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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不断的认识与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对旅游科学的总体的一般的研究——旅游学；也有了对旅
游学科分门别类的分科研究，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资源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地理学、
旅游教育学等；甚至还有了对旅游的一些表象或分支的局部性研究，如旅游市场营销、旅游服务艺术
、导游艺术、都市旅游、旅游史等。

由姚昆遗和贡小妹所编写的《旅游文化学》从本质的高度，把旅游整个过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从旅游的主体、客体和中介，全方位、全过程地进行综合研究其文化的内涵，提出一些规律性的东
西，这就是旅游文化学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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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六）体验性旅游是一种体验经济，旅游者通过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受文化氛围，得到潜移
默化的教育，由此实现旅游的熏陶功能。
但是，这种感受不可能是间接的，熏陶功能也不是被动的、消极的，更不是强制的，而是通过旅游者
自身的参与来实现的，而且，旅游者的参与是主动的、积极的，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七）传承性又称作历史延续性。
旅游文化不但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延续和结晶，是民族生活的记录和积淀，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
时代的进步，不断得到充实、繁荣和提高。
旅游文化不可能脱离历史、割断历史，它只能是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研究旅游文化，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去。
此外，也有研究者对旅游文化的特征提出了创造性、多样性、经济性、实用性、服务性、伦理性等，
但是旅游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以上七点。
二、旅游文化的分类对旅游文化的分类，我们在讨论旅游文化的构成体系时，着眼于旅游活动的基本
要素，把旅游文化分成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和旅游中介文化。
但是，既然旅游文化是在旅游这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所以对旅游文化的分类
，可以从文化着眼，也可以从旅游着眼。
（一）按旅游的基本要素来分1.旅游主体文化包括旅游者的政治主张、思想和信仰，旅游者的文化素
质、受教育程度，旅游者的心理、性格和爱好，旅游者的居住地文化形态，旅游者的旅游动因等。
2.旅游客体文化包括人文化的自然景观、旅游历史文化、旅游建筑文化：旅游园林文化、旅游宗教文
化、旅游聚落文化（包括乡村、城镇）、旅游民俗文化、旅游娱乐文化等。
3.旅游中介文化包括旅游管理文化、旅游服务文化、旅游导游文化、旅游文化教育、旅游商品文化以
及其他旅游中介文化，如交通文化、宾馆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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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文化学(第2版)》：全国高等院校旅游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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