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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5年我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研究之前，对旅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合理开发利用
，更多的是从满足旅游者的行为需求的角度，总结旅游地发展演变规律，避免投资和资源浪费。
即便是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也主要是研究收入、就业影响，而对于旅游地的社区参与，不是被有意忽
略，而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
在加拿大接触到Peter Murphy的著作《旅游——社区方法》（Tourism：A Community Approach），对
社区旅游才有了一点理性认识。
应该指出，Peter。
Murphy的书是1985年出版的，出版的时候中国旅游研究刚处于起步阶段。
Peter Murphy的书并没有引起我对社区旅游的极大关注，真正引起我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关注是回国后
的1999年6月在桂林市龙胜县龙脊梯田的调研。
龙脊梯田由于其独特的文化景观而成为旅游热点，县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投资修了公路，并设管理机
构收取游客门票。
我出生长大在山区，对梯田这种文化景观非常熟悉，举世闻名的元阳梯田离我的家乡仅60公里，梯田
这种景观如果没有农民的辛劳耕种就不会存在。
本能驱使我问陪同考察的当地干部，“你们开发时征求过村民的意见吗？
”，“有与村民签订的协议吗？
”，“村民的利益考虑了吗？
”。
当我得到了多为否定的回答后，我说；“你们这样做村民会不配合甚至会抵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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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了三种类型的旅游社区进行社区参与研究，包括景区和社区一体化的西双版纳傣族园社区、
景区与社区紧密相连的阳朔遇龙河社区、景区和社区保持距离的阳朔世外桃源社区，这三种社区代表
了企业主导和政府主导两种开发方式，具有典型意义。
孙九霞有良好的人类学基础，特别是她与人打交道的亲和力帮助她不论是在西双版纳的傣族家里，还
是在阳朔的外资企业，受访者都愿意告知她想知道的“故事”，书里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就是这样一点
一点访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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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解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旅游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现实问题旅游业发展、西部大开发、社会转型等
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协调问题。
社区利益的协调是顺利实现旅游开发的要求，因为社区文化和资源是旅游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托，社区
居民在认识到本土资源的旅游价值后，对旅游业的参与意识、参与热情日渐强烈。
对旅游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文化自觉意识，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但有些社区盲目进行的旅游开发，是浅层次的、低质量的开发，加上缺乏有效的经营管理，不少社区
旅游项目因迅速人工化和过度商业化而失去旅游吸引力，很快走向衰败。
在外来投资介入的一些旅游项目中，也由于没有事先协调好与社区的利益分配关系，导致日后出现了
社区居民与开发商等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影响了旅游活动的正常开展。
因此，总结社区在参与旅游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比较成熟的经验，以及分析所面临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
，寻求解决途径，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切实需要。
对旅游进行深入研究，向各级政府提出一系列可行的政策建议，积极影响现行的公共政策，使之转向
规范旅游业、促进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拓展中国旅游学的学科内容和研究视角，并提供案例支持旅游规划和旅游管理学科的研究目光
往往集中于景区、旅游企业的规划和管理。
以往的景区旅游规划缺少对社区居民的应有关注。
旅游规划主要侧重对景观、景点的物质规划，而对社区居民考虑不够。
这样的规划也因缺少了当地居民和社区的支持，致使规划的总体目标难以达成，规划也难以落到实处
。
同样，对旅游目的地或景区、旅游区管理的研究，一般主要探讨开发与经营行为管理、游客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质量管理、营销管理、环境与卫生管理、资源维护与保全管理、安全管理等
等，对社区及其居民的管理很少涉及，他们大多处于被忽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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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进入旅游研究领域，是由于某种机缘。
三年前，离开中山大学四年之久的我，正在寻找新的学习、研究切人点。
恰逢此时，在当年的博士招生简章上偶然发现了旅游管理专业的招考科目中赫然有一门“文化人类学
”，心中甚为讶异：居然有人认识到远非显学的人类学的价值！
我动了尝试的念头。
幸运的我居然通过了考试，得以登堂人室进入旅游研究领域。
这位认识人类学价值的人就是导师保继刚教授，正是他的远见卓识为我打开了学术新天地的一扇窗子
，开启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地。
他渊博的学识，缜密的思维，一丝不苟的学风，诲人不倦的精神，引领我辨门径、识堂奥，使我完成
了从人类学到旅游学的学科转向，开始步入跨学科的研究。
他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给了我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他对于景区与社区关系、对于可持续社区旅游发展、对于农民弱势群体处境等等的关注，让我深深
感受到了学者的社会责任和人文胸怀；他在问题把握和观点形成方面的指导，使我的研究思路渐渐明
晰。
博士在读三年中，导师的为学、为文、为人给了我太多的启迪和教益，我将永远铭刻在心。
本书正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在原有博士论文的体系上，考虑到这是一项旅游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于是增加了相关内容。
其中关于“旅游人类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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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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