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辉基等 | 感知与意向性 第 31 卷 2016 年 第 12 期

感知与意向性
——解释体验内涵的一种现象学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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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体验概念引入，现象学方法在旅游分析中日渐

受到重视。作为一种早期的尝试，研究引入了胡塞尔的意向

性理论对一般体验的生成问题进行了探索。在“意向行为-
意向内容-意向对象”结构的引导下，研究解析了3个与体验

相关的命题：1）体验领域的一个本质特性是意识的意向性；

2）就意向性这个词来说，体验应被视为是特定意识对意向对

象的一种经验；3）这种经验的层次性从根本上规定了体验现

象与体验质量的层次性。借助于对颜色观念的阐释及雾霾

环境对游客体验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分析提出并阐释了基

于意向性理论的意识谱系的枝向量结构概念。且指出，随现

象学方法的深入，旅游体验研究的热点下一步或将转移到对

特定意识谱系的梳理与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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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验经济一词产生以来，对体验及内涵的回

答，一直是学界孜孜以求的学术命题。时至当下，

相关研究已似汗牛充栋，尤其是旅游领域，对体验

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是热点话题。审之文献，这若干

的探索中尤以现象学方法的使用最为娴熟，成果也

最是丰盛，几近奠定了体验研究的旅游学框架。即

便是此，其中亦不乏有诸多仍待商榷及探索之处。

1 体验与现象学

1.1 游客体验与现象学方法的运用

游客体验与旅行经历的结缘，由来已早[1]。直

接涉及现象学的研究则最早可以追溯至 1979 年

Cohen 的《旅游体验的现象学研究》一文 [2]。自

Boorstin伊始，有关于旅游、体验及真实性的讨论一

直是难以化开的话题[3]，但凡论及旅游体验则必然

会与真实性问题有所关联[4]。讨论持续了近 60年，

其间陆续有学者指出，现象学方法在分析游客体验

现象上的可靠性 [5-7]。对此，谢中田和孙佼佼在2013

年的分析中曾指出，在旅游体验的研究中选择现象

学的方法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思维模式，同实证分析

间并不冲突 [8]。Masberg 和 Silverman[9]、Pernecky[10]

在早年的一些研究中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在《旅

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一书中，谢彦君教授及

其团队探索了现象学方法与同实证科学的结合，理

论视角涉及符号学、体验质量测量等多个方面。著

者在文中亦一再声称现象学方法在研究游客体验

问题上的适用性[11]。

纵观国内外，现象学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其

主体思路主要有二：一是援用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

（Phenomenology），从旅游世界与日常旅游世界的

殊异性入手[12-13]，分析旅游体验的发生环境[14-16]。其

中，尤以谢彦君教授的《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

的视角》一著为代表，他从旅游体验的时空性出发，

提出了通过旅游情境在现象世界中考察旅游体验

的现象学思路[17]；其次是对现象学流派的另一大家

胡 塞 尔 的 高 足 —— 海 德 格 尔 的 诠 释 学 思 想

（Hermeneutic）的 运 用 ，以 Reisinger 和 Steiner[18]、

Ablett和Dyer[19]、杨振之[20]等的分析最具代表性。他

们在引入海德格尔栖居思想的同时，立场鲜明地指

出：旅游研究中的诠释学问题，就是要利用现象学

的方法，在客观世界中解决以“人”为核心的经验与

存在的问题。作为比较，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试图

从意识的角度，探索意识与经验之间的潜在关系；

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思想则旨在从人与世界的诸种

联系中，探寻人的本真性。前者滋生了对旅游场域

［收稿日期］2015-03-28；［修订日期］2016-07-16

［作者简介］谢辉基（1990—），男，云南文山人，硕士研究生，研

究方向为旅游哲学、社区旅游、系统动力学与计算机仿真，

E-mail:dumbera@163.com；杨振之（1965—），男，重庆人，博士，

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目的地管理、休闲度假，

E-mail:yzz310@163.com。

⋅⋅ 96



旅 游 学 刊 第 31 卷 2016 年 第 12 期 Tourism Tribune Vol. 31 No. 12，2016

（即旅游体验发生的空间凭借）的思考，后者则对经

验的真实性从主客两位进行了有益探索。就旅游

研究的视角，以上二者在方法论上虽然有着一些显

著的不同，但其以经验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在根本上

其实就本自相通的。所谓之“一体两面”，在此有着

一个较好的诠释。

1.2 旅游体验与胡塞尔现象学

分析游客体验与旅游真实性的研究已有许

多。从Goffman的“拟剧理论”[21]到张凌云的“非惯

常环境”描述[22]，对旅游体验空间的诸种叙述，其学

术根源多数可以追朔至现象学，使用现象学的方法

或理论进行解释。自Cohen将现象学的分析带入旅

游研究[2]，体验的概念似乎是很明晰了，但事实上并

非如此。体验的概念被推举到旅游研究的核心位

置虽然已经成为共识[23-24]，甚至被一定量的学者从

多学科的角度揭示为是旅游的本质[25-26]，但是我们

的界定却始终是“旅游的本质是一种怎样体验”。

其实质内容仅是强调了体验的居中位置与旅游体

验的现实意义。问题的进步一简化不外乎是旨在

回答“旅游体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的命题[27]。

以属的概念回答种的区别，在提问方式显然还是出

现差池。张斌和张澍军[28]、赵刘等[29]学者在意识到

这个问题后，曾试图从意向构造的角度对旅游体验

与一般经验进行区分。虽然最后成效甚微，但是他

们的尝试却无疑是为我们打开了以现象学研究旅

游体验的新方向，这便是取材于胡塞尔现象学观念

的意向性理论。

意向性理论的研究起点，是一般体验的产生。

在英文语境中，“体验”一词同经历、经验等是同源

的，它们的用词都是“experience”。据《英语图解大

词典》的释义，“experience”一词主要有4重含义：亲

自参与、从中习得、被……感动影响（难忘）、去感知/

去经历[31]。《柯林斯最新英语词典》《剑桥美国英语诃

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的释义也大抵相

同[32-34]。据伽达默尔的考证，“体验”一词的真正成

型其实是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事。以狄尔泰的

《体验与诗》等为代表，“体验”与“经历”等词在哲学

上才出现了显著的分异，“在此之前，即便席勒和康

德也不知道它的存在”[35]。参照伽达默尔的分析，

“体验”一词的产生同 19世纪传记文学的兴起间有

着紧密的联系。传记文学的本质，是哲人及艺术家

们试图通过他们对艺术生活的经历来理解他们的

作品。体验是对经历一词的重构，有再次经历存在

的意思：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还使自

身在现象上获得某种继续存在的价值或意义，那么

从艺术经验的角度，这种经历它就属于体验。相似

的描述在哲学语境中最为凸显，如柏拉图的“迷狂”

说、席勒的“游戏”说、叔本华的“静观”说、尼采的

“酒神”说、克兹米哈伊的“漫溢”说、狄尔泰的“生命

之流”等皆与之相关[17]。这些分析虽然没有直接使

用到“体验”这个词，但是对体验内涵的表述其实已

经展露无遗，以至在多数时刻我们对旅游体验的总

要从中汲取智慧。

在精神科学领域，“体验”（erlebnis）一词一直是

作为一个与自然科学的认知起点“经验”（erfahrung）

相区别的概念[36]。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正是《体验

与诗》的作者威廉·狄尔泰，他认为精神科学的真理

可以通过体验的方式来理解不需要自然科学的“验

证”。在此背景下，狄尔泰提出了“描述心理学”的

说法，将对知识起源过程的描述与分析视为是精神

科学研究的第一任务。在此基础上胡塞尔发现了

“直接描述的方法”，他改“对物经验”为“意向性”，

发展出了以逻辑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现象学主张[37]。

受康德思想的影响，狄尔泰将精神科学作为一门严

格的科学来追求，与之同时代的胡塞尔基于现象学

的立场也表达出了相似的看法：哲学是一门严格的

科学。客观地讲，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同胡塞尔的现

象科学间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对意识结构关系的

讨论是二者共通的主题。尽管在胡塞尔眼中，狄尔

泰的分析距离现象学所强调的本质直观还有一定

距离[38]，然而这并不妨碍现象科学对精神科学的高

度评价与吸纳。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中，对“体验”问题的探

讨首先是始于“意识”。所谓之“意识”，就是试图在

经验（erfahrung )中“抓住某物”[39]。这种“捉住”，在

现象学的基本精神中被定义为一种“显现”[40]，所谓

之“现象”，它的本义就是显现。现代行为心理学以

行为为考察对象，认为态度始于凝视[41]，意向是行为

产生前的一个先验要素[42]。在现象学中，这种行为

与意向间的结构性联系被集中表述为“意向性”

（intentionality）。所谓之意识的意向性，即意识能够

在意向性的经验中通过意义指向对象[43]。这一立论

涉及现象学对“意识”观念的一个基本设定，即“意

识在本质上是对某物的意识”[44]。这里潜藏着这样

一组命题，即“意识的意向性乃是普遍意义上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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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领域的一个本质特性”[45]。如果我们将最广意义

上的“体验”理解为可在意识经验中发现某物，那么

“体验本身的本质不仅意味着体验是意识，而且是

对某物的意识”[44]。

在既有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旅游研究所涉及体

验的概念产生自经验这个词的局限；意识通过对经

验的提取形成体验，这是现象学所坚持的观点。结

合二者结论，作为一个前瞻性的分析，在此笔者有

必要就意识与意向性的问题进行一番梳理，以便在

旅游体验研究的领域内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进而

促进学科范式的增长。

2 现象学与意向性理论

“意向性”（intentionality）分析，是理解当代现

象学的一条重要线索，海德格尔认为，“意向性”概

念的发现是打开现象学神秘宫殿的钥匙[46]。在《经

验立场的心理学》中，Brentano通过“意向的内存在”

这一表达首次谈到了行为的“意向性”问题[47]，此前

“意向”概念的多重含义已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

使用，即便是 Brentano 本人也曾清楚地表示，他对

“意向”概念的引入得益于其在中世纪的来源 [48]。

Brentano认为“心理现象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具有意

向性”、“最能体现心理现象特征的无疑是其意向的

内存在”[49] 。所有无意识的意向状态至少是潜在的

有意识的,这个论题意味着,“一个完全的意向性理

论必须讨论意识”。意识能够通过意义与对象关

联，然而物理现象并不具备这样的特性，他仅是一

种呈现，是“作为外知觉的对象而在意识中的显现”

“没有某种被听到的东西，也就没有听；没有某种被

相信的东西，也就没有相信；没有某种被希望的东

西，也就没有希望；没有某种被渴求的东西，也就没

有渴求；没有某种我们感到高兴的东西，也就没有

高兴，如此等等”[50]。

以Brentano之见，“每一种心理现象都是以中世

纪经院哲学家称作对象在意向上的（或心理）内存

在为特征的，而且以我们愿意称作（尽管并非十分

明确地）与内容相关联，指向对象（这个对象在此不

应理解为一个事物）或内在的对象性为特征……因

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心理现象，即把它们说成是

在自身中以意向的方式涉及对象的现象”[49]。在此，

Brentano通过“意向性”一词搭建起了“意向”与“心

理现象”之间的关联性：意向与内容相关联进而指

向对象。“内在性”与“指向性”则是意识现象的两个

显著特征。“意向性”这个词意味着，任何意识都是

朝向、指向其对象的意识。对象内在于现象，这意

味着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匹飞马的存在，尽管这种

动物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49]，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

对它的理解。

正如美国分析哲学家 John Searl所宣称的：“全

部哲学运动都是围绕意向性的各种理论建立起来

的，而这一理论的开端正是承继了哲学智慧的

Brentano”[51]。作为Brentano的学生，胡塞尔继承及

发展了Brentano的意识与意向性观点，在批评及改

造Brentano的心理学意向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

了现象学一派的意向性学说。在《逻辑研究》中他

以“意向体验”(intentional experiences)这一术语，取

代了Brentano“心理现象”的提法，且明确指出,“意

向体验”研究的起点就是行为，每一个这样的行为

中所包含的有意义的部分都必须在“行为-体验”的

关系中寻求更为有效回答[52]。

《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指出了意识活动的一个

基本结构——意识与意向性。按《观念 1》中的表

说，即“意向作用-意向对象”(Noesis-Noema) 的结

构[45]。对这一结构的具体理解则须从意识与对象的

普遍结构：“cogito ergo sum”中去考察[53]。在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语言表达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一种结构：“自我-我思-所思”。以现象学的观点来

看，“自我-我思-所思”即“意向行为-意向内容-意
向对象”的关系，对应的语言学结构为“表达-意义-
对象”，意向的内容正对应着意义。也即是说，意向

作用的效用在于对意向对象意义的表达；于感知主

体而言，“体验”的根本价值即在于对意向对象意义

的领会。从这一视角出发，如果说Brentano的意向

性是一种心理的意向性,那么胡塞尔的意向性则是

一种意义的意向性。正如胡塞尔所说：“整个时空

世界……按其意义来说仅是一种意向的存在……

它被意识在其经验中规定着”[44] ，所谓之物的“意向

性”，就是“在感知中某物被感知,在想象中某物被想

象,在陈述中某物被陈述,在爱中某物被爱,在恨中某

物被恨,在欲求中某物被欲求……”[52]。意识通过意

向指向对象，进而与意义相关联。在此，这个“意向

体验”本身其实也担负着一种“赋义”的活动，它在

指向该对象的同时也将含义赋予了被指向的对

象。意向性贯穿了一切指向对象的意识行为，从这

一视点出发，我们对体验问题的讨论也便进入了一

种与此前的行为理论迥然有异的全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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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游体验与意向性结构

早年，张斌、赵刘等曾试图通过对胡塞尔现象

学观念的借鉴，从意向构造的角度对旅游体验与一

般经验进行区分，进而肃清旅游体验与旅游本质之

间的潜在关系[28-29]。研究虽然采用了现象学的一些

基本观念，如“意向性”等，对“意识是如何发展成为

体验的”“在意识的作用下体验为何会出现层次性”

等重要问题却一直未能有一个直接而有效的回

答。从谢彦君、张凌云等在此前关于旅游体验世界

特质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旅游者所依待的游客体验

世界同目的地居民的他者生活世界“总是重叠而交

织的”[13]。这一特征同一般体验（erfahrung）与游客

体验（erlebnis）间的关系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解释

一般体验与游客体验间的联系与区分，实际上揭示

旅游内涵的一个内在要求。对此问题的剖析我们

宜从一般体验产生的根本——意向性结构入手。

意识与符号相关。符号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媒

介 [54]。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以对意识的发问为开

端，认为“意识”总在意向性的指向于某物[52]，完整的

意向性结构总是满足如下形式：“意向行为—意向

内容—意向对象”，这是体验现象的一个基本结

构。就语言学的角度，意识是需要表达的，意识与

所述对象间能够通过某一特定的意义进行连接。

依照主流看法，符号学的核心在于能指与所指。按

语言学家的划分，语言是种特殊的符号，一切试图

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即“所指”，实际传达出来

的即“能指”。能指与所指始终处在符号与阐释的

漩涡当中（图 1）。在现象学的领域，所指与能指正

是意向内容与意向对象的配对。符号即意指，从这

层理解出发，我们即须要了解：凝聚了个体体验的

“意识”究竟是如何将对对象的理解指向于对象

的？为弄清这个事实，我们需要一些直观了解。

以人的视觉经验为例，一次完整的意向性经验

至少能经验到如下几例颜色的层次（图 2），我们称

之为意识谱系的枝向量结构：

1. 最普遍意义上的“颜色”

在知觉中我们将“颜色”这一概念赋予视觉同

空间的联系，同嗅觉层、听觉层、触觉层等空间属性

并列而在。这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颜色”的存在，

是在诸视觉刺激中形成的一种对视觉对象的抽象

本质的概括。正是这一特质使它在区域属性上能

够同其他刺激区分开来。

2. 界限本质上的“颜色”，如“红色”等

这类有关于颜色的概念是在1之下形成的一种

“种”的划分，在视觉的范畴内这些“颜色”被规定出

有别于其他色泽的特质，如黄色、红色等，其性质相

当于康德哲学中的规范性原则：Ideen（理念）。

3. 经验意义上的“颜色”

如“‘粉’红色”等，即是一些在“红”的界限范畴

内，向纯粹红这一本质无限逼近的红色系列的组

合。这类“颜色”准确地说来是一种类型界限下的

“颜色”，如“粉”红色，其本质是一种不饱和的亮红

色，在经验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在“红色”的界限内

将之与“玫瑰”红等色泽区分开来。

4. 知觉意义上的“颜色”

这是一种内意识的感觉，在对视觉材料进行处

理的基础上，意识中的“颜色”概念被赋予了意向活

动中的某个感觉素材，如“这株花是红色的”。这是

对颜色材料的一种客体着色 ( objektive farbung)。

以现象学观点来说，眼前的色泽之所以能够成立，

关键就在于诸物的被给予性 (Gegeben- heit der

Dingen als Ding) 。如果没有“颜色”的概念被给予

眼前的颜色，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眼前事物的任一特
图1 符号学中的三角结构

Fig 1. Triangular structure in semiotics

图2 意识谱系的枝向量结构：以颜色为例

Fig 2. Case of color: Structure of branch-vector in
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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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然而却绝不会是颜色。

5. 个体意义上的“颜色”

严格的讲，这类“颜色”并非是一种实际的色

泽。就某种意义上讲，这类个体意义上的“颜色”并

不构成实际的颜色概念。我们可以借助于其他物

体描述出橘红、杏红、桃红、杜鹃红等若干形态，却

无法对“红”这一概念进行一个直观的描述。以一

句更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

“什么”，却无法以一个你我所共知概念传达给你。

此外，对“颜色”言说还可能存在如下形式：

a. 物理意义上的“颜色”。如利用“波长”等物理

现象在客体反映上的差距，在“知性”范畴内为“颜

色”界定出的纯粹本质。

b. 伴属意义上的“颜色”。通过对意识对象的

变异，我们可以将对物的诸种想象联系到一起，如

“花是香的”“火是红的”。通过对青涩苹果的品尝，

可以带来对“水果-不熟-青涩”的想象；通过对靠火

取暖的经历，可以产生“火-红色-暖和”的印象。诸

如此类虽然未曾直接经历到个体意义上的“颜色”，

却可以借助知识及经历通过想象的变异把握到色

彩概念。

综合以上分析，意识对意向对象的把握，经历

了一个由普遍意义向界限本质、经验本质、知觉本

质逐层渗透的过程。渗透之下仍是一种统筹，在现

象学中“被知觉物的内部结构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格

式塔融贯性的统一体，由相互依存、相互决定的诸

功能意义组成的系统和谐建构”[55]。树可以被烧毁，

但 它 的 意 向 相 关 项 却 不 会 因 此 而 消 失 。 从

Gurwitsch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意识对意向对象的把

握，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一方面要求通过意识

对意向对象进行锚定，另一方面则要求将此意向关

系进行意义上的充实。在此，被给予的那个意义的

来源，既可能直接来自事物本身逐层意义的复合，

也可以来自伴属意义上界定。前者规定了意识系

统的深度，后者则更倾向于拓展意识谱系的广度。

广度与深度是一组相互交织的概念，其性质相当于

经纬坐标中的节点。

谢彦君曾以时间的漏损及空间的暂时性隔离

两大特质来描述旅游世界的殊异性，进而剖析出旅

游体验的实现路径：“场”的概念[17]。从意识谱的角

度，这个看似借由“心境的跨越”完成的空间制造历

程[23]，更深层次的是展现出了一种意识系统的空间

异造性：来自主位系统的意识谱（已有的经验或知

识）与来自客位系统的意识谱（面对的新现象或新

知识）在该次旅行经验中碰撞、融通，织构出一个关

于眼前之物的新的解释场景（图3）。该场景是意识

谱中解释节点的异变，联系着空间的两端，然而又

与之不同。既保持着与过去的一致性，同时也在不

断地更新及变异。以古镇旅游为例，许多学者以为

旅游者的出行是在寻找一种久违的乡愁。但是这种

乡愁实际上是介于都市生活与怀旧想象之间的[56]，

并非所有地方都有机会成为故乡。同样的道理，同

一个宣传口号也永远仅对部分的群体产生显著性

的影响。作用其中的其实正是意识与意识谱的层

度问题。

《生活世界的现象学》中，胡塞尔曾有这样一段

话，笔者以为这是关于意识谱问题最好的注解：“我

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显现，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

显现看做是现实的存在者。我们在相互的交往中

早就觉察到了我们的存在有效性之间的差异。但

是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存在许多世界。我们必然

相信这个世界为同一个世界，尽管这同一个世界对

我们来说只是各种不同的显现着的事物”[57]。

4 问题的普遍化与延伸：一个来自旅游研究的探讨

从意识谱的角度，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

结论：体验是对某物的意识。这个结论里包含着三

个命题：（1）意识的意向性乃是普遍意义上的体验

领域的一个本质特性；（2）仅就“意识”这个词来说，

我们对“体验”的理解，从根本上讲应当被视为是意

识对意向对象的一种经验；（3）这种经验的层次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体验质量的层次性。就现象学来

讲，以上结论与分析确实存在其合理性，甚至就心

图3 旅游经验中意识谱的三角结构

Fig 3. Structure of branch-vector in tourism-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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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剖析来说亦是如此。然则试图以科学的方

式来实证它的存在，确实又存在着难度。一个可视

化的分析在此显得极为必要。

以“雾霾环境对体验质量的影响”为例，笔者在

西南某高校以对雾霾环境的认识为开放性问题，就

广场舞大妈、外国留学生、高校师生、访校游客、附

属小学学生等6个典型群体进行了半结构访谈。择

取其关键词形成了以下研究框架（图 4）。分析显

示，对雾霾环境及其风险的感知程度对旅游体验质

量的形成有着显著的扰动作用，该结论同吴必虎、

程励等于近期的分析基本保持一致[58-59]。通过群组

分析，我们发现对雾霾环境的认识在组际间存在显

著差异，它集中表现在对雾霾成因及悬浮物质认知

的不同。这一结论直接影响到受访者对雾霾风险

及体验质量的感知。从现象学上看，这一差异的形

成恰好符合胡塞尔所提出的意向性理论。其枝向

量结构为：雾霾-雾霾成因-悬浮物质-雾霾风险-
感知。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对“雾霾”这一概念

的形成主要是有赖于各信息媒介对PM2.5的宣传，

其直观印象是空气的污浊与能见度的降低。在雾

霾观念引入之前，居民印象的主要描述是雾气较重

与空气污染，归因主要是工业排污与汽车尾气的增

加。1985年PM2.5与PM10进入美国国家环保局的

检测项目，2006年左右该概念引入中国且在学术圈

内局部传播，2013 年前后才成为网络热词。2015

年，原央视记者柴静的记录片《穹顶之下》更是使雾

霾严重的观念深入人心。相比于科学的理解，因空

气污染造成的空气质量下降与能见度的显著降低

一直是居民描述雾霾天气的一个直观显现。就“意

向性”这个词来说，居民对雾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

自雾霾事实经雾霾观念向雾霾表现的认知回馈过

程。该过程在一定限度上亦较为合理地揭示了意

向性经验对体验层次与体验质量的影响。

从科学上看，雾霾观念的现实形成实际是发生

在事实与观念结合之后，典型的例子是附属小学的

学生对雾霾概念有一个鲜明的把握，对雾霾事实却

认识不深；与此相对，广场舞大妈对雾霾天气的认

识更为直接，对雾霾概念的理解却显著滞后，其集

中表现是概念、表现、事实三元配位的错位。从对

雾霾的归因上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介于二者间的

是受过高等教育或与现代科技接触较多的受访者，

以高校师生最为典型。基于群组的分析显示，同时

兼具对雾霾环境（含表现及成因等）与雾霾风险认

知的个体及群体，在“雾霾环境对体验质量的影响”

的检验上结构路径最为显著。

访谈显示，对悬浮物质（如扬尘、有机碳氢化合

物等）了解越为深刻的，对“霾”的危害就越警惕，这

一群体在访校游客中最为集中。在检验中，这类群

体将对空气质量、能见度的要求通过人际交往、户

外出行、照片质量等因素提高到了另一高度，该数

据从侧面也佐证了居民对雾霾天气的经历及对其

深层概念的了解程度，在体验质量层次性的形成上

确实有着显著效用；随对污染源及悬浮物了解的深

图4 雾霾环境对体验质量的影响

Fig. 4 Haze-fog weather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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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对雾霾影响的负面评价就越为显著[50]，以广场舞

大妈与高校师生为对比，其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雾”

向“霾”的显著漂变，在后者处甚至直接将雾霾天气

与工业时代相关联，进而生发出了对美好环境的希

冀。这一点从他们对PM2.5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大

妈们将雾气较重归因于PM2.5，认为生物质燃烧是

细粒子物质的一个重要排放源，其突出意识是归因

于农作物秸秆燃烧、燃煤烟尘、汽车尾气等来自媒

体宣传的主观印象；大学生群体则是将PM2.5的产

生同城市化进程、土地利用类型等结合起来，对雾

霾予以了全新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一群体中

我们零星发现了“多环芳烃”“气溶胶”等词，在此基

础上雾与霾的关系被建立起来。

在访校游客那里我们得到一个清晰的看法：霾

日期间PM2.5的小时浓度变化与人类活动周期和气

象条件密切相关。检验中该结论通过前期对雾霾

风险的感知而直接作用到了游客对受访地的选择、

出行时间的甄别、游憩项目的感知等要素，进而影

响到了对旅游体验质量的反映。以受访者王先生

（V17）的原话来说就是：早上雾气太重堵得慌，空气

质量也不好，带着老人小孩出来很不方便；出过太

阳就好多了，雾散了，交通也顺畅，带着老人小孩来

学校里看看花、拍拍照、晒晒太阳，蛮好的；早上的

话，心里堵得慌，尤其是阴雨天，总感觉空气里有些

说不清的东西，听说是PM2.5的原因，连大人都觉得

不舒服，更何况老人小孩了。受访者中有一刘女士

（H4），是 S大医学部的退休教师，王先生的疑惑在

她那里变成了一种肯定，她细举了雾霾的几种成因

及风险，且明确指出来自雾霾的风险是影响其出行

行为和游憩行为的重要因素。与此相似的看法还

有许多，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能否将雾霾风险正

确归因于对雾霾的认识。这一区别直接反映到了

对霾下体验质量强调程度的差异，其基本规律是对

雾霾环境的认知越为透彻，对风险的感知就越为强

烈，相应地对霾下体验质量的强调及对每日雾霾状

况的关注就越为鲜明。

试图认识出现在我们意识中的事物是否是其

本来是近现代哲学中的一个重大倾向，意向性理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意向性理论

呼唤以意识把握存在，这个命题的原意并不是说意

识就是存在，而是说一个事物的存在唯有先行地进

入观测者的视域，才能最终展现为我们的世界。这

句话拆解开来，包含着意向性理论的两大基石：其

一，对事物的锚定；其二，对意识的充实。以“雾霾

环境对体验质量的影响”为例，对雾霾环境的认知

是对“雾霾”意义的一种充实，对雾霾风险的感知则

是一种锚定，这种锚定有两种取向：一是锚定到

“雾”，归因于雾气较重；二是锚定到“霾”，归因于细

粒子悬浮。广场舞大妈对雾霾及其风险的了解不

深，极大层次上是因为对霾认知的缺乏，她们仅是

简单的在雾气较重的现实观察上结合自身经历与

媒介宣传加入了空气有污染这个经验项目。高校

师生的优势在于较多地接触到了现代知识，从霾的

角度先行地了解到了PM2.5及细粒子悬浮对现代生

活的危害。受访小学生介于二者之间，他们对雾霾

的认识是从“雾霾”这个概念先行着手的，在了解雾

霾有害之前，已经被少许地告知了“雾霾是有害

的”。就测量上看，强调雾霾环境能对体验质量与

出行习惯产生影响的以高校师生及同现代科技接

触较多的受访者为中坚，广场舞大妈次之，中小学

生是潜在中坚。就样本的社会学特征来看，我们有

理由推测现代教育、信息媒介、知识背景、对新概念

的接受程度等在感知雾霾环境对体验质量的影响

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由此演推出的意向性理

论的枝向量结构同样适用于一应涉及旅游体验及

其层次性的研究。

就此而言，游客体验的分析实际上因为“意向

性”观念的引入，极有可能导向于对游客既有生活

经验的关注，进而在理解与表达的问题上同人文地

理学所倡导的感知概念产生遥远的共鸣。这份共

鸣或将有益于我们将对游客体验及居民感知的研

究，由一般体验是意识对特定经验的捉取推向一种

更为广阔的研究维度，继而在旅游分析中取得不可

估量的学术价值。

5 总结与展望

近 40年来，随旅游实践与影响的深入，现象学

的方法及理论在解释与分析旅游现象上正逐渐受

到青睐。作为解释体验内涵的一种早期尝试，本文

在研究中引入了胡塞尔的“意向性”观念。该观念

以“对某物的意识”为基础，将意识谱系的枝向量结

构作为探究或解释体验产生的一个发端。就符号

学与游客动机的角度，引入“意向性”理念对旅游认

知进行解释，总体上保持了与Urry凝视理论的内在

一致性。以雾霾环境对体验质量的影响为例，同一

个物体或关系针对不同的观测主体显示出了不同

层级的价值或意义，其可能的解释唯有两个：（1）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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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在同等条件下显示出了不同的概念意义；

（2）若干概念面间因个体的差异而以不同的方式被

连接与表达。就意向性的角度，我们认为这是以意

识谱系为基础的枝向量结构在链接上发生了变化，

其中部分节点缩减与放大产生了体验与经历的差

别。“体验”的概念，在意向性理论中集中表现为“对

某物的意识”。所谓之旅游体验，极大程度应当从

意识谱系的网状结构中去探寻答案。具体分析究

竟是何种意识能够进入旅游者的知觉范畴，这是意

向性分析为游客体验研究所开启的分析路径。

放眼实际，近年来现象学方法的引入，带来了

国内外游客体验研究的哲学热潮。从杨振之[20]与谢

彦君[11]等所秉持的学术观点中可以看到，在未来的

分析中，现象学的使用还将吸引更多的学者进入
[7]。作为理论转化的第一阶，本研究引入了意识与

意向性的观念，对一般体验体验的生成过程进行了

揭示。受行文框架的限制，研究并未对旅游体验的

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分。然而却指明了某种道路：在

未来的分析中，将解释与理解纳入游客体验的解释

范畴，在建立意识谱的枝向量结构的基础上，探索

特定概念与特定现象间的表达关系，或将成为下一

步研究的重点。以上亦是本文未尽之内容。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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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and Intentionality: Explaining Experience under the

Phenomenology Perspective

XIE Huiji1,2, YANG Zhenzhi1,2

(1. China Leisure and Tourism Research Center,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2. Tourism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concept of experience was introduced into tourism study, arguments about tourist

experience in academic circles never stops. Review of previous work, tourist experience has occupied a

significant space in the study of tourism since 1964, as while as the concept of experience was

introduced into tourism study, phenomenolo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s a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study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ourism situation. A lot of researchers claim that

phenomenology can provides us with a research- based approach to the tourist experience, and their

methods main draw upon Husserl and Heidegger.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experience with Husserl’s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in tourism study.

Intentionality is one of the triple greet- discovery of phenomenology. This theory plays function not

only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but also plays func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word of intentionality which always be explained

as“consciousness is always of something”. In this saying of Husserl s, there are three problems to be

answered for the experience: Firstly, why does consciousness always of something? Secondly, How

does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Thirdly, why does the experience will break difference one by one.

With the help of Husserl  s phenomenology , paper makes a discussion about tourist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directedness”feature of the consciousnes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activities of consciousness directs to the object through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the reason that cause the

individual's experience to multiply and difference .With the structure of“Noetik- Noesis- Noema”

(intentional acts- intentional content-intentional-obeject), this paper as well as builds a paradigm named

of“Structure of Branch- Vector in 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 What offers a framework to analyze

tourist experiences. Through some analysis about the means of color stereotypes and the Haze- fog

weather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 this paper confirms it.

In the conclusion, it advices that if tourism research wishes to speak about experience in deeply, at

least from Husserlian perspective, then it should be pay more attention to building and using the

“Structure of Branch-Vector in 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ourist experience; phenomenology; consciousness; inten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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