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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旅游文化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深入浅出的论述。
共分为十章，包括：旅游文化学的基本理论，旅游体验文化，旅游消费行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文化
，旅游环境文化，旅游产品文化，旅游经营文化，旅游文化建设，旅游文化研究评价，旅游文化研究
的热点及发展趋势。

　　本书适用于旅游管理及相关专业的本、专科学生，也可供相关从业人员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化学导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旅游文化学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旅游文化的内涵及本质
  第二节  旅游文化研究的对象和性质
  第三节  旅游文化研究的方法和任务
第二章  旅游体验文化
  第一节  旅游体验文化概述
  第二节  旅游体验文化的价值
  第三节  旅游体验文化中的审美愉悦
第三章  旅游消费行为文化
  第一节  旅游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关系
  第二节  中外传统文化的差异及其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
  第三节  旅游者非理性消费行为
第四章  旅游资源开发文化
  第一节  旅游资源的文化特征
  第二节  自然旅游资源及其文化内涵
  第三节  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第四节  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文化模式
第五章  旅游环境文化
  第一节  旅游环境文化内涵
  第二节  旅游环境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第三节  旅游环境文化建设
第六章  旅游产品文化
  第一节  旅游产品的文化特征
  第二节  旅游产品文化功能的可持续开发
  第三节  现代旅游规划中的文化
第七章  旅游经营文化
  第一节  旅游经营文化在旅游文化研究中的地位
  第二节  旅游经营文化与传统文化
  第三节  旅游企业经营文化
  第四节  旅游地经营文化
第八章  旅游文化建设
  第一节  旅游文化建设的意义
  第二节  旅游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
  第三节  旅游文化建设优化工程
  第四节  大众传播与旅游文化建设
第九章  旅游文化研究评价
  第一节  国内外文化旅游比较研究
  第二节  文化旅游资源评价研究
  第三节  文化旅游产品评价体系研究
  第四节  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量化评价方法及实证研究
第十章  旅游文化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
  第一节  旅游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
  第二节  对当前旅游文化研究的评价和反思
  第三节  中国旅游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化学导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化学导论>>

章节摘录

　　旅游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旅游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关于
旅游的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
它揭示了旅游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的发展在遵循经济规律、生态规律的同时，还必须
遵循文化规律。
从广义上说，它是一门从文化方面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发展规律的学问；从狭义上说，它研究的是在现
行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过去所创造的旅游文化遗产，如何创造具有时代精神和
地域特色的新旅游文化的问题。
　　1.旅游文化属于社会文化　　旅游文化属于社会文化的一种，它具有一般文化的共同属性，但更
具有独特的个性。
　　（1）共性　　从共性上看，它和一般文化一样，由人创造，普遍存在着人为现象，包括物质财
富如衣着服饰、生活设施，以及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同时也有人类文化象征物如语言
、遗迹、雕塑等。
旅游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共性主要表现为地域性、承袭性和交融性。
　　①地域性就是指地域差异性。
美国学者爱尔伍德在《文化进化论》一书中提出自然环境说理论。
其核心思想是，人类的文化像树上的果实一样，依照气候和其他地理条件而产生。
东西方这两个不同的地域就孕育了千差万别的文化。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透彻地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
息为本位。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
”这种地域性文化形成的社会环境的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环境，民族分布的地域性又是文化地域性形成
的原因之一。
正是这种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构成了旅游吸引物的魅力，从而促进了国际旅游的发展。
　　②承袭性即文化的继承性。
一种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在特定群体中代代相传。
继承下来的文化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如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饮食文化，经过几千年发展演变，逐渐形
成的烹、炒、煎、炸、炖、煮、酱、腌、炙、溜、熏、烤等多样化的烹调手法；也包括精神层面的，
如价值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民族性格，通过潜移默化的内化过程沉淀于潜意识底层。
文化的承袭性使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今天，旅游者能够领略不同地域千差万别的文化景观，就有
赖于文化的这种特性。
实际上，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和情感模式的承袭性，不仅在于沿袭，更重要的
在于变化和演进。
比如我们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分为原始文化、农业文化和现代文化三个阶段。
分别代表原始社会、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特征，这种文化的变化和演进在旅游过程中是随时可以感
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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