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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人类学教程》包括了仪式与旅游、探寻旅游中的“真实”、旅游中的族群认同、旅游中的
社会性别、旅游中的符号体系、游客的凝视与体验、旅游中主／客间的遭遇与互动、旅游与遗产、旅
游与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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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锐，男，四川自贡人，博士，教授，贵州省省级教学名师，中国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现任贵州民族学院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院长、贵州民族学院学科带头人、人类学首席硕导。
长期从事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民族文化学的教学与研究。
出版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近年来参加和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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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旅游人类学教程》导言
第一章 旅游人类学概述
　第一节 人类学视角与理论的引介
　第二节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背景与内容
　第三节 旅游人类学研究概况
　第四节 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方法与意义
第二章 仪式与旅游
　第一节 人类学仪式理论引介
　第二节 朝圣与旅游
　第三节 纳尔逊?格雷本及其旅游仪式沦
第三章 探寻旅游中的“真实
　第一节 旅游中的“真实性”理论
　第二节 旅游中的真实性研究
　第三节 旅游的“商品化”(Commoditization)
第四章 旅游中的族群认同
　第一节 少数民族旅游
　第二节 旅游中的族群认同
　第三节 纪念品作为族群认同的标示
第五章 旅游中的社会性别
　第一节 旅游中的社会性别研究概述
　第二节 旅游中的性观光
　第三节 旅游发展与东道主社会中的女性
　第四节 民族旅游从业者的社会性别差异
第六章 旅游中的符号体系
　第一节 符号理论引介
　第二节 旅游景物的符号学与符号叙事
　第三节 旅游消费中的符号指喻
第七章 游客的凝视与体验
　第一节 游客的凝视
　第二节 游客的体验
第八章 旅游中主／客间的遭遇与互动
　第一节 主／客间的遭遇与互动
　第二节 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涵化与变迁
第九章 旅游与遗产
　第一节 遗产的传统性与归属性
　第二节 旅游与遗产的关系
　第三节 如何在旅游中“消费”遗产
第十章 旅游与博物馆
　第一节 博物馆概说
　第二节 全球化、旅游与博物馆
　第三节 旅游：博物馆人类学的研究视野
　第四节 博物馆旅游的问题与压力
　旅游人类学的展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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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同样，文化是自然景观的精气神。
一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让庐山韵味悠长；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使桂林喀斯特
地形地貌有了灵气，引得游人流连忘返；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使得西湖游人如
织。
由于有文化的滋润，自然景观因此而灵动，或秀美隽永，或威武雄壮，让自然景观魅力倍增，更加妩
媚迷人。
从旅游体验层面上看，旅游过程实际上是文化的体验和享受。
因之，文化需求是旅游的根本动因。
大家知道，出行旅游有物质需求，但更深层次的则是精神文化需求。
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人们参观历史古迹，游览名山大川，体察风土人情，时刻都在触摸文化脉搏，感
知文化神韵，汲取文化营养。
人们到北京，登长城、看故宫，就是在品味中华文化的悠久与醇厚。
人们去海南，游历天涯海角，领略椰岛风光，最令人回味的其实是天人合一的心灵感悟和独具特色的
民族风情。
可见，旅游者出行最大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审美的情趣和精神的愉悦，异质文化圈中熠熠闪光的文化特
质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吸引旅游者的出游动力。
有人曾经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理想中的旅游终极目的是什么？
”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异域空间，主客之间，换句话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平等互动，相互尊重，
以敬畏自然的态度去感悟天地之灵气，从而获得畅美与愉悦，体会到和谐与休闲，感知到生境多样性
的价值以及文化多元的意义，应该是理想中的旅游终极目的。
因之，人的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感受，关系到旅游目的地的声誉。
文化环境、社会秩序、服务质量，给人留下的印象有时比秀丽的风光还要深刻。
很难想象一个缺少好客文化、环境脏乱、治安无序的地方，能够成为吸引人的旅游目的地，而文化的
力量则足以改变这一切。
另外，旅游作为跨时空的交往行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交流。
自古以来，旅游就与文化的传播相生相伴。
每一个旅游者，实际上是文化的传播者，是促进沟通交流的文化使者。
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改善，旅游在更大规模，更广范围展开，必然会促使各种文化的互相融通，展示
人类文明的多姿多彩，文化交流、文化认同、文化互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今后旅游
发展的必然方向。
最后，文化是推动文化旅游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推手和核心力量。
历史遗迹、文化遗产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社会文明的瑰宝。
在保护中开发，在利用中保护，是文化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的基本前提。
因此，当我们在开发旅游资源.设计旅游项目，开展旅游活动时就必须用文化的尺度考量资源的承载力
，做到合理、适度，实现旅游发展与文化保护的良性循环，建构起旅游依托文化，更要反哺文化共同
发展的理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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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人类学教程》为教育部专业重点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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