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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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难题：（1）中国的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教材编写大体上同步。
总体来说，中国的旅游学术研究理论深度不够，学术水平不高，这就使得中国的旅游教材编写缺乏应
有的厚实基础，许多理论问题本身还在不断探索和形成之中。
（2）旅游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知识，既要求有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同时又要求
有旅游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融入其中，这对于作者的综合学术素养是极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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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文学》的编写宗旨，概而言之，就是帮助读者了解并感悟中国旅游文学的博大精深，培养旅游
文学欣赏以至创作的兴趣与技能。
　　《旅游文学》设定的教学目标，就知识而言，主要是知晓旅游文学的源流嬗变、类型与结构、主
题取向、艺术境界；就技能而言，主要是通过对古今名家名作的鉴赏，提高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推
动读者走向旅游大天地，学习并掌握一些欣赏与创作旅游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
　　《旅游文学》的撰写以重名家材料、重审美鉴赏、重实践习得为特色。
　　全书分为四个单元。
第一个是宏观总论单元，包括第一至第三章，重点分析旅游文学的五大特征，探讨旅游文学繁荣的原
因，研究旅游文学的类型与结构，考察旅游文学的发展轨迹。
第二个是分题材研究单元，包括第四至第七章，重点分析旅游文学中的名篇佳作如何捕捉并反映山水
自然、人文古迹、民俗风情、域外风光中的真、善、美。
第三个是分主题研究单元，包括第八章、第九章，重点研究旅游文学大师们如何弘扬华夏民族正气、
发扬科学探索精神、抒发行旅游览情感，以及张扬崇尚山水、任情适性、建功立业之类的生命精神。
第四个是艺术欣赏单元，包括第十至第十二章，重点介绍旅游文学追求物的新奇性与先进性、美的独
特性与丰富性、情的流变性与深挚性的审美风尚，分析旅游文学作品特别讲究绘画美、辞采美、修辞
美的艺术特色，辟出专章研究其最具艺术创造力并对华夏民族艺术风格作出巨大贡献的意象美与意境
美，考察旅游文学的作家风格、时代风格与民族风格，举例推介旅游文学中广泛游历、培养创作灵感
、重视立意命题、精心选体选材、讲究艺术构思等创作技巧，还举例介绍了知人论世、设身其境、以
意逆志、博观熟读、切忌片面等欣赏方法。
各章后附有“思考题”。
　　《旅游文学》的学习，难不在字词句篇的串联，而在对作者命意苦心与艺术匠心的体会悟解；要
不在名篇名句的背诵，而在赏析与创作的实践；贵不在一时的废寝忘食，而在持之以恒的研读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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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尚正，1949年生于上海。
1982年于安徽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于扬州师院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安徽大学教授、旅游管理系主任、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领域主要为旅游文学、旅游文化、旅游管理、旅游规划。
著有《中国山水文学研究》、《中国旅游文学》、《中国风景名胜》，在《文学遗产》、《中国文化
研究》、《中国史研究》、《旅游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7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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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世界各国开始把旅游列为与生存权、劳动权、休息权
同等重要的人生基本权利。
如今，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富国还是穷国，都踊跃加入到旅游的行列中。
只有当我们不仅通过书籍、报刊、电视、英特网，而且通过实地旅游了解异国他乡时，我们才能真正
深切地理解“地球村”的美妙含义。
高新技术应用与多渠道交往不但缩短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时空距离与心灵距离，而且开拓了各国人民的
创造空间与审美空间，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兼摄化的跨世纪进程因此而大大加速推进。
随着旅游活动的大发展与大提升，旅游文学也越来越显示出“永恒的生命力”。
旅游景点景区的开发，导游的景点解说，旅游者对观赏物的领悟，都要参阅与借鉴他人的旅游文学作
品；而旅游留念，文化交流，宣传促销等，都会推动旅游文学创作。
相对于旅游文学创作与鉴赏的繁盛而言，旅游文学的研究确有滞后之感，大学教材更是有待开发的处
女地。
继《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出版之后，我撰写《旅游文学》，既是多年来山水旅游文学研究的自然延伸
，更想为广大旅游文学爱好者提供一本有助于登堂人室的“通论”。
本书的出版得力于复旦大学旅游系沈祖祥先生的支持，当我1999年在全国旅游院校第四届教学研讨会
期间向他提起这个选题时，他就凭其旅游发展的前瞻意识，慨然答允列入他所主编的大学旅游教材系
列。
我还要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林玉山、何海勤等诸位编审，他们所提供的修改意见，令人肃然起敬。
自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有一段名言：“天地间有精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
，文人得之又居多。
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
”我认为，旅游诗文尤其足以称为天地间精粹之气的结晶。
如何才能领悟历代旅游文学作品的妙谛呢？
积多年研读之经验，我愿借此推荐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的“人情”法与“博观”法：“缀文者
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希望本书能帮助广大旅游爱好者、旅游文学爱好者“披文以人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学>>

编辑推荐

《旅游文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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