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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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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从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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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了旅游业的发展预期。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每年将有10亿多人出国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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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几千年的文明积淀，方圆96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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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世界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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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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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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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10章，分别介绍了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民俗旅游者与民俗旅游心理，民俗旅游资源的分类
与理解，民俗旅游资源分区及其特点，民俗旅游资源的调查与评价，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原理，
民俗旅游市场调查与产品营销，民俗旅游展演体验与社区居民组织管理，民俗旅游资源的抢救与保护
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俗旅游业发展前景等内容。
每章都设置了本章概要、关键性术语、章首案例、思考题、经验训练、案例分析、推荐阅读书目和相
关链接等栏目。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有选择地把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旅游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的关键性理论
知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精选了大量经典时新的案例穿插其间，既强调对民俗旅游学系统理论知识进
行深入浅出地阐释和讲解，又将这些阐释和讲解灵活自如地运用于民俗旅游的资源调查、景区开发、
项目规划、经营管理等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之中，突出了系统知识传授和经验技术指导，具有理论前
瞻性和临场应用性。
    本书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授课教材，也可以作为景区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还可以
作为应用民俗学、应用民族学、旅游人类学等其他科研人员、业务人员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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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2.8 美洲民俗文化区及其特点美洲位于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北濒北冰洋，南与南极洲隔德雷克海峡
相望，由北美和南美两个大陆及其附近许多岛屿组成。
北美洲、南美洲是自然地理分区的概念，巴拿马运河一般作为南北美洲的分界线；而北美、拉丁美洲
是行政分区的概念。
美洲不仅可以按区域和行政分区，还可以按语言、文化及国家类型分区。
北美以经济发达的英语国家为主，包括加拿大和美国；而拉丁美洲通常指美国以南的中美洲、南美洲
国家和地区，顾名思义，这一区域都属于拉丁语系国家，有着相似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同
属于发展中国家。
美洲居民中，欧洲移民后裔、印欧混血后裔和黑白混血后裔占多数，还有黑人、日本人、华人、原住
民印第安人以及因纽特（爱斯基摩）人等。
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来自远古时代亚洲的移民印第安人已经在美洲的土地上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发
展道路，并形成了古老而又发达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和印加文化。
15世纪末16世纪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成了欧洲列强殖民扩张的目标。
经过漫长的文化演变，现代美洲的主体文化，已经转变为西欧传统文化。
土生土长的印第安文化、非洲黑人移民文化和有限的东方外来文化则成为美洲文化的次要成分。
因此，美洲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富有特色的混合文化结构，即截然不同的几种文化成分能够和谐、
融合地共存并发展。
由于北美洲深受西欧民俗文化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西欧传统文化特色，因此以下所说的美洲民俗文化
仅指美洲本土居民的传统民俗文化，而在美洲本土居民的民俗文化区内，又以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传
统民俗文化为典型代表。
一般而言，美洲原住民是指除生活在北极圈一带的爱斯基摩人之外的所有美洲印第安人。
而印第安人也是一个笼统的泛称，其历史文化和传统风俗大异其趣。
印第安人种分布于南北美洲各国，属蒙古人种美洲支系，即红种人，使用印第安语，包括十几个语族
，至今没有公认的语言分类。
实际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及其语言不下1500个，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道德观念也都各有差异，
其民俗文化极其丰富，并且起源独特、形式多样。
总体而言，美洲原居民的民族性格主要体现在注重体面、大丈夫气概、热情奔放和擅长言谈等方面。
印第安人相信“万物有灵论”，崇敬自然，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报以敬畏的态度。
虽然其宗教信仰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欧洲基督教信仰所同化，但原始精神仍然存在，并与基督教信仰
相混杂，成为一种奇怪的宗教信仰，如图腾柱仪式、太阳神崇拜和鬼舞教信仰等。
几乎所有的庆典和活动的场面形式都是圆圈式的，因为他们相信世界上的权势是以圆圈的形式进行循
环的。
所有庆典仪式和活动方式，都起源于对自然神灵的信仰。
他们认为神创造的世界是均衡、和谐的，人们有义务按照神的意旨采用圆圈的形式进行，以控制所有
生命存在形式的各个方面。
还有，许多其他宗教庆典活动，比如平原印第安人的太阳舞，求神降雨的雨舞以及蛇舞等，都充满了
神秘魔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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