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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    言
旅游如同人生，作为过程，重在参与。旅游者是主体，面对的是大千世界，当我们置身在灯塔里边，
打开不同方向的窗户时，就会感受到不同的世界。
我们学习旅游文化、体验旅游生活不是为了追赶时髦，而是在旅游经历中不断地探求新的世界，获取
新的知识，体悟其中的乐趣，这才是最重要的；享受过程，则是品味过程的又一次升华。
至于客体，旅游目的地则是对旅游者感受记忆的强化，因此，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特色与品位对于开发
者而言其成败的关键也正在这里。
旅游是人类诸多活动之一，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果把原始社会先民们的迁徙作为起始的话，至少不下
万年。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叫旅行社，没有人叫旅游社，为什么？因为旅游的前身是旅行，是在游
动，是在不断的走动当中，“旅”作为军事建制，“行”作为一种运动状态，所以中国人就起了一个
非常切合实际的名字叫做“旅行”。而现在比较时髦的“旅游”则是“旅行”在当代社会的表现，是
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今天表现。
中华文明有太多的瑰宝，旅游文化承载着太多的记忆。从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旅游理论的提
出，到今天方兴未艾的旅游经济，是抱残守缺还是在科学的指导下，协调好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是今天能否继续发展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总结发展文化旅游的成功经验，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合理的开发。这是因为保护是为了生存，而开发
是不断前进。面对已经形成的“边开发边治理”的现状，在片面追求GDP的今天，几乎没有可能阻止
旅游大开发中的破坏，所剩的惟一只能是如何把握“度”的问题。
社会责任的良知告诉我们只能做利国利民的君子，只有以“德”为要，从“仁”出发，惟有加强对环
保的认识，保护生态环境，遵守自然规律、努力协调天地人之间同生共存的关系，才能在自然与人的
平衡中求得发展，才能在资源日趋枯竭的状态下游刃有余稳中求进，从而达到人们共同期望的可持续
发展，否则将是《老子》所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害人害己遗患无穷。
我一直认为，一个物化的东西你看了尽管不错，但是不是能够和你沟通，能不能深入到你的心灵里面
，是衡量文明与人文化的重要标志。今天，当国人看到韩国人将“端午祭”成功地申请为世界文化遗
产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有识之士们在报纸上发发文章打抱不平，却是回天泛力，为什么，就因
为我们“端午节”的文化保留的没有韩国丰富。如果不提高保护的意识，加快保护文化遗产的步伐，
像这类外国申请中国文化遗产的事情，将来还会出现，这是我的保守估计。
旅游文化发展始终与社会的发展相同步，并且在不断地变化当中，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
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
不对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中和变化中，产生和消失”。人在一切有意识的活动中，多多少
少都与自然发生关系，而文化在这种关系当中起着人对自然认识的再现作用。
旅游是动态的，文化是发展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文化是人文化，是一个文化过程，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地球的毁灭而消亡。因此从某种意义
上讲，文化只是社会的一种现象或者说是一个过程。当然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历史过程，而且
永无止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包括旅游文化在内。
徐日辉  记
2013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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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日辉，男，汉族，祖籍山东掖县，现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硕
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研究方向：①《史记》；②秦早期历史；③旅游文化；④史前文明以及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
学术成果：现已出版学术专著《秦早期发展史》、《秦州史地》、《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
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续篇》、《史记札记》、《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张
良萧何韩信评传》、《伏羲文化研究》、《街亭丛考》、《甘肃饮食文化史》等1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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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自家导师，大家多多包涵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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