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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众化的旅游热潮已经兴起。
旅游正成为一种备受青睐、生机盎然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伴随着现代旅游的兴起，人们对文化因素对现代旅游活动的影响的认识也日渐清晰和深刻。
作为现代文明人所拥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旅游是一项以精神、文化需求和享受为基础的，涉及经济
、政治、社会、国际交流等内容的大众性活动，它的本质是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
　　旅游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也相当宽泛，既涉及建筑、园林、节庆、民俗等旅游客体文化领
域；又涉及旅游者自身的文化素质、兴趣爱好、审美方式、消费习惯等文化主体领域；更涉及旅游业
的服务文化、经营文化、管理文化、导游文化等旅游介体文化。
为便于论述，《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规划教材：旅游文化学》共分十章，分别是第一章：旅
游文化总论；第二章：旅游审美文化；第三章：旅游消费文化；第四章：旅游服务文化；第五章：旅
游与建筑文化；第六章：旅游与园林文化；第七章：旅游与节庆文化；第八章：旅游与民俗文化；第
九章：中国旅游纪念品文化；第十章：中国旅游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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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旅游文化总论 引言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旅游活动的文化本质 第二节 旅游文化的概念与特征 
第三节 旅游文化的结构与分类 第四节 旅游文化的地位与功能 思考与练习 第二章 旅游审美文化 引言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旅游活动的审美本质与特征 第二节 旅游审美的0理要素 第三节 旅游审美的感受
层次 第四节 旅游审美活动中的文化因素 思考与练习 第三章 旅游消费文化 引言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文化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第二节 旅游消费的文化蕴涵 第三节 旅游消费的中西方差异 第四节 旅游消费文
化的发展 思考与练习 第四章 旅游服务文化 引言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旅游服务兴起及其影响 第二节 
旅游服务的文化蕴涵 第三节 旅游服务文化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思考与练习 第五章 旅游与建筑文化 引言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建筑在旅游活动中的作用 第二节 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别与特征 第三节 中国古代建
筑的文化内涵 思考与练习 第六章 旅游与园林文化 引言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历
程与特点 第二节 中国古代园林的分类与构成要素 第三节 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化内涵 思考与练习 第七章
旅游与节庆文化 引言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中国传统节庆与旅游 第二节 中国传统节庆的类型及特征 
第三节 中国传统节庆的文化内涵 思考与练习 第八章 旅游与民俗文化 引言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中国
民俗与旅游 第二节 中国民俗的特征及类剐 第三节 中国民俗活动的文化内涵 思考与练习 第九章 中国
旅游纪念品文化 引言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中国旅游纪念品的地位与影响 第二节 中国旅游纪念品的分
类与特征 第三节 中国旅游纪念品的文化内涵 思考与练习 第十章 中国旅游文化传统 引言 本章学习目
标 第一节 中国旅游文化的重人与重文传统 第二节 中国旅游文化的尚古与尚自然传统 第三节 中国旅游
文化的附会与重游道传统 第四节 中国古代的传统旅游礼俗 思考与练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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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 旅游审美的心理要素 在旅游者审美欣赏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审美心理的构成要素有
别，欣赏的层次和效果也不同。
在我们研究旅游审美文化的过程中，只有分析旅游者审美心理的各个构成成分在旅游审美中的不同作
用和运行机制，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旅游审美的内在规律性，提高审美欣赏的效果。
一般来说，旅游审美心理的构成要素包括感知因素、想象因素、理解因素、情绪因素、情感因素。
不同的因素在审美中的作用是有区别的。
 一、感知因素 感知，泛指审美对象刺激人的感官而引起的各种感觉和与之俱来的知觉综合活动。
人的各种感官活动所产生的感觉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运动觉、肌体觉、平衡觉等
都能引起人机体的快感，并通过知觉、思维等感性和理性认识过程形成美的因素。
感知因素是导向审美的出发点，在审美活动中，感知因素通常起一种先导作用。
人的审美过程的规律是：客观世界——人的感觉（经过一系列其他中间环节）——美感。
因此，对于审美活动而言，人的审美感官是沟通客观的美与主观美感的过渡性窗口，感觉是不可逾越
的审美门户。
 审美感觉能力对审美活动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决定审美联想、审美想象、审美感
受，而且是构成美感愉快体验的一个条件和因素。
“就美的欣赏来说，从观赏一朵花到观赏一幅绘画，从聆听一阵莺鸣，到聆听一支乐曲，伴随着对审
美对象的感性形式，如色彩、线条、音调、节奏的感知，都会引起审美主体的‘娱目’、‘悦耳’等
感官方面的快适的感受。
特别是在欣赏自然现象之美时，这种感官的快适感受在美感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① 山峦、晚霞、月色、海波、绿洲，无不通过旅游者的明亮眼睛，唤起旅游者的美感。
泉流、鸟鸣、猿啼、涛声，无不被旅游者的耳朵听取后，才诱发出美的愉悦。
花朵的芬芳、松子的清香、满园的金桂、雅室的馥郁，这嗅觉的感受无不沁人心脾。
香脆甘津、鲜嫩可口、甜酸咸辣、醇厚清淡，这味觉的感受无不令人大快朵颐。
 此外，月光的“爱抚”，春风的“拂面”，岩石的“冰冷刺骨”，丽阳的“暖人肌肤”，无一不是一
种曼妙无比的美感。
每当旅游者流连忘返于如诗似画的景色中时，感觉所带来的快感都是一种难以拒绝的享受。
 知觉是由感觉经过分析、综合、联想而转化来的，它比感觉复杂、完整，往往是多种感觉的结合，虽
仍处认识的感性阶段，但由于对感觉材料进行了加工，便为“思维”准备了条件。
如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从感觉上，它只是十个景物的罗列，而一旦上升到知觉，那就不仅仅是景物罗列，而是一幅耐人寻
味的画面：衰飒、凄凉，表现了游子特定环境下的哀愁、寂寞和荒寒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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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规划教材:旅游文化学》是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规划教材。
旅游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也相当宽泛，既涉及建筑、园林、节庆、民俗等旅游客体文化领域；
又涉及旅游者自身的文化素质、兴趣爱好、审美方式、消费习惯等文化主体领域；更涉及旅游业的服
务文化、经营文化、管理文化、导游文化等旅游介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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