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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遗产旅游实实在在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对现实的观察以及实证已经毫无异议地证明了这一点。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目的在于更好地
履行我们共同的义务，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和保护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从中体现对
历史、传统和一切文明成果的尊重。
“遗产”这一概念传人我国后引起了政府与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国于1985年正式签署该公约从而成为
缔约国，从此我们开始了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与利用活动，遗产研究也随之逐步开展起来。
　　遗产旅游作为一门学科，不能停留在实证和介绍的水平上，况且最初的实证到后来也演变为多次
的重复描述，对联合国关于遗产的文字的多次重复描述并不能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遗产研究需要从机理、框架和内容上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以改变人云亦云、只是侧重保护的呼吁或
行动而缺少系统性理论支持的现状。
　　本教材在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大系统中指出了遗产范畴，并站在旅游专业的立场上认识这一范畴，
因而有了贯穿全书的遗产旅游主题。
出于旅游管理专业的需要以及遗产保护本身就是一个管理问题的考虑，因而有了《遗产旅游管理》这
样的书名。
　　基于认识论的立场，在探讨了人们在何时何地以什么为对象发现了遗产概念之后，遗产旅游首先
要研究的是其凭借物——遗产资源，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牢固地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上。
当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排除此后做外延上的扩张，那样就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遗产精神等不可
触摸的非物质性对象也列入思考的范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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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遗产旅游作为一门学科，不能停留在实证和介绍的水平上，况且最初的实证到后来也演变为多次的重
复描述，对联合国关于遗产的文字的多次重复描述并不能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遗产研究需要从机理、框架和内容上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以改变人云亦云、只是侧重保护的呼吁或
行动而缺少系统性理论支持的现状。
 本教材在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大系统中指出了遗产范畴，并站在旅游专业的立场上认识这一范畴，因而
有了贯穿全书的遗产旅游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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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平，男，黑龙江人，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授。
日本千叶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士。
研究兴趣为温泉旅游、中日旅游、遗产旅游、旅游规划与旅游地理。
学科背景为地理（本科）、环境保护（硕士）、旅游（博士）。
讲授课程为《遗产旅游学》、《旅游规划》、《旅游地理》、《温泉旅游》、《旅游学》。
已经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了《温泉旅游研究导论》、《旅游规划学》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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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依此思路，我们可以先“古人”后“自然”地设计思考路线，然后再叠加起来而想象双重遗产的
发生空间应该在哪里：　　历史上可能曾经发生过人类大规模居住，但现在不太适合人类大规模居住
的地方；　　仅仅是特殊群体选择的、但大多数人不认同的居住环境；　　源自人口密集区的扩散而
成，人口疏散使得原本并非适合大规模居住的环境接纳了一定规模的人口，从而促使该地区的人为作
用痕迹已经可以与自然基础相比较了。
　　按照上面的设想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结论的正确性。
我国现实中的世界双重遗产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武夷山，这四处都分布在人口密集的省份，
可以说是与大都市很近的山，这样的验证结果很值得揣摩。
山岳地区总体上不适合人类大规模居住，但人口密集区的山岳地带人口数就很可观，可谓非山岳区的
人口一定是过密了。
双重遗产高概率地落在人口密集省份的山岳地带，如同数学上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那样，我们可以
用这个逻辑分析双重遗产的发生条件。
　　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除山岳外，还有沙漠、超低谷地、湿地、海滩等，这些地方的不宜人居性
应该是有高低之分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必要正式研究这些地区，但南方海湾因养殖而成的海上社区已经出现了，做适当的留
意还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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