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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江流域道教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基于文化线路视角》在大量考察、调研、查阅资料的基础
上，参照国际上对“文化线路”的界定标准，对长江流域道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形遗产资源要素
、无形遗产资源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并对长江流域道教文化线路遗产资源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展开系统
的论述，期望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展示长江流域这条极具特色的沿线文化带。
《长江流域道教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基于文化线路视角》研究的主要内容：　　1、文化线路视阈
下长江流域道教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脉络研究。
通过对道教在长江流域传播与发展脉络的梳理，分析其作为文化线路所具有的时间、空间和文化功能
等特征。
2、文化线路视阈下长江流域道教文化遗产有形遗产资源要素分析。
通过对沿线道教宫观、名山的介绍分析，展示长江流域道教文化丰富的有形遗产资源。
3、文化线路视阈下长江流域道教文化无形遗产资源要素分析。
主要从道教生活印痕、道教节庆活动、道教文学、道教艺术、道教建筑、道教医术等方面展开分析。
4、长江流域道教文化线路遗产价值分析。
主要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生态伦理价值、旅游价值等展开研究。
5、长江流域道教文化线路遗产资源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
根据长江流域道教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开发现状，结合文化线路理论，提出长江流域道教文化遗产保
护和旅游开发的构想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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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世菊，女，1967年10月生，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中南民族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旅游管理专业
硕士生导师。
现主要从事旅游文化及其开发的研究。
出版著作《紫气清风——长江流域的道教》，先后公开发表《道教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对策分析》、《
道教旅游文化及其开发略论》等论文30余篇，参与编写著作5部，主编教材1部。
成果获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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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线路最初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而提出来的，学者们较少研究文化线路产生的经济效应问题，
但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研究的目光投向文化线路与旅游发展上来。
托弗·奥利弗（2004）以爱尔兰为例，探讨了文化线路与旅游者的体验之间的关系，他通过一系列的
图表发现，文化线路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因而要加强文化线路的保
护工作，以建立一个很好的旅游目的地形象。
马琳·劳伦斯（2007）提出了文化线路旅游的经济重要性，认为这是某些国家和地区能够脱贫的一个
好办法，并认为文化线路旅游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好工具，他将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昆士兰遗产
步道和哈德良长城作为案例，介绍其背景、发展旅游的模式与计划，分析这些文化线路的制度结构，
以及它们如何针对旅游者的需求进行管理与营销，他认为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对文化线路旅游的尝试是
成功的，这些国家最初的宗旨是为维护文化遗产，而不是为了经济效益，但后来的旅游业发展出乎意
料。
而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不同，他们从最初就是为了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效应，忽视了文化线路本身的保
护，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发展中国家应在以保护为前提的条件下进
行文化线路旅游开发，采取整体开发策略，这才能真正成功地发展文化线路旅游。
马琳·劳伦斯的观点很值得参考和借鉴。
到目前为止，文化线路旅游仍然是一个新名词，相信，文化线路及其旅游开发利用的研究仍将是今后
一段时间内国外学者？
们关注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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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江流域道教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基于文化线路视角)》由卢世菊所著，本书在大量考察、调研、
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参照国际上对“文化线路”的界定标准，对长江流域道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
形遗产资源要素、无形遗产资源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并对长江流域道教文化线路遗产资源的保护与旅
游开发展开系统的论述，期望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展示长江流域这条极具特色的沿线文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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