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旅游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旅游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308020404

10位ISBN编号：7308020401

出版时间：1998-1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明煊，胡定鹏  主编

页数：35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旅游文化>>

前言

　　文化，是旅游的本质属性。
文化交流，构成了旅游活动的基础。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发展中国旅游事业的依托．学习旅游文化，对旅游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旅
游爱好者来说，无疑有着很多的好处。
它能使我们深入了解我国旅游资源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性，清楚它们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它能提高我们自身的文化修养、专业素养和鉴赏识别能力。
学习旅游文化，也有利于我们从中得到借鉴，提高旅游业的管理水平，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
　　中国的旅游业即将迈入竞争激烈的2l世纪，巨大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并存。
我们急需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总体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急需发扬我国旅游资源的文化优势，加强旅
游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急需增强整个国民的旅游意识，改善旅游环境。
这一切，又使得研究和学习旅游文化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浙江省自学考试办公室委托我们编写了《中国旅游文化》一书。
　　目前，学术界、旅游界对“文化”、“旅游文化”的理解和表述，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旅游文
化”的内涵和处延，都还没有统一的、严格的界定。
因此，国内有关旅游文化的论著，还处于探索的阶段，本书也不例外。
作为一本高等教育旅游专业自学考试的教材，它的编写，主要是考虑了三方面的因素：一、科学性。
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内容体系的确定，主要以国内专家学者的众多论述为前提，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
理，务求能经受实践的检验。
二、实用性。
本书的使用对象为一般旅游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旅游爱好者。
从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和业务水平，以解决旅游实践申遇到的问题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本书着重介绍
旅游文化的基础理论和有关常识，不展开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阐述。
三、结构性。
旅游文化涵盖面甚广。
本书是旅专业教育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为避免与旅游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教材的相关内容重
复，本书着重论述其他系列教材较少提及的旅游客体文化，同时也兼及旅游主体文化、介体文化的重
要内容。
　　本书是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旅游管理、旅游英语三专业的学习、考试
用书。
对旅游从业人员、旅游爱好者和大中学生来说，这也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
　　《中国旅游文化》是王明煊、胡定鹏、周舸岷、陈顺宣、李天民等同志通力合作的成果，由王明
煊、胡定鹏拟定全书的框架结构和编写原则。
具体撰写分工如下：　　第一编　总论（浙江师范大学　王明煊）　　第二编　传统文化　　第一章
　中国古代建筑（浙江师范大学　王明煊）　　第二章　中国古代美术（浙江师范大学　李天民）　
　第三章　中国古代山水旅游文学（浙江师范大学　周舸岷）　　第四章　中国古代表演艺术（浙江
师范大学　周舸岷）　　第五章　中国古代工艺（浙江师范大学一李天民）　　第六章　饮食文化（
浙江师范大学　周舸岷）　　第三编　宗教文化（杭州商学院　胡定鹏）　　第四编　民俗文化（浙
江师范大学　陈顺宣）　　浙江省自学考试办公室对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和关怀、
帮助。
本书作为一本教材，广泛吸取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宗教文化部分特请了浙江省民
族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审阅，在付梓之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同时限于水平，本书存在着种种不足和缺点，渴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编　者　　1998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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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是考虑了三方面的因素：一、科学性。
本书的使用对象为一般旅游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旅游爱好者。
从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和业务水平，以解决旅游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本书着重介绍
旅游文化的基础理论和有关常识，不展开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阅读。
三、结构性。
旅游文化涵盖面甚广。
本书是旅游专业教育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为避免与旅游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教材的相关内容
重复，本书着重论述其他系列教材较少提及的旅游客体文化同时也兼及旅游主体文化、介体文化的重
要内容。
    本书是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旅游管理、旅游英语三专业的学习、考试用
书。
对旅游从业人员、旅游爱好者和大中学生来说，这也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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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主客体统一的中国古代自然美学　　和中华文化的众多其他门类一样，中国古典美学也
有极为光辉的成就。
它以富有民族特征　　和创造精神著称于世。
在古典美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论述大自然山水之美的，我们可以称　　之为中国古代自然美学或
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意识。
它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和兼容性’不仅成为我　　国古代人民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并且深刻地影响着
现代中国人的自然审美观念和风景旅游资　　源的开发和建设。
因此，了解中国古代自然美学思想，对于我们提高旅游文化素养，加深对中　　国自然旅游资源审美
特征的认识都很有意义。
　　第一节　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意识述要　　中华民族，有喜好山水之游的历史传统．历代无数的先
贤先哲在遨游祖国大好河山，充分　　领略山水之美以后，总要以文、以诗甚至以画的形式，记录下
自己的感受心得。
将这种经验上　　升为理论，对自然美及其内涵、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出深刻阐述的也代不乏人
。
因此中国　　古代尽管没有自然美学专著，但在浩瀚的哲学、文学、艺术学、地理学著作中留下了丰
富的自　　然美学思想，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下面我们选择一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学说予以　　介绍。
　　一、儒家的“比德”说　　“比德说”即是以山水比喻道德、品质的说法，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
自然审美观念。
它认为大自然的品格是人类一切美好品德的母体。
人对自然山水的欣赏不能仅仅停留在外部形象上，而应从其神态巾发掘内在的精神品质之美，使观赏
者得到借鉴和陶冶，从而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
这一观念来自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
殷周时代的人民普遍相信，天与人是相通的，一致的，自然本身的运动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也就是
人类在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规律。
正式确立这一审美观念的人是孔子。
他曾说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等言论，表明了他的自然审
美观点。
后来的儒家在解释“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含义时说，人们爱山爱水是因为山水有美德。
山巍峨崇高，为万人所敬仰，山里生长木材，蕴藏宝藏，繁殖飞禽走兽，它养育万物但无厌倦之意，
好像志士仁人，所以品德高尚的人爱山。
水默默灌溉大地，遵循从高处到低处的规律、浩浩荡荡，出入于险峻的峡谷而毫不畏惧等等，因此具
有德、义、道、勇、公平、明察等多种品德，故而智慧的人喜爱水。
显然，孔子的自然审美观注重人与自然的互相感应交流，重视美与善的统一，着重从人的伦理道德的
观点去看自然现象，把它看作是人的某种精神品质的表现与象征。
这一思想后来经过历代儒家的发挥，成为内容丰富的“比德说”。
它对中华民族自然审美心理的影响非常深远。
李白从名山大川的神韵中领悟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人生价值；周敦颐盛赞“出淤泥而不染”
的莲花；陆游从驿外寒梅的风骨中感悟出君子洁身自好的可贵；都是这一民族自然审美心理的生动体
现。
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比德说”无疑是有缺陷的，它有牵强附会之处，也有忽略自然山水形象美、
形式美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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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掩盖它的审美价值：首先，“比德说”强调人和自然的互相交流，把自然之美和人的精神道
德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对自然美的欣赏没有停留在仅供感官享受的程度，而是在遨游的同
时，对大自然经常有所领悟、借鉴、学习，起到陶冶情操，澡雪精神的作用，这就是寓教于游。
这一历史传流，对于提高民族的文化修养、道德水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比德说”对大自然精神意义的发掘和推崇，有助于人们在欣赏自然山水时越过表面现象去寻
找内在的含义，并为后代的美学家、艺术家从更高更深的层次探索山水之美开辟了道路。
中华民族对山川形胜不仅注意其色彩、线条、形态之美，更看重其内在的气质之美、意境之美、含蓄
之美。
好的山水必须具有诗情画意。
这种艺术眼光是与“比德说”有密切联系的。
最后，“比德说”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自然审美心理影响甚巨，而且使中国的自然景观得到了“人化”
。
也就是说，千百年来，随着人们不断用比德的眼光去注视、欣赏某些自然景观。
久而久之，这些自然景观仿佛被刻上了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的印记，成为这种精神的象征，自然之美和
精神之美融合在一起，从而具有比一般自然物更高的价值。
譬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泰山不是一般的山脉，黄河不同其他的河流，松、竹、梅、兰不是普通的植
物。
泰山是天下山岳之首，是标记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统一与繁荣的神圣之山。
黄河是母亲河，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艰苦拼搏的创造精神的象征。
松、竹、梅、兰也都是中华民族所推崇的坚贞、刚直、狷介等美好品质的写照，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
积淀在自然景观中的文化内容，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它们的价值。
当然，中国自然景观人化过程涉及的原因很多，但比德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老、庄的“天然”说　　老、庄是指中国古代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和儒家一样，道家的自然审美思想对中华民族的自然审美心理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老、庄的
“天然说”。
这一学说的核心体现在对天然之美、不假雕琢之美的推崇上。
老子、庄子等人都把奴隶社会激烈的社会矛盾和道德堕落归咎为后世圣贤宣扬仁义道德和物质生产丰
富后对人造成了诱惑，使人们失去纯朴天性的结果，因此他们反对那些后天人为加在人们身上的一切
，特别是儒家倡导的礼义规范，主张返朴归真，回复到古老的社会状态。
在对待自然美上，他们认为天地之美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表现自己，人们应该顺
应它，不要以外力去强行干预，改变它。
《庄子·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庄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然界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天地、四时、万物都按照自身规律造就了自然界的和谐而生生不息。
它们并不是为了和谐之美而有意为之，但在客观上都是大美。
自然而然造成的美才是真美。
庄子还用东施效颦的寓言进一步说明自然之美的可贵。
西施心口难受皱着眉头，大家却觉得她这个样子很美，同村的一位丑女便学着西施的样子手捧胸口皱
起眉头，结果邻居看见后纷纷躲避。
庄子说，西施皱眉只是因为心口难受，不是为了好看，所以邻人才觉得她好看。
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事物就包蕴着美，而且是真正的美，而东施的模仿是有意识地为了美而去追求美
，结果反而成了丑的东西。
庄子在他的著作中一再赞赏大自然生命的不假人工的天然之美，反对一切破坏天然之美的行为。
他说，鸟，让它“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在天地间自由翱翔，非常美丽。
而鲁侯养鸟却“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把鸟圈养起来，虽有非常优厚的待
遇，但鸟又惧又忧，不食不饮，三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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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庄子也主张“法天贵真”，“大巧若拙”，“大朴不雕”，即顺应大自然运行规律、不露人
工雕琢的痕迹。
由于庄子极端憎恨社会现实的污浊，激烈抨击世俗的仁义礼智，他在盛赞大自然的天然之美的同时，
鼓吹人类向自然回归，与山林为伍，与鸟兽同乐，获得绝对自由，这样才会出现“至德之世”这样的
美好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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