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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非常高兴为将要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译丛”作序。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密切关注的现代中国快速发展的各项事业中，旅游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现象。
我希望这一套反映欧美旅游人类学研究状况的译丛有助于丰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而非削弱中国的
社会科学家们在理解和研究这一全球化现象中业已作出的贡献。
与日本和印度一样，中国在历史上的旅行与旅游，诸如朝圣、宗教、贸易以及政治性的统治过程等，
具有悠久而复杂的历史。
(Graburn，1989、2001)在古老亚洲文明的类型中，这些“具体的旅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智
慧的旅行”——已经大量地以传统的标志性表述和形象出现在诗词、书法、装饰画、口述传统以及民
间各类形式的收藏和记录当中。
这一切都成为“想象的”民族和地缘性精神家园的丰富遗产。
虽然贫穷的民众很少能够外出旅行，多数人祖祖辈辈只生活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然而，人们的旅行
意愿以及对外界了解的渴望并未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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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析了中产阶级旅游者旅游的目的和行为，认为中产阶级旅游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文化
经历，期间，他们将遭遇传统文化的真实性问题：旅游目的地为了吸引旅游者而设计了“舞台真实”
，即旅游文化产品，以迎合各地游客。
这种做法对传统文化究竟是一种破坏，还是一种保护？
作者从社会、文化、经济的角度对此展开精到论述，基于此，并对景观吸引系统的符号意义进行社会
学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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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晓萍，云南大学工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旅游管理及旅游人类学的教学及科研，先后三
次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做访问学习，师从著名旅游人类学家Nelson Graburn学习旅游人类学，同时参加了
文化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的学习，主持和翻译出版多部旅游人类学及工商管理方面的著作，如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游客管
理——世界文化遗产案例分析》等，主编多部旅游人类学及旅游文化方面的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如
《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论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
、《旅游人类学在西方》、《文化旅游和云南》，《从人类学的视角看云南旅游工艺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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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1989年版导言致谢绪论第一章 现代性与旅游体验的产生第二章 观光和社会结构第三章 巴黎案例
：休闲异化的起源第四章 其他吸引物第五章 舞台真实第六章 吸引力符号学研究第七章 观光者民族志
学研究第八章 结构，真实性和虚假性第九章 论理论，方法和运用后记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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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旅游者”一词在本书中有两层含义。
首先，它指实际的旅游者，即观光客，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旅游，以寻求一
种经历。
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这群游客。
但在此我也要声明，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写更多的东西。
旅游者是指一个实际的人，或者说是一群游客。
与此同时，“旅游者”一词还是一个用来描述一般现代人的最好的词。
此时此刻，我也同样对这个词所包含的社会学意义感兴趣。
在我看来，我们对早期现代文明的理解应该从研究游客的内心世界开始。
1968年当我在巴黎开始做这个项目时，我没太注意理论方面的东西。
在我到达巴黎后不久，我与一些美国学者一起，接受了马克西姆餐馆老板妻子的邀请。
我们被介绍给列维-施特劳斯教授。
列维就一些近期的社会结构分析发展给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讲解，然后他请我们对此提问。
他说，要进行现代民族志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社会真是太复杂了；历史已经干预了社会结构并
使该结构遭到破坏，不管人们怎样努力寻找，也不可能在现代社会里找到一种一致的关系体系。
（我以前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尽管对我来说它十分重要。
有人这样做了，但我只是坐在那里听。
）列维的结论却是，要对现代社会礼节礼仪的结构进行分析也许还是可能的，例如对现代社会的餐桌
礼仪进行分析。
我承认我被他的话搞得有些气馁，事实上甚至对法国结构主义有些倒胃口，因而躲在自己的研究中，
继续对游客进行观察和分类。
我试图搞清楚旅游者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不仅仅只是在现存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而是要走出这
些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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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继1999年至2000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之后，我于2005年再次获得赴该校作访问学
习的机会，继续师从美国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教授。
在这次赴美之前，我受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彭兆荣教授的邀请，组织翻译《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
一书。
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不安。
感到荣幸的是，我有机会组织翻译这本被认为是西方旅游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必读经典的著作；感到不
安的是，担心自己能力有限，不能把这项翻译工作做好。
但我还是决定接受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
事实上也是如此。
当我第一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纳尔逊教授在给我们上课时就介绍了这本书。
那时候我们读的是第二版本（1976年为第一版本，1989年为第二版本，现在翻译的是第三版本）。
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是一本不太容易理解，但又很有理论深度的书。
我对书里面的一些章节有深刻的印象，如《舞台真实》一章。
后来在2000年在旧金山召开的人类学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该书的作者——迪安?麦坎内尔(Dean
MaeCannell)教授，并聆听了他在这次年会上所作的学术发言——“文化旅游”，对他的学术研究更加
了解，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时光如梭，一晃又过了五年。
2005年，我再次赴该校访问学习。
这一次我决定在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
当时我想，也许还能再见到麦坎内尔教授！
事情也正如我所料，在2005年的10月，我又在伯克利大学召开的旅游人类学大会上见到了麦坎内尔教
授，再次聆听了他作的另一个有关旅游人类学的演讲，这次演讲同样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我找到了麦坎内尔教授，告诉他我正组织同行翻译他的《旅游者》一书。
他听了之后十分高兴，并把他的联系方式留给了我，告诉我在翻译当中如有任何问题可与他联系。
他是如此谦和，如此平易近人，使我非常感动，更坚定了我完成这项翻译工作的信心。
在我结束这次访问学习之前，我与他再次联系，目的是想亲自向他请教我们在翻译当中碰到的问题。
他欣然同意，并约我在伯克利校园附近的一家酒吧见了面。
他虽然工作很忙，但还是用了约两个小时与我交谈。
在我就书中一些主要的问题向他请教完后，他微笑地对我说：“通过你的提问，我认为你已基本掌握
了这本书的内容。
相信你一定会把这本书翻译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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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是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书中提出的舞台真实理论，
开启了旅游者研究领域对景观呈现系统和对旅游动机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的广阔前景，从跨学科的角
度来说，该书从景观符号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景观系统的呈现特点、客观真实景观与建构性真实景观的
关系，并从心理学角度对旅游行为和动机展开理性探讨，为现代旅游者在旅游经历中追求真实体验、
追求存在意义的旅游行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参照和阐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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