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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地理与温泉度假》将旅游地理与温泉度假结合起来，一方面在于整理与强调旅游地理学中的重
点知识，以形成旅游地理学的时空观，提高关于旅游现象的整体把握能力及培养关联思维意识，另一
方面则试图以旅游地理学的观点来认识温泉度假，使得旅游地理学思想可以在一个更加具体的领域里
得到应用。

《旅游地理与温泉度假》由王艳平、王捷编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地理与温泉度假>>

作者简介

王艳平，1962年生，男，黑龙江人，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授，重庆箱根温泉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首席文化顾问，日本千叶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士。
研究兴趣为温泉旅游、中日旅游、遗产旅游。
学科背景为地理、环境保护、旅游。
已经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温泉开发的策划与规划》、《温泉旅游研究导论》、《中国温泉旅游地
理》、《旅游规划学》、《遗产旅游管理》等著作。
王捷，1963年生，男，云南人，现任重庆箱根温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中国商业联合会沐
浴专业委员会首席温泉和Spa顾问。
原从事商业地产和旅游地产策划规划和开发经营，2003年起从事温泉旅游产业和Spa产业的规划设计及
投资咨询，并与日本和我国台湾的温泉专家合作创立重庆箱根温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7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主持和参与过50余个温泉旅游相关项目的策划、规划和设计，创立了温泉地产余力
说，著有《温泉开发的策划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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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虽然人类社会以勤劳奠定了关于做事或不做事这一轴线的价值观基础，社会主流价值
观也对无所事事持有否定性态度，但在内心世界里，一路走来的人.类是渴望有充足的自由时间，这是
形成价值观前期阶段的情形。
至于休闲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还成为社会的高雅符号，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出现的，是
财富积累较大幅度超过小康时的一种价值演化，即便如此还是得将“休”这个字放在“闲”的前面做
修饰，因为“休”字本身作为勤奋工作的对应而具有积极意义。
就目前社会发展进程而言，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基础是不能被彻底颠覆而只能做部分修改，只能对基础
进行加固或者做功能上的扩张。
诸如“人之初，性本玩”、“人类辛勤工作最终是为了解放自己”等观点，只是当今世界为争取休闲
权利和向往美好的一种过激的表达方式，其并不能主导现实中人类的日常活动。
做事不自由和闲暇愉悦是我们认识闲暇的基本凭借，在这个基础上也存在着外延上的变质性讨论，以
工作为乐趣的人群确实存在，尽管这样的人群不占多数，但并不影响一些兴趣者对这类课题进行研究
的正确性。
而且，事务旅游（bussinesstourism）越来越走强的现实以及节假日家庭旅游等，让我们感觉到在当初
的情境下确实不能考虑到今后的某些发生，基础难以完全包容未来走向的各个方面。
做事也有愉悦，闲暇也有不高兴，这是基本之外不占主流的两种情形，但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趋势的
组成部分。
也即，人类初期的繁重做事让人们渴望闲暇，过度的闲暇让现代人感到无趣，在闲暇中做有趣的事情
，闲暇做事既包括旅游、休闲活动，也包括以新面貌出现的工作和生活，比如事务旅游和家庭旅游。
闲暇是一个具有舶来性质的概念，虽然我们借用西方学者的认识将之定义为时间概念，但在我国学术
界经常以“休闲”来翻译之，“休闲”一词同时具有时间和活动双重所指，活动所指更强一些。
将时间概念的“闲暇”翻译成“休闲”并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这是一个难以更改的现实，尽管在
民间口语中有“空”、“没事”、“闲极无聊”的说法，但都没有上升到学术概念层面，在研究中要
注意到这一内涵的细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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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地理与温泉度假》：高等院校旅游管理类系列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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