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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既是社会与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更是人类对社会与自然的最佳体验。
人们“读万卷书”，获取的是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而“行万里路”，通过旅游体察获得的则是生活
的理念、感悟、阅历，以及大干世界的新信息。
　　从古至今，无数生动的社会实践与事例表明，旅游作为一种目的性、实践性、功能性特色实显的
文化活动事象，它的繁荣和兴盛，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均有着不可估量的功能价值与辐射、延伸作
用。
具体而论：　　首先，旅游文化活动的兴盛，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更是人类追求个性解放与
人格升华的信号。
　　其次，旅游文化活动的多元、生动实践，既是破译民族传统文化“密码”的钥匙，更是构建自然
、人文和谐社会的最佳手段与重要途径之一。
　　复次，若就旅游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实践者群体或个人而言，它的多元、多向、多类型的活动，
既是人类的一种自觉、自省、自家的生动鲜活历程，是生存、生活、生命活动方式的新选择，是认知
自然与社会并探寻心路历程的最佳方式；同时，更是展示民族文化精粹的最为生动的“窗口”，展现
个人与群体人生亮点、人格魅力、个性才华，从而进行素质、阅历、财富积累的“七彩舞台”。
　　最后，如果说，旅游与科技文化恰似旅游文化“金币”的两面的话，那么，旅游与交流、友谊，
则似盛开在人类文明“百花苑”中的两朵并蒂“奇葩”。
恰因如此，旅游文化活动不仅在地区间、民族间、国家间架设了互惠、友好的“桥梁”；而且，它还
成为社会不同群体、不同风习、不同文化之间，增进交流、了解，相互学习借鉴的最佳“途径”。
进而，使得旅游文化的多元文明成果，得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实现共用、共享、共拥、共创、
共拓、共发的长远目标。
　　一、旅游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生互动　　在五千余年漫长的华夏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
文化与民众心态中，我们的民族，形成了诸多独具个性特色、值得称道且世代传承的优秀文化传统：
　　一是崇尚并维护社会和谐统一的传统。
　　基于此一传统，人们故喜偶数，阴阳、天人、日月、山川均如此。
民间更有“好事成双”、“福禄双降”的认同，并引申出“四进喜”、“六六顺”、“八财发”、“
十全美”的祝吉谚语.更是朴素的辩证思维的体现；同时，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旅游文化在内的
文化“密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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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践表明，开展对中国旅游文化史系统、科学、深入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有助
于全面、生动、形象地展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使人类历史活动过程有血有肉，从而多层次、多角
度、全方位、立体而真实生动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并有助于深化历史研究。
     本书通过对每一历史时代旅游文化状况认真、谨严、科学的研究与分析，努力从宏观与总体上把握
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高度和内在规律、发展态势，探索其对社会发展、经济生活、文化交流、社会生
活、民族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量化其对社会与市场繁荣、科技进步、民族素质提高，中外经济、文
化、科技交流频率提升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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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中国和美国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
著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国节令史》、《清代饮食文化史》、《清代社会风俗史》、《长
江文化史》、《中华文明史》、《北疆通史》、《民国居住文化通史》等著作30余部。
《长江文化史》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中华文明史》获“五个一工程奖”。
《北疆通史》获国家图书提名奖。
曾应邀赴美国耶鲁大学作访问学者交流一年，现为多所大学客座教授，被多个地方政府聘为科技顾问
、经济顾问、旅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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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清代的帝王旅游文化活动　　帝王的巡幸旅游文化活动，自古有之，且源远流长，自周
秦以来，直至隋唐宋元，历代皆有，史不绝书。
秦治皇雄才大略，统一六国，征战四方，为了威加海内，他巡游各地，直至病死在巡游路上；隋炀帝
修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固然有其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战略目的，但便于巡游沿
途各地，以巩固其皇权统治，亦是其重要目的之一。
可见，古代帝王的巡游，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的奢侈享受，而是有着更深、更高层
次的政治、军事、经济目的和功能效应。
　　到了清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最后的鼎盛时期，清前期，封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
在此背景下，康熙帝、乾隆帝等帝王的出巡旅游文化活动，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战略目标实现
的功能效应，便格外突出。
较之前代而言，这些活动更有自身特点：　　其一，出巡次数多，且频繁密集。
以乾隆帝为例，在他在位的六十年间．各地巡游活动达一百五十次以上，每年两次以上。
可见其频仍程度。
　　其二，出巡规模浩大，人数众多。
乾隆帝每次南巡江南，水路上的御舟船队达一千多艘，随行文武官员、王公大臣也达两千五百余人之
多，可谓声威显赫。
浩浩荡荡的皇家气派的阵势进而产生出巨大威慑效应。
　　其三，出巡种类繁多，地域甚广。
康熙帝、乾隆帝等帝王，既有南巡江南．更有东巡祭孔，还有每年的“木兰秋狝”、到热河承德避暑
山庄的巡狩活动，以及拜谒东、西陵和盛京永、福、昭三陵等，尚有巡幸五台山、嵩山、盘山、明陵
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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