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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仲夏之际，好友戴斌先生将一部即将付梓印行的书稿寄我，嘱我赠数言以为序。
虽然此前也曾应人之邀作序，但盖不出学术之范畴。
而此番是要为戴斌君一部有关学问心性的随笔作序，终于令我颇费踌躇。
套用曾巩的一句话说：“予之知君，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
”又且以戴斌君在旅游学术界的影响而言，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
与戴斌相识十数年来，过往频频，于觥筹交错之外，每当论及学问人生之事，亦颇有会心知意之妙。
正是这种情感关系和身份顾虑，使我倍感此序之难为，于是也就拖延至今。
    细读戴斌的《语·路》，感觉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感觉颇不同于读他的学术作品。
这些随笔往往洋溢的是恣肆潇洒之情，传达的不乏旷达深邃之意。
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每每在心中画上几个问号：从筹建并领导中国旅游研究院走向逐步成熟的
不俗事功，到这部作品所流露的婉转曲折、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哪一个更能作为戴斌君的存在性标
志呢？
是不是每一番事业成就的背后，都铺垫以个人心性上的某种代价或埋没呢？
这后一种情况在学、政尚可统一的古代已不乏其例，而在当今的政治环境和学术风习当中，是否已成
必然的常态了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不一定是戴斌君作品中直接透露出来的信息，却成了我这先睹为快的读者不时
在脑海中浮泛的古怪念头。
这也许是因为，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大脑是处于被激活的状态，思想在随之翱翔飞举，情感在随之
激荡回旋。
所以，即使类似上述这些问题一时还不能求得答案，但我已经要感谢这部书稿所给予我的思想启发了
。
这也许就是一部好书的魅力所在！
    既然是一部好书，何不相邀读者诸君共同欣赏，而我多言又何益！
    是为序。
    谢彦君    2011年11月11日于大连灵水湖畔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路>>

内容概要

《语路(旅游学术随笔集1)》是戴斌同志一部有关学问心性的随笔集。

细读《语路(旅游学术随笔集1)》，感觉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感觉颇不同于读他的学术作品
。
这些随笔洋溢的是恣肆潇洒之情，传达的不乏旷达深邃之意。
从筹建并领导中国旅游研究院走向逐步成熟的不俗事功，到这部作品所流露的婉转曲折、丰富复杂的
心路历程，哪一个更能作为戴斌君的存在性标志呢？
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大脑是处于被激活的状态，思想在随之翱翔飞举，情感在随之激荡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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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斌(1967—)，经济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全国旅游饭店星评委国家级检
查员。
担任《中国旅游饭店》等专业刊物编委，多家大型饭店管理顾问和独立董事。
公开发表相关论文17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和教材10余部，主持各级各类研究课题30余项。
2004年入选“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百人计划”。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路>>

书籍目录

语者·论者·学者
夜歌，或者想起驿站
快乐的和寂寞的
文华的味道
小说的世界与旅游的现实
花样年华，或者非现在的旅游
走在理性与感性之间
那些远去的歌声，还有麦田
一边听，一边回忆
边缘的状态
穿行在十面埋伏中的风一样的日子
寻找乌金贝隆
独自夜奔的“行者”与“他者”
可可西里的冷山
梅花三弄
面朝大海的黎明
画出来的传奇
那些花儿的欢颜
写在秋的边上
当秋天经过的时候
有雪漫天飞舞的旅程
书生意气总关情
想念远行的日子
遥想桃花绽放的校园
随风逝去的芳华
人间四月天
色彩·五月
六月，在南方
穿越历史的冰冷的温暖
民歌
苦夏
天凉好个秋
此情可待成追忆
想象春天的冬季
乌镇，枕水的人家
化蝶的江湖
木瓜燕
听风
月光之外的城市
云破处
万水复千山
梦里的红妆
离歌
开往未来的地铁
八千里路云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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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了
陌上花开
阳光下那些远去的背影
听听，那水声
霜叶红似二月花
无梦的徽州
一轮明月
初霁
叶落花开
笑傲江湖
唇齿之间的故乡
千古侠客原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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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除了文献综述和逻辑推理外，论者选题的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就是实践。
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研究的“问题”来源于实践一一要想不被别人认为是“在黑板上画供求
曲线、在白纸上做智力健美操的旅游学家”，你就必须到旅游市场上去观察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
旅游地居民的行为，就像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写《乡村中国》那样去下笨工夫解剖一个小村庄居民的
生活，就像科斯写《企业的性质》那样利用几个月的时间从电话号码簿上寻找存在业务关联性的企业
并一一走访。
正是由此出发，我在对近几年的旅游管理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搜索时，比较推崇刘赵平先生
的《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扎扎实实地在野三坡做了相当一段时间的“
田野调查”。
实践的另一个含义是论者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旅游学理论。
实际上，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勇于实践自己的旅游学理论的论者也是不多见的：检验和操作的复杂性
就足以让太多的论者在“实践”面前止步不前，并转向“理论”层面、陶醉于自圆其说、自成体系中
。
但是从长期来看，“实践”却是论者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维度之一。
 作为论者，最初的层次是对某一特定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旅游市场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开放
的、竞争的，还是封闭的、垄断的。
在这一阶段，只需要应用別人已经证明的相关命题即可。
更高一个层次的论者必须形成自己领域内特有的“命题”，如旅游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旅游的本质、
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及其演进方向等。
第三个层次的论者的任务是把相关的命题抽象成“理论”，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概念的展开”。
这些“理论”最终会形成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旅游学术领地。
最高层次的论者的追求的目标则是“体系”一一从概念、命题到理论的梳理与创新。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体系”的构建者，是对一个旅游教育从业人士的最高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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