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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三大部分。
其中，第1章“绪论”为基础部分，在阐述了旅游、文化、传播三者各自属性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
构建了“旅游文化学”和“旅游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框架。
作为主体部分的是“旅游文化”部分与“旅游传播”部分。
“旅游文化”部分主要以旅游系统论作为学科构架的基础，包括旅游系统中的旅游主体文化(第2章旅
游者的文化心理)、旅游客体文化(第3～5章旅游资源的文化审美、旅游资源的文化分析)、旅游介体文
化(第6章旅游业的经营文化)、旅游载体文化(第7、8章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客源地文化)四个板块。
“旅游传播”部分主要包括旅游传播的理论基础(第9章)、旅游跨文化传播(第10章)、旅游目的地形象
塑造与传播(第11章)、旅游企业品牌形象传播(第12章)四个板块。

本书主要面向旅游类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也可作为文化传播类专业、会展类专业的教学参
考和拓展阅读用书，还可供各级旅游行政管理者及相关部门组织、旅游专业策划与规划者、旅游研究
者、旅游业经营者、旅游业从业人员、旅游活动践行者(旅游者)及与旅游行业有密切联系的行业人士
等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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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是旅游
 一、多棱镜下的“旅游”面面观
 二、对旅游的“文化本质”理解：为什么说旅游的本质是文化
　第二节　什么是文化
 一、对文化的概念理解
 二、文化的结构层次
 三、文化的等级序列
 四、文化的分类
 五、文化的成因、基本特征及基本功能
　第三节　什么是传播
 一、传播的定义
 二、传播的六种话语
 三、文化与传播：旅游的灵魂与表达
　第四节　旅游文化与旅游传播的学科体系构建
 一、旅游活动的系统论
 二、旅游文化的学科体系
 三、旅游传播的研究体系
 本章小结
 习题
 实际操作训练
第2章　旅游主体文化：旅游者的文化心理
　第一节　旅游主体是一定文化的负载者
 一、区域性文化特征与民族性格
 二、旅游主体的文化身份与文化品位
 三、旅游主体文化人格的塑造
　第二节　旅游者的文化动机
 一、审美动机
 二、学习动机
 三、刺激动机
 四、怀旧动机
 五、宗教动机
　第三节　旅游者的文化行为
 一、作为审美者的文化审美行为
 二、作为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行为
 三、作为体验者的文化体验行为
 四、作为资源使用者的文化占有行为
 本章小结
 习题
 实际操作训练
第3章　旅游客体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审美(一)
　第一节　美学基础
 一、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
 二、美学的对象与任务
 三、审美活动的特征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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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旅游文化审美基础：理论
 一、旅游审美活动的要素构成与基本特征
　　二、旅游审美文化的类型
 三、旅游审美文化的时卒差异
 四、中国传统的旅游审美思想
　第三节　自然景观的文化审美实践
 一、自然景观美的表现形式
 二、自然景观审美的方法
 三、各类自然景观的审美
 本章小结
 习题
 实际操作训练
第4章　旅游客体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审美(二)
　第一节　园林文化与审美
 一、世界三大园林风格与中西方园林比较
 二、中国古典园林审美
　第二节　建筑文化与审美
 一、建筑与建筑艺术的一般特征
 二、建筑的艺术语言
 三、中国建筑欣赏
　第三节　艺术文化与审美
 一、音乐艺术与审美
 二、书法艺术与审美
 三、雕塑艺术与审美
 第四节　民俗文化与审美
 一、民俗的类型
 二、民俗文化的特点
 三、民俗文化与旅游审美
 第五节　饮食文化与审美
 一、中国饮食文化与审美概述
 二、各种菜点的美学风格及其特色
 三、中西饮食文化比较
 四、中国酒文化与茶文化的审美
 第六节　宗教文化与审美
 一、宗教文化与旅游
 二、宗教文化的基本知识
 三、基督教文化与旅游审美
 四、伊斯兰教文化与旅游审美
 五、佛教文化与旅游审美
 六、道教文化与旅游审美
 本章小结
 习题
 实际操作训练
第5章　旅游客体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分析
第6章　旅游介体文化：旅游业的经营文化
第7章　旅游载体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
第8章　旅游载体文化：旅游客源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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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旅游传播的理论基础
第10章　旅游跨文化传播
第11章　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与传播
第12章　旅游企业品牌形象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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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雅文化与俗文化不同的人群，由于掌握语言文化能力水平的不同，形成不同的
文化形态。
语言文化程度高的群体的文化称为（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般存在于社会中上阶层，可谓“阳春
白雪”。
语言文化程度低的群体的文化称为（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
一般流传入下层大众和市民阶层，可谓“下里巴人”。
本书认为，雅文化源于俗文化，精于俗文化，高于俗文化。
俗文化注意一些，精炼一些，也可以成为雅文化；雅文化太注重了，也就成了假文化（比如文革），
空文化。
首先，雅文化的基础是俗文化，没有俗文化就没有雅文化。
就好比我们不能只喊革命不吃饭不生活，只谈爱情不谈性，只有在俗里面提炼雅，雅文化才会有血有
肉、有根有基。
同样流行歌曲也好、大众电影也好，首先得满足普通大众的俗文化需求才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当然也
造就了像张艺谋这样的俗文化推手，“中国达人秀”、“超级女声”等选秀活动推出的俗文化“精英
”。
其次，俗文化的精髓是雅文化，不能因为俗文化是基础，而只停留于此。
现代文明不可能仍停留于吃饱睡够就满足的阶段，不可能只为繁衍后代而谈情说爱与谈婚论嫁。
所以现代文明要提倡雅文化，但不能完全抛弃俗文化，因为文化发展不平衡，在一定范围内还需要俗
文化；但也不能停滞不前，社会进步更需要雅文化。
一篇文章能够雅俗共赏才是好文章，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对于旅游活动当然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可简单地以雅俗来判定文化的优劣，二者相互依存、补充。
我们应该使雅文化逐渐普及，俗文化逐步提高，这是文化发展的两个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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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财经管理系列实用规划教材:旅游文化与传播》：深入阐释：旅游、文化、传播
之间的内在联系，真实旅游案例：导出知识点，激发学习兴趣，知识链接与实操训练结合，巩固理论
知识。
传承创新：吸纳当前最新理论、最新教改成果.遵循最新发布的准则、规范。
科学实用：注重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并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有机融入了最新的实例以及操作性较强的案例，并对实例进行有效的分析，着重培养学生
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
人文融入：将人文知识融入理论讲解，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学生为本：站在学生角度思考问题，考虑学生学习的动力，强调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运用知识解
决问题的能力。
方便教学：网上提供完备的电子课件、习题参考答案等教学资源，适合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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