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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1996年发行出版的《旅游人类学》基础上的修订版本。
在短短的10年间，《旅游人类学》一书被日本多所大学用做教材，并先后重印了10版。
与此同时，全世界范围内的游客人数和旅游趋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日本有关旅游的研究以及旅游教育与10年前相比，业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为了适应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发展，我们重新对《旅游人类学》一书进行了大篇幅的修订，并将其作
为教材出版，希望能够从新的视角来把握旅游研究的动向。

　　修改整理之际，书名改为《旅游文化学》。
或许对广大读者而言，“旅游文化学”还是一个陌生的名称，它是以“文化”为关键词来对旅游进行
研究的一个领域。
此外，对前一版书中的各章节和“看点”部分都进行了数据更新和全面整理，并追加了有关新兴旅游
领域的章节。
同时删除了旧版书中各章末尾的“练习问题”，改为由大学生们执笔的“旅游文化学演习”专栏。
相信通过上述结构上的调整，定能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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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山下晋司（Yamashita
Shinji），1948年生。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从越境的视角，关注旅游与移居，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的创生。
编著及专著《移动的民族志》（岩波书店，1996年），《巴厘--旅游人类学课程》（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9年），《文化人类学入门》（弘文堂，2005年）等。

　　伍乐平，1976年生。
旅游管理硕士。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旅游系教师。
曾留学日本神户大学、兵库教育大学。
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
主要关注旅游中传统文化的保护与重构。
参与编写《旅游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旅游人类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参与翻译《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人类学与旅游时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

　　孙洁，1973年生。
博士。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共同研究员。
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
从游客活动、视觉形象、传媒、族群等多视角来把握旅游形象的建构与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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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旅游代理店里堆积如山的旅游指南，不遗余力地宣传旅游目的地的魅力。
这些信息不断地激发着我们的旅游欲望。
那么，这些被大肆渲染的旅游冲动究竟是什么？
这里将从信息资本主义的视点回答这个问题。
　　一、另一个南北问题　　有关英国和法国的旅游指南，都会以精练的文字介绍当地的文化遗产。
我们曾在电视和互联网上见过的名胜古迹和繁华闹市的照片，被大量印制出来。
如果参加这样的旅游团，谁都可以进行主要以参观古迹、艺术鉴赏、购物等为目的的旅游活动。
相对于西欧而言，除了经济实力以外日本都把自己划归为“南方”，这种旅游无疑是对“北方”的所
谓“高文明”的礼拜。
　　同样是欧洲，有关西班牙的旅游信息却有所不同。
宣传册上满是色彩鲜艳的照片，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印象。
解说词也大量使用热情、冒险、梦想、光和影等粗犷豪放的词汇，介绍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大
航海时代的历次探险、骑士的故事、堂·吉诃德、无敌舰队、殖民地统治、内战等。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西班牙既有序又无序，尚未被驯化一样。
这样的信息，对于美国人、比利牛斯山以北的欧洲人，以及已经“了解”这片土地的日本人来说，有
一种被称为荒凉原始而又未知的丰饶感，这正是他们到西班牙旅游的兴趣所在。
这里有弗拉门戈舞、吉普赛人以及卡门的爱与热情，这里产生了许多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富有独创
性的艺术家，有埃尔·格列柯、委拉斯凯兹、戈雅、高迪、毕加索、米罗、达利等，这些形象交织在
一起，就形成了西班牙旅游的魅力。
这其中充斥着的无非是对“北方”人有吸引力的“南方”的印象。
　　人们对拉丁美洲的旅游兴趣也一样。
例如，墨西哥的旅游指南都突出阿斯特克、玛雅等古代文明的壮丽遗址、西班牙殖民时代的遗迹、身
着鲜艳民族服饰的印第安人的生活和物产以及那里“至今尚存”的“古代的神秘”等，强调与旅游客
源国的差异。
加勒比海岸蔚蓝的大海和白色的沙滩、熠熠生辉的白色神山等大自然的魅力也令人难忘。
有的海报还描绘了历史和自然共存、适应环境而生活的“朴素的原住民”。
就这样，作为一个整体演绎出墨西哥的“南方”魅力。
　　“北方”是观看的一方。
他们是“视角”的所有者，他们所要求的立场是“南方”只是被观看的一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旅游是“北方”不断探寻可以观看的他者的活动，一直以来都是与文化殖民主
义相对应的接触不同文化的方法。
所谓文化殖民主义，就是单方面地将不同文化与自己文化的关系进行分类和概念化，认为只有自己才
对这种关系有决定权的思想和行为。
其中，就像严格区别人类与自然、文明与未开化一样将自己与他者区别开来，将两者的关系替换成支
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关系，通过保持与被支配者的距离来确立支配者的地位。
然而，所谓的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承认他者的根本的独自性、独立性和多样性。
这种距离，仅仅是为了生产和消费多样的、迎合殖民主义者和消费者的差异性的商品而挖掘出来的鸿
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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