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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学术专著的原文直译是“当代旅游：差异与变化”（Contemporary Tourism
：Diversity and Change），作者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旅游社会学家，实际上，他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专门从事旅游社会学研究的学者。
迄今为止，虽然国内外从事旅游社会学研究的人不少，也经常在国外英文杂志上看到一些零星的论文
，但真正系统的研究文献则十分鲜见，而称得上专著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因此，科恩教授的这本书实在是难得的旅游社会学巨著，恐怕目前能出版这样著述者也别无他人。
因此，中文译本使用了“旅游社会学纵论”这个更加醒目的书名。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科恩教授就开始接触旅游研究，正如他在本书的“绪论”中所言，当时也
没有真正立志将“毕生都投入旅游研究”。
但事实上颇有点歪打正着，一朝介入，欲罢不能，如痴如醉，不可收拾，算下来一晃将近四十年过去
了，他从酷爱旅行，到潜心研究；从概念的确定和理论的修订，到实地考察与案例研究；其足迹从本
土阿拉伯到亚洲，乃至世界。
这本书是他毕生研究的结晶，也是他几十年成果的集成。
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者，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多年来，他宛如一只飞燕，衔泥筑巢，奔波不止，著
书立说，乐此不疲，终于把一个完整的旅游社会学体系构筑起来，奉献给世界。
自从几年前组织翻译《全球旅游新论》之后，本人对翻译学术专著怀有一种“既爱又恨”的尴尬心态
，余悸在心，挥之难去。
曾下决心不再承接这样的活计。
但当我见到科恩的新作出版后，顿时又有一种非做不可的冲动，实在愿以此向中国的同行们介绍这位
大家的成果，填补国内此项研究的空白。
于是，糊里糊涂地揽了下来。
然而，当翻看这部专著仔细阅读时，忧却之意又油然而生。
这本书有深奥的理论探索、推理、阐述、辨析，又有详尽的田野调查、土人、岛民、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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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旅游社会学家，实际上，他也是世界上位数不多的专门从事旅游社会学研
究的学者。
在本书中，作者对旅游社会学作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既有深奥的理论探索、推理、阐述、辨析，又有详尽的田野调查、土人、岛民、娼妓。
本书可供旅游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阅读，也可供旅游科研教学人员、旅游开发规
划设计人员、旅游管理人士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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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以色列)ERIK COHEN 译者：陈立平 马聪玲 巫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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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观光者和度假者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阐明了旅游实际上是多种旅行者角色中的一方面内容，这些旅
行者角色中，只有一部分可称为“完全意义上的旅游”。
即便后者也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一些更细的子类。
我已经基于旅游者趋向于沉浸在东道社会赋予的新奇感和变化中的程度高低，提出了从社会学角度对
旅游者角色的分类（见第三章）。
而在当前所谈到的问题中，另一种类型区别，即“观光者”和“度假者”之间的区别，更显得直接相
关。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种仅仅是理想类型，实际的旅游者常常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了这两种类型的特征
。
本章从头到尾都在讨论旅游的本质要素是追求“新奇感”和“变化”。
这两个词，尽管我们到目前为止都在不加区分地使用，两者的涵义却有着轻微但重要的差别。
“新奇感”原则上是指人们第一次看到或体验到它的那种新奇。
而“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的新奇：一个人会感觉到放下城市里的办公室工作，前往海滩休闲是
一种令人愉快的变化，即便这已经是他习惯的度假方式了。
于是，“观光者”和“度假者”之间最主要的分析性区别，在于观光者寻求新奇，而度假者只是寻求
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否带来新奇感。
因此，观光旅行通常是不重复的，而度假旅行趋向于重复，常客就是一个例子。
这一区分有一个重要的实际含义。
以旅游在以色列的发展为例，我们发现旅游者仅仅在初次入境时主要表现得像观光者；当他们重复访
问时，便趋向于成为度假者——寻找着度假地或其他休闲设施以度过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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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几位年轻学者的集体成果，愿以此书促进我国旅游社会学和旅游
人类学的研究。
本书第一、二、三、四、五章为巫宁译，第六、七、八、九章为沈涵主译，第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章为马聪玲主译，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为陈立平主译。
参与本书翻译的还有李为人（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和金准（第十四章）。
巫宁对全书做了第一次校审，本人最后对全书进行了审校和补译。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南开大学出版社诸位编辑的热心支持和付出的辛劳表示谢意。
最初，这本专著是我向肖慧珍同志推荐的，经过她的努力，得到出版社的支持，终于使这本书的出版
列入日程。
最近得知，没有等到这本书的出版，她已经离开了出版社，就职于南国边陲，值此，也对她的工作和
努力表示感谢，但愿她看到这本书时也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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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分理论篇、连接篇、案例篇对旅游社会学进行了综述，既有深奥的理论探索、推理、阐述、
辨析，又有详尽的田野调查、土人、岛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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