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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文化？

旅游文化属于文化的范畴，要理
解旅游文化，应对文化的基本概
念有所认识。





（一）文化一词在汉语中的最初来源

文化一词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
《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日月往来交错文饰
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

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
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
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



所以，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
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
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
止。

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
是“以文教化”的思想。

在《后汉书.荀悦传》里有“宣文教以章
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意思是不动
用权利或刑法，而是依靠文德进行教
化，即“以文教化”。



（二）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
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自
20世纪初以来，不少哲学家、 社会学家、 人
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
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
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
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
同的定义从1871年到现在，有260多种多种。
每一种定义都是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给予的
定义 。





                  文化的普遍定义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
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
心理文化三个方面。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
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

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 社
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
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

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
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文化的经典定义
 人类学鼻祖爱德华.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首次为“文
化”下定义：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
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
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这是一个经典的文化定义。至今仍是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文
化问题的基本框架。

_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Art and 
Custom，John Murray  Publishing Company, 
London,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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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一词中文与英文的对应
在英文中，文化一词是culture,这个词源
自于拉丁文cultura的“耕耘、种植”之意，
除了含有照料土地、饲养家畜之意外，还
有照料家庭和培养道德和心智之意。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culture逐渐指道德完
美与心智和艺术成就。18世纪的欧洲，
文化的集合含义强调了精神观念领域的内
向性理想主义的推崇。

(cultivate,耕种，陶冶；cultivated,趣味高
雅的，有修养的；cultivable,可耕种的，
可培养的)



“文化”一词中文与英文的对应

  Culture的原初概念在亚洲的传播译介以日
本为早，他们选择汉字“文化”对译各类西文
中culture的同义语，日本的一些著名辞典
明确标示“文化”一词来源于中国古典文献多
处，如《易经.贲卦》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样，汉语里的“文
化”一词就成了英语“culture”的译文。



                中西“文化”的对比

古代东西方对文化的理解有明显的差异：

古代中国人的“文化”本义是指社会人伦方面。
西方人对文化的理解是双重的：一是对土
地的耕作，使外在自然化；二是通过教育
与培养使人具有较高的素质，使内在人化。

西方人这种双重意义的文化含义正是现代
意义上文化的本义。



              二.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一）中国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十分紧密
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贲卦·象传》中的“关乎天文
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句中，而“关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的“观”，实即《周易》中的“观光”之“观”。
《周易. 观第二十》（卦辞“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
观”）观：展示、仰观、观察、观看的意思。 此“观光”
一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旅游，它是现代旅
游的同义语。日本一直把汉语中的旅游、游览称为
“观光”。中国“文化”的诞生历程昭示了一个事实：旅
游是孕育“文化”的媒体，是“文化”的一项内容；旅游
创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诞生始初，就作为旅
游的一个内容，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旅游的渊源
 “旅”“游”二字在中国出现很早。“旅”，本义为师旅。
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旅”字云：“旅者，客寄
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
这个含义与我们现代旅游的含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旅游是人们离开常住地到异国他乡访问的旅行和
暂行停留所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田
里，旅游学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第十页）。



旅游是旅游者暂时离开其惯常生活环境，
到异地或进入“”异文化社区中，进行游憩等
多目的的消费活动，获得游历体验，并由
此引发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中国古代的“旅”是一种有目的的功利性行为，
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特征。

《文字形义学概论》说，旅即旅行，“旅行
犹侣行，谓结侣而走也”，形象地道出了旅
的行为特征和意义。





“游”，从水，本是指同水上活动有关的
行为。“游”又作“遊”，从足，指与与陆上
活动有关的行为。《说文解字》云：“游，
旌旗之流也……”，段玉裁注解说：“又
引申为出游、嬉游”。

《广雅释诂》云：“游，戏也”。林希逸
认为：“自乐之意”；林云铭说：“胸次洒
然”。所以，“游”本义是指熟习水性的人
在水中的自由活动，蕴含顺应自然、适
宜而行的意味，具有无意志、非理性、
超功利的旅游特征。



在“旅游”一词正式出现之前，中国古代
的旅游活动常常是用独立的“游”字来概
括和表现的。如《诗经》：“驾言出游，
以写（泻）我忧”。中国古代的“游”就是
指由旅游审美而达到的那种自由自在、
逍遥无为的精神境界和由此而来的对待
世界的审美态度，这正是我们现代所说
的旅游的最基本的含义。 



旅游一词诞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
诗人沈约的《悲哉行》：“旅游媚年春，年
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
嘤起稚叶，蕙气动初蘋。一朝阻旧国，万
里隔良辰”。（行客留连春天的美景，春景
也在取悦着游人。早晨散开的阳光垂下霞
彩，晨露在津渡旁凝结。嫩叶间不时传来
鸟鸣声，带着兰花香气的风吹动着水面的
浮苹。可是我正远离故国，在这美好的时
节里与它相隔万里啊。）



诗中所言之“旅游”，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
颇为相近之处，含有愉悦性情、享受美景
之内涵。这是迄今所知“旅游”一词见于中国
典籍的开始。它比西方Tourism一词的出现
要早1300多年。到了唐代，旅游一词开始
被大量使用。如白居易《宿桐庐馆同催存
度醉后作》：“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劝
散穷愁。深夜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出馆
秋”。



所以说：“旅游”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旅游”
与“文化”俱时俱生，共同根植于中国文化这一
土壤；“旅游”是“文化”的手段和工具，是“文化”
出现的前提；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 同样，
“文化”是“旅游”的目的和结果，或者说是一种
具体的表现形式，没有“旅游”就没有“文化”。
“旅游”与“文化”并蒂连生，从它们诞生那天起，
就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旅游”创生了
“文化”，“文化”丰富了“旅游”，“旅游”与“文化”
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3.现代旅游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薮，
是旅游业的灵魂。

 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其外出旅游的动机
和目的在于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满足；而旅游经营
者要达到盈利的目的就必须提供一种能满足旅游者文化享受
的旅游产品。

 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其要吸引和激发起
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就必须具有魅力无穷、独具特色的民族、
地方文化内涵，满足人们对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
学等方面的不同需求。因此，旅游的文化本质特征必然要求
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优先发展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是一个国家旅游业保持自身特色的决定因素。人们
常说：“民族的东西是独特的，文化的流传是久远的。”





      三.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

 1.文化旅游是21世纪最受欢迎的旅游产品之一。文化
旅游是旅游文化在旅游产品的具体体现和应用。

 2.文化旅游的概念
（1）通过旅游实现感知、了解、体察人类文化具体
内容之目的的行为过程。

（2）文化旅游是指人们离开常住地，以异地他乡的
各种文化旅游资源为旅游对象，以学习了解他人的历
史和遗产、当代的生活、思想以及风土人情等来增长
知识陶冶情操为目的，满足对异地异质文化的体验需
求为导向所进行的旅游活动。如历史文化旅游，民俗
文化旅游，饮食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红色文化
旅游等。



               旅游文化的本质

旅游文化的本质取决于人的本质属性。

人类超越自然、追求自由和完善的本质属性，
使人类天生就具有“出走”的动机和“超越”的渴
望，从而引导了旅游活动的产生。

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类对自然的超越。人类通过创
造文化来摆脱自然对人的压迫和束缚，不断
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改变生存环境，形成
文化人格，也达到了一种人造环境——文化
中的自由。



第二阶段：是人类对自然的回归。
人们在自己创造的文化——规章制度下快节
奏地生活，久了就会产生苦闷、焦虑、紧张
的情绪，就需要暂时地回归自然，使人性获
得舒张和调整，以达到更高层次的自由和完
善。

人类社会既是人类自由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又是限制人类自由的绳索，旅游文化就是在
人类社会与人类自由二者的矛盾运动中产生
和发展的。

无论是原始社会对自然的超越，还是现代社
会对自然的回归，都是人类追求自然由和发
展的本质表现。



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环境污染加
剧，工作压力加大，使现代人“回归自然”的
欲望和冲动更加强烈，这正是现代旅游急
速发展和旅游文化产生的原因。

从超越到回归的运动过程中，人类的自由
属性得到充分的显露，追求自由的本质得
到充分的满足。





 3中国的文化旅游
中国文化旅游可分为以下四个层面，即以文物、史
迹、遗址、古建筑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层；以现代
文化、艺术、技术成果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层；以居
民日常生活习俗、节日庆典、祭祀、婚丧、体育活
动和衣着服饰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层；以人际交流
为表象的道德伦理文化层。在我国，发展旅游业，
开展文化旅游是相当重要的，它不仅可以增强产品
吸引力，提高经济效益，还可大力弘扬中国文化，
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时也可改变目前越来越多的中
国人不懂中国文化这一状况。



4.旅游文化的概念
（1）、旅游文化是与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与
精神财富的总和。

（2）、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
旅游媒介相互作用的结果。 

（3）、旅游文化是旅游生活的一种文化形态，
是旅游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体现出来的文化
内涵。

旅游文化包括山水文化、建筑文化、聚落文
化、园林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饮食
文化、诗词文赋文化、书画雕塑文化、戏曲
歌舞文化、工艺美术文化等。



 5.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的区别
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是两个有一定联系又有严格区
别的概念。

两者的区别主要有三点：

一是侧重点不同。“旅游文化”是以“旅游”为限定词，
“文化”为核心词，侧重点在文化，是文化范畴的一
部分，广义的旅游文化包括了文化在旅游中各方面
各层次的体现，也指旅游与文化的所有关系，这是
个广谱的概念。狭义的旅游文化是指由旅游者活动
而引发的文化现象；而“文化旅游”是以“旅游”为核心
词，“文化”为限定词，侧重点在“旅游”上，是旅游活
动和旅游产品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是广谱旅游文化
概念系统中的一部分。 





二是研究重点不同。“旅游文化”研究，广义层面
上关注的重心是旅游活动的基础理论；狭义层
面上关注旅游业和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而“文化
旅游”研究的重心则是旅游活动的对象——旅游
产品的开发和经营管理问题，以及文化旅游活
动的特点、管理体制、文化旅游市场的需求特
征问题等。

 



三是学科归属不同，按照我国目前的学科划
分体系，“旅游文化”主题属于旅游社会学、心
理学、伦理学的研究范畴（我国没有笼统的
“文化学”学科），部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而
“文化旅游”属于旅游管理学和旅游开发规划学
共同研究的范畴，从西方学术界对学科的划
分体系看，旅游文化属于基础学科，“文化旅
游”属于应用学科。



 “文化旅游”的原意本是指旅游者对某种旅游产品的消费
行为，也就是对一定区域内旅游经营主体提供的富有深
度内涵的旅游文化品的消费。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
旅游”和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活动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
但是，对于旅游者来说，究竟何种旅游行为是文化旅游，
何种旅游是一般旅游，事实上常常又是很难区分也是没
有必要区分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少有某某人
去“文化旅游”或某某人正从事“文化旅游”这一职业之说。
故而可以说“文化旅游”对于旅游者来说仅有抽象上的理
论意义，而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文化旅游”这个概念
侧重的应当还是旅游业经营主体“文化创造行为”这个层
面，即着重强调“文化旅游”是旅游经营主体在政府相关
部门的引导和支持下，以效益为指南，以自然与社会文
化深度组合创造景观、开发利用各种休闲娱乐项目，使
旅游者活得富有文化内涵的深度体验的主体性创造行为。





             文化旅游包括的层次

具体说来，“文化旅游”当包含以下五个层面的内
容：

 1.文物、遗址、古建筑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景观
组合感知层；

 2.现代休闲娱乐、艺体活动的契合与参与层；
 3.居民日常生活习俗、节日庆典、祭祀、婚丧和
衣着服饰为代表的民俗文化的展现及感悟层；

 4.道德文明的认知层；
 5.旅游相关管理部门的制度层和经营者的实施层。



              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
 国际经验表明，当恩格尔系数下降到50%以下，人均GDP
为1000-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的需求会大幅增长。2005
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东部发达地区超过
3000美元。当前我过正处于一个文化消费大增长的黄金时
期，发展文化旅游有着绝佳的经济背景条件。但是我国旅
游业现今的发展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
相比差距还很遥远。个中的原委很多，但是旅游相关管理
部门和旅游经营主体对文化旅游开发的不够重视不无重大
关联。只有选择与本区域旅游资源特点最相匹配的文化旅
游开发模式才能发挥本区域旅游业的最佳效能。因此，很
有必要从理论的高度全面东西文化旅游开发的基本模式。



（1）整合提升型

即整合一个区域内的旅游文化资源或者多
个区域的多种旅游文化资源，集中包装、
提炼，采用人造景观的方式比拟再现传统
文化的模式。深圳锦绣中华，北京中华民
族园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
台湾就龙族文化村、云南民族村则分别表
现了台湾和原南地区的传统文化及民族、
民俗特征，它们都属于此类开发的典型。



 （2）原地浓缩开发模式。

这种开发模式系指一些传统文化资源丰富
独特的地区由于时代的发展已在建筑、服
饰、风俗等方面有所淡化，不在典型，一
些重要的文化活动原本在特定的事情才会
呈现，令游客不能完全领会当地文化旅游
的风韵，故当地政府和投资商在当地选取
合适地段兴建以当地文化旅游为主题园，
集中呈现其旅游文化的精华。如海南中部
的苗寨和黎寨风情园等即属此类。



（3）主题附会型

将指文化旅游主题与某一特定功能的旅游
业设施结合起来，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
如苏州名园“网师园”传统上仅白天对外开放，
让游人欣赏江南园林的造林艺术和文化内
涵，夜间部对外开放，但近期“网师园”推出
了“古典夜园”活动，利用园内各厅堂分别呈
现一两段苏州评弹、昆曲等各种类型的地
方文化旅游艺术，游客同时可以领略苏州
园林在夜色下的意境 





（4）直接利用型

即直接把现实我呢话旅游产品开发成旅游产品，
并保持其原貌的旅游开发模式。法国著名的旅游
城市斯特拉斯堡的开发就属于中药类，斯特拉斯
堡即没有巴黎那样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也没有
以收藏美术珍品而闻名一世的卢浮宫，但是城市
里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个城市各类博物
馆品种齐全，有一个歌剧院、二十几个剧院、露
天剧院、爵士乐舞厅和众多的流行音乐厅以及各
式各样的的免费的露天音乐、诗歌活动和定期的
书市等。如此丰富多样文化设施直接营造了这个
城市浓郁的文化旅游的情调，每年引来无数游客
到此观光旅游。广州的“文化艺术一日游”的开发
模式也是这类开发的典型案例。



         （5）短期表现型  

这是指充分利用一些特定的短暂的文化旅游资源
（只存在于很短的时期内，只能激发短暂的旅游
人流）促推一定区域旅游业突击发展的开发模式，
课利用的资源大致有二：意识出于民族民俗传统
的节庆活动，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回族的古
尔邦节、白族和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姊妹节”、
土家族的“女儿会”等，这些节日期本意并非是为
了发展旅游业，故不会常年存在，但在节日期间
会吸引大量的旅游者；二是流动性的文化旅游表
演活动，如贵州组织民间表演队到国外演出的松
桃苗族花鼓、傩堂戏、下火海等每次都能吸引不
少国内外的游客前来欣赏和旅游。



（6）复原历史型

即对已失传的传统文化，按照历史记载，挖掘题
材，恢复历史面貌的一种开发模式。这种开发模
式往往和整合提升型相结合，以人造景观的方式
历史再现民族文化。美国的“活人博物馆”通过仿
造当年格式建造的房屋、棚圈、碉堡、果园组成
的“移民村”，向游客表演用方形的扁担挑水、用
原始的农具耕作……它通过对古代建筑式样及生
活场景的复原，每年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杭
州的宋城（给我一天，还你千年）、吴文化公园
等也属于这类开发模式。



（7）虚拟型

这是指一些旅游文化资源比较贫乏的区域根据该
区域的相关传说和历史故事营造各种自然景历史
性场景以吸引游客飞一种文化旅游开发模式。这
种开发模式亦常和主题公园相结合而使用，它与
主题公园的明显区别就是它的“虚拟性”。如常州
恐龙园就属于这类开发的典型。常州除了在传说
中有“龙城”之称外，本来与“恐龙”毫无关系。但常
州市政府、社会各界抓住各种机遇、综合利用合
力仅凭这个传说硬是将其营造建成了目前国内最
大的集博物馆、科普、高科技和游乐于一体的中
华恐龙园。2000年9月第一次对外开放之后，在
最初的两年里，年均接待游客量就达100多万人
次，创收600多万。



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的选择原则

（1）摸清家底，分门归类原则
即在选择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之前，首先对
本区域现存及潜在的文化资源进行盘点，
考察本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特点，对
本区域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民族文化、
民间艺术等要素进行质和量上的考究和定
位。，看本区域究竟哪种或哪几种文化资
源占有优势地位。



（2）扬长避短，轻重有别原则

在理清本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
之后，要选择本区域占有优势地位
的文化资源进行重点开发，而将处
于劣势地位的文化资源延缓开发或
者永久搁置，以将有限之人力、物
力、智力用在重点文化资源的开发
上，杜绝“烂尾楼”式开发的出现。



（3）适时教研，力争上游原则

在选择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之时或模式实施
过程中，要及时把握所选开发模式当前国
内外的开发现状及未来走向，力图少走或
不走别人的老路并对本区域所选的这种开
发模式的绩效进行适时评估，若不能在当
前或若干年以后保持“上游”之地位，则考虑
取消或调整既定的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五    总    结

学习《旅游文化学》，我们要知道“文化”一词
的来历，“文化”一词的英文对译词—culture,
知道“旅游”一词的来历，知道在中国文化里，
旅游与文化的关系。弄清楚文化旅游与旅游
文化的关系。

明白现代旅游是对文化的追寻、参与、体验
和享受。

旅游的实质是文化，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
游是文化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