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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开封旅游资源及历史文脉研究、旅游形象认知调查、旅游形象替代性分析等前期基础性研究的基 

础上 。提 出了开封旅游形 象的策划与构建要突出“北宋文化”和“黄河文化”理念 ，以古文化遗产 为依托 ，建设宋文化 

浓郁 、北方水城独特的旅游文化名城 ；在此前提 下，从视觉形象塑造、视 觉识别 系统形 象设计和行 为形 象设 计等方面 

对开封旅游形象策划与构建进行 了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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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 ，鲜明、富有感召力的城市旅 

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 

如何塑造对旅游者构 成强烈感官刺激 、诱 发其 出行 欲 

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文章就开封 

旅游形象策划作初步探讨。 

1 旅游形象策划基础 

1．1 旅游资源及历史文脉 

1．1．1 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众多。开封历史悠 

久 ，已超过 2700多年的历史 ，是我 国首批公布 的 24个 

历史文化 名城之 一。先后 有魏 、梁 、晋 、汉 、周 、北宋和 

金在此建都，被誉为七朝古都。文化积淀丰厚，历史文 

物遗迹达 1 037处，国家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3 

个 [̈。 

1．1．2 北宋全国政治 、经济 、文化 中心 ，首屈一指 的国 

际大都会。北宋在开封建都，历九帝 168年。当时京 

师开封繁荣兴 旺达到鼎 盛 ，城郭恢 弘 ，人 口 150万 ，富 

丽甲天下，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富丽繁华的 

国际大都会 。史书 曾以“八荒争凑 ，万 国咸通 ”描述 北 

宋东京对外关系的盛况。开封后虽历经沧桑，但北宋 

文化遗迹 、古风遗韵在此得以保存 和发展 ，现已发现地 

下汴河、御街、州桥 、金明池、城外城等宋代遗址。昔 日 

的“宋城 ”虽淤埋地下 ，但如果开发得 当，将重现这 座千 

年古都的无穷魅力。现存的宋代遗址铁塔、繁塔 ，已建 

的御街、清明上河园、天波杨府、开封府等景点，即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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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金明池公园等，为再现开封宋文化景观打下了基 

础。 

1．1．3 全国第二大古代城垣。开封最早的城墙建于 

战国。现存城墙是 1841年后修建的，长 14．4km，高 10 

m，是全国第二大古城垣。据对宋内城墙探测 ，探明了 

“城下城”的叠压关系是：地下城墙向下依次是明周王 

府萧墙、金皇宫城墙、宋内城墙、唐汴州城墙。近年在 

大梁门城墙下发现的完整古马道，为研究“城摞城”现 

象和开发古城墙提供了实物依据。 

1．1．4 黄河——“地上悬河、游移性河床”。开封北依 

黄河，因泥沙淤积，黄河河床逐年抬高，开封段河床高 

出地面 10 m左右，水流全靠两岸大堤约束。地上悬河 

与游移性河床结合 ，开封具有独特的黄河风貌。 

1．1．5 以黄河文化为背景的市井风情。黄河熔铸了 

开封以黄河文化为背景的民俗风情。市 民悠闲的身 

影，崇文尚武、豪爽尚礼、淳朴敦厚的性格；快速高调的 

开封方言以及豫剧祥符调、曲剧、二夹弦等高亢激昂的 

曲调；散布于大街小巷的风味小吃；闻名于世的汴绣、 

汴绸、官瓷 、鲍乾元毛笔、朱仙镇木版年画 ；菊会 、灯会 、 

盘鼓、庙会、夜市、婚丧寿喜习俗、斗鸡、鸟市⋯⋯无不 

渗透出以黄河文化为背景、汴梁特有的流风遗俗和市 

井风情。 

1．1．6 北方水城 。开封多且 开阔的水面是 中原其它 

城市无可比拟的，有“北方水城”盛名。 

1．2 公众对开封旅游形象的认知 

旅游形象策划的目的在于推销，使潜在游客产生 

旅游动机。公众对旅游地形象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 

塑造的重要依据。研究潜在游客对旅游形象认知和需 

求须做到：(1)根据形象等级和区位条件，确定主要客 

源市场；(2)分析客源地文化和旅游者素质、欣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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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和消费行为等特点 ，划分不 同等级 的客源市场和 

消费群；(3)针对不同客源市场，实施不同的形象策划 

和推销策略；(4)研究旅游者的需求，提供优质和个性 

化服务L2 J。形象策划的另一目的是使游客对开封形象 

形成良好的感知，成为开封的义务宣传员。这种感知 

包括对景点的实体感知和对人文环境的抽象感知，抽 

象感知是通过游客的满意度来体现的。为此，我们进 

行 了开封旅游形象 问卷 调查 ，问题 归纳为 ：(1)开 封的 

代表事物；(2)了解开封的途径；(3)开封形象的描述 ； 

(4)开封最值得一游的地方；(5)开封服务水平及市民 

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开封形象的认知主要集 

中于古朴、安逸、悠闲等词汇；代表事物主要集中于龙 

亭、清明上河园、大相国寺等景点。这说明开封在人们 

心目中有一定的印象，但不鲜明。公众对开封的了解 

途径首先是电视，以下依次是报刊、口传、广播等。调 

查结果为我们实施旅游形象策划提供了依据。 

开封是陇海铁路以古都旅游为依托的区域旅游网 

节点和沿黄三点一线黄金旅游线的中心之一 。海外客 

源市场主要是受汉文化影响或华侨、华裔较多的国家 

和地 区；国内客源 市场 以省 内和邻 省为主。对 不同游 

客，要考虑不同的欣赏、消费习惯 ，采取相应的形象策 

划和推广策略。 

相互促进和衬托；(3)黄河哺育了开封人民，开封的市 

井风情、文化内涵是黄河文化的缩影；(4)开封是北宋 

文化 的摇篮和发祥地。 

主打宣传口号：七朝古都，北宋文化名城。系列宣 

传口号 ：领略北宋遗韵 ，探寻大宋文化；走近汴梁，感念 

历史；访清明上河园，知昔 日汴梁富丽繁华；一朝步入 

画卷，一 日梦回千年；领略黄河风情，感受北宋古韵 ；看 

地上悬河，品黄河文化韵味；漫步古城墙，寻梦在汴梁； 

探“城摞城”奇观，揭地下宋城面纱，望古城千年沧桑。 

2．3 旅游形象策划总体构想 

开封旅游形象策划以古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北宋 

文化、黄河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河、湖、花”为主线， 

将黄河生态休闲区、朱仙镇名胜区、焦陵、龙亭景区、包 

公湖景区、繁塔、禹王台景区、传统 民居区和古城墙等 

景点有机结合，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地域特色。选取 

市井民俗文化、皇家宫廷文化 、宗教文化、府衙文化、商 

贾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 ，注重 

“动态旅游文化”的塑造 ，使凝固不动的建筑、雕塑富有 

动感，增加游客的参与性 ，使开封成为宋文化浓郁、北 

方水城独特的旅游文化名城。同时注意形象策划实施 

效果的反馈、修复，提高开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 

可识别性。 

2 旅游形象定位 3 旅游形象构建 

2．1 开封旅游形象替代性分析 

旅游地之间相似性愈大其替代性愈强，替代性造 

成游客分流。形象策划必须注重主体形象与同类旅游 

地意境 J地图的比较分析，实施差别化战略，突出独特 

性和地方性，避免与其它城市趋同或新的旅游替代产 

品的威胁而陷入周 围地 区旅游 市场影 区。开封旅游资 

源与西安、洛阳等有趋同性，具有替代效应。洛阳推出 

汉魏文化 ，西安强调秦 汉唐历史古迹 ⋯⋯开封 应推崇 

独具特色的北宋文化 理念 ，充实御街 、矾楼 、清 明上河 

园、开封府 、包公祠 、天波杨府等宋文化景 点的内涵 ，加 

快金明池 、州桥等北宋古迹的修复，并与陈桥“黄袍加 

身处”、巩义“宋陵”结合，形成宋文化旅游线，达到要了 

解宋文化必到开封的效果。 

2．2 形象定位的理念I4 与口号 

一 级理念 ：七朝古都一北宋历史文化名城。二级 

理念：昔日国际大都会，今 日历史文化名城 ；黄河文化 

通天下，古城英姿冠神州 ；清明上河园——再现北宋汴 

梁富丽繁华。 

理念基础：(1)突出北宋文化特色，区别于其它古 

城；(2)古城是形象，北宋文化、黄河文化是根基，二者 

3．1 视觉形象塑造 

3．1．1 古都景观形象塑造。(1)城市传统空间格局的 

保护和继承。城市空间格局规划要注重传统格局的保 

护和继承：建筑高度、色彩和装饰的控制与平缓舒展的 

天际线保护；古建筑景观环境、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文化 

氛围的创造；干道的开拓与周围建筑的空间组合；在延 

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实现开封旅游规划“一条景观轴 

线，两片郊外景区，三环绿化‘项链’，四套展示体系，五 

个风景分区”的构想。开封旧城区保持了传统城市布 

局风格，有明确的轴线、棋盘式街道和城墙。清末民初 

遗留下的胡同、店铺面街而肆 ，晚清商业氛围浓厚。古 

老街道、胡同名称大都驻留了某段历史，蕴含一个故 

事，体现一种文化。对此要加强保护 ，认真研究，适度 

开发。(2)古城墙和北宋遗址景观的形象塑造。①古 

城墙是开封古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加大修复力 

度 ，完善北城墙外的环城森林公园 。城墙 内修道路 ，外 

搞绿化，开发成集墙 、林、路三位一体的环城风景区，成 

为古城一道亮丽的绿色长廊。在大梁门城墙下古马道 

遗址修建“城摞城”古城墙博物馆，其建筑与设施为外 

古内今，古为今用，体现北宋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和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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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②开封作为北宋古都，要突出“宋”特色，有计划地 

开发北宋遗址，采用“宋代营造法式”和现代建筑手段 

相结合的方法，遵循“貌和、神和、势和”的建筑原则 ，营 

造出与宋文化景观统一的仿宋建筑群，再现北宋都城 

风貌。③州桥遗址开发。古州桥始建于唐代，被誉为 

“地下 的赵州桥 ”。汴京八 景之一 的 “州 桥 明月”、《水 

浒》中杨志卖刀怒杀泼皮牛二均在此。应加大州桥遗 

址地下博物馆的开发力度，在遗址处设立标示牌，介绍 

地下叠 压 的明清路 面 和北宋 御街 。④ 金 明池遗址 开 

发。金明池为北宋皇家园林 ，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金明 

池争标图》和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对此有生动 

描绘。金明池公园修建要注意门前广场的空间构景， 

园内景点适当外透 ，对游人形成视觉冲击，产生观赏欲 

望 。 

3．1．2 “北方水城”景观形象塑造。城市建设追求人 

与 自然的和谐 。开封宜建成碧水漪 涟 的“北方水城”， 

参考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疏浚拓宽河道；连通铁塔 

湖 、龙亭湖、清园“汴河”、包公湖等水系，形成河湖相通 

的水上走廊；沿岸建宋式民居、酒肆茶楼、小桥流水。 

乘船游览，移步易景，如观北宋风情长卷，“人在画中 

走 ，一览千古 情 ”。(1)完善 龙亭 湖景 区的视觉 景 观。 

景点外部广场空间构景应进一步美化，形成招徕性视 

觉景 观 ；整 治汴 河 ，重现 “汴 京八 景 ”之 一 的“隋堤 烟 

柳”；贯通景点间水上直达和陆上环湖交通，使龙亭湖 

成为景区的核心，与环湖散布的景点构成有机整体。 

注重引景空间及游览线路的完善。引景空间是景区的 

窗口和走廊，直接影响游客对风景区的整体印象。好 

的引景空间可以体现景区景观与文脉特色，使游人从 

市井喧闹中收回思绪，融人景区氛围。龙亭景区游览 

线路和引景空间可设计为：从新街口下车，以御街南 口 

为起点 ，步行穿越御街 (龙 亭景 区大尺度 的引景 空间) 

进入龙亭；游完龙亭返回大殿前，在杨家湖岸边乘船进 

入天波杨府 ；出天波杨府继续乘船到清 明上河园；出清 

园，北行进入翰园碑林；游完碑林 ，乘车返 回新街 口。 

这样，各景点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相连的有机整体，景点 

之间的通道 自然成为下一景 点的引景空间。游客依此 

游来，流连于园林、书画、篆刻、民俗风情和自然美景组 

成的北宋文化氛围之中 ，领略开封深厚文化 内涵 ，体验 

北方水城韵味。(2)发挥包公湖景区开放式城市水面 

的作用。利用包公湖景区的开放式水面，形成以东府 

(开封府)、西祠(包公祠)为主体，博物馆、西司广场、老 

干部活动中心、朱雀苑广场、多孔桥、东京大饭店分布 

四周，水面宽阔、一步一景的包公湖游览区。 

3．1．3 传统街区等形象塑造。(1)传统街区建设。连 

通鼓楼广场的马道街、书店街 、鼓楼街、寺后街，是开封 

传统商业街区，人流稠密，地方韵味浓郁。尤其是通宵 

达旦的鼓楼夜市，集千百家风味美食，是游客与当地居 

民自娱自乐的场所。以鼓楼广场为中心，将周围街区 

统一规划开发，建成集风味小吃、手工艺品、书画、曲 

艺、戏曲、民俗表演及夜市、夜景之大全的观赏娱乐区。 

注意街区的空间视廊建设，两旁建筑物宜做长幅街景 

设计 ，饰 以具有宋文化特色的匾额 和楹联 ，其间点缀 表 

现北宋风情的雕塑；店铺装潢、员工服饰等仿照宋代风 

格；演绎民众参与的民俗节 目，传扬千百年流传下来的 

“吟叫艺术”。游人置身其中，倍感宋都风情，体味东京 

梦华。(2)传统民居建设。双龙巷和刘家宅院是河南 

民居的典型代表。据传双龙巷因赵匡胤、赵匡义在此 

居住而得名；刘家宅院是一处保存完整的四合院，保持 

了中原民居的传统风貌，是清末民间建筑的活标本。 

它们的维护和整理开放，将成为游客了解开封民居民 

俗的新切人点。 

3．1．4 城市入门景及标志性建筑形象塑造。入门景 

应强调古文化感应效果。旧城区的 4个人 口，除大梁 

门与北门城楼外，大南门与曹门城楼都有待恢复，并设 

置具有北宋风情的引景空间和标示。标志性建筑是构 

成城市特色的重要因素，龙亭 、铁塔是开封的标志物， 

沿古而成。现代标志物的确定 ，可通过专家和公众共 

同参与，对现有建筑物进行确认或根据文脉设计建造。 

3．1．5 核心区景观形象塑造l5 J。核心区对游客视觉 

冲击最为强烈，决定了对旅游地的最终评价，是进行旅 

游形象设计和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构成核心区的形 

象要素认真研究、合理规划、有效管理，是确保开封在 

旅游者心中产生最佳形象认知的关键。核心区包括以 

下几项。(1)第一印象区和最后印象区。前者指游客 

最先到达 的地方 ，主要指火 车站 、长途 汽车站 、城 市入 

门、景点的人口等，能使游客对开封整体形象形成最深 

刻的印象。在此应营造浓郁的古都气氛，设置引景空 

间，以古曲为背景音乐，配以表现宋代风情的图象，选 

取宋词或联语作匾额和楹联，饰于主要街道。后者指 

游客离开时最后接触的地点，多与第一印象区相重合。 

(2)光环效应区。对开封整体形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地方。如开封旧城中心鼓楼广场、重点旅游区大相国 

寺 、铁塔 、龙亭公 园 、包公祠 、清 明上河 园等 。(3)地标 

区即开封代表性区域。主要指御街一龙亭一清明上河 

园一带，体现了开封鲜明的形象。各景点也有其地标 

区，如龙亭公园的标志性地段龙亭大殿 。 

3．2 视觉识别系统形象设计【5J 

3．2．1 标徽、象征人物和市花。标徽的设计应突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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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具有简练、艺术性强、识别度高的特点。以开封 

旧城的国字 型城廓作标徽外 框 ，以铁 塔 、黄河 、菊花及 

“开封旅游”艺术字为设计 的基本素材 ，抽象 (如黄河抽 

象为蜿蜒飞舞腾龙)组合而成，具体图案可向社会征 

集。以包拯为象 征人物，增强 开封 的感 召力。开封菊 

花(市花)源远流长。早在北宋，开封就是全国闻名的 

养菊中心，许多文人墨客曾在开封写下许多咏菊诗篇。 

而今开封养菊赏菊盛况空前。游客在花会赏菊之余， 

品菊花宴、饮菊花茶，加深对菊城开封的形象感知。 

3．2．2 旅游纪念品。旅游纪念品与照片 、录像及记忆 

中的经历和故事一样，是体现、延伸、传播旅游地形象 

的良好载体。旅游纪念品除具一般商品价值外，还应 

具有艺术、欣赏、纪念价值。开封特色纪念品主要有汴 

绣、汴绸、官瓷、鲍乾元毛笔、朱仙镇木版年画、风筝、工 

艺草编等。纪念品设计开发应体现地方特色，品种齐 

全、雅俗兼备，高档的适于收藏，中低档的适于大众购 

买。包装要与地方标识视觉形象一致，力求精美。 

3．2．3 户外广告。户外广告具有为游客提供信息及 

宣传、美化景点、增强旅游地形象感知的功能，应设置 

在对游客产生视觉冲击的地方。广告设计应与周围景 

观协调 ，在 自然景区应选用 天然材料 ，趋 近 自然形 态； 

在历史古迹景区，要求形式古朴、色调凝重。 

3．2．4 旅游企业视 觉识别 。旅游企业涉及 吃住游购 

行娱各部门，其视觉识别系统包括徽标、办公场所、旅 

游车辆、事物用品、服装等，力求体现地方特色。 

3．3 行为形象设计 

3．3．1 服务行为形象设计。服务行为形象设计要围 

绕“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员工应提高素质，实行规 

范化和个性化服务 ，服务行 为建立在地方文脉基础上。 

如清园员工着宋 装演奏宋代古乐 、表演 以“大宋科举 ” 

等宋文化为主题的节 目，展现宋代艺术的美妙神韵，给 

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古老与现代的疏远与隔 

膜，游客很难准确捕捉、品味到古文化景观的文化内 

涵，导游的适当解说，可提高游客的心理感受和满足 

度，实现游客对旅游地形象的最佳心理感知。 

3．3．2 居民行为形象设计。形象策划行为应具备广 

泛的社会基础，得到社区居民的理解与支持，使社区居 

民能更好地融人到旅游地的发展与进步中 】。居民的 

衣食住行、言谈举止是旅游地形象的一部分，影响游客 

对旅游地 的感知和评价 。应注重培养居 民的内在文化 

素养，旅游地民风淳朴、人际关系和谐 、居民热情好客， 

可弥补游客未享受到的满意服务的缺憾。 

3．3．3 旅游节事的策划。注重菊花花会 、禹王庙会、 

宋都文化节等节事的策划创新，达到整合、提炼和传播 

旅游形象 ，提升开封知名度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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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Identity System and Establishment for Kaifeng 

W U Xiang ．FU Bang—dao 

(Geography Department，Kaifeng Education Institute，Kaifeng 475004，China) 

Abstract：Based on research of the tourist resource and history culture of Kaifeng，investigation of tourist 

image perception and analysis of tourist image substitution，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at TDIS for Kaifeng must 

highlight theme of“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ulture”an d“the Huanghe River culture’’．base on ancient cul— 

tural heritage．build the famous tourist city of“the rich northern Song Dynasty culture”an d“the special north— 

arn water city”．In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the author probes into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identity system  and 

establishment for Ka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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