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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文旅游绍兴共识　　编者按：&ldquo;首届中国人文旅游学术高峰论坛&rdquo;的举行是中国旅
游学界和人文学界共同瞩目的学术盛事，为了更有成效地留下论坛遗产，扩大论坛的社会和学术影响
，在论坛筹备初始就准备发布&ldquo;人文旅游绍兴共识&rdquo;。
共识的基本理念已酝酿了两三年之久，由浙江大学人文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潘立勇教授起草，在会议期
间广泛征求了与会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再由潘立勇执笔修改，并在2006年11月26日论坛闭幕式上宣读
。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国家旅游局人教司司长李悦中先生从提出重要建议到亲自动笔润色，对&ldquo;共
识&rdquo;倾注了很大的心血，特致谢忱。
　　面对21世纪我国旅游业迅猛发展的态势，如何提高中国旅游建设、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促
进旅游与文化的全面融合与互动，真正在旅游业中做到&ldquo;以人为本&rdquo;，深层次地满足现代
人多样化的旅游和休闲需求，已是旅游和人文学界共同关注的世纪性的课题。
为此，旅游业界和人文学界近百位专家学者，于2006年11月下旬共聚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举行&ldquo;
首届中国人文旅游学术高峰论坛&rdquo;，并达成如下共识：　　论坛认为，&ldquo;人文旅游&rdquo;
是对&ldquo;旅游&rdquo;深层涵义的诠释。
&ldquo;人文旅游&rdquo;不仅指作为旅游重要载体的文化遗存资源及其产品，而且指旅游与文化全面
契合，以人文理念主导所有旅游活动的一种旅游精神和行为。
研究&ldquo;人文旅游&rdquo;旨在使旅游超越单纯的经济产业层面，成为满足人性需求、提高生活品
质的一种活动或方式。
　　论坛提倡&ldquo;人文旅游&rdquo;的宗旨是：以人为旅游服务之本体，以文化为旅游产业之灵魂
，以人文理论充实旅游内涵，以人文素养提升旅游境界，以人文介入促进旅游发展；树立人文旅游的
理念，弘扬人文旅游的精神，开启人文旅游的境界，实现文化与旅游深层次、高品位的融合与互动，
实现中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满足现代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旅游和休闲的身心需求。
　　论坛肯定这样一个基础：旅游是人作为文化存在的高级需求。
从根本上说，旅游也是人的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处处贯穿着文化：规划境界的底蕴是文化，营销谋略
的灵魂是文化，服务行为的内涵是文化，管理方式的基础是文化，观赏游乐的体验也是文化。
因此，旅游必须以人为本，以人性的需求为本，从人的文化特性、文化需求的发展变化出发，实现经
营方式、服务方式、管理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
　　论坛现实地看到，中国人文旅游的现状还不容乐观。
人文精神和文化品位的缺失或淡漠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旅游的发展，我们有责任改变这种不足的现
状；我们也呼吁学术各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并为改变这种不足而共同努力。
　　论坛主张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人文历史遗存更是不可重复的。
旅游开发不应以损害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遗存为代价，保护自然和人文生态，坚持可持续发展，
是当代人文旅游的重要使命。
　　论坛强调，旅游需要文明的素质、休闲的情趣和审美的境界。
提升旅游景观的审美设计品位，提高旅游服务者的审美文化素质，引导旅游者的审美休闲情趣，满足
旅游活动的真、善、美需求，是人文旅游极为重要的任务。
　　论坛关注旅游的服务质量。
提倡旅游的人性化、个性化服务，倡导旅游的文明、高尚、优雅行为，追求旅游的高质量、高品位境
界。
让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的快乐，让生活因旅游而获得更高的品质，让社会因旅游而变得更
加和谐。
　　发展人文旅游是全社会的共同期盼，我们愿意竭尽全力，为之作出共同的贡献。
　　首届中国人文旅游学术高峰论坛　　中国绍兴　　2006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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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论丛的形式编著，其宗旨是：以人为旅游服务之本体，以文化为旅游产业之基础；以人文视野
提升旅游境界，以人文理论充实旅游内涵，以人文研究促进旅游发展；以本论丛作弘扬“人文旅游”
的学术阵地。
人文对旅游的介入，促进了旅游与人文的结合，完成了两者在高层次上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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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文旅游的宗旨　　用人文旅游的理念来推动旅游业更高层次的提升　　李悦中　　尊敬的纪局
长、胡校长、修书记和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各位教授，朋友们、女士们，大家好
！
　　今天我有机会来参加首届人文旅游学术高峰论坛，感到非常荣幸。
绍兴是一个名扬海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在这里举办这样一个论坛，我感到有其特别意义。
大家都知道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会聚了当时41位名人贤士在兰亭举行笔会
，他们轮流赋诗，各抒情怀，这就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次有文字记载的非常典型的人文旅游活动。
今天有这么多专家来到绍兴共谈人文旅游这个话题，也可以说是&ldquo;群贤毕至，少长成集&rdquo;
。
我对这个研究感到非常有兴趣，也非常赞赏，因此对这个论坛表示热烈的祝贺。
人文旅游这个命题，听起来很简单，也很好理解，但实际上我认为它就像围棋一样，规则简单，要研
究透彻非常复杂，要研究出成果来更难。
要用理论来指导旅游的发展，用人文旅游的理念来推动旅游业向更高层次的提升，需要我们社会各界
，需要我们旅游界的各位朋友们积极的努力才可能实现。
　　为了表示对人文旅游研究的支持，我从望文问义的层面上，对这次论坛讲一个自己的意见。
我感到人文旅游可以理解为旅游的人文性，这个理解可不可以这么说也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也就
是说旅游一定蕴涵着人文性，换句话说没有不含人文性的旅游，也没有旅游不含人文性，旅游之所以
叫旅游，就因为它有人文性的本质含义。
研究人文旅游也就是对旅游人文性本质的深化认识，也就是研究提升旅游的品位、层次的核心问题。
　　旅游是消费者所进行的特定消费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特定的消费形式。
对旅游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给出不同的定义，也可以说是个多解题。
研究人文旅游就是研究如何提高旅游的人文性，如何提高旅游的品位、层次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通过加强对旅游人文性的认识，促进旅游管理者、旅游经营者和旅游消费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的
真谛有一个新的理解，使中国旅游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从旅游管理者，包括决策者层面来说，充分认识旅游的人文性，确立旅游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
位作用，对于认清旅游在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军事外交方面存在的功能将起
到积极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人文旅游的研究，可以加深对旅游各种作用的认识，比如旅游在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作用，旅游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旅游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作用，旅游在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中
的作用，旅游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的作用，以及旅游在对外开放、商品贸易、军
事外交等方面的特殊作用。
事实上，许多城市的管理者们，对城市建设、环境的规划，对城市功能的趋向已经作出了很深的研究
，都在紧跟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商量着对策。
比如说上海市，他们大力地选择人文旅游作为都市旅游品牌，浙江省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思路
，广东从文化经济中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北京市推出了打造六大基地；再比如说文化演出基地、
出版发行基地、影视制作基地、动漫旅游基地、社会文化会展基地和古玩艺术交流基地的建设，这些
都是围绕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人们消费需求和人文旅游的需求所构想的建设蓝图。
　　从旅游经营者来说，树立人文旅游的观念，对于提高旅游产品的品位，提高服务质量，有着直接
的指导意义。
以旅游业为主的经济实体所开展的活动，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为前提，为游
客提供优质、周到、个性化的服务，这就必须体现以人为本，要贯穿在旅游的规划、旅游的产品开发
、旅游的设施建设、旅游的线路、旅游的产品美化各个环节中。
从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个要素看，经营者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他提供给游客的人文
性的含量上。
比如饭店业，它就是为游客提供吃、住、娱的重要场所，其人文性的含量多少，直接反映了饭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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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品位和层次，饭店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外观形象、建筑风格、装潢设计、功能发挥、厅堂格
调、客房布置等，都无不反映出饭店的档次。
在江浙一带的酒店、饭店里，人们就可以感受到文化气息都比较浓，有一些关键的部位，可以看到能
比较引人注意的名画、名字、名句，包括有的包间的命名、有的厕所里的布置，这样就显得非常雅气
，很有文化含量，特别能够体现人文旅游的特点。
再比如在景区园林，这种人文性的体现就要求更高。
我们的古人说，画图是窗口的山水，山水是地上的画图；也有人说假山假水是小园林，真山真水是大
园林。
许多山山水水的自然风光非常优美，在开发中如果按照人文理念、人文意识去指导工作，那就可以锦
上添花、画龙点睛。
比如有的景区在一块石头上刻上一个字，这块石头就活了，就有了生命力；有的在亭台楼阁上挂上匾
额，挂上楹联，游客到了那里以后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有一个地方一个亭子上写着&ldquo;闲看秋水心无事，近听虫声兴致浓&rdquo;，秋天去的时候看那里
的水静悄悄的，再听听草丛中虫的叫声，游客欣赏的兴趣就非常浓郁。
有个公园里的牌坊上写着这样两句话，&ldquo;爱闻鸟声都在树，贪看天光不筑墙&rdquo;，他们把墙
都打掉，让老百姓都能在公园里看到美好的景观。
到花鸟市场，到卖花的盆景地方去看，有了文化就不一样，有些盆子上写着&ldquo;昌化古藤&rdquo;
，把花点出来了，有的说是&ldquo;润和春雨&rdquo;，有的说&ldquo;落花不归为留香&rdquo;等等，这
些都是人文性的体现，文化底蕴的体现。
作为旅游的经营者，如果有人文旅游的观念和水平，就可以为旅游者提供高品质的旅游产品。
外国人喜欢到中国来旅游，喜欢到中国的民间乡土中去体会，就是因为有中国的文化，有中国的人文
性。
许多旅游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就是因为我们对人文旅游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差
距，对人文旅游的修养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
　　再说从旅游消费者的角度，我感觉到如果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如果我们的游客有这种人文旅游的
自觉性，那我们的旅游活动就可以更上一个高的层次；我们的旅游的形象、游客的形象就会给人一种
很高品位的感觉。
前不久，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在重要内部批阅中提到，中国人到国外去很多，一定要注意中国的形象教
育。
在这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旅游者还缺乏人文旅游的观念。
我们老人有一句话说&ldquo;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rdquo;，旅游也是这样，会游的游门道，不
会游的就是看热闹，真所谓&ldquo;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dquo;。
英国的一个思想家讲过一句话，&ldquo;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最终的考验&rdquo;，这个闲就是休
闲的闲。
我所理解的能够聪明地用闲，就是聪明的旅游，就是用人文的观念，从欣赏的理念去参加旅游，从这
个层面上讲可以理解为人文旅游、高层次的旅游、高品位的旅游，把旅游作为一种观赏、审美、感受
、领悟、体味等精神层面的消费活动，达到对自然风光、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的欣赏和享受。
像我们一些杰出的代表，他们每到一地，每到一个旅游景区景点，就有自己的感受，就有自己的创造
，就有自己的体会。
我曾经看到一个介绍，说郭沫若1964年到广东白云山旅游，一天早上去山上看到对联，只有下联没有
上联，他就让人们思考，上联是怎么写的？
下联是&ldquo;天风海水白云间&rdquo;，他觉得游到那个地方旭日东升漫天泛红的时候落花是最美的
，就填了句上联，&ldquo;旭日朝霞红雨乱&rdquo;，并把前面写的&ldquo;白云间&rdquo;改成&ldquo;
白云闲&rdquo;，于是这副对联就变成了&ldquo;旭日朝霞红雨乱，天风海水白云闲&rdquo;。
他就是一个相当高水平的旅游者，用人文旅游观念去观赏。
现在旅游消费已经有走向大众化、民间化的趋势，在城市的居民旅游都渴望重返大自然，返璞归真，
广大农村的农民朋友又渴望享受城市里现代的生活，了解现代文明和古文化历史的真谛，因此加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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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消费者人文旅游的观念，提倡文明旅游、人文旅游，对引导我们提高水平，提升层次，是有非常实
质的意义的，也就是提高了国民素质。
　　当前，中国旅游业正处于转型提升的战略的时期，加强旅游的研究，提升旅游产业的素质，提高
中国旅游业的形象，正需要社会各界广大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全社会的力量来对人文旅游理论
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为新世纪旅游业的大发展提供理论知识。
　　最后，我祝人文旅游的理论研究取得广泛的成果，祝这次人文旅游学术高峰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也祝在座的来自外地的许多朋友在绍兴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作者简介：李悦中，男，国家旅游局人教司司长。
本文据作者在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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