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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我国旅游业以国家政策扶持为依托，以

文化旅游融合背景为支撑，呈现出健康、持续、快速

的发展新态势。旅游者消费文化理念、互联网技术、

交通等方面的不断提升与完善，旅游消费已上升为

一种日常生活消费。旅游者需求呈现出体验化、多

样化、高端化、个性化的趋势，体验式旅游消费比例

逐渐增加。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体验，既能满足物质

需求又能满足精神需求，旅游者从旅游过程中可以

增强愉悦感、幸福感、获得感。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

论中，这是一种与自我实现相对应的精神慰藉。旅

游是部分人对生活仪式化的表达，而仪式感则是表

达游客在旅游活动中追求精神慰藉的核心与灵

魂[1]。随着人们对生活中仪式感的重视程度提高，愈

来愈多旅游者表露出对旅游中仪式感的需求，对旅

游目的地供给提出新要求。目前，国内有关旅游仪

式感的研究成果渐增，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对

旅游仪式感尚未有权威定义。国外多基于旅游人类

学的视角进行探索，其仪式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影

响。明确将仪式理论运用于旅游领域的是Graburn
和Smith[2]，后续国内有赵红梅[1]、彭兆荣[3]、谢彦君等[4]

对旅游仪式感、人类学仪式、旅游体验等方面进行研

究。本文将以国内外仪式理论及旅游仪式感相关研

究为切入点，梳理相关内容及成果；基于仪式、旅游

体验的一般特征与功能凝练出旅游仪式感的内涵及

特征；以旅游目的地管理与旅游仪式感之间的供需

关系为着力点，构建旅游仪式感对旅游目的地管理

的影响框架。试图通过本研究，助推我国旅游目的

旅游仪式感特征及其

对旅游目的地管理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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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管理加快升级，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1 国内外仪式理论及旅游仪式感相关研究

1.1 国外仪式理论及旅游仪式感相关研究

在 19世纪的欧洲，“仪式”作为独立的专有名词

最早被提出，早期是被用来比较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关

系，属于人类经验分类范畴[5]。人类学对仪式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种是对古典神话和仪式进行诠

释，侧重于对宗教、文化的阐释，并形成了“神话-仪式

学派”[6]。该学派关注的是宗教的起源、文化解释，而

非过程[7]，可归为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异文化”范畴[8]。

另一种是对仪式行为的社会属性及功能性进行探讨，

倾向于把仪式作为社会行为而研究，着眼于仪式的功

能性及其与宗教演变的关系[8]。Durkheim以为，所有

宗教都具有神圣物与仪式两个关键因素，并提出对

仪式研究影响极大的“神圣—世俗”二元论[9]。强调仪

式的社会属性及个体仪式情感对行为的影响。而

Gennep从内部结构对仪式进行分析，提出著名的通

过仪式理论，将仪式分为“分离—边缘—聚合”三阶

段[10]。个体或群体经由三阶段而发生社会身份、状态

的变化[11]，强调仪式过程及功能。Leach[12]、Douglas[13]、

Turner[14]等继承与发展了通过仪式，其中Turner提出

的“阈限理论”是对Gennep的“边缘阶段”的补充，并

认为“阈限阶段”是通过仪式的主导部分。他将仪式

理论视为一种结构性冲突模型，并在继承Gennep三
段式理论基础上丰富了阈限内涵，认为在“阈限”期

间，受礼者可获得地位的“逆转”或“提升”仪式，并认

为仪式体验具有不同于社会结构的“反结构”特性[14]。

人类学对仪式感的研究伴随着仪式理论的诞生

而达到了巅峰[15]。Graburn和 Smith在借鉴前人的观

点上率先提出“旅游仪式理论”，将旅游与仪式进行

比对，认为旅游是一种仪式——与日常家庭生活和

工作形成鲜明对比，集休闲、旅行于一体的特殊仪

式 [2]。并糅合了Durkheim和Gennep通过仪式模式，

构造出“世俗—神圣—世俗”的分析模式与Graburn
旅游缩模。Graburn认为，游客在旅游前后期处于

“世俗”的状态，在旅游过程中处于较为“神圣”的状

态，而游客经过两个“世俗”变换过程后，在精神层面

上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升华。旅游仪式理论将仪式引

入旅游学研究中，为旅游仪式感置于旅游管理中的

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2]。

1.2 中国仪式理论及旅游仪式感相关研究

旅游学中对于旅游仪式感的研究多数以西方仪

式理论为基础，而事实上，我国的仪式源起却远超于

西方。最早可追溯到《诗·周颂·我将》，其中的仪式

为“效法”的含义，到后期仪式更多地被归入人类学

范畴内，而与旅游学的结合甚少。为了更直观地了

解国内旅游仪式感相关热点的研究，本文利用中国

知网(CNKI)引文数据库检索1998-2018年间的“旅游

仪式感”“仪式感”“仪式理论”“旅游体验”等关键词，

通过CiteSpace 5.0对1061篇有效期刊文献进行可视

化分析，得到关键词分析图谱(图 1)。视图中节点表

示分析的对象，出现频次越多，节点越大，由紫圈标

注出来的节点则表示该节点具有较大的中心度。发

现最大的关键词节点为“旅游体验”，其次为“体验经

济”“体验旅游”“体验营销”等。

图1 1998-2018年中国旅游仪式感研究关键词图谱

我国旅游仪式感相关主流成果研究集中在2005-
2009年间，而后相关研究成果减少。张晓萍于 2003
年在西方仪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与朝圣之间

的关系 [16]。旅游体验学方面，谢彦君认为将旅游与

日常生活区别开来，与日常生活世界不同，现代游客

更注重追求身心体验，旅游体验即为旅游世界的硬

核 [17]。赵红梅认为，旅游已经成为一部分人对生活

的仪式化表达，或肤浅、庸俗，或深刻、具有意义，若

深入探寻游客的动机与体验，会发现仪式在旅游范

畴内的研究将“大有可为”[1]。彭兆荣在其著作中从

程序与模式特征角度，提出仪式的时间、场所、程序、

人群和氛围的五定要件，并全面分析了仪式和神话、

宗教、社会、民族、表演、生态等之间的联系[3]，为后来

仪式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张进福从时间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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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角度，提出空间第一性、时间第二性的结论，认为

“旅游的仪式性因旅游次数与旅游者经历而有所不

同，第一次的旅游经历仪式感应该最强”[18]。

1.3 中国与西方旅游仪式感研究差异比较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多从理论方面论述仪式、旅

游仪式、旅游体验等，从实践方面将旅游仪式感运用

到旅游目的地管理的研究寥寥无几。不论是西方

Gennep的“分离—边缘—聚合”[10]、Turner的“结构—

反结构”[14]、Graburn的“世俗—神圣—世俗”[2]，还是国

内专家学者的旅游体验研究，都从一定程度上论证

了旅游是一种特殊的仪式，亦诠释了仪式感置于旅

游研究中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但仪式感作为旅游仪

式体验的核心表现之一，国内外在概念、特征的界定

与其对旅游目的地的管理运用方面仍有空白，缺乏

对旅游仪式感更深刻的探究。

综上所述，比较中西方旅游仪式感相关研究差

异(表 1)发现，中国与西方对旅游仪式感的研究在发

展阶段与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国家的仪式研

究起源于宗教与神话，“仪式”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
纪，仪式理论的主流研究与重大成果集中于 20世

纪。其中仪式理论、仪式功能性的辨析与结构主义

的研究角度，为旅游仪式感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

础。“仪式”在中国先秦的《周颂·我将》中最早出现，

多为祭祀、效法的用意。仪式一词在中国起源时间

远早于西方，但与旅游结合而进行的研究起步较迟，

旅游仪式感相关主流研究成果集中于21世纪，且多

基于西方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

需求层面的体验感知角度出发，对供给层面目的地

管理的探索较少。

2 旅游仪式感的概念与特征

2.1 旅游仪式感的概念

随着人类学家对仪式重视程度提升，仪式理论

不断发展，其内涵日渐丰富，故而学者对其定义存在

多种解读，目前尚未有令各学派信服的统一界定。

但人类学研究领域首先将仪式界定为一种社会行为

而研究，多将仪式视为区别于日常活动的特殊、正式

的行为，是具有神圣性、结构性和肃穆性的行为。广

义上而言，仪式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仪式性行为，

狭义地说，仪式指宗教的庆典、典礼等活动。目前学

术界较为认可的仪式定义是指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

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的一整套相对固定的行为方

式 [19]。在仪式界定的一些基本主张中，Leach认为，

言语亦具备仪式的效力[12]。Turner则相对缩小了仪

式的内涵，认为仪式是规定性正式行为，是与某种神

秘物质或信仰相适应，具有场合的特殊性和程序的

低技术性[14]。Durkheim对仪式的理解强调结构与过

程，认为“神圣—世俗”是生活类型的两种结构[9]，而

Gennep则强调个体或群体在通过仪式的各阶段表现

的特征及发生的变化，是包含个体生命过程中的各

类仪式活动[10]。

旅游仪式是仪式的一种，按照人类学仪式理论，

旅游仪式首先应视为社会行为而理解。Graburn将

仪式结构与旅游进行比对，认为仪式研究结构可运

用于旅游活动研究，旅游的前、中、后期可相对应于

通过仪式的三阶段而探索。因此借鉴仪式理论，本

文认为，旅游仪式是指能够使得旅游者离开惯常生

活场所，经历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时空变化、文化差

异等，其原本社会地位或身份发生变化，最终进入一

种新状态的社会行为活动。旅游的本身就是一种旅

游体验，而旅游仪式感从旅游学角度而言，本质上可

认为是一种相对神圣的旅游体验感，具有其特殊

性。当旅游者融入旅游目的地特定的仪式情境中，

参与由旅游目的地提供的各种旅游仪式活动，与外

界建立联系而产生的情感反应总和，即为旅游中的

仪式感，包括敬畏感、幸福感、愉悦感、庄重感等。旅

游仪式感是一种参与体验感，与特定的旅游目的地、

表1 中国与西方国家旅游仪式感相关发展比较

来源：根据文献[2，8，14，18]整理而来。

国家

西方国家

中国

起源

神话与宗教，主流研究
与成果集中于20世纪

祭祀、效法，主流研究
与成果集中于21世纪

内容

以神话与宗教为主要研究视角，现有通过仪式、
“神圣—世俗”二元论、旅游仪式理论等研究成果

以需求层面的体验为研究视角，现有旅游体
验、旅游世界、仪式五定要件等研究成果

意义

仪式世俗化的转变影响深远，为旅游仪
式感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旅游体验的研究视角为旅游仪式感及目
的地管理的研究提供了重大的实践意义

··7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旅游管理 2020.12
TOURISM MANAGEMENT

景区和吸引物相关，因此这是刺激相应旅游规划与

管理策略提升的需求基础。

2.2 旅游仪式感的特征

旅游仪式感从旅游学角度而言，本质上是一种

较为神圣的旅游体验，应具备旅游体验的基本特征。

黄鹂将旅游体验特征总结为个体性、参与性和综合

性[20]。樊友猛和谢彦君从体验的内涵角度，提出旅

游体验具有具身性、情境性、流动性和生成性[21]。

旅游仪式感的特征亦应结合仪式的一般特征及

功能而分析。从不同视角界定仪式内涵，仪式的功

能也随之不同。其中，Durkheim对仪式功能的梳理

较为全面，总结出仪式首先具有惩戒功能，如个体或

群体通过仪式进行自我反省；其次具有凝聚功能，如

宗教仪式、民俗仪式均能起到社会团结的作用；然后

具有赋予人们生命力的功能；最后具有欢娱功能。

Santino认为，Gennep的通过仪式可被理解为一种引

起地位变化的社会机制[22]。其中强化了各阶段对个

体变化的影响，突出仪式的过程性。因而，认为通过

仪式具有一种转换功能，引起主体身份、地位发生变

化的功能。另外，人类学研究者对于仪式的特点亦

有探讨，认为仪式常用以研究民族志、文化解释等，

因而具有公共性；仪式的社会特征及文化符号赋予

其规定性；仪式的表现形式又赋予其现场性[3]。

基于对旅游体验、仪式的特征及功能分析，本文

对旅游仪式感性质进行了如下提炼。

(1)旅游仪式感具有主观性。旅游仪式感首先是

一种旅游体验感知的表现形式，主观性是其较为显著

的特征。从旅游仪式发生的整个过程而言，旅游仪式

感因游客主体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类型的

旅游目的地及其活动对同一类型的旅游者会产生不

同的仪式感，同一类型的目的地及其活动对不同类型

的旅游者亦会产生不同的仪式感。因而，主观性也是

旅游仪式感定义难以统一界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旅游仪式感具有参与性。旅游仪式感产生的

重要条件就是旅游目的地提供的各种仪式活动，游

客通过参与其中获得体验感，进而获得相对神圣的

体验，而此类体验感建立在具身感知之上，且感知程

度随参与的深刻程度而变化。无论何种仪式感，在

群体的参与、见证下才能使其作用发挥至最大[23]。

(3)旅游仪式感具有过程性。旅游仪式感的获得

注重特定环境和氛围中的旅游仪式过程，而非注重

结果。完整的旅游体验分为3个维度：感知体验、意

义体验和情感体验[24]。本文认为旅游仪式感亦是由

旅游者对感知体验加工升级至情感体验的过程中逐

渐获得与强化的。

(4)旅游仪式感具有情境性。旅游仪式感的形成

需要一定的情境，包括氛围情境和行为情境[4]。旅游

仪式感不能孤立地研究游客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

需结合旅游目的地渲染出的特定仪式场景及环境氛

围，特殊的旅游场景更易使得游客产生仪式感。例

如，对于革命老战士而言，红色旅游目的地内的纪念

馆、革命烈士纪念碑等能增强其体验感，令其产生共

鸣。这与旅游者的前摄情境有关，更与目的地烘托

的氛围情境相联。

旅游仪式感具有的功能可概括如下。

(1)转换功能。相对于通过仪式理论而言，旅游

者在旅游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身份、地位转换的现

象。例如，在朝圣旅游中，多数游客会暂时忘却日常

生活中的身份，而作为一名信徒行各种拜谒仪式。

通过身份转换对旅游信息进行鉴别、消化，产生不同

以往的情感共鸣，因而赋予旅游仪式感以转换功能。

(2)规范及凝聚功能。旅游仪式作为一种社会行

为活动，必然具有其规范性、秩序性。对于游客个体

而言，其形成的旅游仪式感通常产生于规范性的旅游

仪式活动，当规范性仪式活动内化于心形成体验感

时，便会自发地形成自律性行为。对旅游目的地而

言，旅游仪式感具有凝聚功能，在朝圣旅游、民俗旅游

中尤为显著。例如，羌族以自然崇拜为信仰，每年由

释比担任主祭人，带领村民们进行的祭山仪式[25]。游

客通过参与民俗仪式活动感受少数民族文化氛围，在

村民、游客群体共同见证下举行的民俗仪式活动对

凝聚力、文化自信的提升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3)欢娱功能。旅游目的地提供仪式性活动的目

的是为了吸引游客、满足游客需求，而暂离日常繁琐

事宜，通过旅游获得放松、愉悦仍是游客出游的主要

动机之一，这决定旅游仪式感需具备欢娱功能。旅

游仪式感有助于将游客的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情

感能量，赋予游客以愉悦感、幸福感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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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化功能。旅游仪式感具有强化体验的作

用，同时可作为游客减缓压力的媒介。在朝圣旅游

中游客通常借助朝拜、典礼等活动获得心灵的释放，

这是对内心强化的体现。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促进

自身实现自我价值、树立自信，在旅游结束后获得新

的生命力。

3 旅游仪式感对旅游目的地管理的影响

旅游仪式感与特定的旅游目的地、景区和吸引

物密切相关，因此游客的旅游仪式感是旅游目的地

制定规划与管理策略的需求基础。旅游目的地是以

旅游者为主体，集旅游中的各要素，激发游客形成出

游动机，满足游客需求的复合性地域空间 [26]。旅游

目的地管理是目的地管理机构对特定地域内各要素

资源进行开发、整合与利用，获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的过程，涉及旅游目的地开发、形象管理与营销系

统等内容。随着旅游业的快速成长，国内外对旅游

目的地的研究不断升温。旅游者作为旅游目的地研

究的主体，其旅游体验感知是联系二者之间的桥梁，

成为旅游目的地管理的研究热点。

旅游仪式感是一种感知，应置于旅游体验范畴

内进行研究。目前，国内对旅游体验与旅游目的地

之间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从目的地对旅游体验的影

响分析入手，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要素对游客情感

体验、满意度、忠诚度等变量的影响，造成旅游者情

感变化及评价的因素探究，情感的测量及特征分析

等方面[27]。旅游仪式感所形成的新消费需求是旅游

需求的一种，是满足游客一般旅游需求之外，相对更

高层次的内在自发的情感需求，且愈来愈强烈，其发

生需要借助一定的客观条件与环境，因此旅游目的

地管理主体为适应这一需求，应调适与创设旅游目

的地规划、场景、服务与活动，将旅游仪式感管理作

为旅游目的地管理的自觉行为。目前，在红色旅游、

宗教旅游、民俗旅游等一些深度体验的旅游活动中，

游客对旅游仪式感需求较为普遍。本文将通过对旅

游仪式感的内涵及特征分析，以旅游目的地管理中

宏观层面的规划与开发、中观层面的营销方式及效

用、微观层面的服务质量及满意度评价体系为视角，

构建旅游仪式感对旅游目的地影响研究框架(图 2)，

图2 旅游仪式感对旅游目的地管理的影响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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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其中影响。规划与开发是对旅游目的地资源的

利用以及对旅游仪式感研究成果检验的最佳渠道[1]，

仪式感营销是对旅游目的地宣传方式的创新，而服

务质量及满意度评价体系则是对旅游目的地开发与

管理效果的反馈。因而，从规划与开发、营销方式及

效用、服务质量及满意度评价体系3方面出发，便于

构建旅游仪式感对旅游目的地管理较为完整的影响

框架。

3.1 规划与开发影响

旅游目的地规划与开发中，自然与人文景观资

源必然占据重要地位，而旅游仪式感中的愉悦感、幸

福感、敬畏感、秩序感等却能深化游客的精神体验，

让旅游地成为赋予旅游者生命意义及存在价值的地

方 [28]。游客的旅游仪式感诉求对目的地规划主题、

空间布局、氛围营造、形象定位均有一定的指引作

用。随着旅游体验消费需求的逐渐多样化，部分游

客将旅游过程中获得的仪式感作为一种潜在出游动

机，而此类游客通常更愿意追求“诗与远方”，将旅游

视为一种寻找精神慰藉的方式。将仪式感注入旅游

目的地规划与开发中，能够满足高仪式性需求的旅

游者，唤醒较低仪式性需求游客的仪式感。打造带

有仪式感体验的场景、活动与产品可为旅游目的地

规划与开发提供新思路，亦可为延长旅游活动与产

品生命周期提供新活力。例如，红色旅游具有文化、

教育与政治属性，因此红色旅游规划与开发中需要

且应该更注重仪式感的开发。游客对红色旅游仪式

感的追求通常与文化自信、自我认同感、归属感及庄

严感相联系，这就要求旅游目的地在规划与开发过

程中突出红色主题，通过特定的场景设计与仪式活

动，营造出具有仪式感的氛围。例如，井冈山旅游

地，多数游客是怀着一颗敬仰、学习革命精神的心前

往井冈山旅游。井冈山充分利用其“革命根据地”的

特殊身份，紧抓游客仪式性旅游需求，通过“胜利的

号角”“井冈山精神”等景观设计呼应其“革命圣地、

红色摇篮”的红色主题。组织游客参与仪式活动，渲

染出富有仪式感教育的氛围，而这与旅游者的红色

旅游仪式感需求不无关系。

3.2 营销方式及效用影响

旅游的本质在于旅游体验[1]，而体验营销不同于

传统的营销方式 [29]，优质的体验营销能赋予游客提

升自我价值的感受。旅游体验营销更应注重通过提

供高质量的体验感知来满足游客需求[30]。日本京都

西芳寺便是充分利用塑造强烈仪式感进行营销的代

表之一。参观西芳寺的香油钱大约高出普通寺庙 6
倍，前往京都西芳寺的拜谒者须至少提前1周以寄出

明信片的方式提出申请，经过寺院筛选并颁发许可

后，才能在规定时间内游览寺院。每次游览人数均

有限制，寺院大厅内实行止语制，在规定的议事程序

内进行拜谒。日本京都西芳寺拜谒手续繁琐，但仍

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且多半为重访游客。从旅游

供给角度而言，日本京都西芳寺正是通过规定的拜

谒仪式，强化祭拜仪式感，利用了这种营销方式反而

塑造了一种神圣感、荣誉感及庄严感，不断刺激游客

需求。仪式感营销丰富了旅游目的地的营销方式，

同时增强了营销的效用。有效利用旅游仪式感的塑

造有利于旅游目的地强化吸引力，提升知名度，对延

长目的地生命周期具有正向影响潜力。

3.3 服务质量与满意度评价体系影响

“仪式感”越来越成为旅游者追求的目标，而“仪

式感”往往发生在游客旅游期望得到满足或超越其

期望的条件下，旅游仪式感的塑造对旅游服务质量

的要求愈来愈高。从旅游企业角度来看，服务是展

示旅游企业业务能力的舞台[31]。国内旅游学者将旅

游服务领域的研究划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大类，

本文借鉴其中观层面的研究内容，将旅游体验置于

境遇化、具身化体验背景下，强调游客体验感知、情

境的作用[32]。旅游仪式感需求对旅游目的地服务水

平提升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服务项目升级与开发起

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旅游目的地为实现长远发展

而需要关注的变量。如旅游目的地部分民宿将游客

对仪式感的追求视为其服务创新的要素之一，融入

主人文化及民宿主对生活的态度，让服务不限于标

准化，而是赋予其人文情怀。某种意义上，游客的旅

游仪式感需求激发了旅游目的地经营者将其生活中

的仪式感旅游化。促进旅游服务质量转型升级。这

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游客的仪式感需求激发旅游目

的地服务质量提升，而随着服务质量的提升又易于

引发游客的旅游仪式感。而对于仪式性强的旅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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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言，如蜜月旅行、毕业旅行，其本身就具有仪式

感，旅游目的地的细节服务无疑是为仪式性旅游锦

上添花的举动。目前国内已有旅游学者将旅游仪式

感进行量化研究，借助旅游体验的衡量标准，开发旅

游仪式感量表[33]。将旅游仪式感视为衡量旅游体验

满意度的标准之一，丰富了旅游体验评价体系的衡

量维度。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对旅游仪式感的相关

研究，发现研究多从人类学，旅游学等视角展开，国

外对于仪式理论的探究相对较早，且相对成熟。基

于对旅游体验、仪式的一般特征及功能分析，本文试

图对旅游仪式、旅游仪式感内涵进行界定，提炼总结

出旅游仪式感的特征与功能，进而发现旅游过程中

的仪式性产品及活动易于落实到旅游目的地管理实

践中。因此以旅游目的地管理为落脚点，以旅游目

的地管理与旅游仪式感之间的供需关系为着力点，

根据旅游仪式感的四大特征及四大功能，依次从规

划与开发、营销方式及效用、服务质量与满意度评价

体系方面，构建旅游仪式感对旅游目的地管理的影

响研究框架。旅游仪式感与旅游目的地之间是相辅

相成的双向互动关系，旅游仪式感为旅游目的地管

理研究提供新方向，旅游目的地为激发游客的旅游

仪式感创造机会与提供场域，在其转型升级中旅游

仪式感的影响显著增强。

近些年，游客体验感知层面的需求越来越得到

重视，但在实践中，一些旅游目的地为迎合旅游者需

求开发出“有意思、没意义”的“表演秀”项目，未能真

正触及旅游仪式感的内涵及功能。如何充分发挥旅

游目的地对游客的娱乐、文化、教育等综合功能，旅

游仪式感管理或将在旅游目的地管理中扮演着愈来

愈重要的角色。未来旅游目的地应针对旅游仪式感

需求的增加，反思在旅游业中生产或创造仪式感的

条件和可能性，辩证地看待旅游仪式感与目的地管

理之间的关系，加强对旅游仪式感的开发利用，深挖

旅游目的地的内在气质特征。可以预测，旅游仪式

感管理将成为旅游目的地管理的重要内容。未来，

旅游仪式感管理应对不同的旅游人群形成的旅游仪

式感特征进行分析，对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如传

统文化旅游目的地、红色旅游旅游目的地、生态型旅

游目的地等塑造的旅游仪式感进行比较，区分旅游

仪式感差异性，满足不同旅游仪式感需求。另外，以

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的关系为研究主题，可以引出

一系列相应的旅游要素之间相关性或因果关系的实

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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