台、中国期刊网ꎬ分别在篇名、关键词、主题中输入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ｃｒａｆｔ、ｓｈｏｐｐｉｎｇ、旅游购物、旅游商品、旅游纪

念品等术语进行联合检索ꎬ共检索到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４ 年间与旅游纪念品有直接关联文献 ３００ 多篇ꎬ涉及刊物

有«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ｕｒｉｓｍ 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ｉｅｓ»、«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ｓ: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ｕｒ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旅游学

刊»、«人文地理»、«装饰»、«包装工程»等. 本文择其要加以综述.

１　 国内外研究进展

１.１　 旅游纪念品的概念和分类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一词最初源于法语ꎬ是一个动词ꎬ表示记忆的意思ꎬ翻译成英语ꎬ成了名词[１１] . 国内外对旅游

纪念品的概念辨析和分类研究概况ꎬ见表 １.
表 １　 国内外文献关于旅游纪念品的概念和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作者(时间) 观点

概念剖析 Ｌｏｖｅ Ｌ ＬꎬＫｏｈｎ Ｎ(２００１)
指帮助人们回忆过去的人、事物、事件的物体ꎬ它能激活过去ꎬ是过去和他物的连接体ꎬ人们
允许它浸入我们的日常生活ꎬ是纪念物的意思[１２] .

Ｌｏｖｅ Ｌ ＬꎬＳｈｅｌｄｏｎ Ｐ Ｓ(１９９８)
旅游纪念品是文化产品ꎬ人们更多的从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的观点来讲述它的“故事” .
旅游纪念品是传统规范、社会价值的产品ꎬ同时ꎬ它又利于创造文化和保护传统. 纪念品本
身对社会、文化、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１３] .

ＰｅｔｅｒｓꎬＫ(２０１２)

通常从两个方面理解旅游纪念品ꎬ一是从旅游者的角度ꎬ旅游纪念品是人们对消逝的事件
和经历的唤醒物ꎬ是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的有形物ꎬ它可以帮助人们在家里就能回到那些值
得记忆的时间和地方. 二是从制造商、销售商的角度来说ꎬ旅游纪念品就是可以交换的商
品ꎬ与摆在商店和手工艺品市场的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两样ꎬ没有什么情感联系[１４] .

王克坚(１９９１) 旅游纪念品是供旅游者作为出游纪念或馈赠亲友的纪念品ꎬ也称旅游礼品[１５] .

吴广孝(２０００) 旅游纪念品包含旅游者在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中购买的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一切物品[１６] .

苗学玲(２００４) 旅游纪念品的本质特征是地方特色ꎬ或称地方性. 它是一种地域的相对优势ꎬ取决于旅游者
居住地与目的地在自然、社会文化和经济情况的对比[１７] .

黄光辉、孙瑱、高秦艳(２０１１)
旅游纪念品是指游客在旅游地购买的能体现当地文化特色、具有纪念价值的产品ꎬ它是构
建旅游城市形象、传递旅游城市文化的重要工具和媒介[１８] .

王瑜(２０１１)
旅游纪念品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购买的ꎬ具有地域文化特征、富有民族特色、具
有纪念性的所有物品ꎬ多以文物古迹、自然风光为题材ꎬ利用当地特有的原材料ꎬ体现当地
传统工艺和风格ꎬ且制作独特ꎬ也是旅游商品中的最主要产品[１９] .

分类 Ｇｏｒｄｏｎ Ｂ(１９８６)

旅游纪念品分为 ５类:图像图片、自然真实物(Ｐｉｅ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ｃｋ)、象征性的速记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ｓｈｏｒｔｈａｎｄ)、标志标记、地方产品. 自然真实物ꎬ纯自然的、非都市环境的物体ꎬ例如ꎬ松果ꎬ贝壳
和岩石. 象征性的速记符号纪念物ꎬ能诱发来自地方的速记代码或信息ꎬ如微型埃菲尔铁塔.
速记符号的纪念品往往是功能性的ꎬ象征着平凡生活中的一个不平凡的经历[１０] .

Ｋｉｍ ＳꎬＬｉｔｔｒｅｌｌ Ｍ Ａꎬ
Ｋｉｍ Ｙ(２００１)

把地方产品分为两个亚类ꎬ一类是代表某特定旅游区域的某文化群体产品ꎬ另一类是地方
生产的非商标(非专利)的不与任何设计联系的普通产品[２０ꎬ２１] .

Ｔｉｍｏｔｈｙ(２００５)
在上述基础上增加了一类纪念品ꎬ称为情境纪念品ꎬ这类纪念品与战争和灾难有关ꎬ如灾难
事件发生后ꎬ那些可收集的、值得纪念的、有益的文化元素可以加工成为纪念物[２２] .

邹德隆(１９９２)
旅游纪念品分为 ６类:纪念章、纪念币类ꎻ纪念券暨门票、车船机票等ꎻ导游图、说明书、含主
要城市的交通图ꎻ介绍风土人情、景点特色、风物传说等与当地旅游相关的书刊ꎻ风光图片、
风情画册、书签、明信片、挂历等ꎻ工艺品、土特产品类[２３] .

王瑜(２０１１)
旅游纪念品包括 ６类:工艺品、文物古玩及其仿(复)制品、书画金石、土特产品、珠宝首饰、
特制旅游纪念品[１９] .

　 　 从上述可以看出ꎬ旅游纪念品的概念的核心内涵要突出文化性、纪念性、地方性ꎬ其与旅游工艺品、旅
游商品有着内在的联系ꎬ但又有区别. 只有在科学界定旅游纪念品的内涵后ꎬ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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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国家技术监督局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 日发布的 «旅游服务的基本术语» 在 “旅游购物 (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词义中的规定:这些商品一般具有纪念、欣赏、保值、馈赠意义或实用价值ꎬ主要包括旅游纪念

品、旅游工艺品、旅游用品、旅游食品和其他商品五大类ꎬ可以看出ꎬ土特产品、旅游工艺品是旅游商品的一

种ꎬ而不是旅游纪念品的一种. 笔者认为ꎬ界定旅游纪念品的类型ꎬ要从纪念品的本质特征出发ꎬ即地方

性、纪念性、文化性、可储存性、商业性. 有些土特产品虽有地方性ꎬ但不能长期储存ꎻ有些工艺品虽然具有

文化性ꎬ但又不具有地方性和纪念性ꎬ都不能成为旅游纪念品.
１.２　 旅游纪念品消费行为研究

１.２.１　 购买者类型

根据旅游者对旅游纪念品属性偏好不同ꎬ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 Ｌｉｔｔｒｅｌｌ针对旅游者对手工制

品的偏好差异ꎬ将旅游者分为购物导向的旅游者、真实性寻求旅游者、专业(特殊)旅行旅游者、纺织品偏

好旅游者、服装导向旅游者[２４]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根据旅游者的旅行计划和纪念品购买类型将旅游者分为目标成

就旅行者 、低参与旅行者、折衷的旅行者、中间派旅行者、悠闲的旅行者等 ５种类型[２５] . Ｊｏｓｉａｍ根据旅游者

对纪念品购买参与程度将旅游者分为低参与旅游者、中等参与旅游者、高参与旅游者[２６] . Ｍｏｓｃａｒｄｏ 将购物

作为旅游者选择目的地重要程度ꎬ将购物者分为严肃购买者、非购买者、艺术和手工制品购买者、非严肃购

买者[２７] . Ｂｏ Ｈｕ根据手工艺品的细分标准和购物参与程度ꎬ通过聚类分析ꎬ把购物者分为 ３ 类ꎬ即狂热购

物者、爱好购物者、冷淡购物者. 通过因子载荷分析ꎬ得出 ３种类型的购物者对手工艺品的偏好特征[２８] .
１.２.２　 购买偏好与动机

Ｌｉｔｔｒｅｌｌ Ｍ Ａ从人口学角度出发ꎬ研究旅游者的年龄、职业、收入、旅游模式、旅游动机与纪念品真实性

关注度及关注内容的关系. 研究表明ꎬ年轻的游客重视手工艺品的独特性和创意ꎬ而老年旅游者关注文化

和历史的完整性. 旅行经历欠丰富的旅游者关注手工艺品的独特性ꎬ而成熟的旅游者更钟情于真实性[２９] .
Ｋｒｉｓｔｅｎ Ｋ Ｓｗａｎｓｏｎ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旅游动机和旅游纪念品购买行为的关系. 结
果表明ꎬ旅游动机影响着旅游者对纪念品类型、产品属性特征、销售环境的选择. 以“追求大自然和逃离

型”、“地域探访型”为动机的旅游者ꎬ重视“纪念标志物和玩具”和“服饰和珠宝的审美性”ꎬ珍爱产品的

“审美性和唯一性”ꎬ关注店铺的“位址和促销”和“形象和销售伙伴” [３０ꎬ３１] . Ｍｉ ｋｙｕｎｇ Ｐａｒｋ比较分析了影响

日本旅游者和韩国旅游者购买旅游纪念品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差异性ꎬ并指出用纪念品来维持与他人关

系ꎬ是其共同的购买动机[３２] . 文化衫是旅游纪念品的一种类型. 旅游者在购买文化衫时表现怎样的行为

特征ꎬ有不少学者做了研究. Ｍａｇｇｉｅ Ａｓｐｌｅｔ对来访新西兰的外国游客做了问卷调查分析ꎬ将新西兰毛利文

化与纺织品、服装有机地结合起来ꎬ制作的文化纪念服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作者对 ３２２ 位游客做了面对

面的访谈和问卷调查ꎬ受访者中有 ５６％的人购买了新西兰服装ꎬ６０％的购买者认为独特的新西兰设计是其

购买决定因素ꎬ４０％的受访者购买了印有毛利文化的服装. ４９％的购买者认为文化的真实性对文化衫来说

很重要ꎬ２９％的购买者认为不重要ꎬ其他未做出反应[３３] .
１.２.３　 购买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

Ｌｕｅｌｌａ Ｆ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研究了女性旅游者购买旅游纪念品的购买行为特征. 根据年龄范围ꎬ将女性分为成

年早期(ＥＡ)和成年中期(ＭＡ) . 成年早期女性带着孩子在购物中心为她们自己和孩子做计划外购买ꎬ购
买一些当地生产的代表当地地理或事件的纪念品. 成年中期女性更多倾向于与朋友或丈夫一起在专卖

店、成熟的旅游者商店做出有计划购买ꎬ她们一般购买一些高质量、技艺奇特、真实性强的旅游纪念品[２５] .
Ｋｉｍ ＳꎬＬｉｔｔｒｅｌｌ Ｍ Ａ利用回归方程分析了两类旅游者ꎬ即追求当地文化旅游者和休闲娱乐旅游者ꎬ在为自己

和别人购买旅游纪念品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差异性[２０] . Ｌｉｓａ做了关于旅游网站对旅游纪念品购买行为的影

响. 实验研究了有限制的购买(在特定地点和时间购买)和无限制购买(通过网站购买)条件下ꎬ旅游者对

旅游纪念品的购买意图、态度、购买遗憾度的表现. 结果表明ꎬ有限制购买将会增加旅游纪念品货币理解

价值、回忆纪念价值ꎬ减少贬值感. 无限制购买(网站购买)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纪念品的销量ꎬ但将会弱

化旅游纪念品的纪念价值、保值价值[３４] . Ｂｙｎｕｍ Ｂｏｌｅｙ 分析了向网络上传旅行照片的旅游者(ＴＰＰｓ)与不

向网络上传旅行照片的旅游者(ｎｏｎ￣ＴＰＰｓ)购买行为的差异ꎬ前者与后者相比ꎬ前者更倾向于把旅游纪念

品作为礼物和旅游的物证ꎬ愿意购买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３５] . Ｂｏ Ｈｕ 研究了影响人们选择手工艺

品的因子类型ꎬ一类是手工艺品的技艺ꎬ包括产品质量、产品做工耗时及技术含量、做工精细、技艺的完整

—９３１—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３８卷第 １期(２０１５年)

性ꎻ第二类是感官因子ꎬ包括装饰品和内件、独特性、艺术设计、创意ꎻ第三类是文化关联ꎬ包括有助于人们

品尝本土文化、表达当地人对本土文化怎样的感受ꎻ第四类易于处理性ꎬ包括易于保洁和呵护、易于

包装[２７] .
１.２.４　 购后馈评

Ｌｉｔｔｒｅｌｌ Ｍ Ａ在研究旅游者购买旅游纪念品购后感受发现ꎬ纺织工艺纪念品促使游客将旅行与日常生

活经历作比较ꎬ游客认为旅游纪念品利于扩大他们的视野ꎬ尝试真实的文化生活. 调查的样本数男性占

１０％ꎬ女性占 ９０％ꎬ没有发现男女之间旅游纪念品购后感受有区别[２４] . Ｎｏｇａ Ｃｏｌｌｉｎｓ通过定量研究ꎬ旅游纪

念品随着时间的推移ꎬ拥有者对其价值和意义是否发生了变化. 研究表明ꎬ６０％的受访者认为纪念品的价

值没有发生变化ꎬ２９％的受访者认为纪念品的价值在下降ꎬ而 １１％的受访者认为在上升. 纪念品的价值变

化ꎬ对受访者是否再次购买同类纪念品影响很大ꎬ调查表明ꎬ８３％的受访者减少购买ꎬ１３％的受访者增加购

买ꎬ９％的购买者没有变化[３６] .
此外ꎬ购物消费研究中涉及到纪念品. Ｈｕ Ｙｕｅｙｉｎｇ调查研究了中国游客在美国的购物消费行为特征ꎬ

调查表明中国游客愿意在美国购买珠宝、古董、跑鞋ꎬ他们认为同类同质量的产品在中国的价格高于美国.
男性对购物经历的满意度高于女性ꎬ中国游客表示想要更多的说中文的销售助理以及中国购物指南和标

志ꎬ更多的中国游客希望有更多的信用卡能在美国商店消费ꎬ两国银行应该寻求更多的合作路径来为游客

购物提供方便和快乐[３７] . Ｌｉｎｄｓａｙ对澳大利亚国内游客购物尤其是纪念品消费的满意度做了测量[３８] . 梁
学成、郝索通过因子分析方法ꎬ以西安为例ꎬ研究了国内旅游者的旅游商品需求的差异性ꎬ分析了不同人口

学特征的游客对一般旅游纪念品的需求差异[３９] .
１.３　 旅游纪念品真实性研究

１.３.１　 旅游纪念品真实性标准

真实性在很多旅游研究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争论ꎬ包括旅游纪念品、艺术、食物、文化演出、土著居

民的描写、旅游的经历、探索、商品化、遗产和目的地营销ꎬ等等. 旅游真实性已经被用来描述产品、美术作

品、饮食、服装、语言、节日、仪式、建筑等文化内容[４０] . 旅游纪念品是“自我的信号物”、“记忆的试金石”、
“变迁和回忆的载体”ꎬ它能再现旅游经历. 纪念品不仅拥有视觉吸引力ꎬ而且它能唤起人们对旅游丰富的

甚至细微的回忆. 旅游纪念品应服务于旅游经历的真实性、唤醒经历和记忆、把对事情的感官回忆转化到

心仪的纪念物上来[４１] . 不同类型的旅游者也许有不同的真实性标准. 从旅游者角度ꎬＬｉｔｔｒｅｌｌ Ｍ Ａ从 ８个方

面对旅游手工制品的真实性标准做了界定. 包括手工品的唯一性和创造性、技艺水平、美学、功能和使用、
历史和文化完整性、工匠和原料、购物经验和广告真实性[２４] .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Ｄ 认为真实性是一个对象和含义的

社会构造ꎬ真实性也是一个主观的概念ꎬ随着文化、地点、人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作为构造真实性ꎬ旅游纪

念品真实性正在时刻被各种各样的企业家、营销代理、旅游向导、动画师、旅游中介所制造[４２] .
１.３.２　 旅游纪念品真实性类型

Ａｎｄｒｉｏｔｉｓ研究阿索斯山(Ｍｏｕｎｔ Ａｔｈｏｓ)遗产真实性时ꎬ把遗产地的旅游纪念品真实性分为 ５类:自然真

实性、原创真实性、独特(特殊)真实性、参考真实性、影响真实性. ①自然真实性:物体存在于自然界中或

地球上ꎬ保持原始状态(人类没有触及它)ꎬ未被人工化或合成化. ②原创真实性:指有独特的设计ꎬ在同类

中处于一流的ꎬ从未被世人所见或无法被复制. 阿索斯山遗产地的文物(如壁画ꎬ宝石ꎬ镶嵌ꎬ图标和手

稿)ꎬ是游客所追求的. ③独特(特殊)真实性:是由人们主观创造出来的ꎬ尤其是在服务领域ꎬ得到特殊的、
个性化的、真诚的服务ꎬ而不是无感情的、不真诚的服务. 在宗教地劳工为游客提供的纪念品服务和当地

僧侣为游客提供的服务ꎬ将会使游客对纪念品的真实性产生差异. 阿索斯山的纪念品直接来自修道院ꎬ而
不是中介. 僧侣向旅游者推荐他们亲自制作的、充满祈祷和祝福的旅游纪念品ꎬ使游客感受到纪念品的真

实性ꎬ这也使得阿索斯山的旅游纪念品价值较高. ④参考真实性(再造真实性):利用历史记载、文学描述、
民间传说ꎬ再现某种场景或创造某种纪念物. 比如艺术品、文物、美食、仪式是否具有真实性ꎬ取决于他们

是否由当地人根据传统制作的. 在宗教地不能出售如 Ｔ 恤、家用纺织品、手镯项链等制品ꎬ游客购买的是

图标ꎬ香、念珠、祈祷绳和护身符ꎬ这些纪念物是由僧侣亲手制作、亲手销售ꎬ纪念物再现了传统的拜占庭工

艺. ⑤影响真实性:人们往往认为它是真实的ꎬ它深刻影响到其他实体ꎬ呼吁人类迈向更高的目标和以有

意义的方式预示美好未来. 它以真实的物体激励、影响着人们[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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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真实性与市场化、国际化

旅游纪念品的真实性ꎬ一个主要特征是能体现本土文化ꎬ具有地方性. 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ꎬ
商品具有国际化、全球化、市场化、标准化等特征. 旅游纪念品要走向世界ꎬ其真实性往往会受到很大的挑

战. 纪念品的地方真实性与商品全球化是矛盾体ꎬ还是兼容体ꎬ学界一直都有不同的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

纪念品具有个性化、地方性特征ꎬ尤其是手工制品ꎬ很难批量生产ꎬ走向全球市场. 一些学者认为ꎬ人们对

纪念品真实性的观点是多样化的ꎬ纪念品可以是物质真实性ꎬ也可以是精神真实性. 对于精神真实性的纪

念品ꎬ在纪念品上赋予地方文化的内涵、手工艺者的艺术构想ꎬ是可以批量生产ꎬ走向国际化. Ａｓｐｌｅｔ 研究

发现ꎬ新西兰土著居民为了保护其纪念品的真实性ꎬ没有能把作为其文化代表的纪念品推向市场化. 因
为ꎬ代表真实性的毛利文化的服装和纺织品是旅游者购买的主要动机. 为了保证文化的真实性ꎬ新西兰旅

游协会规定作为旅游纪念品的服装和纺织品必须服从以下规定:体现毛利人的思维ꎬ是毛利人手工制品ꎬ
生产商和提供者是毛利人或者与毛利人有族谱或精神上的联系[４４] .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在泰国北部调查研究表明ꎬ
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背景下ꎬ旅游纪念品在生产过程中有多种途径可以保持真实性. 第一ꎬ无身份来源的

真实性———打造区域品牌. 泰国政府在 Ｂａｎ Ｔｈａｗａｉ 村庄建立手工艺品中心ꎬ这里手工艺品只有一个区域

品牌 Ｂａｎ Ｔｈａｗａｉ. 村民在手工艺品中心成立自己手工作坊ꎬ制作和销售手工艺品ꎬ旅游者在这里购买到村

民制作的真实的手工艺品. 第二ꎬ不愿意参与的真实性———打造本土品牌. 手工艺制作者和纪念品艺术家

为了纪念品的本土性ꎬ不与国外公司合作ꎬ使本地纪念品以失去真实性和较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 第
三ꎬ融入的真实性———出资共建ꎬ但没有本土品牌. 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共同投资建设旅游纪念品工厂ꎬ
本地工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设计融入到纪念品中ꎬ这个纪念品可能不是本地传统品牌ꎬ但它能保留传统

文化的真实性[４５] .
１.３.４　 真实性与地理元素(地理替代真实性)

很多纪念品都与地理元素有关ꎬ它代表了旅游者曾经到过的地方. 尼亚加拉瀑布是加拿大的世界最

热门旅游景点之一. 国际游客常常只访问尼亚加拉瀑布ꎬ以及温哥华或者多伦多的一两个主要景点ꎬ但在

尼亚加拉瀑布能买到一系列加拿大的纪念品. 这引起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游客购买的真正的代表尼亚加

拉大瀑布的地理纪念品. Ｄａｖｉｄ Ｊ Ｔｅｌｆｅｒ提出了“地理替代真实性(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ꎬ旅
游纪念品代表的地理范围可以是国家的、区域的、当地的、景区的、景区核心景点的等等不同尺度ꎬ不同的

纪念品反映这种不同的地理范围. 为了给游客带来地理真实性ꎬ这些纪念品要限定区域销售ꎬ如反映尼亚

加拉瀑布核心景点位置的纪念品只能在尼亚加拉核心区域销售ꎬ其他地方不能销售ꎬ没有到达该地的旅游

者就不能购买到反映该地地理元素的纪念品ꎬ这样能更好体现纪念品的地理真实性[４６] .
１.４　 旅游纪念品的媒介、符号现象及影响

旅游纪念品的生产、设计、销售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背景ꎬ旅游纪念品的一个主要内涵就是一种“象
征性的符号”、“媒介”ꎬ它就是一个课本ꎬ反映了社会的历史、政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ꎬ它以一种文化存

在对社会产生影响[４７] . 研究旅游纪念品中隐含的社会意义ꎬ就要以社会背景分析为基础ꎬ研究系列旅游纪

念品的制造者、设计者的思想意图、购买者的购买动机及其购买后对纪念品的保存和摆放. 它是一个系统

的研究过程[４８] .
１.４.１　 媒介及影响

面具是以色列传统的纪念品ꎬ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珍爱. Ｓｈｅｌｌｙ 对以色列的面具纪念品调查发现ꎬ犹太

以色列人、阿拉伯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制造销售的面具的图案、符号、人物、历史事件等内容有很大的差

异ꎬ各自的纪念品都反映了其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政治事件、社会价值观. 复杂的以色列民族、政治、宗
教关系在纪念品上得到充分的反映. 例如犹太人以系列面具纪念品刻画、记录犹太人的建国史. 旅游纪念

品在以色列就像一个教科书在时时教诲着人们ꎬ影响着人们. 纪念品反映社会过程、利益和权力关系. 纪
念品视为某一特定地点的真实的提醒ꎬ具有真正强大的意识形态意义指针[４９] .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描绘了加拿大土

著居民通过旅游纪念品生产ꎬ改变了政府对原居民的态度. 最初ꎬ加拿大政府声称土著居民的做法违反了

消费者和知识产权的法律. 后来ꎬ一方面原土著居民旅游纪念品获得了知识产权的保护ꎬ另一方面得到加

拿大国家政府的认可. 政府认为原土著居民发展旅游纪念品有传承本土文化ꎬ又利于改善土著居民的就

业和提高生活质量ꎬ增强其对政府的好感[５０] . 在一些历史名城ꎬ为了迎合全球消费的观点ꎬ旅游纪念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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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出现低级媚俗化. 但在加利西亚(西班牙享有自治权的四个地区之一)ꎬ旅游纪念品物体成为人们部

落意识、民族意识、地方权利抗争的重要显示. 以渔村图像、传统农民形象、巫师、民俗、宗教建筑等为主题

的纪念品ꎬ体现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５１] . Ａｎｄｒｅａ 实证研究了苏格兰旅游纪念品的发展ꎬ国家曾经成

立高原和岛屿发展局来规范、提升旅游纪念品质量ꎬ资助纪念品工艺美术发展. 然而历史证明ꎬ体现现代

工艺美术的纪念品却很少获得旅游者支持ꎬ而反映苏格兰历史、民族特征的纪念品受到旅游者的欢迎. 苏
格兰纪念品在传递历史信息、进行历史教育有着潜移默化的功效[５２] .
１.４.２　 文化符号及影响

旅游商品是一种典型的符号消费行为ꎬ旅游者主要追求的是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的符号价值而非使用

价值[５３] . Ｈｕｍｅ分析了澳大利亚 ２０世纪后 ５０ 年的旅游纪念品艺术发展ꎬ总结了旅游纪念品艺术发展特

征ꎬ并指出其发展方向. 它的研究表明ꎬ作为旅游纪念品本身ꎬ也能很好反映旅游艺术发展思想、发展历

程、阶段特征及影响着未来发展方向[５４] . Ｈｕｍｅ 研究了澳大利亚旅游纪念品展会中的纪念品文化内涵美

学艺术ꎬ表明纪念品对保护和传承塔斯马尼亚和昆士兰北部的本土文化及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５５] . 像
有胆识、有独立意识的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一样ꎬ加利西亚人坚定地保护着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在加

利西亚ꎬ旅游纪念品更多的是用来保护加利西亚人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ꎬ宣扬他们的政治观点、环境保

护意识、公平交易等思想观点[５１] . Ｗｉｌｌｉａｍ用符号学分析了旅游纪念品的文化表现及其揭示的文化图腾内

涵及变化[５６] .
１.５　 旅游纪念品设计与开发研究

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地方文化符号的挖掘. 具有地域特征的旅游纪念品应该

是当地文化符号的缩影ꎬ它能够反映其地域特色ꎬ这样的商品不但能满足人们情感的需求ꎬ又能留下旅游

地鲜明的文化符号记忆. 黄光辉、石洁、高立群、张鎏、马彧等分别以“澳门元素”、“京味儿”、“吴桥杂技”、
“梅山剪纸”、“吉祥福”等文化符号ꎬ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应用作了实证研究[５７－６０] . 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旅游纪念品开发研究. 杨猛、王蒙从形态、色彩、特色材料与工艺、情感内涵的挖掘等角度分析提炼“沈阳

非遗”资源的纪念品视觉化元素[６１] . 钱宇、彭红探讨了鄂西“非遗”资源在旅游纪念品“形”、“神”、“意”方
面具体应用的方法[６２] . ③需求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 杨飞、肖茂华、钱筱琳ꎬ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游客

心中的南京意象ꎬ并提出旅游纪念品造型定量分析与设计[６３] . ④区域旅游纪念品开发研究. 很多作者以

某一个省、市、景区为例ꎬ提出了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与设计策略. 例如ꎬ钟蕾、王宁宁利用系统论ꎬ对天津民

俗旅游纪念品设计作了探讨[６４]ꎬ朴成日研究了长白山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策略[６５] . ⑤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旅

游纪念品开发设计.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Ｌｉｕ Ｈｏｎｇ提出了在低碳经济背景下ꎬ针对低碳旅游者需求特征ꎬ利用高科技

手段开发数字纪念品、绿色包装设计策略[６７] .
１.６　 旅游纪念品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ꎬ国外文献 ５６％的采用定量研究方法ꎬ其中有 ４２％以问卷调查形式获取所需数据ꎻ运用

定性分析方法的比重为 ３５％ꎻ有 ９％的文献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 在定量研究方法中ꎬ主要运用了

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结构方程、相关分析等方法. 例如ꎬＫｒｉｓｔｅｎ Ｋ Ｓｗａｎｓｏｎ 利用

结构方程模型ꎬＫｉｍ 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ｒｅｌｌ Ｍ Ａ利用回归方程分析了旅游者的旅游纪念品的消费行为特征[２０ꎬ３１ꎬ３２] .
国内文献主要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ꎬ很少用定量研究. 因为ꎬ目前国内以旅游纪念品开发与设计为研究主

流ꎬ而对旅游纪念品的影响研究、消费行为研究内容较少.

２　 研究评价与展望

２.１　 研究评价

通过文献检索ꎬ发现旅游纪念品在国外研究时间较早ꎬ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呈现多样化特

征ꎬ不仅采用定性研究ꎬ更多的采用定量研究ꎻ把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从旅游商品研究中分离出来ꎬ研究对

象更具有针对性ꎬ研究目标更明确ꎬ研究结论多有数据支撑ꎬ研究内容逐渐体系化ꎬ内容不仅涉及到旅游纪

念品的内涵、分类、真实性、开发和设计等ꎬ而且旅游纪念品的消费及其媒介价值、符号意义、社会文化影响

有着较深入研究.
国内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文章虽不少ꎬ但研究内容主要为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和设计研究ꎬ其他方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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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很少. 对旅游商品研究的论文较多ꎬ内容较广泛. 至于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ꎬ大多在旅游商品研究中涉

及到ꎬ而没有更深入的研究. 旅游纪念品的概念、分类在学术界暂无明确界定ꎬ研究范式没有形成. 旅游纪

念品研究跨越多学科ꎬ如顾客消费行为学、艺术历史学、地理学、博物馆研究、人类学、历史学、哲学、销售

学、文艺评论和社会学等ꎬ目前国内有艺术历史学科背景的学者对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和设计研究成果较

多ꎬ而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成果较少ꎬ关注度不够. 笔者认为ꎬ旅游纪念品不仅是一

种商品ꎬ具有文化性、地方性、纪念性等本质特征ꎬ从旅游的角度来说ꎬ它又是一项旅游资源、旅游吸引物ꎻ
它不仅具有旅游经济价值ꎬ同时又是旅游地旅游形象的载体ꎬ具有旅游文化传播功能、社会影响功能、历史

传承功能、景观欣赏功能.
纵观国内外旅游纪念品的研究进展ꎬ今后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有几点值得重视.

２.２　 研究展望

２.２.１　 研究内容

第一ꎬ旅游纪念品和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关系研究. 旅游纪念品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媒介”ꎬ它既

是目的地形象的文化再现ꎬ又是目的地形象宣传的重要载体. 旅游纪念品反映了目的地的文化脉络、民族

风情、社会历史、宗教信仰、自然风貌ꎬ它往往是一个城市、村落、景区的名片. 目的地形象的设计和传播系

统中ꎬ旅游纪念品是一个重要元素. 旅游纪念品要素与旅游目的地形象设计、传播、形成的关系研究ꎬ今后

值得重视.
第二ꎬ旅游纪念品反映的人—地关系、人—物关系、物—地关系研究. 国外有以西班牙、爱尔兰、加拿

大、以色列等国为案例地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世界各国文化是多元的ꎬ纪念品反映的人—地、人—物、
物—地关系自然具有差异性.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地域自然社会文化差异大的多民族国家ꎬ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的旅游纪念品既是研究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的主要载体ꎬ又能很好反映现代人地关系ꎬ传承民族文

化. 这要求研究者既要加强传统旅游纪念品的历史文化研究ꎬ又要加强现代旅游纪念品地方性特征研究.
第三ꎬ旅游纪念品的生产设计研究. 旅游纪念品是旅游商品中的一个主要类型ꎬ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旅

游品质的提升和旅游产业链的拓展. 学界对旅游纪念品的分类、等级评定仍然没有形成科学规范. 旅游纪

念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ꎬ可以依据的国际标准、国家规范ꎬ还没有形成. 消费者行为、细分市场需求特征、
地方文化元素、历史元素、地理元素、美学元素与纪念品开发设计的关系ꎬ旅游纪念品的分类体系ꎬ题材体

系研究ꎬ是今后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元素的挖掘ꎬ及其在旅游纪念品中的应用ꎬ
将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ꎬ以及旅游纪念品的创新发展. 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和销售的空间

集中区ꎬ将会形成一种旅游纪念品产业集聚区和景观空间单元ꎬ旅游纪念品生产和销售模式与吸引物塑造

机理研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会展旅游已经发展多年ꎬ但其纪念品开发较为落后. 大型赛事、综合性

博览会、高级别的国际论坛、综合性体育盛会等类型的节事、会展的旅游纪念品研究值得关注.
第四ꎬ旅游纪念品的真实性深入研究. 旅游纪念品的真实性体现了旅游纪念品的地方性、民族性、传

统性的基本特征ꎬ关系到纪念品的品质和可持续发展ꎬ今后要在真实性类型、真实性与市场性、真实性与遗

产、真实性与创新等方面深入研究.
第五ꎬ旅游纪念品的文化符号消费行为研究. 旅游纪念品的消费ꎬ本质是一种文化符号消费. 例如ꎬ南

京总统府以民国文化为题材的旅游纪念品ꎬ对台湾的游客吸引力很大ꎻ南京总统府景区台湾游客的旅游纪

念品收入已经超过总统府全年门票收入. 调查显示ꎬ台湾游客对民国文化的眷恋ꎬ移情于旅游纪念品. 我
国历史悠久ꎬ民族众多ꎬ各类历史事件、民俗、图腾、史诗、英雄人物、神话、传说与故事、歌谣、图画、语言等

等都能成为游客消费的文化符号. 旅游纪念品文化符号消费行为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及其与旅游纪念品

开发和设计的关系研究ꎬ是今后旅游纪念品研究应该重视的一个领域.
第六ꎬ旅游纪念品的经济效应、社会文化影响、区域差异等方面有待深入研究. 主要包括:旅游纪念品

在旅游产业中的地位的实证研究及其提升策略ꎬ旅游纪念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对旅游者的价值观念、伦
理道德、宗教信仰的影响ꎬ旅游纪念品的区域差异表现及形成原因.
２.２.２　 研究方法

多学科视角、综合方法运用ꎬ将会提高学界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水平. 目前ꎬ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主

要从美学、艺术设计学、消费行为学的角度进行ꎬ今后从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符号学的角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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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旅游纪念品将是一种趋势ꎬ研究方法将更加趋向多元化和定量化(表 ２) .
表 ２　 旅游纪念品研究方法扼要

Ｔａｂｌｅ ２　 Ａ ｂｒｉｅｆ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ｓ

研究内容 方法选择 方法评述

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开发和
设计研究

比较分析
质性分析
多变量分析
双变量分析

采用文献分析、实地调查分析ꎬ比较区域旅游纪念品类型、设计风格、功能效用、价值等
的差异. 分析区域文化元素、地理元素的差异性及其对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设计的影响.
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应分析、多为尺度分析对影响旅游纪念品生
产设计的外在因子信息进行缩减ꎻ利用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对信息变量进行分组ꎻ利用
多元回归、一般线性模型、对数线性模型、卡方检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信息变量的依
存关系ꎬ揭示消费者行为、市场需求与旅游纪念品生产、开发和设计的关系.

旅游纪念品和旅游目的地
形象的关系研究

概念模型
测量模型

通过搭建模型ꎬ确定指标权重、因子种类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处理分析旅游纪念品元素
与目的地形象因子关系类型.

旅游纪念品反映的人—地
关系、人—物关系、物—地
关系研究

文本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
相关分析法

文本分析揭示旅游纪念品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民族风情、民俗文化、地方文化、社会
习俗、宗教情感的耦合关系. 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揭示旅游纪念品与文化传承、地
方情感依赖、宗教信仰寄托、价值观念传递的关联性.

旅游纪念品的真实性深入
研究

多技术支持下
的 ＡＨＰ 模型

利用 ＡＨＰ 技术与模糊逻辑、数字规划、人工神经网络、证据推理、数据包络分析、熵技
术相结合分析评价旅游纪念品真实性标准及其影响因素和应对措施.

旅游纪念品经济、社会、文
化影响研究、旅游纪念品的
文化符号消费行为研究

计量经济学
相关方法
社会学、符号
学相关方法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ＤＥＡ)、随机前沿生产函数(ＳＦＡ)、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和 Ｐｒｏｂｉｔ过程、
时间序列模型、线性回归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旅游纪念品的经济效率、经济贡
献度、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抽样调查、实地访谈、文献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ꎬ分析旅游纪
念品对旅游地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宗教
信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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