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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观看先于语言，正是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位置。
照相机、摄影技术的出现，全面改变了人类观看与被观看的方式，使观看与被观看的行为固化和物化
，并带有了公共性和社会性。
显然，摄影不是一个简单的机器操作，照片更多的是一个主动的意指行为的产物。
    摄影是现代旅行文化中最有意义的组成部分。
当今中国，摄影文化消费异常活跃，照相机镜头对准的地方往往逐渐演变为旅游地。
我国西部某些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保存完好的地方常常是摄影爱好者追捧的对象，一批新兴旅游地因
此孕育而生，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哈尼梯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发生了一个重大理论事件——“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其核心之一就是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人文地理学的分析体系中，强调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
过程对空间与地方的塑造。
    巴特勒（R．W．Bulter）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目前旅游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个成熟
理论之一，但围绕该理论进行的已有研究多是针对某一成熟旅游地（如发展期、巩固期和停滞期）而
言的，很少有学者关注旅游地演进的初期阶段。
更确切地说，很少有人针对“为什么一个地方会发生旅游现象”、“一个普通的地方如何逐步发展成
为旅游地”等问题进行研究。
客观事实是：在旅游地发育初期阶段，外来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文化与经济背景常常是反差最大的。
作为我国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由摄影地发育而来的新兴旅游地——元阳哈尼梯田，其所代表的传统农耕
文化，与摄影游客所拥有的现代工业文化之间，就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反差如何表现、如何解决，
都将给旅游地今后的发展带来深刻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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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1.1.3　摄影、旅游与元阳梯田：—个应有的学术关照　　人
文地理学理论的文化转向提示我们应该重视对地理现象的文化研究，转型期的西部旅游地开发面临经
济和文化的双重考验。
一个与西部旅游、现代审美和文化消费都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形式——摄影就理应成为有价值的研究
主题。
原因有三：　　其一，摄影已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照相机生产国和消费国，每年有700万台照相机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被消化，
全国每年用于摄影消费的总额也已达到100亿人民币之多。
摄影，这个曾经一度只属于少数艺术家“把玩”的高雅活动已成为当代中国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的
日常休闲娱乐活动。
　　其二，旅游与摄影根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这场国民“玩摄影”的热潮中，无论是从大众传媒，还是人际交流，甚或网络传播内容来看，“外
出采风”、“体验生活”、“摄影发烧友”、“中国公认最美丽的地方”、“最谋杀菲林的地方”等
话语都与“探险”、“徒步”、“自驾车旅游”、“背包客’，等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黄金周
摄影团”、“最佳旅游摄影路线”等更是旅游地最好的营销用语，这一切都表明“色友”（摄友）与
“驴友”（旅友）俨然就是当今大众消费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联姻”之一。
在发烧友走南闯北的挖掘下，中甸、稻城、帕米尔高原、丹巴、珠穆朗玛峰、喀纳斯湖、黔东南苗寨
等一系列大西部的旖旎风光和绚烂文化都纷纷被挖掘出来（蒋坚等，2004）。
但凡照相机镜头“攫取”过的秘境和胜景，那些喜欢探险、追求个性消费和时尚的所谓先锋游客也会
很快跟进，一个新兴旅游地也随之开始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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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研究采用英国学者约翰·厄里（John Urry）于1990年提出的“旅游凝视”（tourist gaze）这一概
念作为理论分析工具，以摄影这一“旅游凝视”的有形化表现作为研究进路（approach），以图像表
征（摄影照片）为研究重点，综合应用了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
究方法和理论，从共时态的（synchronic）和历时态的（diachronic）研究视角，从元阳梯田旅游地的
现有发展态势中分离出旅游者的凝视、当地人以及政府三个核心要素，分别阐述这三者在元阳梯田旅
游地发育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和相互作用，并从中抽象出审美文化、消费文化对旅游地建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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