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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提升避暑山庄

文化形象传播有效性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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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避暑山庄作为中外驰名的旅游胜地，在其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

具特色的文化形象，其对外形象传播应紧扣皇家文化的形象定位。在新媒体时代，避暑山庄皇

家文化形象的内涵与外延亟需再探究、再挖掘，其对外形象传播的重心应放在：挖掘皇家文化

内涵的“深度”、延伸皇家文化资源的“广度”、拓展皇家文化传播的“宽度”三个维度，从而提升

其文化形象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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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承德以建

设国际旅游城市为统领，以全域旅游为路径，依托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重点发展文化旅游创意、

文化旅游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三大板块，希冀借助

避暑山庄皇家文化形象的对外传播，打造承德城

市形象名片。避暑山庄文化形象的有效传播，既

可以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慕名前来，体验

避暑山庄独特的皇家文化；同时，还可以带动承德

城市经济发展，提升承德市的知名度、美誉度。

一、避暑山庄皇家文化形象的定位

避暑山庄见证了清朝的历史发展与 变 迁，在

其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

的文化形象。避暑山庄形象传播要在准确定位自

身文化形象的基础上，多角度、全方位地挖掘旅游

资源和文化底蕴，形成自身发展优势。

（一）避 暑 山 庄 皇 家 文 化 形 象 的 历 史

渊源

避暑山 庄 始 建 于 康 熙 四 十 二 年，历 经 清 康

熙、雍 正、乾 隆 三 朝，耗 时８９年 建 成，是 世 界 现

存最大、保 存 最 完 整 的 皇 家 园 林。康 熙 四 十 二

年正值清 王 朝 政 治 与 经 济 上 的 鼎 盛 时 期，可 以

说避暑山庄是清 朝 盛 世 文 化 气 象 的 体 现。避 暑

山庄以朴 素 淡 雅 的 山 村 野 趣 为 格 调，取 自 然 山

水之本色，吸收江 南 塞 北 之 风 光，是 消 夏 避 暑 的

绝佳之 地。在 这 里，既 有 南 方 之 秀 丽 又 具 北 方

之雄 奇，是 南 方 文 化 与 北 方 文 化 融 合 的 产 物。
选址修建 避 暑 山 庄，除 了 此 地 暑 期 温 度 较 低 的

因素外，更重要的 是 这 里 所 处 的 位 置，便 于 控 制

和接触塞外少数 民 族。避 暑 山 庄 文 化 的 内 涵 与

清王朝的 兴 衰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是 清 王 朝 盛 世

文化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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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的修建绝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帝王休

闲娱乐的愿望，其背后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

避暑山庄承载着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重要功

能。汉、满、蒙、藏、回 等 族 构 成 了 清 朝 的 主 要 民

族，清朝皇帝每年都会在避暑山庄内接见少数民

族的首领以及外国使节。据记载，乾隆帝在这里

接见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土尔扈

特台吉渥巴锡，以及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

要人物，避暑山庄已然成为多民族交流沟通的场

所，为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二）避暑山庄皇家文化形象的内涵与

外延

避暑山 庄 所 蕴 含 的 皇 家 文 化，与 北 京 故 宫

为代表的皇家文 化 有 着 本 质 上 的 区 别。故 宫 代

表着正统 皇 家 宫 殿 文 化，讲 究 建 筑 规 划 布 局 的

中轴对称，其以三 大 殿 布 局 为 中 心，体 现 着 皇 权

的神圣不可侵犯 和 依 据 地 位 划 分 的 森 严 的 等 级

制度。与之不同，避 暑 山 庄 作 为 皇 家 行 宫，修 建

时借鉴了 大 江 南 北 各 地 风 格 迥 异 的 建 筑 风 格，

依山形水势修建 布 局，错 落 有 致，彰 显 了 皇 家 园

林建筑的特色。同 时 在 其 中 融 入 了 满 蒙 汉 各 族

的民族 特 色，更 侧 重 于 彰 显 儒 家 传 统“和”的 思

想理念。避 暑 山 庄 为 多 民 族 文 化 融 合、交 流 搭

建了平台，这 份 皇 家 文 化 内 涵 少 了 一 份 严 肃 与

谨慎，多了一份亲切与随和。

避暑山庄是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 场 所，既

能满足了统治者夏季避暑休闲，同时兼具开展政

务、召见臣工、宴请少数民族王公等政治活动。其

皇家文化的内涵，从浅层上看，是皇权至高无上、

唯吾独尊的特殊尊荣所，是为了满足皇帝每年消

夏而修建的行宫；但从深层次的外延看，避暑山庄

更揭示了“大一统”的儒家“和”的文化精髓，寓意

着民族团结的美好意愿，充分凝结了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 的 政 治 理 念———“合 内 外 之 心，成 巩 固 之

业”。

二、避 暑 山 庄 皇 家 文 化 形 象 传 播 中 存

在的问题

近几年，承德市提出了建设国际旅游 城 市 的

新目标，“避暑山庄”作为国内最大的皇家园林，既
是满族皇家文化的缩影，更代表承德辉煌的历史

和厚重的文化，渐渐成为承德市的代名词。承德

市政府紧紧抓住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机遇，通过

各种途径大力开展避暑山庄形象营销活动，并确

立了“避暑山 庄 和 合 承 德”的 城 市 文 化 品 牌。但

从总体上看，避暑山庄对其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传

播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以及发展

路径等方面都亟待探索和改进。就目前来看，避

暑山庄文化形象的传播范围、传播力度、传播效果

并不理想，存在如下问题：

（一）形 象 定 位 缺 乏 特 色，挖 掘 力 度

不足

面对旅游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格局，避 暑 山

庄对外传播过程中必须凸显自身的独特之处。近

年来，避暑山庄对其皇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取得了

一定 的 成 绩，在 央 视 等 新 闻 媒 体，国 家 级 旅 游 刊

物，新浪、搜狐、途牛等门户网站，列车、地铁、公交

候车亭等点位进行景区宣传时，诸如“我在皇帝的

别墅度假”“享受皇家盛宴”“皇家休闲”等主打宣

传口号屡见不鲜。但承德区位毗邻京津，而北京

与天津均为国际旅游城市，尤其是北京，以丰富的

皇家 文 化 资 源 著 称，吸 引 着 大 量 的 国 内 外 游 客。
承德的皇家文化与北京皇家文化一脉相承，但又

有所区别。与北京相比，避暑山庄皇家文化资源

同其客观上存在一定同质化，文化内涵模糊，缺乏

鲜明特色，皇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不足，创新和策

划能力缺乏长远规划，未能形成统一的传播体系。

因此，避暑山庄需要明确与北京皇家文化差异所

在，凸显自身皇家文化内涵和物质载体的独特性

和不可替代性。

（二）形 象 传 播 渠 道 运 用 不 足，影 响 力

较弱

避暑山庄的文化形象传播主体一直由承德市

政府宣传部门所主导，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和大众

传播，对外传播力度不强。相关旅游政策、旅游信

息宣传不到位，宣传周期较短，传播方式较为单一

等问题长期存在。同时，对于皇家文化形象的传

播还 停 留 在 借 助 传 统 媒 体，如 报 纸 杂 志、广 播 电

视、旅游宣传册、户外广告等。选择这些 渠 道，给

其自身的形象塑造和传播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
在新媒体时代，避暑山庄虽然建立了自己的官方

网站、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相关旅游

信息，也会在相应的短视频平台发布一些旅游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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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资料。但总体上，传播的内容更新频率低、重合

度较高、内容稍显陈旧、与受众互动较少，远远不

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避暑山庄在对其文化形象

进行传播时，并没有考虑到运用不同传播媒介的

特点，利用不同媒介的特性，整合传播手段，打造

多元立体化的传播矩阵。

（三）形 象 传 播 缺 乏 与 现 代 科 技 融 合，
创新力匮乏

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

新常态，随 着 移 动 互 联 网、大 数 据、ＶＲ（虚 拟 现

实）、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在

促进文化形象传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传播皇家文化形象时，避暑山庄景区仅单纯依靠

静态展示，缺乏利用科技创新手段创新传播路径，
与游客互动不足，传播效果并不理想。从避暑山

庄已有旅游产品开发层次看，景区内主要是以观

光游览居多，而体验类产品和参与性项目则很少。
旅游目的地需要利用“互联网＋”思维，结合优势

资源，利用网 络 直 播、３６０°全 景 拍 摄、ＶＲ、创 意 短

视频、Ｈ５等新媒体技术使传播方式多元化，打造

一些具有趣味性、可参与性的体验项目，实现文化

形象的情景化、娱乐化、动感化。

三、避 暑 山 庄 皇 家 文 化 形 象 传 播 的 提

升策略

（一）挖掘皇家文化内涵的“深度”

１．纵向整合：开发多元化旅游产品结构，打造

皇家文化体验园

深入挖掘避暑山庄文化旅游资源，在 景 区 内

开发具有皇家文化特色的体验旅游产品。例如，
在避暑山庄景区内打造以皇家文化风情为主线，
少数民族特色为辅助的多元化旅游产品。融合皇

家文化表演、民族风情体验、满清皇家竞技项目体

验、互动展演等多种体验项目，打造皇家文化为特

色，使游客深度感受满族文化、皇家文化。同时还

可以将满、蒙少数民族的建筑文化、节庆文化、歌

舞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和体育文化等在园区

中进行资源整合，促进文化感受和旅游体验相结

合。让游客感受到满族民俗文化的氛围，深度挖

掘满 族 婚 嫁 文 化、服 饰 文 化、民 俗 文 化 等 专 题 文

化，增强游客的现场感和参与性。例如，针对满清

特色小吃萨其马、满族剪纸、滕氏布糊画等项目，

游客可以现场体验制作，最后进行销售；满清服饰

别具特色，通过歌舞场景表演，让游客自己选择满

族服饰进行体验和拍照，既欣赏了歌舞表演又感

受了皇家文化。
将文化形象传播与新兴科技相融合。借助虚

拟现实技术，搭建避暑山庄ＶＲ体验馆，生成三维

避暑山庄景 点，用 户 可 在 虚 拟 体 验 馆 中 体 验 ＶＲ
还原历史场景、ＡＲ古迹寻宝，在ＶＲ体验馆中可

以加入历史故事、满族文化、相关小游戏等，游客

沉浸式的体验能更好地感受避暑山庄皇家文化形

象。在景区内，以“二维码导览”的方式对皇家文

化进行解读传播。为景区内的古建筑、古树等单

体景观设置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可观看

到相关的文字、图片以及视频介绍，并在网页内附

带语音导讲，让游客能深入了解每一个景观背后

的历史故事，有效地让游客感受到避暑山庄皇家

文化内涵。

２．横向整合：整合旅游资源，构建皇家文化旅

游资源集群

由于避暑山庄声名远播，承德市政府 景 区 开

发重点集中在避暑文化并以避暑山庄旅游为主，
县区大量优质皇家文化资源尚未形成旅游产品，
缺少皇家文化资源的横向整合。避暑山庄皇家文

化是由历史上其作为满清王朝皇家度假、军事、外
交、围猎、牧马等历史功能积淀衍生而来。因此要

依托避暑山庄的影响力、将外八庙、木兰围场、温

泉御汤、皇家马场等传统及新兴皇家主题旅游项

目融合发展，深入挖掘皇家文化内涵，发展以皇家

文化为主要内涵，融观光、休闲、体验、度假为一体

的 综 合 型 旅 游 产 品，从 而 实 现 皇 家 文 化 的 横 向

整合。
依托避暑山庄的影响力，整合承德城 郊 及 周

边区县的皇家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拓展皇家文化。
构建皇家文化资源集群，如开辟皇家狩猎文化旅

游线路、皇家冬季冰嬉温泉旅游线路、皇家养生休

闲旅游线路等精品旅游线路。可以在皇家狩猎文

化旅游线路中，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串联塞罕

坝森林公园、御道口风景等重点景区，开发皇家狩

猎旅游，再现木兰秋猕大型盛典。进入冬季，是承

德旅游的淡季时期，而承德冬季气候适宜开展冰

雪运动，应考虑与皇家温泉联合发展，形成皇家冰

嬉运动和皇家养生健康旅游产品。以隆化七家温

泉和茅荆坝温泉带为契机，打造热河皇家温泉旅

游度假区，形成高品质的皇家御汤康养基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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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开发冰雪旅游产品，与皇家温泉共同打造承

德冬季旅游板块。

（二）延伸皇家文化资源的“广度”

１．开发皇家特色的旅游文化衍生品，丰 富 皇

家文化旅游产品

游客购买旅 游 文 化 衍 生 品 并 不 是 单 纯 的 旅

行纪念，更 是 对 文 化 的 理 解 和 认 同。在 开 发 旅

游产品的过程中 要 致 力 于 把 皇 家 文 化 资 源 与 承

德地域特 色 和 民 族 特 色 结 合 起 来，增 强 旅 游 文

化产品的 艺 术 性、独 创 性、实 用 性、纪 念 性 刺 激

游 客 的 购 买 行 为，提 升 景 区 文 化 形 象 感 知。目

前 承 德 旅 游 文 化 衍 生 品 开 发 力 度 不 够，还 停 留

在 旅 游 纪 念 品 阶 段，大 同 小 异 的 外 购 商 品 充 斥

着 旅 游 市 场，相 似 度 较 高、同 质 化 现 象 严 重。
纪 念 品 市 场 产 品 集 中 在：本 地 土 特 产 品、古 玩

仿 古 制 品、玉 石 或 木 质 手 工 艺 品 等 旅 游 专 用

品，与 其 他 旅 游 地 区 纪 念 品 种 类 相 似 缺 乏 新

意。目 前 对 皇 家 旅 游 文 化 衍 生 品 的 开 发 力 度

不 够，不 能 很 好 地 凸 显 皇 家 文 化 特 色。合 理 规

划 皇 家 文 化 旅 游 衍 生 品 的 设 计 与 开 发，从 多 方

面 寻 找 突 破 口 创 造 商 机，把 皇 家 文 化 资 源、满

蒙 民 族 特 色 有 机 结 合。一 方 面，要 结 合 避 暑 山

庄 特 色，融 入 皇 家 文 化；另 一 方 面，要 独 具 匠

心，巧 妙 构 思，赋 予 皇 家 文 化 旅 游 产 品 新 的

活 力。
避暑山庄作为清王朝皇家行宫，多年 来 许 多

宫廷御膳的烹饪技艺相继流入民间，形成别具特

色的宫廷御膳美食，也使得承德的美食文化更多

融入了皇家美食文化。例如，针对皇家美食文化，
整合推出“皇家御膳”产业体系，推出皇家特色美

食，如清宫御膳银丝杂面、八大碗、拨御面、皇家糕

点南沙饼、饽饽、杏仁茶、驴打滚等。深度 挖 掘 和

开发皇家美食养生食品，通过美食开发丰富游客

皇家文化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皇家美食文化。
针对避暑山庄皇家文化形象，开发具有皇家特色

的旅游文化衍生品：打造“皇家粮庄”农林牧等特

色食品、土特产品；“皇家工坊”文化主题旅游纪念

品和“皇家有礼”文化创意产品。结合满族民间手

工技艺，嫁接皇家文化元素，推出承德伴手礼系列

旅游纪念品，丰富皇家文化旅游衍生品体系。

２．借助节庆策划重大赛事活动，提高 皇 家 文

化知名度

标志性的节日或事件、文化活动不仅 可 以 为

旅游目的地增添活力，打开知名度，也可以成为地

方形象的有效标识。通过节庆策划、赛事活动突

出皇家文化的特色与亮点，同时邀请国内知名媒

体进行报道，活跃旅游市场，以提高避暑山庄知名

度和皇家文化形象的感知度。近年来，承德相继

举办了避暑山庄周年庆典，河北省旅游发展大会，
皇家冰雪节、中国承德国际旅游文化节、皇家木兰

围场那达慕大会、丰宁京北第一草原马文化节、皇
家文化庙会等。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皇

家文化形象的知名度，但此类活动较少，且时间不

固定，覆 盖 的 范 围 也 相 对 狭 窄，活 动 内 容 缺 乏

新意。
应将节 日 或 事 件、文 化 活 动 的 内 容 深 度 融

合皇家文化，增添 富 有 吸 引 力 的 内 容，以 丰 富 多

彩的体验活动，吸 引 媒 体 报 道 和 公 众 持 续 关 注。
例如，以河 北 省 旅 游 发 展 大 会 与 国 家 一 号 风 景

大道建设为契机，推 出 京 承 皇 家 御 道 系 列 产 品，
将其融入 国 家 一 号 风 景 大 道，有 效 串 联 避 暑 山

庄及周围寺庙、隆 化 热 河 皇 家 温 泉 旅 游 区、塞 罕

坝森 林 公 园 等 重 点 旅 游 景 区。同 时 深 入 开 发

“皇家 御 道 自 驾 体 验 线”，完 善 自 驾 沿 线 的 服 务

接待设施、指示标 识 等，以 独 出 心 裁 的 形 式 传 播

皇家文化形象。

（三）拓展皇家文化传播的“宽度”

１．依托“微传播”
仅仅依靠传统的媒介进行旅游形象 传 播，影

响力远远不够，同时要借助新媒体的微传播优势，
促进线上线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融合渗透。
通过新兴媒体“两微一端”、直播、短视频等新兴媒

体传播渠道，向目标受众传播相关信息，建立多元

化皇家文化形象传播矩阵。利用“微传播”的传播

优势，在 保 证 优 质 内 容 的 基 础 上，以 更 丰 富 的 形

式，更多元化的信息内容，让目标群体在短时间内

获取相关信息。
避暑山庄官方微博、微信虽然保持着 一 定 频

率的更新，但是与游客互动性较弱。增强互动性，
可考虑在避暑山庄官方微博中策划具有持续性的

热门话题，保持每天一定的更新频率，通过创建话

题、实时互动等形式，开展礼品赠送、门票优惠、发
起新媒体用户群体转发、点赞活动加强与目标游

客间的互动。避暑山庄微信平台，要密切联系各

级旅游部门、景区、媒体官微等进行合作，互相推

送旅游资讯，搭建与京津冀周边城市旅游官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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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微信合作，建立“微信互推”机制，提高避暑山

庄的形象感知和知名度。同时，创新引入年轻人

喜爱 的 快 闪、短 视 频、Ｈ５互 动、ＶＲ、ＶＬＯＧ等 形

式，招募抖音、快手等视频网站中的直播达人，邀

请他们到避暑山庄游玩体验皇家文化，通过短视

频、实时直播等方式发表其旅游中所见所感，带动

广大网友积极参与其中，提升避暑山庄旅游形象

感知及人气。

２．利用“大数据”构建智慧旅游平台

随着旅游业迈入“大数据”时代，目前，承德正

大力推进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整合承德现有旅

游信息化资源，建设承德市旅游综合服务管理平

台，打造属于承德的“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

综合服务管理电子商务平台。
打造“智慧旅游数据平台”，进行游客流量动

态监测，实时监测景区的游客量及周边购物商场

信息预报、旅行社信息预报、饭店信息预报等。通

过旅游大数据的采集、挖掘和分析，将游客游前、
游中、游后全程数据实时跟踪，建立游客画像、行

为偏好、消费热点，从而预测、指导旅游市场发展

走向。借助承德旅游大数据的发展优势，充分运

用现有传播手段，结合避暑山庄旅游市场现状，进
行精准营销，创新旅游产品，精确推广景区特色。
例如，避暑山庄通过对新媒体用户线上的浏览与

消费数据及根据景区游客体验之后线下的评价数

据的整合分析，打造“网红景区”，避免同质化的形

象定位，打造自身的“差别优势”，为景区贴上“个

性化”形象标签。

３．通过影视、综艺节目植入丰富“软传播”
将影视作 品 与 旅 游 景 区 相 结 合，通 过“软 传

播”植入可以更好地传播旅游景区文化形象。很

多影视剧都曾在避暑山庄取景，如《还珠格格》《新
红楼梦》《戏说乾隆》《宰相刘罗锅》《卧虎藏龙》《垂
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等。但遗憾的是，目前古装

剧取景大多选择在影视城取景，而不再选择名胜

古迹作为外景拍摄地。避暑山庄可以考虑拍摄微

电影、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等形式传播其皇家文

化形象。同时，积极拓展与媒体合作，与国内知名

旅游王牌节目和热度较高的真人秀节目合作，如

《奔跑吧，兄弟》《花儿与少年》《亲爱的客栈》等热

门综艺节目，通过节目拍摄取景，向观众展示传播

避暑山庄 皇 家 文 化。“软 传 播”不 仅 可 以 选 择 电

影、综艺节目，还可以借助热门的网络游戏、网络

自制剧等形式。恰当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和避暑山

庄皇家文化形象，更好地拓宽皇家文化形象传播

的渠道。

　　四、结语

避暑山庄皇家文化形象的传播，不仅 仅 是 为

了提升景区的知名度，更多的是通过景区文化形

象的传播，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以此来促进承德的

经济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新媒体的发展

为旅游目的地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供了更多

技术上的支持，运用新媒体来传播避暑山庄皇家

文化形象，才能够更好地提升避暑山庄形象感知

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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