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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建国等的《旅游传播论》作为学术著作呈献给读者哪些有新意的东西呢？

其一，初步构筑了旅游传播理论体系。
其二，独立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本书认为实物传播不需要符号，实事传播需要非符号与符号的混合使用，符码传播则属于纯符号传播
。
另外一些有价值的观点集中在关于旅游传播的特征探讨方面。
此外，本书关于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以及他的文化散文中存在的“天人感应”观念问
题的探讨，也是新的视角和新的见解。
其三，概括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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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旅游学所说的涵化是指旅游过程中一切由文化接触所引致的社会文化变迁。
涵化可以有同化、整合等方式。
同化是一种文化被强势文化所遮蔽并与强势文化相适应。
整合是原有文化保持了其某些特征又吸收了异文化因素，两种文化融为一体。
涵化的结果是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缩小。
从某种意义上说，跨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冲突是涵化的一种特殊方式，而文化融合才是涵化的通常和理
想的方式。
（二）跨文化旅游与文化冲突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始自哥伦布，当哥伦布进入美洲时，就与古巴和
海地当地土著发生了冲突。
法国著名旅游学家罗贝尔·朗卡尔指出：“旅游者在与接待地区居民相遇时，会意识到各种价值体系
的不同、甚至相互对立。
旅游通过个人之间的实际相遇，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冲突，一种社会的冲突。
”这种冲突并不总会发生，但文化差异越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文化冲突也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一种特殊方式。
跨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冲突并不少见。
比如，据德新社惠灵顿2005年12月9日报道，一名参加传统欢迎仪式的毛利文化表演者用头撞向一名荷
兰游客并撞断了他的鼻子，因为他认为该游客在嘲笑自己。
双方为此对簿公堂。
通常，在这种仪式上，导游会请游客捡起放在脚下的一根羽毛或树枝，以此表明自己的来意是友善的
。
原告一方在当地法庭上说，当时，荷兰人约翰斯·谢弗斯在新西兰罗托鲁阿某民俗村庄里代表一个160
人的参观团对毛利人回礼。
曾有人提醒谢弗斯任何笑的表示都会被毛利人视为不敬，但是，在仪式的最后部分，谢弗斯“无意中
露出了紧张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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