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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1. 1 全球本土化 

全球化指的是跨越本土、区域的界限，整个世界趋同的倾向。人们通常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从“五四运

动”开始，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激进地学习西方，从而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到了20世纪 80 年代中

期，中国大陆知识界曾出现“新五四启蒙运动”文化热，主题是以西方文化为武器，批判传统文化，最典型的是文

化界出现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此外，吴友富提出应该废除中国的“龙图腾”，因为 dragon(龙) 在英文中隐

含之意是充满攻击性和霸气的怪物，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对外宣传［1］。显然，这种以西方为主的全球化忽略了本土

文化的重要性。 

与此相反，本土化挑战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强调整个世界被西方文化趋同的负面影响。但是，过

分强调本土化会导致排斥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从而造成唯古为大、唯华为荣的另一个极端倾向。事实上，在全

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不考虑全球化而一味地强调本土化，也会造成文化的障碍和误解。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试图超越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思维的局限性，提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辩证

的、双向的过程。“全球本土化”这个概念是由罗伯逊(Robertson)首次提出的［2］，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如孟

锦，王宁)从自己的学科视角阐释了全球本土化［3，4］。而吴(Wu) 等则系统研究了大中华地区(即大陆、香港和台

湾)全球/西方/现代和本土/东方/传统等不同文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5］。
 

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力量处于动态的不均衡发展之中。某个领域和行业强调全球化，而另一个领域和行业则

可能突出本土化。比如洛克(Locke)在研究香港地铁广告时发现，服装广告中本土的产品强调全球化的特征;而食

品和饮料广告中全球化的产品则倾向于本土化的诉求［6］。王(Wang)研究国外广告在中国的发展，他假设并验证

了3 种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模式:模式一，较强的全球化和较弱的本土化;模式二，全球化和本土化呈现均衡;模式

三，较弱的全球化和较强的本土化［7］。
 

1. 2 话语混合与北京旅游 

在本研究中，话语包括语言和其他多模态的符号，如图片、音乐等。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共同构成了社会实

践和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鉴于此，话语不再局限于文本空间，不仅仅关注传统语言学中的词汇、语法或者

音素，而是更多地考察语言及其他象征符号如何建构和反映宏观的社会文化，即力图把微观的分析和宏观的视角有

机地结合起来。 

话语混合(discursive hybridity)认为话语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力量杂糅的混合物。

近年来，话语混合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比如费尔克劳(Fairclough) 研究了教育机构中权威话语和市场话语的

混合，并指出市场化力量对教育机构的渗透和影响［8］;巴提亚(Bhatia)研究了仲裁话语和司法实践的混合［9］;

吴(Wu) 则探讨了香港旅游推广话语中认知风格和情感风格的混合［10］。
 

本文以北京为例，探讨话语中的文化混合和城市的旅游推广。选择北京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北京作

为中国的首都，其旅游业虽然已经成为促进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是有很大的增长和提升的空间。截

至2008年，北京旅游业年增加值已占到GDP的6. 9%;预计到2012年，北京的入境旅游人数达到610万人次，国内旅

游人数达到1. 83亿人次，旅游总收入将突破4000亿元人民币［11］。这意味着本研究对北京的城市发展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和参考意义。 

1. 3 北京城市的多重身份 

北京是个多元化的城市，具有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多重身份。首先，作为中国的古都，北京是一座具有中国文

化底蕴的城市，因此，它会体现出丰富的本土化元素。同时，北京也是一座全球化的城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

是中国与世界之间重要的纽带，是中国接触世界各种文化的重要窗口。这意味着北京深受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北京

城市的多元身份在北京市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纲要》中也有明确认定，即“坚持国

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功能定位”［12］。
 

尽管北京城市的多元身份已被广泛认可，但是近年来在城市旅游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现代性焦虑，即过多强

调北京的全球性，而忽视了北京的本土传统和历史。梁怡、赵琦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北京原生

态的非物质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13］，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日益迫切。张妙弟、李洵发现，多年

来北京四合院改造的思路基本上是“拆旧建新”，甚至有人把这说成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14］。这就可能

使凝结着数百年文化、代表着浓厚地方特色的北京传统民居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北京工美行业协会、北京工



业促进会也指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北京优秀传统工艺技术面临失传，需要集中抢救［15］。
 

1. 4 文献总结和本研究的意义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全球本土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至今尚未有研究从话语角度探

讨北京旅游推广中的全球本土化。此外，不少学者发现，北京城市旅游发展进程中出现了现代性焦虑，即过多强调

北京的现代性和全球化，而忽视了北京的本土传统和历史。 

本文试图从全球本土化的视角来研究北京的城市身份，主要分析的案例来自北京旅游推广话语。本文的重要

性有如下3点:①从多维的角度进行文化话语的研究，为话语分析的新发展做出贡献;②提倡和扩展全球本土化的视

角，以缓解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焦虑;③为北京市城市旅游的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2 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2. 1 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有两个研究目的:研究北京市旅游推广话语的全球本土化的话语模式;探讨北京旅游推广话语中全球

本土化不均衡的现象。为了达到这两个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在语言维度，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如何反映和建构了全球本土化? 

(2)在图像维度，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如何反映和建构了全球本土化? 

(3)在音乐维度，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如何反映和建构了全球本土化? 

(4)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在哪些方面呈现出“全球化强而本土化弱的倾向”? 

(5)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在哪些方面呈现出“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的倾向”? 

2. 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定性指的是采用全球本土化的理论，即全球化和本土化不是非此

即彼，而是双向辩证、互为依存的。定量指的是在分析语言、图像和音乐的多维话语时，采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增

强分析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在本文中，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包含多方面的北京宣传推广资料，既包括传统的旅游宣传手册，也包括新兴的

旅游局官方网站和多模态的北京旅游宣传视频。具体搜集的语料见表 1。 

  

此外，本文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提供了操作性的定义，以便为具体的分析提供统一的、相对客观的标准。从

表 2 可以看出:全球化和本土化都是从语言、图像和音乐3个维度来分类的。 

  

3 全球本土化 

3. 1 语言的全球本土化 

本研究首先发现，在语言维度，北京旅游推广话语既有侧重全球化的方面，也有侧重本土化的方面。比如，

英文版的北京旅游推广话语主要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这是因为所有英文网站和英文推广手册都使用了英语语言作

为传播的媒介，这些话语阅读的主要群体为外国游客。再比如，中文版的北京旅游推广话语集中体现了本土化的特

征。这是因为中文网站和中文推广手册主要使用汉语作为传播沟通的媒介。这些话语的阅读群体主要为国内和本土

的游客。 

本研究还发现，无论英文版还是中文版的北京旅游推广话语都使用了中英文混合，呈现出全球本土化混合的

特征。在英文版中，全球本土化的混合具体表现为英文中夹杂使用汉语，而使用汉语的功能往往是多重的。比如

“learning Chinese”这个栏目出现在北京市旅游局的 

网页中，目的是让来京的外国游客学习基础的汉语。这个栏目其中一个小标题直接使用了中文成语“余音绕



梁”。这个中文成语的使用，不仅具有传递信息的作用，还具有象征性的功能。在整版以英文和拼音为主的宣传网

页中，“余音绕梁”这4个汉字的出现凸显了汉字的差异性，容易激发外国游客对中文乃至中国文化的好奇心。 

同样，中文版的北京旅游推广话语也夹杂着英语的使用。以图1为例(选自北京旅游网站截图)。首先看到的

是，汉字的使用体现了丰富多彩的汉语语言文化，如篆体、黑体、隶书等汉字传统。同时，即使在呈现中国汉字传

统中浓厚本土文化的时候，也使用了英文等非汉语的信息。如图1中的 Beijing-China和 Charm Beijing。尽管

中文版的旅游推广话语的目标读者主要为中国人和本土游客，英文的夹杂使用并非传达明确的信息，但是却象征地

表达了超越本土界限的意愿，彰显了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特征。 

  

3. 2 图像的全球本土化 

在图像维度，北京市旅游推广话语也体现出全球本土化的特色。本研究共搜集了149幅图片。其中有75张图

片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占51%。同时本研究也发现，48张图片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计32%，也占了很大的比

例。此外，还有6张图片呈现出全球化和本土化混合的特征，占4%。 

本研究还发现，在旅游网站和宣传册最醒目的位置如标题背景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图片经常交替使用，两

者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里以8幅采集于“畅游北京网”网站的标题图片为例。其中4幅体现全球化，另外4幅体现

本土化，两类图片以闪现的形式交织出现。第 1幅是天安门的图片，第3 幅是天坛的图片，第5 幅是故宫高翘屋

顶的图片，第7幅是长城的图片，这4 张图片都是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而第2幅是鸟巢的图

片，第4幅是灯光闪烁的夜景，第6幅是穿梭的汽车和立交桥的图片，第8幅是游船和电视塔的图片，后4张图片通

常和现代性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文版的北京旅游宣传网站中，往往把中国特色的景观作为背景，外国游客则被安排在图

片的中心位置。这种设计能够较大程度上吸引外国旅行者。中国特色的景观对外国游客来说是未知甚至是神秘的，

而外国游客游历北京的图片能让阅读者假想自己成为游客，间接产生体验性的愉悦。以图2为例。最左边的图片是

两位外国游客在天安门前查看北京地图，中间的图片表现的是一位外国姑娘在古董店里展示一把中国特色的纸扇，

右边的图片描绘的是几位外国游客在天安门城楼前一起骑自行车的场景。 

    

3. 3 音乐维度的全球本土化 

本研究发现，北京旅游推广的话语使用了中国传统音乐、西方音乐和中西混合音乐。笔者共搜集了两段视频

材料:12分钟长版的北京旅游宣传片和两分钟短版的北京2008奥运宣传片。在这两段语料中，西方音乐时长5分钟

53秒，为视频总长的43% ;中国传统音乐时长 2 分 55 秒，约占总长的 21% ;此外中西音乐的混合部分为 5 分2 

秒，共计为36%。 

首先，中国传统的音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段视频的开头均突出了中国传统元素，它们选取了本土化

的音乐如中国传统乐器鼓、钟、笛子、古筝、琵琶、箫、扬琴等演奏的旋律，来衬托中国特色景点和中国化的生活

场景。尤其是鼓声听起来铿锵有力，因而在片头牢牢地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例如两分钟短版北京2008奥运宣传

片就是以鼓声和钟声开头，持续了13 秒。此外，12分钟长版北京旅游宣传片片头的京鼓声也使人精神振奋，带给

观众活力和生机。 

其次，西方音乐在北京旅游宣传片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片中出现了多种西方音乐，如轻音乐、爵士乐、交

响乐等。其中，轻音乐为北海公园、颐和园提供了悠扬的背景乐，凸显出北京美丽的自然风光。此外，在长版的北

京旅游宣传片中，当出现北京异国风情的酒吧或外国乐队等画面时，爵士乐便登场了。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响乐

的使用，两段宣传片均以交响乐结尾，给听众留下了气势恢宏的深刻印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的混合也是北京旅游宣传片中重要的特征。中西混合主要使



用了以下两种模式: ①同样的曲调展示了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在长版的北京旅游宣传片中，从00∶05∶39到00

∶07∶05，首先听到的是一段中国古典乐器演奏的中国传统音乐，展示北京具有民俗文化特色的景观;紧接着，同

样的曲调由钢琴来演奏，以展示北京全球化的景观;最后，该曲调又以爵士乐的风格演奏作为背景音乐，而画面则

呈现出北京本地人和外国游客共聚北京的生活场景。②混合的曲调分别由中西方乐器来演奏。这种旋律在两段视频

的背景音乐中常常可以听到。例如中国的鼓乐中融入交响乐，中国的笛子与西洋小提琴配合演奏等等。这种混合体

现了中西音乐文化的兼容并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北京旅游推广话语无论在语言、图像和音乐维度都体现了鲜明的全球本土化现象。在

语言维度，无论英文版还是中文版的推广话语都体现了中英文混合，并发挥了多重功能;在图像维度，全球化的图

片(如现代化的交通、外国游客)和本土化的图片(如天安门、长城等)混合交织在一起;在音乐维度，中国传统乐器

和音乐与西洋乐器和音乐以不同的模式混合在一起。 

4 旅游基础设施:全球化强而本土化弱 

本研究发现:旅游基础设施的推广话语更加强调其全球化的特点，即全球化的元素要远远多于本土化元素。在

本文中，与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酒店和交通设施两方面。 

酒店的介绍和推广通常强调其全球化及现代性的特点。这里以“畅游北京”提供的酒店信息为例。在中文网

站上，4 家酒店中有3家是国际性大酒店;而英文网站推荐的55家酒店中，53家都是西式现代化酒店，仅有的体现

中国本土风格的两家酒店也只是外表装修成中国特色的建筑，内部房间装潢布置还是使用了西式风格。 

交通设施的介绍和推广也凸显了其现代性和国际性，而很少呈现本土化的特征。根据本研究对网站和宣传册

的统计，共有16张图片展现了飞机、高速公路等现代交通工具，而只有4张展示了有传统本土特色的交通工具，比

如人力黄包车等。 

以上分析表明:北京旅游基础设施，即酒店和交通设施的推广主要强调全球化、现代化。这是因为现代化的交

通设施能够为旅行者提供舒适的生活和便利的交通。此外，现代性和国际化的基础设施也表明了北京作为国际大都

市正在融入全世界的大舞台，向世界展示了北京的全球化形象。 

5 景点和餐饮: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 

在中英文网站关于景点的介绍中，有27张图片即71%强调北京的特色，如较多地介绍有关故宫、长城、颐和

园、天坛的信息。此外，还有不少篇幅介绍了北京当地公园的特色旅游。相比较而言，只有11张图片即29%呈现了

全球化的景点，如关于商业中心区域(CBD)或商业街的描述就少得多。 

本研究以英文网站为例作详细说明。不少专栏向旅客介绍了中国文化、北京自然风景区、北京历史文化等。

比如“自然”专栏介绍了“恭亲王府”(Prince Gong's Mansion)、“北海公园”(Beihai Park)等;“文化”专

栏介绍了“中国国家艺术博物馆”(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中国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历史”专栏介绍了“潭柘寺”、“白塔寺”。此外，“动物”专栏介绍了“北京水族馆”

和“北京动物园”。 

从图像的维度来看，本土化景点图片的出现频率显然高于全球化的图片。北京2008奥运宣传片共157个场景

中111个场景展示了中国元素，如北京小吃、中国名胜古迹、北京生活场景等等。其中故宫出现了 12 次，颐和园

出现了10次，长城出现了6次，这是宣传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3个景点。而只有46个场景展示了现代的、西方的和

流行的画面。 

除了景点的介绍强调本土特色外，北京饮食文化的推广也体现出“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的特征”。绝大多数

图片展示的是中国特色饮食，如北京烤鸭、饺子等等。在全部26幅图片中，24幅介绍了北京特色食品，其中来自

旅游宣传手册18幅、网站6幅，共计占80%。如网站截图(图3)所示的两种就是北京乃至中国的传统小吃:油渣和火

锅。相反，只有两幅宣传手册的图片介绍的是西方的食品，仅占20%。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景点和饮食方面，北京旅游推广话语更多地呈现出“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的倾向”。

无论对于外国游客还是本地游客而言，观赏景点是旅游中重要的活动和体验，能够给游客带来独特体验的景点往往

是本土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此外，餐饮也是旅游体验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带来愉悦体验的往往也是当

地独特的餐饮文化。 

6 结束语 



本文从全球本土化的视角考查了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并发现:在语言、图像和音乐3个维度，北京旅游推广话

语都呈现出全球本土化的特征。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旅游基础设施的推广话语体现出“全球化强而本土化弱的倾

向”;而景点和餐饮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出“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的倾向”。全球本土化这种辩证的视角超越了“全

球化”或者“本土化”的局限性，对文化中的混合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即全球化和本土化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

的。正如辛旗指出:“一些人最为缺少的就是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一些人对于各种外来文化不是盲目接受，

就是一无是处。事实上，‘文化认同与现代化不是与中西文化的全部附着或决裂，而是建立包容各种文化精髓的多

元结构’”［16］。
 

在强调全球本土化混合的同时，全球化和本土化并非均衡发展。在特定的旅游行业也会呈现出强弱不平衡的

特征。旅游基础设施的推广话语呈现“全球化强而本土化弱”的特征，这是因为强调现代性和国际化能够给游客舒

适和便利;而景点和餐饮的推广话语呈现出“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的特征，这是因为强调了北京旅游的特色。 

在北京城市和旅游的发展中，有必要克服全球化和现代性焦虑。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旧的不去，新的不

来”，盲从西方和现代性就可能造成旅游资源趋同，从而减少甚至丧失北京旅游的独特性和本土特色。从长远来

看，就会造成国内外游客的流失，不利于北京旅游业的发展。因此，未来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采用全球本土化的视

角，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北京旅游建设中全球本土化的整合以及不同行业中两者不均衡的发展。 

致谢:衷心感谢赵熙同学在语料搜集和分析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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