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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编写《淄川旅游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两个问题：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如何？
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有何不同？
文化与旅游密不可分，并相互促进。
旅游是文化的平台，而文化是现代旅游的灵魂。
可以说，没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是没有生命力的旅游，旅游只有与文化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出其强大、
持续的生命力。
旅游与文化“联姻”已成为现代旅游发展的新趋势之一。
在探讨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时，我们还经常谈到“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这两个概念。
文化旅游是旅游的范畴，一般来说，它是相对自然山水旅游而言的。
自然山水旅游主要是欣赏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而现代旅游者已不满足于单纯的对自然景观的观光游
览，了解并感受旅游地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已成为他们普遍的需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旅游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深入挖掘旅游区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旅游产品就成为现代旅游业的共同行为。
旅游文化是文化的范畴，它是在旅游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旅游文化的外延相当宽泛，既涉及民族宗教、园林建筑、民俗娱乐、自然景观等旅游客体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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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是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聊斋文化旅游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由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部分教师和淄博市社会文化工作者组成的研究团队，经过两年多的潜心研究
，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课题研究报告《充分挖掘聊斋文化资源促进淄博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发表于2007年第4期的《东岳论
丛》。
为了深化课题研究，推广研究成果，淄川区委区政府和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合成立了《聊斋文化
旅游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委员会，并提供了资金支持。
一百余名专家学者、大学教师和社会文化工作者，在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创新，精心梳理
编排，《丛书》终于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丛书》的编撰和出版，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快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淄博市委市政府关
于建设经济文化强市战略部署的具体举措，也是对淄川地区历史文化的一次全面梳理和彰显。
本丛书立足淄川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从聊斋文化、风光名胜、民间故事、民间艺术、陶瓷文化、
旅游文化等六个方面对淄川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进行了归纳梳理，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了
淄博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和丰富内涵，彰显了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打牢聊斋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文化基础条件，提高淄川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促进淄博市乃至山东省的文化强市、文化强省建设，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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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烈士纪念馆】为了纪念发生在1942年的马鞍山抗日保卫战，1945年7月，博山县政府修建了抗
日烈士纪念碑；1970年，淄川区人民政府修建了烈士祠堂和事迹展览馆。
2003年，淄河镇党委政府为适应新形势下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需要，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
设，在各级领导、市区人大代表及有关部门的关怀支持下，决定修建马鞍山抗战纪念馆和纪念碑，
于2004年6月建成并向游客正式开放。
纪念馆为环廊式建筑，分为上下两层，总建筑面积400平方米，上层四面墙壁镶有马鞍山抗战宣传画，
下层墙面为40平方米的马鞍山战斗大型油画，侧面为冯毅之全家六烈士雕塑。
纪念碑呈“三八式步枪”状，高11．9米，代表着时间，马鞍山抗日保卫战发生于1942年11月9日。
原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为马鞍山抗战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该建筑掩映于苍松翠柏之间，气势宏伟，庄严肃穆，为弘扬革命传统主义教育谱写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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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淄川区委、区政府和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领导对本书的编写高度重视，他们多次邀请专家召开研
讨会，就本书的编写给予我们指导和帮助。
本书从提纲的确定到具体内容的选取，都凝聚着很多领导和专家的辛勤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
感谢！
淄川区文化旅游局的领导协调淄川区各乡镇文化站和其他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议，为我们收集淄川
文化旅游的相关资料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在此向淄川区文化旅游局的各位领导及旅游科、文化科的工
作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淄川各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毫无保留地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淄川文化旅游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和图片资
料，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感谢！
还要特别感谢的是淄川农业局的张清林老师，他为我们提供了多幅宝贵的图片。
由于时间仓促，有些图片的出处我们没来得及一一核对，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前辈海涵！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聊斋文化旅游丛书（全套共六册）>>

编辑推荐

《聊斋文化旅游丛书(套装全6册)》：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聊斋文化旅游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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