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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美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美学学科。
它的问世不仅基于我国旅游及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切合了我国美学理论界向应用美学、生活美
学靠拢的趋势。
这本《旅游美学基础》由吴月红和刘丽君主编，作为应用理论课程，不仅从概念、规则、规律等方面
使学习者理解和掌握旅游美学的学科知识和规律，并具体到审美关系中的情与景、主与客、旅游者和
导游及饭店员工这些需要着力透视分析的重要现象，同时也关注旅游者的审美能力和技能的培养，导
游、饭店员工的审美能力和技能的培养，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影响下，探索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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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诗人、画家最爱登山临水。
他们对于山水，既是抚爱的、关切的，又是超越的、硒脱的。
这种传统的审美观照法用于欣赏自然景观，同“部分代表全体”原则相结合，就产生了“评头论足”
的问题。
（3）欣赏社会美可激发入世思想；而旅游中欣赏自然景观，却可引发超世思想。
社会美是一种现实形态的美，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极为丰富的内涵。
而社会生活并不是一块纯金，不是单颜色，而是由真善美和假恶丑共同构成的一种对立的统一体。
这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作为审美主体（人），欣赏社会美，尤其是人的美，就要在“见贤思齐”的内省方面下工夫，而不只
是拿着手电筒，光照别人的外貌。
人的一生，面临着各种抉择。
所谓“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正是强调社会美。
从审美评价的效果上看，社会美，尤其是人的美的审美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有着独立的欲望、情感
和意志，涉及伦理道德的规范，一有误差，社会影响不可挽回。
而旅游中欣赏的自然景观，不是活生生的人，没有独立的欲望、情感和意志，不存在对其审美评价的
满意不满意，乃至“批评不得，表扬不得”的情状。
魏晋政治动荡，世俗黑暗，迫使一些文人放浪形骸，显示自身孤傲、怪诞的风度和品性，但他们毕竟
还摆脱不了伦理道德的干涉。
在借酒佯狂、服药祈求长生的同时，他们还畅游山水，把自身的欲望、情感、意志加以对象化，作出
一种正面的、肯定性的确证。
“傲啸”就是释放自身的郁闷之气和扭曲的生命的能量，让其声充斥于广阔的山水之间，以至大至刚
为美。
山水不同程度回应“傲啸”之声，变无生命的客观对象为有生命的审美对象，物我为一，从而他们在
精神上获得了在社会美中难以得到的一种心理满足，神超理得。
这应该算是一种超世思想。
（4）山水景物中的人文因素，沟通了旅游中欣赏自然景观与欣赏社会美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
中国山水景物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
作家徐迟说过：“凡是旅行家，都是在大地上寻找知识、德行和美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是对真、善、美的欣赏和领略，从中可以接受人自身完善的理想的昭示和启
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水景物美与社会美几乎在这里汇聚一体，甚至出现有悖于常理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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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美学基础》为面向“十二五”高等教育课程改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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