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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现象的文化思考》从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两个层面，立足于贯穿古今的旅游现象，广泛地探讨
了旅游活动发生过程中复杂的社会文化意味。
在旅游现象文化分析的基础上，思考了先秦旅游、魏晋旅游、晚清旅游、宗教旅游等问题，并在哲学
视角下探析了旅游的外在表征和内在本质。
从多维文化视角透析旅游现象存在较大的学术空间，同时，也有利于建构现代形态的旅游体系。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旅游现象的文化思考》的创作意在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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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伟锋，男，生于河南省襄城县。
2006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旅游、哲学、历史、美学和文化研究等，先后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致力于在文化视角下思考和分析贯穿古今的旅游现象，一些学术文章被《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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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法制形象的研究，以辽宁大学张锐智教授对《日本国志》中的近代日本法律研究
最为全面。
她认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细介绍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法律近代化进程，从近代法学教育、近
代司法改革、法治思想、刑法改革、宪政思想等层面研究日本立法，从而提出《日本国志》为清末宪
政改革提供了具体的路径，为清末宪政改革的决策和施行发挥了导向的作用。
 对西方社会形象的研究，除了上面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外，我国学者的研究领域还扩展到图书馆、
议会文化、体育、戏剧、儿童游戏、婚丧嫁娶等多个方面，可见，游记成为认识西方各个领域的重要
窗口。
 学者们对晚清域外游记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旅游文化的传播，对我国近代海外游历的认识更加全面。
根据西方社会形象的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学者主要关注游记的社会价值、文学价值、史料价值等，我
们未来还可以对其旅游价值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探究游记的文化价值取向。
 首先，域外游记的教育价值取向。
旅游不仅包含着对大自然的探索，而且更包含着对人类文明的求知。
晚清域外游记是西方社会的缩影，是100多位游历者对西方文明的探索和求知。
它介绍了近代西方的先进文明和文化，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法律、戏剧
等，为国人展示了一个工业发达的新世界。
这些知识的广泛传播有助于我国近代知识分子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对晚清社会的
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游记也成为继《四洲志》、《瀛环志略》、《海国图志》之后又一了解西学、传播西学的窗口。
因此，域外游记蕴含着深刻的教育价值，可以通过游记学习西学，了解近代西方的先进文明，探求救
国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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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现象的文化思考》讲述了旅游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出入类摆脱生存困境、追求自由、回归本真的愿望。
从古代的游学、游道、游仙、游山水到今天的观光游、文化游、养生游、康乐游⋯⋯无数旅游形式和
经济手段参与到这一文化的建构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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