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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日从报刊获悉，我国的旅游业2006年的年产值超过10000亿人民币。
此一行业的从业人员，数以百万计，参与旅游的各色人等，则多达数亿，旅游业成为国家体量最大的
产业之一，成为引发地区间、国际间人员流徙、互动的最大行业，这在十年、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
然而，无论旅游业经济效益如何高度增长，其文化内涵却不但不会被掩盖、淡化，反而正在被深度开
掘、广为弘扬，这并非少数专家鼓吹的结果，乃是由旅游业的属性使然，这在旅游主体、旅游客体、
旅游媒体三方面都有鲜明体现。
旅游主体（旅游者）总是在特定的文化心态支配下从事旅游的，获得某种文化满足，是旅游者的共同
追求，故对于旅游者而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旅游总是一种文化行为；至于旅游客体，都是文化
创造物，长城、故宫之类的人文景观自不待言，华山、漓江之类的自然景观，也莫不是天工塑造与人
心感受双向互摄的产物，拥有美感的人，才有探寻泰山之壮美、西湖之柔美的旅游行为，这当然也得
自文化之赐；旅游媒体（交通工具、驿站旅舍等）乃文化成果，透露着文化信息。
旅游既然是文化行为、文化产物，从文化视角探讨中国旅游的发展历程，便是旅游研究的题中应有之
义，这无论从学科建设而言，还是从提升旅游业文化自觉的实际需要而言，都甚有必要。
然而，以往尚少见从文化角度铺陈展开的旅游学论著。
令人高兴的是，马勇教授与余冬林君、周霄君注目于此有年，置于我们案头的数十万言的《中国旅游
文化史纲》，便是他们潜心撰构的从文化史视角探究旅游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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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旅游文化史纲》以独特的视角和谨严的态度重新阐释和审视了中国旅游的发展历程，并力求揭
示各种旅游现象的文化意蕴和探索旅游文化变迁的内在规律。
这种创新和尝试，为中国旅游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并利于将其引向深入，同时亦使传统文化的基
本面貌在旅游事象的阐述中得以较为清晰地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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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第一章　旅游文化的滥觞　第一节　文化的萌生、发展与“和而不同”  　第二节　滥觞时期
的旅游文化事象    一、神秘渺茫的远古游踪    　（一）原始先民的山林生存之旅  　  （二）氏族部落
的追寻芳草地之旅　    （三）传说中的帝王辟地探险之旅    二、人文日新的夏商西周旅游  　  （一）
商旅肇始：肇牵牛车远服贾    　（二）帝王淫游与民间风情之游　    （三）《易经》：三代旅行之宝
鉴    三、走向自觉的春秋战国旅游  　  （一）践礼之旅：朝聘之旅与“秦晋”之旅    　（二）游娱之
旅：游猎之旅和观光之旅　    （三）文化之旅：游学之旅与游说之旅　第三节　滥觞时期的水陆交通
和驿站馆舍　第四节　滥觞时期的旅游观念和旅游文学第二章　旅游文化的勃兴　第一节　文化的“
大一统”和多元走向　第二节　勃兴时期的旅游文化事象    一、气象闳阔的秦汉旅游  　  （一）隆重
的封禅巡游之旅    　（二）恢弘的壮行之旅　    （三）悲壮的宦游之旅    二、旷达风流的魏晋南北朝
旅游  　  （一）慷慨悲凉的羁旅征戍    　（二）旷达超逸的玄游　    （三）方兴未艾的仙游和释游　
第三节　勃兴时期的水陆交通和驿站旅馆　第四节　勃兴时期的园林建造和景观开发　第五节　勃兴
时期的旅游观念和旅游文艺第三章　旅游文化的隆盛　第一节　文化的“有容乃大”和泽被亚欧　第
二节　隆盛时期的旅游文化事象    一、独具特色的隋朝旅游    二、朝气蓬勃的唐朝旅游  　  （一）恩
泽天下的封禅之旅　⋯⋯第四章　旅游文化的新变第五章　旅游文化的穴结第六章　旅游文化的转型
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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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旅游文化的滥觞第一节　文化的萌生、发展与“和而不同”中国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场与社
会场中创造出来的。
所谓“自然场”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赖以依托的自然环境，又称地理环境。
所谓“社会场”是指人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结成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可大致分为经济环境和制度
环境两个方面。
社会经济环境包括工具、技术和生产方式等。
社会制度环境则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和制度等结合而成的体系。
中华民族栖息生养于北半球的东亚大陆，这里领域广大，腹地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
候条件复杂多样，这种恢弘的地理环境是其他多数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
我国先民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创了独具风格、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从世界范围而言，确定为人类祖先的古猿有森林古猿、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等。
在我国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禄丰县石灰坝等地，先后发现距今约800万年以上的腊玛古猿化石。
南方古猿中的纤细种被认为是人类的直接祖先，我国湖北建始县、巴东县，广西南宁市都曾发现可能
属于南方古猿的牙齿化石。
以上迹象表明，中国是古猿生存栖息并最终完成向人类演进的重要地区。
从古猿到人的进化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
第三纪的造山运动导致了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迫使原来生活在茂密森林里的古猿经常到地面上觅
食，从而加速了手足的分化，逐渐习惯于用后肢直立行走，用手握取木棒、石块等天然工具来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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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教授、九江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研室主任余冬林和武汉工业
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霄共同撰写完成，自酝酿构思至修改定稿，历时三年有余。
其间，三位作者通力合作，常相聚切磋，其乐融融。
为追寻古人游踪，体验其旅游心迹，我们遍访七大古都，登临三山五岳，实地考察了众多的旅游城市
和名胜景点；为获取丰富的资料，尽力拓展研究视野，我们多次前往北京国家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
、武汉市图书馆和许多大学的图书馆，甚至远赴港澳台地区查阅各类典籍史料。
显然，这些努力对于撰写一部纵贯数千年的中国旅游文化通史是微不足道的。
而且，这种通史的撰写目前尚无先例可资借鉴。
因此，这部作品中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此之谓“初生之物，其形必丑”。
不过，若能抛砖引玉亦足以偿献拙之愿。
望着即将付梓的数十万字书稿，不免感慨万千。
刘勰在《文心雕龙。
神思》中论写作甘苦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此于我心有戚戚焉！
同时，奔涌而来的是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因为此书的问世实在离不开许多前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和真诚鼓励。
首先要感谢著名文化史专家、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审阅书稿并作序；感谢
国家一级美术师、原《芳草》杂志美术编审黄河清先生为本书配画插图。
两位先生的点睛之笔，使拙作气象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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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旅游文化史纲》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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