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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国内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文化旅游开发应具有的基本特性入手，在深入剖析
旅游与旅行活动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通过旅游开发的基础理论整理，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对一些诸
如旅游资源的定义、分类等旅游基本概念的见解，并结合国内外一些在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中具有代表
性的开发案例，深入分析影视文化旅游如何连接地区产业、艺术表演类节庆活动所面临的问题、以外
国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开发、居民参与对文化传承的作用、文化旅游开发中的真实性等困扰文化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本书以期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总结整理及案例的深入分析为国内旅游开发研究者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
些参考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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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从旅行到旅游：旅游活动的发展过程 第一节 古代旅行活动的特征 目前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的“旅游”一词通常是指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旅行，这种产业化的旅行形态开
始于19世纪中叶，与早期的旅行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
通过对旅游发展过程的回顾有助于从事旅游研究的人员总结影响旅游发展的因素，掌握现代旅游的特
征并指导旅游产业的规划与旅游资源的开发。
 目前很多学者认为现代意义的旅游尽管与古代的旅行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现代意义的旅游却是从
古代的旅行活动中发展演变而来的。
由于人类社会的活动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原始社会中为满足生存需求的迁徙活动尽管也
存在空间上的移动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种迁徙行为与古代的旅行活动及近现代的旅游活动有着本
质上的区别。
而以非生存目的的旅行活动则开始于古代。
 一、东西方古代旅行 在西方社会，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的宗教及文化也得到了
极大的发展，在地中海及中东地区的希腊、罗马、波斯、埃及等经济、社会及文化发达的地区，出于
贸易、军事、帝国管理及宗教的需要，以商贸及宗教为主要目的的旅行成为这一时期西方旅行的主要
形态。
腓尼基商人通过商贸旅行将地中海地区变成了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地区。
在印度洋地区这种商贸旅行的发展程度同样很高，最初盛行于印度河流域的这种旅行形态后来由古吉
拉特邦、阿曼等地的商人扩展至印度及中国。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亚洲，为亚洲及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交流奠定了基础。
而后公元前2世纪开辟的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路——丝绸之路更是成为当时东西方的主要贸易通道
（Inskeep，1991：3—4）。
 以宗教为目的的旅行盛行于古希腊，公元前3世纪去药神居住的圣地访问的旅行者开始出现，公元前4
世纪出现了介绍雅典、斯巴达及特尔斐等地的导游手册，指引旅游者前往住宿设施的广告形式的标牌
也开始出现。
而开始于公元前776年的宗教庆典——“奥林匹亚庆典”成为最负盛名的庆典。
这一时期古希腊的提洛岛、特尔斐和奥林匹斯山成为世界著名的宗教圣地，在宙斯大祭之日，前来朝
圣的旅行者络绎不绝，庆典期间举行的赛马、赛跑、赛车和角斗等运动更是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原
型。
这种以宗教为目的的旅行形式一直持续到了西方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封建社会比较黑暗，宗教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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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与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理论与实践》以期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总结整理及案例的深入分析为国内旅
游开发研究者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参考及借鉴。
基于对国内文化旅游开发存在问题的认识，《文化与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理论与实践》共分为四篇共十
章阐述文化与民俗旅游开发的基础概念，并通过相关案例的深度剖析来讲座文化与民俗旅游开发中的
一些问题及国内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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