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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旅游文化》力求通俗生动，深入浅出，既可作为旅游管理专业教材及旅游企业的培训教材
，也适合旅游工作者和有一定文化素质的旅游者阅读。
作为教材，《中国旅游文化》着重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强学生的专
业技能，为此《中国旅游文化》每一章都安排了该领域的文化审美分析内容，力求提高学生的鉴赏能
力和讲解艺术，有的内容还以案例的形式引导学生进行鉴赏和分析，充分考虑了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
之需。
《中国旅游文化》在体系上尽量做到层次清晰和重点突出，为具体的教学组织留下充分的发挥空间。
全书还尽可能多地收集新近的、权威的旅游文化成果，并使之有机地融入《中国旅游文化》的逻辑体
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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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关于“文化”的语言学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出版的《现代汉语词
典》2005年增补本的解释为：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
神财富，如文学、艺术、科学、教育；二是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
址、遗物的综合体，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是同样的工具、用具和同样的制造
技术等；三是指运用文字的能力以及一般知识，如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等。
这个解释可理解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的物质现象和意识现象这两个方面，狭义的文化专指人
类社会的意识现象，更狭义的文化是指文字符号表达的知识。
《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是这样的一种解释。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对文化的定义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
产品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文化的定义为：“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
、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
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
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同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
”从以上的分析看出，文化具有广义、狭义和更狭义三种定义。
关于文化的结构，根据学者的研究，主要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分说，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
度文化三层说，也有物质、心态、行为、制度四层说和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和风
俗习惯六系统说等。
这些结构说都是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分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
三、旅游文化的定义关于旅游文化的定义，学术界争议较大，概括起来一般有四种类型的观点：第一
种观点认为，旅游文化是指能够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提供欣赏和享受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文化表现。
这是一种偏重于旅游客体的定义。
第二种观点认为，旅游文化是人类在通过旅游活动改造自然和化育自身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
行为模式、物质成果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是一种偏重于旅游主体的界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消费或旅游经营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创造出
来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的总和。
这是偏重于“旅游主体与旅游介体文化”的定义。
第四种观点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介体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旅游文化现
象的总和。
这是偏重于旅游三要素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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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旅游文化》为高职高专旅游管理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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