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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是动物。
这话无论从物理学或人类学来说都是对的。
人的本质就在行动。
“树挪即死，人动则活”。
中国的古话也很早就叙说过这样的道理。
　　依据人类学的现行说法，人类祖先最早在非洲发源。
后来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人类开始走出非洲，向四方扩散，成为如今广布全球的物类。
以此推测，早期的人类移动，主要受自然界的食物牵引，范围限于资源数量、种群规模和获食能力。
一般来说，只要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特定的人群和个体大多会有较为稳定的生活区域。
除非生态环境发生剧变，人类不会轻易作出长距离空间转移的决定，尤其不会到生计艰难的地方去。
　　后来人类发明了驯化植物和动物的方法，从而不仅改变了食物来源并也转变了自身，即分别演变
出靠种地为生的农民和以放牧为业的牧民等不同“族群”。
在新演化出来的生存方式里，农民开荒种地，春播秋成，精耕细作，乐业安居。
这种农耕类型的群体，多依大河流域繁衍，念土思家，重守成，轻迁徙。
在东亚内陆，经过漫长岁月的陶冶承继，形成了费孝通所言之“土地捆绑”的文明。
而在大漠草地，牧民们居无定所，跟随自己赖以为生的牛羊，逐水草而行，无论日常活动的半径还是
总体移动的空间，都大大胜于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不过农牧民之外，人类还演化出另一种靠海为生的类型。
他们或下海捕鱼，或出洋贸易。
而相比之下，后者的游历范围显然又超过了草地牧民。
　　中国的文化，自秦汉以后便越发以农耕为主，并滋生出“我为中心、四方荒野”的心界。
秦始皇大筑长城，分割了城墙内外农、牧两种类型。
墙外的游牧部落，平时在各自的冬、夏草场生息，战时则彼此联盟，纵马驰奔，游动在一望无际的茫
茫草地，突显着自由自在、游动不拘的习性。
长城里面的农民，不但受着土地的捆绑，还遭到中央集权的诸多控制，越来越丧失人作为“动物”种
类的迁居自由和行走天性。
到了明清时代，政府不但在全国强化编户管辖，甚至在各地遍设关卡，强令不得不跨地经营的民间商
贾，必须先向官方领取印照，验证放行；在西南地区甚至规定马贩出行“伙伴不得过十人”，违者惩
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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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寻古人足迹，回溯文化源头，人类自从文明史源初走来，从没停止过追寻和拓展生活空间场所的脚
步。
旅游不仅体现出社会限制和家园疆界的突破，同时意味着民众对异乡的知识的认知。
本书除绪论与综论外共分六章，论述了旅游文化学学科的理论、旅游的主体——一定文化的负载者、
旅游地生态文化系统、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人际交往与文化传播、旅游文化震惊和文化冲突等。
本书的特点是配合案例，同时提供阅读材料及文化链结，使全书更通俗、更完整。
    本书适合各大专院校旅游等专业师生，广大旅游爱好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化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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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交往与文化传播  第一节 旅游，当代民间跨文化交流活动    一、跨文化交流与当代世界旅游大趋
势    二、旅游，在异质文化中的交往    ［阅读材料5－1 我在原始部落走婚］  第二节 旅游跨文化扩散与
涵化法则    一、旅游带动的文化扩散    二、文化涵化和涵化因素    三、文化涵化的一般优势法则  第三
节 旅游跨文化整合与转型    一、旅游跨文化整合    二、旅游目的地的社会转型    三、旅游主体文化身
份的转型  案例思考3 民族旅游和旅游民族    一、他乡期待：旅游启程前的“异者幻像”    二、现场观
赏：展演互动中的身份转移    三、村寨旅游：客人进门后的日常变异    四、分析与结论第六章 旅游文
化震惊和文化冲突  第一节 旅游交往中主体的文化震惊    一、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差异    二、旅游者的
文化震惊    三、文化震惊产生后的障碍    「阅读材料6一1 感受萨乌那」  第二节 文化震惊的原因与理解
   一、文化震惊的心理探索    二、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论    三、对跨文化的理解和适应    ［阅读材
料6－2 一位文化学者的意大利之旅」  第三节 旅游在我国民族地区产生的影响    一、利弊影响的分析
和关注    二、超容量接待引发的文化冲突    [阅读材料6－3 权力边缘的曼春满］综论 当代休闲消费：演
绎文化的产品    一、当代文化消费趋势    ［阅读材料综一五环球嘉年华登陆上海」    二、休闲文化与
休闲生活    三、走向后现代的文化消费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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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东西南北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品味。
这品味或许就是长期因地理环境和文化熏陶而成的个性特点。
　　北京地处北方内陆，气候条件较为恶劣，春天沙尘弥漫，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寒流滚滚，惟有秋
天，天高气爽，比较可爱。
据说，老派北京人重礼数，善待人，颇有尊贤礼让之风。
此地市民身居京畿之地，首善之区，棋盘式的城市格局宏伟整齐，老北京建筑极尽皇家气派，所以北
京人见多识广，既受官文化熏染，又承八旗子弟余风沐浴，常以“官”的眼光居高临下，又以玩世的
心态体味人生。
居高，故睥睨世界，纵横捭阖，尤其在“地方上”的人面前，盛气凌人；玩世，故油嘴滑舌，善打哈
哈，于是侃爷辈出，背上了“京油子”的恶名。
　　上海人的品味就大不同于北京。
上海商业繁华，建设突飞猛进，高楼林立，霓虹闪耀，除香港外可算国内最具现代大都会气派的城市
。
上海人的公民素质和敬业态度在国内各城市中亦算一流，服务业可见一斑。
在公共场合，上海人也总是衣冠整洁、修饰得体。
遇到纠纷，至多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很少大打出手，对此，北方人多有不屑，以为这是上海人孱头
的表现。
上海人在外地人（外国人除外）面前也颇为自负，但与北京人不同。
北京人总把外地人视为下级，斥得理直气壮，骗得正气凛然。
上海人则把外地人视为乡下人，即使内心不屑，也很少粗暴对待。
相反，如果有外地人遇上麻烦，上海人大多还能援手相助。
上海人私交比较理智，做事善于权衡利弊，注意与人保持距离。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精神上的知音，却别指望两肋插刀的哥们。
所以上海出了不少银行家、商人和学者，却难出诗人和武将。
上海女人举止得体，装束淡雅，言谈柔和，很有女人味，但却没有那种为了爱不顾一切的“烈女”，
上海男人在媒体中常常被丑化为“小男人”，其实，他们有鉴赏趣味，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似
把西方的绅士遗风中国化了，别有可爱之处。
　　我们再来看广东人。
广东地处华南，其原住民外貌更多地带有马来人种的特点。
有人说食在成都，也有人说食在广州，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成都小吃遍地，吃的花样百出，而能够
在“吃”方面与成都人相媲美的，非广州莫属。
与成都人相比，广州人吃得更“野”，从蛇到鼠，从猴到虫，几乎什么都敢吃。
这也反映了“南蛮”“食蛇民族”的某些野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化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人是“动物”　　——章海荣先生《旅游文化学》序　　人是动物。
这话无论从物理学或人类学来说都是对的。
人的本质就在行动。
“树挪即死，人动则活”。
中国的古话也很早就叙说过这样的道理。
　　依据人类学的现行说法，人类祖先最早在非洲发源。
后来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人类开始走出非洲，向四方扩散，成为如今广布全球的物类。
以此推测，早期的人类移动，主要受自然界的食物牵引，范围限于资源数量、种群规模和获食能力。
一般来说，只要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特定的人群和个体大多会有较为稳定的生活区域。
除非生态环境发生剧变，人类不会轻易作出长距离空间转移的决定，尤其不会到生计艰难的地方去。
　　后来人类发明了驯化植物和动物的方法，从而不仅改变了食物来源并也转变了自身，即分别演变
出靠种地为生的农民和以放牧为业的牧民等不同“族群”。
在新演化出来的生存方式里，农民开荒种地，春播秋成，精耕细作，乐业安居。
这种农耕类型的群体，多依大河流域繁衍，念土思家，重守成，轻迁徙。
在东亚内陆，经过漫长岁月的陶冶承继，形成了费孝通所言之“土地捆绑”的文明，而在大漠草地，
牧民们居无定所，跟随自己赖以为生的牛羊，逐水草而行，无论日常活动的半径还是总体移动的空间
，都大大胜于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不过农牧民之外，人类还演化出另一种靠海为生的类型。
他们或下海捕鱼，或出洋贸易。
而相比之下，后者的游历范围显然又超过了草地牧民。
　　中国的文化，自秦汉以后便越发以农耕为主，并滋生出“我为中心、四方荒野”的心界。
秦始皇大筑长城，分割了城墙内外农、牧两种类型。
墙外的游牧部落，平时在各自的冬、夏草场生息，战时则彼此联盟，纵马驰奔，游动在一望无际的茫
茫草地，突显着自由自在、游动不拘的习性。
长城里面的农民，不但受着土地的捆绑，还遭到中央集权的诸多控制，越来越丧失人作为“动物”种
类的迁居自由和行走天性。
到了明清时代，政府不但在全国强化编户管辖，甚至在各地遍设关卡，强令不得不跨地经营的民间商
贾，必须先向官方领取印照，验证放行；在西南地区甚至规定马贩出行“伙伴不得过十人”，违者惩
办。
在这种封建专制的治理下，乡土民众日益习惯于画地为牢，“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久而久之，便深信“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的古训确切无疑。
这样的传统严重制约了中国民众的眼界和知识来源，使其对外界的认识受制于书本描绘与官方宣传，
以至于在对人类世界的了解上，长期局限于故乡本土和“自以为中”的东亚一隅。
　　幸好就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还有庄子“逍遥游”精神和玄奘、徐霞客式的“行万里路”实践，
才为封建专制的“捆绑文化”，注入了恢复人之行走自由的一线生机。
近代以后，从下南洋发展的沿海村民开始，直到赴东洋求变和到西洋留学的书生文人，走出国门的一
批批有胆之士进一步冲破本土藩篱，把国人眼光带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开启了连通世界的全球之旅。
自此，非但在原本铁板一块的社会结构里出现了南来北往的全民流动，甚至长期沉眠于“华夏中心”
梦魇的整个中国，都可说像艘摇摇晃晃的老船一样，被推入了与四方交通的漫漫旅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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