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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旅游研究的日益深入ꎬ引入跨学科的新兴理论并合理应用已经成为旅游研究

中趋势性的热点问题ꎮ具身认知理论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理论ꎬ强调人类思维对于身体及

情境的嵌入性依赖与互动关系ꎬ具有自然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双重理论背景ꎬ为旅游跨学科研

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ꎮ文章基于对具身认知理论渊源及其内涵的认识ꎬ分析了具身认知理论

对跨学科科学研究的意义ꎬ为应用具身认知理论开展旅游研究提出了思路ꎮ从科学研究应用意

义来看ꎬ具身认知理论具有从跨学科视角解释旅游者行为、体验及其形成的理论优势ꎬ可以帮

助旅游研究者打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壁垒ꎬ从而有效地构建科学的跨学科旅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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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ꎬ备受关注的具身认知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逐步成为解释

人类身体的物质存在与人类思维、情绪、道德等心智抽象概念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依据ꎬ逐步发展形成了

以“具身认知理论”为核心的跨学科研究范式ꎬ为解释“身”与“心”的复杂系统关系提供了大量的实证与

理论支撑ꎬ在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都得到了重视[１]ꎮ随着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研究的不断成

熟ꎬ具身认知理论已经由单纯的认知学科概念发展成为成熟的跨学科研究范式ꎬ相关的研究技术、工具及

理论不断更新ꎬ应用前景日益广阔ꎮ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起ꎬ旅游研究者开始关注到旅游者的身体(Ｂｏｄｙ)ꎮＶｅｉｊｏｌａ 和 Ｊｏｋｉｎｅｎ(１９９４)关注了旅

游研究被忽视的“具身性”(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特征ꎬ指出“旅游研究文献中存在着身体缺失” [２]ꎬ此后学者们从

不同视角对旅游者身体展开研究ꎮ但从目前现有研究成果来看ꎬ旅游学科研究者对于“具身”理论的基础

性认识表达差异较大ꎬ研究大都关注旅游者身体的社会内涵ꎬ旅游者身体的自然内涵并没有得到有效体

现ꎬ旅游者跨学科的“身体”意义在旅游研究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ꎮ如何科学地将旅游者的“身体”纳入研

究ꎬ综合应用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生物学以及认知科学的研究技术与方法ꎬ从跨学科视角ꎬ系统地解释旅

游情境中旅游者的身体、认知体验以及旅游环境要素之间互动关系ꎬ比如旅游设施、旅游吸引物、旅游服

务、旅游营销信息等ꎬ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命题ꎮ
本文基于对具身认知理论跨学科的本质认识ꎬ结合旅游现象的时空特征ꎬ从旅游者身体、旅游情境及

旅游系统等三个层面提出了开展旅游具身研究的理论内涵及未来研究命题ꎬ为解释旅游者“身”、“心”以
及“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跨学科的理论新依据ꎮ文章首先简要地回顾了具身认知理论渊源ꎬ重点

探讨了具身认知理论“身”“心”交互的跨学科特征ꎻ然后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ꎬ以跨学

科的视角ꎬ分析了具身研究技术及范式在旅游学科应用的基础及其前景ꎻ最后形成了具身认知理论视角下

跨学科的旅游研究框架ꎬ并具体地提出了未来相关的研究命题ꎬ以期深化旅游研究者对具身认知理论的认

识ꎬ以推动旅游科学跨学科的研究ꎮ

二、 具身认知理论概述

(一) 具身认知的理论渊源

具身认知理论为交叉综合性科学 认知科学的基础理论ꎮ认知科学作为逐步兴起新兴交叉综合性学

科ꎬ以理解和研究人类心智本质及其形成规律为主要目标ꎬ其理论基础涵盖了哲学、心理学、计算科学、生
物学、神经科学、人类学等多个自然及人文学科ꎬ具有跨学科的先天特征ꎮ在认知科学的研究过程中ꎬ其理

论研究范式经过两次跨越式的革命ꎬ第一次是以身心分离为特征的表征计算研究范式ꎬ但是范式在上世纪

９０年代遇到了根本的困境ꎬ即人类的生物神经系统是无法应用计算机隐喻展开描述的[３]ꎮ第二次认知科

学的革命是以具身认知理论范式的兴起为标志的ꎬ身体被明确为心智的基础ꎬ强调人类认知与身体的不可

分离性和依赖性ꎮ
对于具身认知理论的哲学理论渊源ꎬ众多研究者倾向于追溯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在世

存在”(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以及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所提出的“身体 主体论” (Ｂｏｄｙ￣Ｓｕｂｊｅｃｔ) [４－５]ꎬ这也

是理解具身认识理论的两个关键性支点ꎮ一是身体与心智具有不可分离的特征ꎬ“身体以这种方式超越了

知觉体验和界域综合———正如其中的关系在于相互规定的一个宇宙———一个完美而明确的整体” [６]ꎻ二
是心智、身体和环境是一个综合的、有机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ꎮ瓦雷拉等明确了“具身性”(Ｅｍｂｏｄｉ￣
ｍｅｎｔ)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内涵ꎬ即身体是一个生物存在结构ꎬ同时身体也是人类认知机制发生的基

础[７]ꎮ
从理论渊源来看ꎬ具身认知理论突破了“身心二元论”的理论困境ꎬ系统性地将环境、身体等因素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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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思维形成的理论框架中ꎮ在该理论框架下ꎬ不仅身体状态、神经系统、感觉运动系统等生理和生物要素

重新纳入到认知科学的研究中ꎬ也为以人的思维及行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家、社会科学研究者回归

“身体”提供了合理的跨学科理论铺垫ꎮ

(二) 具身认知的理论内涵

具身认知理论的兴起ꎬ给解释不可描述的人类思维及其心智提供了更科学的研究范式ꎮ相对于“离身

认知”理论中对人类认知的“计算机隐喻”假设ꎬ具身认知理论对人类思维和认知的研究假设是“具身的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情境的(Ｓｉｔｕａｔｅｄ)、发展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和动力学的(Ｄｙｎａｍｉｃ)” [８]ꎬ人和自然的关系被视

作是“存在 认识”循环状态ꎬ因此人的思维不仅是认知主体所表达的、所叙述的认知对象ꎬ而且也蕴含了

认知主体的生理及所在情境的特点[９]ꎮ
如上所述ꎬ具身认知理论所提出的认知不仅基于身体ꎬ也依托于环境ꎬ要科学地理解具身认知理论的

内涵ꎬ关键在于以下三个基本点ꎮ第一ꎬ强调心智的基础是“身体”ꎬ“身体”与“心智”具有不可分离的特

征ꎬ物理性、生理性的身体条件限制了心智及体验的形成ꎮ生理层面上ꎬ各类身体性因素ꎬ不仅仅是神经感

觉 运动系统ꎬ还包括内脏活动、腺体分泌、骨骼肌肉等均会对人的认知及行为产生直接影响[１０]ꎮ第二ꎬ人
的认知、行为总是发生在某个环境中ꎬ认知不仅受限于身体条件ꎬ也受限于环境ꎬ环境包括空间、感知对象

等特定情境通过与身体的互动而对认知产生影响ꎮ第三ꎬ人的认知、身体与环境三者的关系为嵌入性的、系
统性的结构性耦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ꎬ是一个系统性事件ꎬ涉及到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关系[１１]ꎮ

总体上ꎬ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类认知深植于身体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ꎬ身体的变量ꎬ身体所处的时间、
空间等变量的复杂互动关系为研究人类认知形成机制的关键[１２]ꎮ在具身认知观的视角下ꎬ心智不再被视

作与身体无关的理性计算过程ꎬ而是处于生物、社会、文化环境中ꎬ基于身体经验、图式的具身心理活

动[１３]ꎮ

三、 具身认知理论跨学科的旅游研究应用

(一) 具身认知理论对跨学科旅游研究的意义

具身认知理论为“身体”与“心灵”两大研究领域的知识融合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框架ꎬ与传统旅游研

究相比ꎬ从具身视角出发ꎬ有利于研究者融合生物学、神经学等自然科学成果ꎬ以跨学科的视角去解释旅游

者在社会及自然环境中的身心互动关系ꎬ探讨在身体(Ｂｏｄｙ)限制性条件下ꎬ旅游者的态度、感觉、知觉、情
绪等内隐性体验与其他旅游情境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和影响机制以及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对旅游发展的应

用意义和价值ꎮ
虽然具身认知的理论起点为哲学性思考ꎬ但在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神经科学以及生理学的研究成果

已经被吸收到理论框架中ꎮ基于具身认知理论视角ꎬ实验心理学家重新思考了传统心理学实验假设中存在

的问题ꎬ将躯体性因素、情境性因素甚至文化因素设计进入实验研究ꎬ在社会知觉、态度、情绪、决策的影响

等方向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ꎬ使“具身认知”逐步由纯理论、哲学层面探讨深入到了实证层面的研

究ꎮ功能性磁共振成像(ＦＭＲＩ)、事件相关电位分析(ＥＲＰ)等神经科学技术被应用于具身性社会科学研究

中ꎬ证明了“身体”对思维、认知、决策、记忆、态度、情绪等心理过程的本质性介入[１０]ꎮ身体的生物特征、行
为情境的物理特征比如激素水平、新陈代谢、躯体信号、躯体动作、人际距离、相对位移、环境的物理特质等

具身变量对于人类决策及其行为的影响都得到了实证性的研究证明ꎮＫｏｓｆｅｌｄ 等分别应用动物实验、对比

组实验以及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ＦＭＲＩ)证明了催产素①的水平会对人际间的信任感产生正相关的

影响[１５－１７]ꎮ也有相关实验证明了触觉ꎬ包括物理的冷热ꎬ物理的轻重ꎬ以及材质表面的顺滑与粗糙都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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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催产素(Ｏｘｙｔｏｃｉｎ)是一种男女都有的荷尔蒙ꎬ实验者可以通过注射、鼻腔喷入等方法帮助被试提高体内的催产素水

平ꎮ



响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经济价值以及事件困难程度的判断[１８－２０]ꎮ
在跨学科研究基石上ꎬ具身认知理论将心智、身体、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生活世界)视作一个循环ꎬ

生物基础和心智的双重性并不对立ꎬ而是相互依赖和相互限制的ꎬ从而为旅游研究应用生态学、心理学等

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与指导ꎮ综上所述ꎬ从跨学科视角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ꎬ具身

认知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优势ꎬ有助于研究者科学地发现并理解人们在旅游情境中的身心交互规律ꎬ对于

突破旅游科学研究瓶颈具有重大意义ꎮ

(二) 具身认知理论在旅游研究中跨学科应用的基础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起ꎬ旅游者的“身体”已经引起了旅游研究者的关注ꎬ并试图从不同视角解释旅游者

的“身体”对于旅游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相关规律ꎬ为进一步深化具身认知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提供

了重要的基础条件ꎮ
总体上而言ꎬ近二十年来ꎬ旅游对于旅游者“身体”研究可以分成三个大类ꎮ第一类为纯理论性探讨ꎬ

研究者对旅游研究中对于旅游者体验、行为的形成假设产生了怀疑ꎬ学者们试图基于旅游者的“身体”的
学术意义与价值ꎬ探讨旅游者身体对旅游者体验及行为形成机制的影响与作用ꎻ第二类为旅游者具身表征

性研究ꎬ“身体”概念的生物表征受到重视ꎬ一些特殊的“身体”群体ꎬ比如残疾人、老年人、同性恋、女性等

被作为研究样本ꎬ研究目标主要为探讨相对稳定的生物变量对于旅游行为、体验的限制和影响及其应用价

值ꎻ第三大类为系统性研究ꎬ研究者试图将神经科学、心理学的科研技术及实验方法引入研究ꎬ研究目标为

发现旅游相关情境下游客“身心”交互关系的规律及其应用ꎮ具体研究类别见表１ꎮ

表１　 具身认知理论旅游研究跨学科应用基础分析

阶段 研究目标 研究方法 研究的跨学科程度

理论性探讨

　 　 在理论上解决旅游研究中的“身

体缺失”的问题ꎬ注重探讨旅游者身体

作为“存在”主体的意义与价值ꎮ[２１－２４]

　 　 文献法ꎻ民族志法ꎻ
自传研究法ꎮ

　 　 跨学科理论探讨ꎬ参阅文献领域为哲

学、社会科学、心理学等学科ꎮ

表征性研究

　 　 通过实证研究探讨生物性、物理

性的身体特征对于旅游者心理感知及

外在行为的影响[２５－２８] ꎮ

　 　 访谈法ꎻ观察法ꎻ问

卷法ꎻ案例分析法ꎻ民族

志法ꎻ田野调查法ꎮ

　 　 提出跨学科的理论假设ꎬ应用社会科

学传统研究方法展开研究ꎬ参阅文献领域

为心理学、医学、认知科学等学科ꎮ

系统性研究

　 　 通过实验法ꎬ应用具身研究技术

探讨旅游者“身”“心”的复杂互动关系

及其所产生的影响[２９－３３] ꎮ

　 　 对照组实验法ꎻ眼

动仪ꎻ观察法ꎻ深度访谈

法等ꎮ

　 　 提出跨学科的理论假设ꎬ应用生物科学、
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ꎬ参阅文献领

域为心理学、神经学、医学、认知科学等学科ꎮ

　 　 注: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ꎮ

回顾具身认知理论框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ꎬ可以发现学者们一直在试图科学地解答“身体”与“旅
游空间”、“旅游体验”以及“旅游感知”之间的相关关系ꎮ在具身认知理论的框架的应用初期ꎬ学者们试图

引入“具身性”的哲学观点来弥补旅游研究中“身体”的缺失ꎮ但是由于缺少生物科学、神经科学的知识支

撑ꎬ“身体”被解释为“情境化的(Ｓｉｔｕａｔｅｄ)、难以捉摸的(Ｅｌｕｓｏｒｙ)以及善变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泛化主体存在ꎬ
很难展开实证性的研究ꎮ因此在后一阶段研究者借鉴心理学、社会认知科学、地图学等领域的具身理论模

型及研究案例ꎬ试图将身体的生物性特征及躯体性因素纳入研究中ꎬ比如身体感官(视觉、嗅觉、听觉)、女
性、老年、青年男性等ꎬ但所应用的方法为社会科学传统研究方法ꎬ比如观察法、访谈法、民族志ꎬ强调个体

感知、身体及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ꎬ研究对象对于“身体”的报告以“主观感知”为主ꎮ近年来ꎬ国际上的

研究者创新性地引入了神经科学的先进技术成果ꎬ比如眼动仪ꎬ将旅游者的身体因素ꎬ包括身体的感觉、身
体的姿势等纳入到旅游研究中ꎬ实践了神经科学在旅游研究中的跨学科应用ꎬ为实现具身认知理论在旅游

研究领域的科学应用提供了实践性基础ꎮ

４７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７ 年



四、 具身认知理论跨学科旅游研究的应用思考

虽然在具身认知理论视角下ꎬ研究者已经将心理学、生物学研究成果及方法引入旅游研究中ꎬ并取得

了一些成果ꎬ但是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ꎮ首先ꎬ现有研究过于关注个体行为及认知特征ꎬ在开展实

证研究时ꎬ强调个体“身体”、微观环境“空间”对于旅游者体验或行为的影响ꎬ但是却忽视了更大时空尺度

下的具身命题ꎬ即“身体的统一性”ꎬ行为发生的宏观环境因素ꎬ文化、政治等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也会

影响人的生物进化与特征ꎮ“生物进化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文化发展ꎬ而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生物进

化ꎬ人性ꎬ由个体转为总体ꎬ基因 文化协同进化” [３４]ꎮ其次ꎬ跨学科研究应基于对其他学科理论、技术、
方法及研究设备的一系列尝试ꎬ但是从目前在具身认知理论视角下展开的研究成果来看ꎬ绝大部分研究仍

然局限于对其他学科相关研究成果的理论应用ꎬ对技术、方法及研究设备的应用则相对较少ꎮ最后ꎬ跨学科

研究指基于多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ꎬ通过方法融合、技术融合ꎬ从而形成整体性的理论框架[３５]ꎮ但旅游领

域的具身研究只是初现端倪ꎬ针对旅游者具身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主观认知层面ꎬ即旅游者主体的“精神

意向”与旅游客体的互动关系ꎬ而忽视了身体作为“与世存在”的本体ꎬ并未形成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跨学科

理论框架ꎮ
所谓具身性(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的理论范畴并不仅限于人的生物学特性、神经系统及运动特征等身体变

量ꎬ而是强调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实现是依存于身体的ꎬ根植于环境的ꎬ人的心智是受到身体条件及外在环

境条件限制的ꎮ因此在具身认知理论的视角下开展社会科学研究ꎬ其核心如何应用科学范式研究并理解具

身性因素是如何对人的感知、行为及形成机制产生影响的规律ꎮ以旅游研究为例ꎬ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可基

于多学科的视角ꎬ具身特征与旅游系统其他相关要素的相关关系展开研究ꎬ聚焦于旅游情境的特殊性ꎬ①

探讨旅游者处于不同空间及时间维度下认知、体验以及行为的特征ꎬ详见表２ꎮ

表２　 旅游者“具身”的跨学科研究视角

理论层面 释义 未来研究命题

身体性具身

　 　 指受到人类身体构造、神经系统、身体觉动系统的

限制ꎬ旅游者知觉的本质与神经生理过程密切关联ꎮ身
体是建构旅游体验的生理性基础ꎬ不同身体状况的旅

游者认知不同ꎬ因此旅游体验也由于“物质存在”而呈

现身体主体性特征ꎮ

　 　 应用神经科学的成果进行跨学科研究ꎬ包括旅

游者的生理特征对旅游者行为及体验的直接影响

关系与机制ꎻ及基于旅游者身体状态及空间等属性

的变化规律对旅游者体验进行实验性测量ꎮ

情境性具身

　 　 指人类认知活动与外在环境为嵌入关系ꎬ环境状

况变化会引起人类认知活动的本质变化ꎮ旅游者情境

性具身特征体现于环境约束及环境协调ꎬ体现为文化、
社会活动的匹配性ꎮ

　 　 应用认知心理学、情绪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老
年学等学科研究成果ꎬ从具身视角探讨物理性的工

具(比如智能产品)、环境事件等外在情境特征对

于旅游者的作用机制ꎮ

系统性具身

　 　 个体的行为决策也是认知系统的组成部分ꎬ全面

理解认知及其后续决策行为的发生ꎬ应以动力系统观

对个体认知特征及相关环境要素展开研究ꎮ旅游者系

统性的具身特征表现为动力性的ꎬ旅游者与环境的关

系呈现非线性耦合特征ꎮ

　 　 应用系统动力学ꎬ以具身观视角对旅游者身体

及环境的互动机制之间进行研究ꎬ包括旅游者的决

策机理、体验形成机理以及旅游满意度形成机理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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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旅游者处于旅游情境中ꎬ在空间上具有离开常居地的特征ꎬ在时间上则具有区别于日常生活的时间特征ꎬ身体、感
知与情境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旅游者有别于日常的特殊体验ꎮ



五、 总结与展望

旅游现象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维度问题ꎬ为学者们应用不同学科视角比如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

学及政治学展开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应用空间[３６]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ꎬ多学科研究范式已经不能满足旅游

学科的发展ꎬ如何应用两个甚至多个学科的理论ꎬ形成针对旅游的跨学科研究路径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基

础性问题[３７]ꎮ如将服务主导逻辑引入到旅游研究中ꎬ构建基于服务主导逻辑范式的旅游顾客价值创造模

型ꎮ[３８]作为新兴的跨学科理论ꎬ与其他理论相比ꎬ具身认知理论为旅游研究提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

合的研究视角[３９]ꎮ因此以具身认知理论作为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框架ꎬ在具体研究中可以突破旅游研究中

学科的局限ꎬ从自然与社会研究的跨学科视角ꎬ在具身理论的研究范式下ꎬ灵活应用生物学、神经科学以及

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ꎬ对旅游时空维度下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ꎮ与某个单一学科理论相比ꎬ具
身认知理论具有跨学科的先天优势ꎬ有利于研究者应用更丰富、更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理论、技术及工具ꎬ更
客观地理解在不同情境下、不同具身条件下旅游者的行为及心智的形成机理ꎬ更深入地发现旅游者身体、
情境、行为以及认识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规律ꎮ

概言之ꎬ虽然具身认知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才刚刚起步ꎬ但是却为未来旅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跨

学科路径ꎮ由于旅游学界关于具身认知的研究才刚刚起步ꎬ大部分研究为理论探讨ꎬ可参考的实证性研究

相对较少ꎮ因此要在具身认知理论视角下ꎬ开展跨学科的旅游研究ꎬ应用具身化的研究范式仍然面临着一

些问题ꎮ第一ꎬ具身性研究为研究旅游者的社会认知心理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ꎬ但需要依托于相关设备及

实验设计来测量ꎮ旅游的时空维度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时空维度ꎬ旅游者处于不确定的情境中ꎬ研究的

外控设备及条件改变可能会影响到旅游者的真实体验ꎬ可测量到的认知体验即可能是真实的旅游者体验ꎬ
也有可能是受到限制、受到引导的甚至虚假的旅游体验ꎮ因此如何设计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是

旅游研究具身范式应用中的关键问题ꎮ第二ꎬ具身性研究的取样ꎬ特别由于旅游者的文化背景、身体条件等

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ꎬ因此所得出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探讨ꎮ最后一点ꎬ具身性研究范式目前只是为研

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ꎬ其具有学科融贯的特征ꎬ随着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认知科学家对于人类

身体日益深入的认识ꎬ具身性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度亦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与更新ꎮ
由此可见ꎬ具身认知的理论及技术优势使其具备跨学科开展旅游研究的良好应用前景ꎮ但是对于仍处

于传统范式框架下的旅游研究来说ꎬ具体应用这一理论展开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疑问和阻碍ꎬ需要研究者

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具身认知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提供更多的一手数据与实践支持ꎮ总体上ꎬ具身

认知理论为深入认识旅游情境下旅游者身体、体验以及情境之间的系统互动关系规律提供了自然与社会

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础ꎬ可以帮助旅游突破跨学科的研究瓶颈ꎬ更深入地剖析旅游现象及行为ꎬ对
于旅游研究路径创新具有特别的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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