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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风景名胜是一门大学问，风景名胜区管理是一门更大的学问。
我们说风景名胜是大学问，　因为风景名胜是我们人类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重要载体。
千里之山，不能尽奇；百里之江，不能尽秀。
无论是从自然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风景名胜区都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结晶之所在
，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展示场所。
如果说我们的历史地理教科书是以文字和图像为载体的“风景名胜”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风景
名胜是以自然山水和人文胜迹为载体的“历史地理课本”。
古人云：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实际上就是讲的风景名胜具有审美和认知两大功能。
古人又云：衣食，生之所资；　山水，性之所适。
这实际上讲的是风景名胜之于人类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恰如布帛菽粟之于人类的物质需要，是不可或
缺的东西。
　　我们说风景名胜区管理是一门更大的学问，这是因为：　第一，风景名胜区管理者首先必须对人
与自然的关系有透彻的理解。
人与自然的关系，可区分为三大层次：最浅层次是功利关　　系，人类要通过利用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来获取生活资料，如热源、食物、矿藏等；第二层次是认知关系，人类要想利用大自然，就要研究大
自然，揭示大自然的奥秘，　自然科学所努力的大抵在此；最高层次的是审美关系，人类在认知、改
造大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美，懂得鉴赏美，并知道按美的规律办事，而天地间的大美就是自然，就
是人的心灵与大自然的契合。
第二，风景名胜区管理者应该分清风景区和旅游区的差别，风景名胜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差别。
事实上，风景名胜资源和旅游资源是有区别的。
丁文魁教授生前曾经指出：风景资源是全人类社会的财富；旅游资源仅只对旅游者有价值，是旅游者
的吸引物之一，是旅游产品的一种。
风景资源并不全部是旅游资源，同样，旅游资源也不全部是风景资源。
或者说，被旅游者利用的风景资源可以称旅游资源，而风景资源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旅游，两者
有重叠部分。
由于对风景资源和旅游资源认识上的差异，形成了三个层次的风景资源价值观：表层次的是利用风景
资源开展旅游，可以直接取得经济效益；中层次的是通过对风景资源的开发，使之成为本地区对外交
流的窗口，以提高本地区的知名度，从而振兴本地的经济和文化；深层次的是保护和合理开发风景资
源，使之为全人类文明进步服务。
目前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大多数地区而言，发展还是绝对的硬道理。
这就连带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要脱贫致富，不得不在利用风景资源开展旅游直接取得经济效益，振
兴本地的经济和文化上做文章，而建设部作为国务院授权管理全国风景名胜区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
却不能不从全国甚至是全球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即他们更关心的是丁先生所说的深层次的问题。
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制衡关系，即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协调，发展和保护的协调。
一言以蔽之，是急功近利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两种发展观的协调。
　　我们说风景名胜区管理是一门更大的学问，还因为风景名胜区的美具有多样性。
对我们从业人员的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
比如说，对风景的自然美、胜迹的人文美、管理的和谐美的认识都是风景名胜区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
长期以来，研究者和骚人墨客们在游览风景名胜的同时，不乏对风景名胜的自然美和人文美的欣赏和
发掘，众多的山水诗词和游记文章为我们积淀了丰富的审美和认知材料，而对现代社会的风景名胜区
而言，从管理的角度来系统研究的还不多见。
马永立、谈俊忠两位教授编著的这本《风景名胜区管理学》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即从管理的和
谐美这个角度来丰富我们传统的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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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特点：一是系统性。
举风景名胜区的概念，规划、保护、综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内外的比较，书中都有广泛的涉猎
，一书在手，可省翻检之劳。
二是实证笥。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本书中援引了钟山、千山、黄山、泰山、庐山等许多著名风景名胜区开发
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具体的例证十分便于读者自行参悟。
三是规范性。
作者此前有过成功编写《地图教程》（南京大出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测绘
教材二等奖”）的经验，因此，教材编写完全符号规范，既适合教学，也适合自学。
    为了提高我国风景名胜区管理水平，增强旅游业整体实力，我们结合教学和科研实践，将总结和探
讨有关风景名胜区管理的规律和方法写进《风景名胜区管理学》。
书中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风景名胜区的保护、规划、建设、安全、卫生和文明服务管理，超前推出制
定风景区门票价格数学模型、风景名胜区信息管理系统等新理念、新方法。
    本书既是高等院校旅游专业“风景名胜区管理学”课程的教材，又可作为全国各风景名胜区及其主
管部门广大干部职工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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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风景名胜是一门大学问，风景名胜区管理是一门更大的学问。
    我们说风景名胜是大学问，  因为风景名胜是我们人类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重要载体。
千里之山，不能尽奇；百里之江，不能尽秀。
无论是从自然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风景名胜区都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结晶之所在
，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展示场所。
如果说我们的历史地理教科书是以文字和图像为载体的“风景名胜”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风景
名胜是以自然山水和人文胜迹为载体的“历史地理课本”。
古人云：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实际上就是讲的风景名胜具有审美和认知两大功能。
古人又云：衣食，生之所资；  山水，性之所适。
这实际上讲的是风景名胜之于人类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恰如布帛菽粟之于人类的物质需要，是不可或
缺的东西。
    我们说风景名胜区管理是一门更大的学问，这是因为：  第一，风景名胜区管理者首先必须对人与自
然的关系有透彻的理解。
人与自然的关系，可区分为三大层次：最浅层次是功利关系，人类要通过利用大自然改造大自然来获
取生活资料，如热源、食物、矿藏等；第二层次是认知关系，人类要想利用大自然，就要研究大自然
，揭示大自然的奥秘，  自然科学所努力的大抵在此；最高层次的是审美关系，人类在认知、改造大
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美，懂得鉴赏美，并知道按美的规律办事，而天地间的大美就是自然，就是人
的心灵与大自然的契合。
第二，风景名胜区管理者应该分清风景区和旅游区的差别，风景名胜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差别。
事实上，风景名胜资源和旅游资源是有区别的。
丁文魁教授生前曾经指出：风景资源是全人类社会的财富；旅游资源仅只对旅游者有价值，是旅游者
的吸引物之一，是旅游产品的一种。
风景资源并不全部是旅游资源，同样，旅游资源也不全部是风景资源。
或者说，被旅游者利用的风景资源可以称旅游资源，而风景资源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旅游，两者
有重叠部分。
由于对风景资源和旅游资源认识上的差异，形成了三个层次的风景资源价值观：表层次的是利用风景
资源开展旅游，可以直接取得经济效益；中层次的是通过对风景资源的开发，使之成为本地区对外交
流的窗口，以提高本地区的知名度，从而振兴本地的经济和文化；深层次的是保护和合理开发风景资
源，使之为全人类文明进步服务。
目前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大多数地区而言，发展还是绝对的硬道理。
这就连带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要脱贫致富，不得不在利用风景资源开展旅游直接取得经济效益，振
兴本地的经济和文化上做文章，而建设部作为国务院授权管理全国风景名胜区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
却不能不从全国甚至是全球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即他们更关心的是丁先生所说的深层次的问题。
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制衡关系，即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协调，发展和保护的协调。
一言以蔽之，是急功近利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两种发展观的协调。
    我们说风景名胜区管理是一门更大的学问，还因为风景名胜区的美具有多样性。
对我们从业人员的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
比如说，对风景的自然美、胜迹的人文美、管理的和谐美的认识都是风景名胜区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
长期以来，研究者和骚人墨客们在游览风景名胜的同时，不乏对风景名胜的自然美和人文美的欣赏和
发掘，众多的山水诗词和游记文章为我们积淀了丰富的审美和认知材料，而对现代社会的风景名胜区
而言，从管理的角度来系统研究的还不多见。
马永立、谈俊忠两位教授编著的这本《风景名胜区管理学》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即从管理的和
谐美这个角度来丰富我们传统的旅游文化。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景名胜区管理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景名胜区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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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