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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845年，托马斯？
库克成立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标志着世界旅游业的出现。
但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旅游业，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
从那时至今，旅游从少数上层阶层所能享受的活动发展到现今大众旅游和社会旅游时代，仅经历了50
多年的时间。
在这短短50多年的历程中，世界旅游业发展大大超出世界经济总体发展速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
之一。
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国际旅游人数首次突破8亿人次，全球平均增长率高达5．5％
；2006年国际旅游人数达到8．42亿万人次，同比增长4．5％，超出了旅游业的预期。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每年将有lO亿多人出国旅游。
旅游不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还是影
响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一个重要因子。
中国是一个旅游资源大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优势。
上下几千年的文明沉淀，方圆960 km2的国土，使中国的旅游资源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尽管我国旅游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但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正从一个旅游资源大国走向旅游
接待大国，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受世界关注。
2006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13．94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12 494万人次，全国旅游外汇收入339．49亿
美元，出境旅游总人数为3452．36万人次。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
届时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可达2亿人次，国内旅游人数可达26亿人次以上，出境旅游人数可达1亿人次左
右，游客市场总量可达30亿人次左右，居民人均出游可达2次，旅游业总收入可达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
“十一五”期间中国旅游业将每年新增直接就业70万人、带动间接就业350万人。
到2015年，中国旅游直接拉动和间接就业总量将达l亿人左右。
蓬勃发展、无限生机的旅游业，给旅游教育，尤其是高等旅游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旅游管理是工商管理下面的一个小学科，却面向的是大产业，如何使旅游学科做大做强，更好地为旅
游产业服务，为21世纪旅游业发展培养所需各类人才，是每一个旅游教育工作者所要思考的问题。
做大做强旅游学科，使旅游教育要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步，就必须加大旅游学科建设的力度，其中之
一就是要搞好旅游教材的建设，因为，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
本工具，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
中国林业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全国部分高校编写“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旅游管理系列实用规
划教材”就是推动旅游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的重要举措。
在本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系统地、科学地介绍旅游管理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三基”)，同时也力求将以下理念融入教材的编写中：一是教育创新理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化学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根据本科教学实际，阐述了旅游文化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有机融合
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介体文化与旅游区域文化，对旅游文化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深入浅
出的论述，教材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文笔简洁生动，图文并茂。
具体内容包括旅游文化导论、旅游主体的文化分析、人文景观旅游文化、艺术景观旅游文化、旅游企
业文化、旅游区域文化、旅游跨文化研究、旅游接待地文化的变迁与调适。
    本书适合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教学使用，也可以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学参考用书，还可供相
关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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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4.1  旅游审美文化的时间差异审美文化的形成必然受制于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必须与该时代人们
普遍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相适应。
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文化也在不断地演进。
旅游审美文化也是一样，具有时间差异。
审美文化的时间差异首先体现在环境取向方面。
不同时代，人们对于风景所作的美学判断有很大区别。
如在城市化时代，过去不屑一顾的荒野的自然美慢慢进人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这就像神农架、张家界
、九寨沟等旅游地为游客所向往的原因。
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自然大致有三种取向：①人屈从于自然。
这主要是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与旅游审美文化关系不大。
②人凌驾于自然之上。
原因有西方社会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和过去两百年的科学与工业革命，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引下，人
们更倾向于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现美，工业化城市等大规模的人造环境受到人们的青睐
。
③人努力与自然和谐相处。
它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目标，如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渴望摆脱城市的喧嚣和功利
困扰，投身大自然的怀抱，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当代旅游审美文化的变迁，还表现在多样化、世界化、超功利化等方面，这些变化同样应当引起旅游
界的高度重视。
面对上述变化与挑战，旅游开发者不能不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2.3.4.2旅游审美文化的空问差异(中西差异)旅游审美文化不仅存在着时间差异，还存在空间上的差异。
“杏花春雨江南，骏马西风塞北”；南秀北雄，南柔北刚；南方人崇尚阴柔秀雅之美，北方人崇尚阳
刚雄壮之美。
这都是中国南北不同空间旅游审美文化的差异。
中西方旅游审美文化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总体上概略地讲，表现为“重人”和“重物”美学思想的
差异：中国人偏于抒情，重在意境的创构；西方人偏于写实，重在形式的塑造；中国人偏于理想美的
寄托，西方人偏于现实美的享受。
当然，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这种差异有可能逐渐缩小或者发生某些变化，但那必将是一
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而且，旧的地域差异缩小或消失了，新的地域差异又会产生和出现，世界永远是丰富多彩的。
不同文化中的人对同一个对象的情感体验可能大不相同，如笛卡儿所说：“同一件事情可以使这批人
高兴得要跳舞，却使另一批人伤心得要流泪”。
经验丰富的旅游从业人员大都有一种切身的体会：不同地区的旅游者在审美意识、审美行为等方面存
在明显的差异(如世界上的东西方之间，我国的南北之间)。
准确地把握这种差异，有益于组织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提供恰如其分的服务，满足不同地区旅游者
的审美偏好。
旅游是一种跨越文化空间并联结异质文化圈的活动，因此，旅游常常伴随着文化接触、冲撞、互渗和
交融的发生，将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是十分有益的。
比较旅游文化能开拓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对旅游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并有利于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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