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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人类从以劳动为中心的“工作时代”步入讲究生活品质的“消费时代
”。
旅游成为一种时尚和热门产业。
21世纪推崇的生活理念更是将旅游的魅力数倍放大。
旅游正在渗透着现代社会的每个角落，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旅游业也进入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顺天时、应地利、聚人和。
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旅游教材从无到有，日渐丰富多彩、种类齐全。
但是当用“特色”和“水平”这两个坐标体系来给它定位时，我们不得不坦承，中国旅游教材仍处于
“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大多还属于“简单积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目前，教材技术标准好像很完善、简单，编制也容易，但本质的、决定教材发展的不是教材编写规则
，而是旅游发展自身，或者说是社会需求。
由于旅游发展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没有太多的规范和标准可以依据，因此，中国旅游教材的编写，
也面临着三大难题和三大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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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俗旅游》是国内较早探讨民俗与旅游的关系、民俗旅游开发的著作，虽属教材，却当作学术
著作来写，出版后影响较大。
第一版已经印刷5次，印数达21000册。
它的学术价值为学界所承认，已知被张忠元《旅游资本》、范能船《城市旅游学》、沙润《旅游景观
审美》、张世满《旅游与中外民俗》等著作，以及顾涛《中国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于德珍
《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等20余篇硕士论文与报刊论文引用和参考。
     该书的构架自成体系，把民俗与旅游科学地融为一体。
作者力求避免泛论民俗文化本身偏重于民俗学的议题，着重从指导实践入手，以浓重的笔墨对民俗旅
游及其资源开发进行多角度的科学论析，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这部新著显然在阐发民俗文化学、丰富民俗学理论的同时，更具有民俗旅游学实用手册的功能。
它对于从事旅游业的企业家、设计专家、旅游文化官员和旅游文化工作者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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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兆祥，1963年10月出生，安徽休宁人。
1980～1987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
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旅游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是方志学、区域经济开发史、民俗学和旅游文化。
主要著作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江淮地区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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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节 民俗的类型划分中国民俗凝聚着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以及
文化创造，它存在、表面、渗透于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用“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来形容是最恰
当的。
归纳起来，我国的民俗不外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意识民俗三大种类。
一、物质民俗物质民俗，是中华民族在物质生产、消费和流通中所形成的文化传承，系中国民俗的多
层次结构中的基础层面。
物质民俗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九个方面。
农耕民俗。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由于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因素差异，各地在农耕的作业方法、
农具使用、作物品种、生产仪式和信仰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特点，并沿积成俗。
大体上说，秦岭——淮河线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属水田农耕民俗亚型，以北归旱地农耕民俗亚型。
畜牧民俗。
这是我国草原民族蒙古族、裕固族、藏族等的主要生产民俗和汉族、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的辅助生产民
俗。
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青藏高原东缘一线的西、北，属牧区畜牧民俗亚型，以草原为生产
空间。
分界线之南之东为农耕区畜牧民俗亚型。
渔猎民俗。
捕鱼、狩猎是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起初在我们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随后因生产力的发
展，退为次位，但至今仍为乡民的物质生产补充，在个别地区甚至还相当重要。
从民俗地理学的角度看，只要有山林、江河、湖海的地方，都分布有渔猎民俗。
渔猎民俗，根据其内容，存在着渔业民俗与狩猎民俗两种亚型。
手工业民俗。
手工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分工很细。
长期以来，它们是作为传统农业的辅助而存在的。
由于各地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手工业的种类和技术含量差别较大，因而反映在民俗行为和习惯上，也
就千差万别。
一般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业民俗比较贫乏，汉族地区相对丰富。
商业民俗。
这是指商业领域中的习俗惯制，从商业经营的对象来考察，商业民俗又有贸易民俗与金融民俗两种亚
型之分。
服饰民俗。
这是指人们（主要是平民百姓）衣着穿戴的习俗惯制。
其产生多缘于抵御风寒、保障人身安全。
后来，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服饰民俗由简趋繁，由粗至精，由少到多，日益体现出一
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审美情趣和伦理观念。
质料、款式、色调、工艺构成了服饰民俗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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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俗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民俗文化的资源化利用，是我近年重点研究的方面之一。
为满足旅游开发实践和大学旅游专业的教学需要，1999年，由本人领衔，联合复旦、华东师大、同济
大学等高校长期从事民俗旅游、民俗学和历史文化地理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出版了《中国
民俗旅游》一书。
该书是国内较早探讨民俗与旅游的关系、民俗旅游开发的著作，虽属教材，却当作学术著作来写，出
版后影响较大。
一是销路一直看好，第一版已经印刷5次，印数达21000册。
二是它的学术价值为学界所承认，已知被张忠元《旅游资本》、范能船《城市旅游学》、沙润《旅游
景观审美》、张世满《旅游与中外民俗》等著作，以及顾涛《中国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于
德珍《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等20余篇硕士论文与报刊论文引用和参考。
去年，“大学旅游教材”丛书编委会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商议决定，对“大学旅游教材”丛书的部分著
作出新版。
宗旨为进一步提升其理论深度和学术高度，《中国民俗旅游》有幸被列入其中。
本着这样的精神，我重新拟订了《中国民俗旅游》的篇目、写作要点和指导思想，但因为我同时还有
一个更为繁重的课题，需要投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能以很多的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新版仍
然采用上次的组织形式，由我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章节设计，统稿与定稿，并邀请邱扶东任副主编。
具体执笔：第一章巴兆祥；第二章第一、二、三节周源和，第四节巴兆祥；第三章第一、三、四、五
节林涓，第二节沈振辉；第四章翁经方；第五章邱扶东；第六章陆建松；第七章第一、二、四节沈振
辉，第三节柳浪和叶舟；第八章第一、三节冯贤亮，第二节叶舟；第九章冯贤亮；第十章巴兆祥；第
十一章巴兆祥；第十二章邱扶东；案例一罗辑、巴兆祥，案例二罗辑，案例三巴兆祥。
新版的写作，原则上是更新资料，消除差错，补充民俗文化景观，增加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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