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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旅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文化视角备受推崇。
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等也因此得到普遍青睐。
这使人想起一个被遗忘很久的故事：一个醉汉在纽约的街角反复徘徊，寻找丢失的钱包，路人问及为
何不到其他地方去找，他回答说因为街角的光线好。
这种想法也表现在我国的旅游研究历程中：早期经济“光线”好，因而注重旅游的经济探讨；现时文
化“光线”亮，故而又看好旅游的文化研究。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旅游的文化性、旅游业的文化意义和旅游经济的文化作用。
因此，无论在旅游行政部门，还是在旅游企业；无论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中，还是在旅游的各类研究领
域，“旅游文化”都是使用频率极高的用语。
尽管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它的确切含义和具体内容，但并未妨碍“旅游文化”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
略带些专业意味的大众性词汇。
然而，旅游文化作为研究和教学却是一个苦涩的对象，其原因在于旅游文化的内涵及其边界轮廓均不
清晰。
在众多旅游文化研究文献中，或高谈旅游的文化意义，或阔论旅游的文化影响，很少触及旅游文化本
体研究，这就导致了旅游文化学教材可能很有趣，却不能达到使学生认识旅游的文化本质和旅游文化
内在运行规律的目的。
因此，在编写本教材过程中曾反复举办专题研讨，并广泛征求了旅游学及文化学专家的意见。
针对21世纪社会大众文化发展的特点和对现今高校学生素质的判断，并考虑了本课程安排的学期与课
时量，设计出本教材的体系，然后组织各高校相关专业力量，运用最新旅游学与文化学研究成果，完
成了本书的编写。
本书分为9章。
第1章探讨了目前旅游文化中尚不成熟的问题；第2章针对旅游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前期课程的学习
，着重强调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后续章节的学习奠定理论基础；第3章运用旅游人类学、旅
游社会学等研究成果，论述了旅游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属性；第4章从文化的理论结构角度对旅游物质
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种表现做了全面阐述，此章是本书旅游文化理论与旅游文化实践两个
组成部分的连接点，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第5章从旅游主体消费行为入手，分析旅游活动各消费环节
的文化表现及规律；第6章从对旅游资源的文化认识切入，探讨旅游产品开发凝聚中的文化理念和运
用，揭示了旅游发展过程的文化推动作用；第7章从旅游产业的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视角，系统归纳
了各类旅游文化的表现，对旅游服务中的文化内涵及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与阐释；第8章从旅游地的
形象设计与传播视角，解析旅游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并强调了旅游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最终会破坏
旅游地整体形象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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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吸收近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旅游文化学”体系进行了重新设计，强化了旅游文化学理论研
究内涵。
全书共分9章，介绍了文化学理论、旅游文化本质属性、旅游文化的构成、旅游消费文化、旅游开发
文化、旅游管理与服务文化、旅游地域形象文化、旅游文化研究存在的难题及未来发展；从理论上分
析了旅游文化研究中不可逾越的难题及研究应有的观点，并对旅游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未来发展做了
探测，从而明确了旅游文化学的任务。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旅游、资源、环境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高等教育旅游专业自学考试教材
，还可供旅游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等旅游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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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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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各种旅游景观，以它的纯真朴实和丰富多彩给人以各种美的享受。
悠悠的旅程，旅游者在特定的空间范围里对旅游景观的潜心观照，在景物与我的交流中细品慢嚼，尽
情地享受。
虽然很多山水景色通过各种媒体一览无余，但身临其境，生动直观，全身心地投入，旖旎的美景、玄
妙的声音、清新的气息灌注于人们的每一个感官，令人心旷神怡，给人以难以言表的灵感体验和精神
为之亢奋的喜悦，全身浸透着舒适和快乐，这种美感唯有旅游过程才能亲自体验与感受。
在受到美的感染同时，引发了人们的审美遐想，从中感悟生活的乐趣，唤起人们热爱生活、认识和理
解生活，为创造明天生活更美好而奋斗。
美不胜收的旅游景观，以它丰富的内涵和多姿多彩的形式美，培养和提高了旅游者对现实世界（包括
自然和社会）及艺术世界的审美情趣、审美感知能力、审美鉴赏能力，启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去创造
美的事物、美的风尚，促进人们不断完善自身的审美结构。
通过审美实践，旅游让人领悟人生，陶冶情操，精神升华。
旅游中人们寄情于风景名胜，审美者听天籁妙音而无限神驰，望锦绣山河而扬眉吐气，赏心悦目的美
景令人顿悟人生、精神升华。
于是乎，星星知我心，明月永相随，给人以聪慧和灵气。
旅游也磨炼了人的意志、培养和发展了健康的个性。
传统文化中所谓钟灵毓秀、地灵人杰，即是讲丰厚的人文环境和秀丽的自然环境，能培养人杰出的风
范和气质。
外出旅游，跋山涉水，会遇到种种困难。
人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磨炼了意志，培养了坚强的性格，增强了自信。
旅游也培养了人们社会交往能力，使人养成热情开朗、谈吐风趣、善于与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等的性
格个性。
通过审美过程，旅游提升了人的素质。
我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
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知天下事”。
旅游的审美过程就是在读天地间一部无比丰富生动的巨著，在广闻博览中获得知识的启迪，文化的熏
陶。
自然景观中的流泉飞瀑、奇云诡雾、山光水色、悬崖幽谷绚丽多姿、美不胜收，人文景观中的历代建
筑、宗教活动、名人故居、石雕碑刻、名画书法、诗词楹联、民风民俗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旅游客体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
旅游者游历其问，不仅被迷人的景色所陶醉，而且在这样的审美过程中获得有关自然、地理、历史、
艺术、宗教、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知识。
旅游不仅丰富了人的知识，而且锻炼和发展了人的思维能力，促进了人的思维的广阔性和敏锐性，其
审美过程也促使人们在新的环境中从新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和现象。
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曾广泛游历祖国河山，对江山的景色做了很多独到的见解。
他曾写道：“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篙山如卧；唯南岳独如飞，朱鸟展翅重云天。
”在魏源看来，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三山五岳各具形态，各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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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文化学》分为9章。
第1章探讨了目前旅游文化中尚不成熟的问题；第2章针对旅游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前期课程的学习
，着重强调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后续章节的学习奠定理论基础；第3章运用旅游人类学、旅
游社会学等研究成果，论述了旅游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属性；第4章从文化的理论结构角度对旅游物质
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种表现做了全面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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