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旅游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503828102

10位ISBN编号：7503828102

出版时间：2002

出版时间：中国林业出版社

作者：喻学才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化>>

内容概要

《旅游文化》内容包括：世界旅游文化概览、中国旅游文化的演进历程、旅游主体与旅游文化、中国
旅游主体的文化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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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大概因为累祖和修都是人民崇拜的远古旅行家，每当人们远行时便祭祀他们，其用意不外乎“
求道路之福”。
    在中国古代，这种出门远行祭祀旅游神的活动，大量见于历代文史书籍。
例如，《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越王勾践，五年五月，与大夫文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
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
”《文选·荆轲歌序》：“丹(燕太子丹)祖送于易水上。
”大体说来，祖送的内容为先祭旅游神，然后进行告别宴会。
    近半个世纪来，欧美学者经过大量的研究，认为《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黑齿国”即今之墨西
哥。
60年代初湖北荆门县出土的战国铜戚上的中国珥蛇舞人像，同秘鲁绣有海神像的地毯图案完全一样。
《山海经》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北美东部地区也作了描写。
若然，则先民们的远游就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了。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    夏代的旅游资源，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文字资料除了《尚书》
《史记》几部古书中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外，还有一条谚语值得一提。
谚云：“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豫”也是“游”的意思。
这条夏代谚语由于孟子的征引而被保存下来。
赵岐注：“言王者巡狩观民，其行从容，若游若豫。
豫亦游也，游亦豫也。
”文意谓老百姓好久不见自己的君主出游了，他们中有的春天没有种子，有的秋天吃不饱肚子。
从前君主按时巡视，小民不至于饥寒。
而现在却久久不见君王的影子。
言下之意，有责怪君王不关心人民的意味。
夏、商、周三代的帝王旅游，一般叫“巡狩”，或者叫“游豫”，或者叫“游夕”，意思都是一样，
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政治活动。
夏商时期的商业旅游、学术旅游乃至域外旅游，由于史料缺乏，暂时还无法讨论。
但商代车工已经能制造相当高级的两轮车，车轮有辐条，结构精致华美。
    到了东周，礼崩乐坏，王纲解体。
大批周天子身旁的文化人离开中央，分别投奔诸侯。
《论语·微子》篇记载了当时中央音乐家的去向：“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
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壤入于海。
”这不过是当日官学下移的一个缩影。
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士阶层。
由于诸侯争霸，周天子无力控制局面。
士阶层因此显得异常活跃。
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不过是春秋战国时期众多策士中声望卓著的几个。
知识分子朝秦暮楚，奔走不暇，所谓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恰是当日士阶层奔竞形象的写照。
这应该是中国旅游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因为在此之前，旅游者主要是帝王。
而此后，像苏秦、张仪这样出身寒微的人，像孔子这样没落的贵族，乃至他们的出身各异的弟子，都
加入到旅游队伍中来了。
当然，那时的旅游，主要目的还不在欣赏娱乐，而是审时度势，致身卿相。
但是，大量的旅游实践和审美感受，也促使他们的旅游带上审美的色彩。
其中不少旅游哲学见解，对后世中国的旅游文化还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这在《论语》《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列子》等先秦子书中，可谓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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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两代的旅游接待设施，因文献难征，不得而知。
周代的旅游接待设施。
已经相当普遍了。
《周礼·周官》上说：“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
”并且形成“宾至如归”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传统。
    夏、商、周三代最大的且有文字记载的旅行家，当推夏禹和周穆王。
夏禹的旅游当然是治水的附产品。
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急人民大众之所急的圣贤胸襟，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
印象。
穆王姓姬名满，是西周王朝第五代国君。
史书上说他在位55年，天性好游，发下宏愿，要使天下都布满他的车辙马迹。
反映他旅游生涯的书叫《穆天子传》，是他的十名随行史官秉笔直书的实录。
    周朝对旅游理论思考得最深刻，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儒家的孔子和道家的庄子、列子。
孔子提出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说和“父母在。
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近游观。
庄子提出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和“既雕即凿，复归于朴”的崇尚自然的旅游观。
《列子》书中提出了“人之游也观其所见，我之游也观其所变”的尚变的旅游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内
游理论。
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三节  秦汉时期    一、秦代的旅游文化    在秦王贏政并吞宇内、威震八荒之前，在
我国东南沿海诸侯国齐、燕等地方士阶层已开始形成。
他们大概是被海市蜃楼所迷惑，一心寻找海上仙山，企求不死之药以之化去人生苦短的烦恼。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迷上了长生术。
为了寻海上仙山的不死之药，秦始皇派出了许多方士四出考察。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叫徐福。
“福”也可写作“市”。
始皇二十八年，他上书称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上有不死之药。
请得数千名童男童女乘船人海，一去不复返，徐福为江苏赣榆人。
7～8世纪随着中、日文化交往的频繁，日本文献中关于徐福的记载很多。
日本人将其尊为农神和医神．秦始皇自己则把古老的巡狩制度继承下来，作为了解下情，巩固统治的
策略。
另一方面，在巡狩的同时，还加进了寻求长生之药的求仙内容。
这一点是他和此前历代帝王巡狩的最本质的不同。
不过，应该说明的是，秦始皇为了巡狩的需要，大规模地扩建道路，建设行官，这对发展旅游应该说
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派出大量方士寻幽访胜，目的虽然是寻求不死之药，但客观上却有利于山水自然景观的发现，特别
是对大海景观的发现。
    二、汉代的旅游文化    汉武帝与秦始皇惊人的相似。
他一生也巡狩和求仙并重。
不过，汉武帝的开拓精神比秦始皇更强烈。
汉武帝时对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武装反击，张骞的西域探险，司马相如的西南夷之行，司马迁为撰
写《史记》而游历全国，这些共同构成了这一鼎盛时代的旅游特点。
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骞的西域之行和司马迁的漫游活动。
前者是有政治目的的探险旅游，而后者则是比较典型的学术考察旅游，这是划时代的进步。
特别是司马迁的读活书式的漫游方式对后世中国学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至为深远，“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旅游文化传统实肇于他。
    在汉代，由于中外交往频繁，旅游身份证的使用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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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身份证称“过所”。
在《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637号上，就保存下了一份“过所”的原文：“月支国胡支柱，年四十九，
中人，黑色。
”第700号“过所”上写着：“异，年五十六，一名奴；髭须，仓白色，著布裤褶。
”在与其共出的“过所”中有一件写明是由敦煌太守签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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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如果说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旅游业的起步阶段，那么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将是中国旅游业蓬勃
发展的时期。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旅游业完成了由外事接待型向服务产业型，由旅游资源大国向亚洲旅游大国的
历史性转变。
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或者花更多一点时间，中国旅游业将完成由亚洲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历
史性跨越，从而实现成为世界最大旅游接待地的宏伟目标。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积淀有丰厚的旅游文化底蕴，但过去它只是
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形态而存在。
古代的所有旅行、旅游活动，都只具社会文化意义，较少经济的成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也有国际旅游，但由于战乱频繁而并未顺利成长为一种产业。
最近20年来，中国的旅游却是以全新的产业化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对于我们这个虽然有着悠久的旅游传统却缺少旅游产业化经验的国家而言，全国性发展旅游业真是开
天辟地第一回。
    首先，我们需要在旅游产业化的制度层面上和国际社会诸旅游大国接轨，否则我们将无法融入到全
球大市场中去。
20年来我们的旅游产业发展过程就是一部不断挣脱计划经济的桎梏，同时又努力和国际旅游市场经济
制度接轨的历史。
其次，我们需要在旅游产业化的物质层面上和国际接轨，即旅游产业化所必须的旅游设施应遵循国际
惯例。
否则我们将会遇到“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式的麻烦，以致拒人于千里之外。
第三，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旅游从业人员，来推动中国的旅游产业。
否则我们将会毁掉祖先留下的资源，失掉改革开放争得的市场。
因此，在中国，旅游教育便十分自然、十分紧迫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般人会认为通过高等旅游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从业人员十分重要。
其实，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主抓旅游产业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国民，特别是旅游景区内的国
民，都有自觉接受旅游教育的义务。
《儒林外史》上说，南京城连挑大粪的人身上都有六朝烟水气。
可见一个普通公民的素质如何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旅游景区的对外形象，或日旅游地形象。
所以普及旅游知识，提高从业水平，惟其如此，中国丰富灿烂的旅游资源才会最大限度地得到科学维
护和永续利用，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才会最大限度地走向世界并得到史无前例的弘扬。
    也许有人会问：新千年伊始，旅游教育又有何新特点呢?答日：2000年中国旅游业最大的变化是国内
旅游迅猛发展，增长速度令世人惊诧。
今年五一节7天假日内，全国范围接待旅游者4700万人次，旅游收入181亿美元。
近5年来，全国已有24个省市将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先导产业来发展。
旅游开发规划热和国内旅游热，加上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缘，势必给旅游教育打上新的时代烙印，这
就是全民旅游教育时代的来I临。
    奉献在您面前的这套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系列教材就是以服务全民旅游教育为宗旨的旅游知识读本。
本套教材包括《旅游概论》、《旅游文化》、《旅游经济》、《旅游资源》、《旅游英语》、《旅游
规划》、《旅游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旅游心理》、《旅游客源地》、《旅游市场营销》
、《旅游法规》等。
    本套教材致力于贯彻科研成果应用化和教学心得理论化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意识培养和创新能力训
练相结合的原则；基本学科原理和行业、产业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考虑到旅游学科边缘性强的特点，还致力于贯彻文理工管互相渗透的原则。
    本套教材立足于总结学科发展轨迹这样一个高度，对本世纪人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
从事旅游业和旅游教育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综述性扫描，力求给读者展现一幅全景式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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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本套教材注重大信息量和大众化风格的追求。
同时，参考借鉴了欧、美国家经典教材的成功经验，并力争在编写体例上有所超越。
特别是在内容安排和案例引用上避免了地方性局限，以满足全国范围内各区域、各层次的读者要求。
    自然，我们也十分清楚，由于旅游学科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尚觉薄弱，而实际操
作应用又需求过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本身水平的局限，这套教材离我们所期望的目标还有距
离，离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要求更有差距。
我们诚挚地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正。
我们也将密切关注旅游产业、旅游科研和旅游教育的每一步新进展，并通过修订增补，使这套教材不
断完善和充满生命力，从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世界旅游大国这一宏伟目标贡献绵薄之力，为全民
旅游教育做一点基础性工作。
                                                                  喻学才                                                    2000年8月于东南大学旅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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