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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尽可能地形成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做到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学订性与普及性兼顾，稳
定性与适应性结合，论点新颖，材料新鲜，信息准确，文字流畅，语言简洁，体现时代的特点。
   本书套材料，虽然以复旦大学同仁为骨干，但是，也相当多地接纳了兄弟院校志同道合者前来加盟
。
因为我们相信，学问无界限，各有短长，只有忧势互补，才 能从整体上保证这套丛书的高起点、高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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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尚正 1949年生于上海。
1982年生于安徽大学获文学士，1984年于扬州师院获文学硕士。
现为安徽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教授。
研究领域为旅游文化、旅游管理、旅游规划与策划。
出版专著《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史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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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旅游文学导论第一节 旅游文学的特征文学是人学，是人类生活的艺术反映，是人类展现自我
与丰富自我的艺术手段。
旅游文学是起源于旅游活动、反映旅游者游历见闻与思想情志的文学作品。
旅游文学的特征，也就是它与一般文学相区别的界限有三，第一，旅游文学的创作动力必须来自于旅
游活动，没有特定的旅游活动就没有旅游文学的创作冲动与创作灵感。
这里所说的旅游活动，既包括实际发生的旅游经历，也可以是建立在以往旅游记忆与旅游经验基础之
上的幻游、梦游、醉游、神游等，并且这类作品往往因其充溢着天马行空式的浪漫想像而特别美妙动
人。
第二，旅游文学的创作主体与表现主体一般都是旅游者本人，这在旅游诗词与游记中尤其明确，即便
是代人立言或借题发挥，如某些游记类小说，也必然有旅游者为主角。
第三，旅游文学作品的内容，要求反映旅游者的游历见闻与思想情绪。
就具体作品而言，有的偏重于以客观之笔记叙所见所闻，甚或将游历经过与主观评价完全省略，以事
以物动人；有的注重挖掘与表现内心的情思感悟，以情以理动人；也有的将客观收获与主观收获有机
结合，情景相融，物我同趣。
这三类旅游文学的表现形态，各有其用，各有其妙，难以形态分轩轾，惟依作品论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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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显着标志是：世界各国开始把旅游列为与生存权、劳动权、休息权
同等重要的人生基本权利。
如今，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富国还是穷国，都踊跃加入到旅游的行列中。
只有当我们不仅通过书籍、报刊、电视、英特网，而且通过实地旅游了解异国他乡时，我们才能真正
深切地理解“地球村”的美妙含义。
高新技术应用与多渠道交往不但缩短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时空距离与心灵距离，而且开拓了各国人民的
创造空间与审美空间，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兼摄化的跨世纪进程因此而大大加速推进。
随着旅游活动的大发展与大提升，旅游文学也越来越显亍亓出“永恒的生命力”。
旅游景点景区的开发，导游的景点解说，旅游者对观赏物的领悟，都要参阅与借鉴他人的旅游文学作
品；而旅游留念，文化交流，宣传促销等，都会推动旅游文学创作。
相对于旅游文学创作与鉴赏的繁盛而言，旅游文学的研究确有滞后之感，大学教材更是有待开发的处
女地。
继《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出版之后，我撰写《中国旅游文学》，既是多年来山水旅游文学研究的自然
延伸，更想为广大旅游文学爱好者提供一本有助于登堂入室的“通论”。
本书的出版得力于复旦大学旅游系沈祖祥先生的支持，当我1999年在全国旅游院校第四届教学研讨会
期间向他提起这个选题时，他就凭其旅游发展的前瞻意识，慨然答允列入他所主编的大学旅游教材系
列。
我还要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林玉山、何海勤等诸位编审，他们所提供的修改意见，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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