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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12章，包括绪论、世界旅游文化概览、中国旅游文化的演进历程、旅游主体与旅游文化、中国
旅游主体的文化特征、西方旅游主体的文化特征、旅游客体与客体旅游文化的特点、中西方客体旅游
文化的特点、旅游介体与旅游文化、中国旅游介体的文化特征、旅游产业与旅游文化、旅游文化建设
展望。
本书涵盖了古、今、中、外四个方面的旅游文化，不仅包含传统旅游文化类教材所涉及的旅游文化主
体、客体、介体等方面，而且针对这些旅游文化主体、客体、介体的文化特征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介
绍；不仅有对旅游文化理论的探讨，而且特别重视与具体的旅游文化实证相结合。
最后，本书还对21世纪中国旅游文化建设做出了适当展望。
    本书的特点有四方面：①信息量大，内容丰富；②视野开阔，写作角度多样化；③实证性强，特别
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④多维透视，从不同角度，对同一文化现象进行实证研究。
本书力求融人最新的旅游文化理论研究成果，结合近些年来的典型旅游文化实用案例，突破目前旅游
文化类教材的传统编写框架与思维模式，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实现教材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为
旅游文化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
    本书可用作高等院校旅游类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院校旅游类专业教学使用，以及从事
旅游管理的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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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各民族因其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彼此之间存在着
明显的差别。
三面高原一面海的相对闭塞的地域特点，使得古代中国文化基本上与外隔绝，但这同时也为农业文明
的发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形态。
同时，大河、大陆性环境及其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中国人赞成尽物之性、顺物之情，把
人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农业社会的稳定，家人亲友的长期聚居，使得中国人自古将别离看得非
常重，这让中华民族在思想情感上表现为喜一不喜多、喜同不喜异、喜静不喜动、喜稳不喜变。
而西方文化的活水源头是古希腊文化。
古希腊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其所处的海洋环境培养了西方民族原始的冒险外倾的民族性格。
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力量与海洋比较起来显得很渺小和脆弱，但是人类依靠自身所具有的勇敢、刚毅
、伟大斗争精神征服了大海，因而人类的气魄比海洋更伟大，这一切也都塑造了西方民族开放、勇敢
的性格。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区别，表现在旅游上就呈现出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消费文化特征。
西方世界的旅游者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认识自然和征服世界的强烈渴望上。
从古至今’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在人类旅游活动史上，有三个重要的时期，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第一个时期，货币的发明。
它表明物质生产的发展已有可能进行一定规模的贸易往来而摆脱了简单的以物易物的古老的交易方式
。
第二时期，是产业革命的成功。
它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地区间和国家间经贸活动有了发展扩大的可能。
第三个时期，新技术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地球似乎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与第一个时期大致相当，西方的旅游史主要以商贸旅游者的追逐财富和军事征服的副产品——探险旅
游为代表。
与第二个时期大致相当，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旅游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就是旅游中介业—
—旅行社的出现。
它使旅游以前所未有的产业化的形式出现。
与第三个时期大致一致，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旅游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也正在酝酿着前所未有的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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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文化学》：普通高等教育旅游管理“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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