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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旅游文化》是新世纪高职高专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编的旅游与酒店管理类课程规划教材之一。
本教材主要内容包括旅游山水文化、旅游建筑文化、旅游园林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民俗文化、
旅游饮食文化、中医文化、旅游与中国文学艺术、旅游与工艺美术文化、武术文化等。
　　中国旅游文化是高职高专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掌握中国旅游文化的基本知识对于旅游
行业的从业人员具有重要意义和实用价值。
本教材符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适应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本教材在编写过程
中，不是按学科体系的要未来安排内容，而是围绕着职业教育，着重强调职业岗位的针对性，按照适
应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和能万结构来确定，以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为目标，遵循学生的认知
规律，增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对理论的要求以“够用”和“实用”为度。
以深入浅出、生动实用为指导思想，突出高层次性、职业性和新颖性的特点。
同时，在把握理论科学性、先进性的同时，将理论进行变通，体现出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就
是引导学生既要掌握知识，又要学会如何去应用知识，做到学以致用。
　　2.本教材在内容上力求简洁，理论部分通俗易懂，符合高职高专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学习特点。
本教材在内容选取与结构安排方面，均本着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将知识内容分解为了解、理
解、掌握几个层面，对每个层面提出了不同的教学要求。
这样既符合不同区域、不同专业方向学生的选择和使用，又符合高职高专学生学习的心理特征。
　　3.本教材在体例编排及版式设计上，力求形式新颖、图文并茂，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使其在兴趣中学到知识。
同时，本教材中穿插了一些阅读材料，以开阔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课堂知识。
　　本教材既可以作高职高专旅游管理专业和旅游类其他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作为自学考试、成人教
育、旅游业从业人员在职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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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风水学中所说的理想环境应该是背靠祖山，左有青龙、右有白虎，二山相符，前景开阔；远处
有案山相对，有水流自山间流来，呈曲折绕前方而去；四周之山最好有层次，即青龙、白虎之外还有
护山相拥，前方案山之外还有朝山相对；朝向最好坐北向南。
如此，即形成一个四周有山环抱，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良好地段。
这样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用现代科学观来分析，无疑也是一个很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背山可以阻挡冬季寒风；前方开阔可得良好日照、纳夏日凉风；四周山丘植被既可供木材、燃料，保
持水土，也能形成适宜的小气候；流水既可保证生活与农灌使用，又可蓄水养殖。
风水对气候、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各建筑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古代的
建筑环境学、城市生态学。
三、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体系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采用木构架结构，建筑物的重量是由构架承受的，
屋顶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重量用的。
人们常用“墙倒屋不塌”这句话来形容古代木构架建筑的特点。
这种结构，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气候条件下，满足生活和生产所提出的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
同时，由于墙壁不承担房屋重量，门窗设置有极大的灵活性。
木构架式屋顶和屋身部分的骨架，基本做法是以立柱和横梁组成构架，四根柱子组成一“间”，其原
理和搭积木差不多，将四根柱子竖起来，加上屋顶，变成了一问房屋的雏形，而一栋房子由几个这样
的“间”组成。
屋顶部分也使用类似的梁架重叠，逐层缩短，逐级加高，柱上承檩，檩上排椽，构成屋顶的骨架，也
就是屋顶坡面举架的做法。
中国古代木构架有抬梁式、穿斗式和井干式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
1.抬梁式抬梁式也称叠梁式，最晚在春秋时代已经初步完备，宋《营造法式》中就有详细的介绍。
就是屋瓦铺设在椽上，椽承在檩上，檩承在梁上，梁架承受整个屋顶的重量再传到木柱上，就这样一
个抬着一个。
抬梁式构架的好处是室内空间很少用柱，甚至不用柱，结构开敞稳重，屋顶的重量巧妙地落在檩梁上
，然后再经过主立柱传到地上。
这种结构用柱较少，由于承受力较大，柱子的耗料比较多，流行于北方。
一般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中常采用这种结构方式。
抬梁式构架所形成的结构体系，对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为现代建筑的发
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
2.穿斗式穿斗式又称立帖式，直接以落地木柱支撑屋顶的重量，柱间不用梁而用穿枋联系，以挑枋承
托出檐。
穿斗式结构柱径较小，柱间较密，应用在房屋正面会限制门窗的开设，但应用在房屋的两侧，可以加
强屋侧墙壁的抗风能力。
其用料较少，选用木材的成材时间也较短，选材施工都比较方便。
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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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旅游文化》由王勇、吕迎春主编，是新世纪高职高专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编的旅游与酒店管理类
课程规划教材之一。
本教材主要内容包括旅游山水文化、旅游建筑文化、旅游园林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民俗文化、
旅游饮食文化、中医文化、旅游与中国文学艺术、旅游与工艺美术文化、武术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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