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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休闲与人的生活品质、生存境界内在相关，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所谓休闲，就是人的自在生命及其自由体验状态，自在、自由、自得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从心所欲
不逾矩”是其最基本的规范，人生境界的休闲与社会状态的和谐内在相关。
休闲文化即是人的休闲体验、休闲活动、休闲境界，社会的休闲方式、休闲状态、休闲理念所体现出
来的各种文化现象。
就广义的层面而言，休闲文化可以涵盖休闲理论和休闲学科；就狭义的层面而言，休闲文化的涵义侧
重于社会的、现象的领域，休闲理论侧重于意识的、思辨的领域，休闲学科则侧重于规范的、系统的
教育领域。
休闲文化在提升当代生活品质，推动和谐创业，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
休闲理论的研究，休闲学科的建设是实现这种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重要保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旅游（第3辑）>>

书籍目录

休闲文化、休闲理论、休闲学科与和谐社会——代序／潘立勇
　旅游与民俗
　民众的狂欢——陕北元宵节民俗活动的文化魅力与审美价值／王旭晓
　黄土地民间传统音乐考察引发的思考／宋瑾
　黄土高原上的生命之花
　——谈陕北民间剪纸艺术的审美特征／唐骅
　陕北民居门窗的美学风格和文化意蕴／曹晖
　陕北信天游美学风格论／谷鹏飞
旅游与文化
　乡村旅游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纪根立
　中国乡村度假简论／唐代剑
　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机遇与对策／吴人韦凌诗佳
　长三角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战略／沈祖祥
　世界遗产旅游管理模式探讨／范玉仙
　强化社区参与在我国遗产旅游地中的有效作用／宋章海韩百娟
　自主创新：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桂林阳朔“印象?刘三姐”为例／陆军
　中国茶文化与休闲文化／刘嘉龙
　旅行是最具文化意味的行为／李亚男
旅游与生态
　论生态旅游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实施对策／杨絮飞
　中国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张振家
　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盛正发
　中国黄土地区古村落（人类家园）环境解说系统研究之展望／张祖群赵明
浙江人文旅游
　雁荡山的旅游文化／喻学才
　杭州西溪应保护独特的湿地生态与人文／吕洪年
　新昌的休闲旅游怎么做／傅建祥
　从旅游城市到城市旅游——对发展绍兴文化旅游的思考／宣传中
　去武义郭洞解读中国传统文化／陶锡忠
台湾休闲论坛
　论观光统一中国——观光报国，观光救国，观光兴国／唐学斌
　从台湾休闲农业变迁经验看大陆休闲农业产业发展趋向／高崇文陈燕钊
　台湾休闲活动发展经验与大陆休闲空间规划建设之展望／陈燕钊
　从文化观光理论探讨台北市游憩重点的发展／高鹏翔高欣
　台湾休闲农业发展趋势之研究／陈永宾
　台湾温泉资源的维护与管理／何信贤
研究生论坛
　旅游景观模糊美学特征与成因机制分析／陶云周秉根
　引人文化演化观看目的地旅游文化的背离性／黄潇婷
　旅游产品质量与游客满意度交叉分析评价模型／马骏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推进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王世金
　体验经济与猴岛美学印象／吴磊潘立勇
　户外运动与休闲／毛近菲
　休闲规划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刘慧梅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旅游（第3辑）>>

学术动态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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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民俗活动的文化底蕴　　民俗主要是指“民众的风俗习惯”，或称“习俗”。
民俗之所以被称为“民俗”，是指它与上层社会的文化不同的、但相对应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汉书》中写道：“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
”上之所化，指上层社会由上而下的教化，有一种推动的力量，所以叫风；下之所化，指下层民众用
以自我教化的东西，它在民间为人人所习，所以叫俗。
民俗有传承性，因此民俗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含量，每一种民俗内涵有几百年、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
丰富历史信息。
　　以节俗来看，年节与元宵节都是定型于汉代，而其形成原因则可追溯到更远的历史。
年节为百节之首。
年是个时间概念，年节与计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也是最早形成的节日。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观测天象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
到周代，人们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循环，逐步认识了“年”的时间概念。
在《说文解字》中，对“年”的最早解释是“谷熟也”，“有年”即农业有收成，“大有年”指农业
大丰收。
与此同时，出现了人们欢庆农业丰收的活动。
这种欢庆活动在新旧交替的时候进行，就是年节的雏形。
到汉代，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年节风俗活动的环境和物质条件；历法的定型又使年节有
了固定的时间。
如汉初沿用秦代的颛顼历，以今之九月为一年之终，以十月为一年之始。
汉武帝时改颛顼历为太初历，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并把二十四节气订人历法。
从而使年节风俗活动有了固定的日期，年节也基本定型。
这时的年节，已经从周代产生的年终庆丰收和祭祀祖宗的习俗扩大到驱鬼避恶的活动。
　　正月十五是新年里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古代称夜为宵，是为元宵节。
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时祭祀“泰一”神。
《史记·乐书》记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
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
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
”这种在甘泉宫大张灯火、通宵达旦地祭祀太一神的做法，加之夜晚常有流星经过祠坛之上，形成了
正月十五张灯结彩的习俗。
　　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情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
印度佛教界有正月十五僧俗众聚观佛舍利放光的习俗，认为是上元天官赐福的良辰。
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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