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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哲学引论》

前言

我国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这是世所公认的事实，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现代旅游业只
是突出发展旅游经济，旅游业的综合功能未很好地发挥，这应该也是世所公认的事实。这里就牵涉到
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来指导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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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旅游哲学是哲学和旅游学的分支学科。从学科性质上看，它是介于哲学和旅游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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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有志于旅游哲学研究的几位学术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工作，这部《旅游哲学引论
》的书稿终于完成了。回顾这部专著的写作过程，我想用"苦思冥索、呕心沥血"这八个字来表达，一
点也不过分。因为，哲学研究本身就是一门清苦活，需要有耐得住寂寞和甘于吃苦的精神，加之旅游
哲学领域还极少人涉猎，进行旅游哲学研究是一件开拓性、创新性、挑战性的工作，其筚路蓝缕的历
程和含辛茹苦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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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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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教科书样的，但是可以了解不少专业知识
2、晚上看到三点钟，看得很过瘾！不过，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提法。。。
3、教材式的书！有点失望！
4、整顿行风的担当给五星，写的一塌糊涂扣三星。旅游这学界真是太堪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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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调研项目交稿的日子逼近了，我很不给力。宗教社会学、上海城市化、古镇保护运动、寺院经济
，基本是我一个人自娱自乐东翻翻西看看。想找人聊聊自己的胡思乱想、看书心得，却总不得要领地
宅在电脑前面。泡泡豆瓣，扯扯皮，看点稀奇古怪的文章，于是很多灵光乍现的想法就湮没了。 总的
来说这学期状态一般。身体上，精神上。都是如此。难得能一个人静下来看完的书，也就台湾佛教史
一哥江灿腾的那本台湾佛教史。感觉越来越逼仄了。空气也越来越浑浊。学校是有很多美女的，但她
们都没有凌波的感觉。周遭的世界，也仿佛 暮气沉沉，行将就木似的。本来蛮喜欢的激情演讲什么的
，也不是很爱听了。人，不再亢奋了。视野，也狭窄了。心胸，也渐渐不那么敞开了。今天上了门原
著导读的课，读《历史三调》。仿佛被点醒了。原来我还是有创造力的。柯文不过如此。宗教、心理
学、文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史料学。都是心认知的对象，是脑消化的食物。我还没失明，没有断
手断脚，更没有成为她一样的植物人。谢谢你。下午，更是去了趟陌生的法商楼，听了场”宗教市场
论“的讲座。第一次见到了李向平，他脸色比我还蜡黄，怕是身体多有不适。还有一帮中青年教师。
倒是一位考察农村的老师以前接触过，他留学日本，讲出来的话，问出来的问题，也是接近来百姓的
，能经世致用的。像他这样的老师不多，观其面容，有福相。那个女翻译也很漂亮，反映很快。还有
个上海本地老师，也有些人的气息，末了还主动和我搭起讪，会做人，像我老去的老爸。听完这个报
告，就去图书馆找旅游学的书了。在此之前，我对这门学科没啥映像。到了那一堆书面前，我方才震
撼住了。旅游，涉及人、地、时、势，兼有国际关系、经济学、管理学、社会调研学之诸多分支。还
有一些能和资本主义有闲阶级扯上关系，甚至能像这本书一样，弄出点哲学来。一看，就收不住了。
仿佛掉进了黑洞，却又见别有洞天。原来世界这么大。现在，是好奇心爆发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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