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国家旅游局、中央文明办、国家

民委、教育部、文化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下

发 通 知 ，将 每 年 5 月 19 日 设 为 中 国 旅 游

日。这令人想起已有 30 年历史的“世界旅

游日”。联合国的“世界旅游日”立意高远，

意在阐明旅游对于人类的意义和价值，而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旅游宣传日。“世界旅游

日”每年的主题包括“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不

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1980 年）”、“ 旅游

业：为女性打开大门（2007 年）”、“旅游：消

除 贫 困、创 造 就 业 和 社 会 和 谐 的 推 动 力

(2003 年)”等……这些主题也是世界旅游日

的灵魂。

那么，中国旅游日的灵魂在哪儿？如

何让这个日子拥有灵魂？甚至让这个节

日撬动整个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并找到

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中国民众又可以通

过旅游滋养性灵、融入世界文化。或许，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不是简单地举办一

些庆祝活动、免费开放一些旅游景点那么

简单了。

借中国旅游日设立之机，本报记者专门

采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主任

马惠娣，她也是首位提出要为中国旅游日寻

找“灵魂”的学者型专家。在此，她将对什么

是中国旅游的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中国旅

游市场该引进什么、输出什么；中国旅游者

的旅游道德伦理该是怎样；旅游贸易政策该

如何调整；如何打造享誉世界的旅游品牌等

问题，道出她的真知灼见。

文化缺失是旅游发展的短板

记者：您是首位提出中国旅游日应该

拥有灵魂的学者，在您看来，什么才是中国

旅游日真正应该拥有的灵魂？

马惠娣：任何节日的形成都起源于人

的价值信仰，各种仪式是对这种价值信仰

的表达，并在其中接受洗礼。在人们的长

期 坚 持 中，这 种 信 仰 便 成 为 了 节 日 的 灵

魂。中国旅游日的“灵魂”应当是“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把“中国旅游日”确定在 5

月 19 日，也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认同与价值

信仰的选择。事实上，在中国人的文化传

统中历来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 艺”。 这 样 的 传 统 应 当 被 现 代 人 所 传

承。我一再阐明：中国旅游日要避免价值

指向单一，而应该有多重的价值体现，现实

一点说，诸如对服务质量的提升、对旅游者

素质的提高、对文化传统的珍爱等等，让旅

游日成为人的一种文化精神生活，一种敬

畏自然的活动。

记者：您刚才提到旅游者要提高旅游

素质的问题，中国旅游日应该对中国旅游

者倡导什么样的旅游素质？

马惠娣：旅游者出去旅游，最起码要具

备的道德应该是“入乡随俗”。去之前应该

多了解旅游目的地基本的风俗习惯、风土

人情、文化传统、社会公德等方面的情况。

像欧洲人比较喜欢安静、儒雅，我们保持安

静、儒雅既是对别国人的尊重，也是一种自

尊。尊重他人的日常秩序，保持礼貌与诚

信，是必备的旅游道德。毕竟，我们每个人

都是代表一种文化形象去往他国。

我国有的游客在国外旅游时却出现过

大声喧哗、没有节制地享用免费饮料与食

物、攀爬到景点上拍照等等现象。他们购

物甚欢虽然拉动了国外消费市场，却留下

来令人尴尬的形象。难道这不也是另一种

形式的“文化输出”！

理念上，旅游应该是与自然、社会、他

人保持和谐，切实做到和谐生态、关爱生物

多样性、保护文化资源、遵守世界旅游组织

发布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这个规范已

经颁布 30 多年了，非常遗憾的是，很多旅

游者都不知道。

记者：听说海南实行离岛免税政策之

后的第一个假期，“必须提前 6 个小时完成

购物”的免税购物流程让游客们疯狂地冲

进店里抢购，并迅速搬空很多货品柜台，

这种行为是否也有违旅行者文明旅行的

准则？

马惠娣：不仅是在海南，甚至在全世

界，中 国 旅 游 者 也 是 各 大 卖 场 的 消 费 主

力。有数据称，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欧洲奢

侈品的第二大消费国。面对这样的消息，

我们只是该高兴吗？没错，这反映了中国

人确实比过去有钱了，也因此购物欲望大

增。但有消费能力并不代表他懂消费。中

国人的消费欲望目前变得如同雪球，越滚

越大，这未必是件好事。使本该是涵养心

情的旅游行为，布满了“欲望”的气息。我

觉得，一方面，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平税

政策，缓解中国游客去国外或海南抢购的

现象；另一方面，在如何花钱上，政府也要

加以引导，让民众思考我们有必要为过度

膨胀的消费心理买单么！

倡导“准学术”和“准艺术”式旅游

记者：在您看来，除去购物，我国的旅

游者应该带着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和状态出

游呢？

马惠娣：现代旅游发端于欧美，早在 19

世纪末，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和休闲学的奠

基者索尔斯坦·凡勃伦，当年在观察有闲阶

层的休闲行为时，注意到“有闲”生活采取

一种“非物质”的方式，即一种以“准学术”

或“准艺术”的方式进行，认为这是高级的、

有价值的，它应该体现在满足人的精神、审

美、文化上的需求。凡勃伦还注意到，这样

的有闲生活不仅可以提高人的教养、社会

文明程度，还可以将人导向自律和高尚。

自 1899 年《有闲阶级论》出版后，全美国逐

渐形成了鄙视“炫耀性消费”的风气。为整

个国家文化资本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因此才能有更多的人从事志愿者活

动、捐助活动、慈善事业、教育事业、社会服

务等。富有的人用更多的钱捐助更多的大

学，兴建图书馆、艺术馆、运动馆、博物馆，

并将之形成国家文化传统。

可惜的是，目前国内相关部门和“中产

阶层”还缺乏这样的意识，媒体过多地渲染

物质消费，助长了畸形旅游的心态。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人类的旅游

方式发展到比较先进、文明的阶段时，应该

以精神的愉悦和享受为目的？

马惠娣：旅游是人类休闲方式之一种，

而休闲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命方式。用古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休闲是

生活的目的因。人通过休闲返回到健康、

平衡的天性上来，返回到自然和谐的状态

上来。俗话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休闲

旅游是人在实现了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需

求 后 的 生 活 方 式，本 质 上 是 一 种 精 神 需

求。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点。

通过休闲旅游，人们放下了平时的压

力，实现了身心平衡、脑体平衡，也实现了

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平衡。这绝不

是去商场购物能实现的。无论个体、组织、

还是城市都要从中学会平衡自我。从人们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也能看出旅游促进

心智平衡的功能，比如人们去美术馆，是为

了满足精神、审美和文化的需求；在大自然

中游憩，是感受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去教堂体验不仅是出于信仰，也是和异域

文化、价值信仰的精神碰撞……

过度开发还不如“原封不动”

记者：中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很

多地方都被各级政府开发成为旅游产品，

这是否也是发展我国旅游业的必要途径。

马惠娣：现在人们对历史人文资源的

开发，不是不够，而是过度了。人们依托历

史文化资源投入巨资建很多假历史景观。

比如有地方花数十亿建老子故居，令人咋

舌。老子惜墨如金，仅仅留下五千言文字

承载思想、传世千年，后世要花那么多的钱

建他的故居，是否真有必要。曲阜要用 300

亿打造一个孔子城，是给孔子新的“安家之

所”，还是变成“摇钱树”？

记者：除了过度开发，当地政府在历

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利用上，还有哪些失

当之处？

马惠娣：我曾经领多名外国学者造访了

孔子和孟子的家乡。原本，孔孟之乡是绝佳

的中国文化的宣传阵地，可与秦始皇兵马俑

比肩，是中国文化的品牌，是中国文化人类

学最有价值的研究地。遗憾的是，曲阜除了

孔府、孔庙、孔林保存地比较好，其周边的地

带混乱、熙攘，丝毫呼吸不到儒家文化的谦

谦气息。孔孟体系原本是一个整体，共同构

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和主流。结果在对

孔子故里开发过后，遗忘了离之不远的孟子

家乡邹城，忽视了孟子对育人及生命个体探

究上的成就。让外国朋友很难相信，这里曾

出过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大思想家。即使

是在孔庙，对儒家思想和孔子历史成就的讲

解中，也显得支离破碎……反映了我们在旅

游资源开发、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缺乏专业

性、科学性，旅游项目缺乏文化整体性，太急

功近利。

记者：除了开发历史人文景点，现在很

多城市还在模仿西方，竞相开发主题公园，

此举是否适合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马惠娣：我国开发主题公园，的确是借

鉴美国的模式。欧洲地盘小，历史悠长、文

化资源丰富，那里的人们更喜欢亲近自然

和艺术，所以很难想象会建大规模的人造

游 乐 场 所 。 伦 敦 所 建 的 摩 天 轮“ 千 禧 之

轮”，算是伦敦百年来最庞大的游乐设施

了。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它的文化历史

不过 200 多年，虽然地大，物却不博，空旷

的土地上总要植入些人造景观，来填补它

荒芜的模样。于是，迪斯尼、嘉年华等游乐

品牌均出自于此。迪斯尼在美国只有两

处，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复制，而喜欢创新。

即便如此，美国很多所谓大型游乐场的规

模也赶不上中国。

中 国 最 早 在 深 圳 开 发 了“ 华 侨 城 ”、

“中华之窗”这样的主题公园，因为那里原

本是“一无所有”的渔村，所以它成功了。

后来这些“ 复制品”蔓延全国。很快又都

相继衰落，包括北京的“中华民族园”、“世

界公园”之类。道理很简单，人们很难对

那些假的、没有生活气息的人造景观产生

亲 近 感 。 也 违 背 了“ 因 地 制 宜”的 原 则。

尤其是北京这样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城

市，建造人工景观一定要慎之又慎，适度

开发一些诸如农业体验景区这样的小型

休闲场所，反而和周围环境更和谐，又不

会破坏历史古城的形象。我不理解，为什

么很多城市都想建迪斯尼公园，花钱买人

家的品牌，宣传人家的文化理念。不如动

脑筋设计一个中国民族品牌，诸如“ 孙悟

空乐园”这样的场所，弘扬本自己的文化

精神和民族智慧该有多好！

休闲场所是城市必备

记者：有人提出，中国的城市将完成从

旅游城市向休闲城市的转型，这会为城市

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哪些变化？

马惠娣：这个观点纯属穿凿附会。提供

休闲场所是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没有休闲场

所是城市管理者的失职。3000 年前的周朝

在城市规划中，就提出要在城池之内种树，

要有玩的地方，要有驿站供远行者休憩……

用现代的说法，城市要有公共空间，供人们

进行社会交往；城市要有绿地、公园，让人感

受到人和自然的“血缘”关系；城市还要建教

堂、艺术馆，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中国人很难想象，伦敦白金汉宫周围的

海德公园、圣詹姆斯公园、荷兰公园等几大公

园，占据了伦敦城区相当大的土地面积；曼哈

顿中心的纽约中央公园占据了曼哈顿五分之

一的土地。纽约人将中央公园视为他们的思

想来源地，认为没有中央公园就没有曼哈顿，

就没有世界的经济中心。在西方，城市的“游

憩空间”是公共服务部门必做的一件事，是市

民尊严和体面生活必备的条件。

当然，中国可以通过开发休闲产业来

缓解旅游业的压力，诸如兴建剧院、博物

馆、体育俱乐部、度假村等，避免对自然和

人类遗迹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同时也丰富

旅 游 的 内 涵，满 足 人 们 多 方 面 消 遣 的 需

要。像斯德哥尔摩就在它的老城区修建了

别致的婚礼博物馆、邮局博物馆、诺贝尔博

物馆等等，反而令游览充实、有趣；在巴塞

罗那的海滩上，游客花 26 欧元租借一套沙

滩休闲设施，带上一本书，依然可以度过轻

松、惬意的假日。这些都体现了城市人文

关怀的发展方向。

记者：您认为中国未来旅游业要想同

世界接轨，变成一个世界旅游大国，还需要

做哪些功课？

马惠娣：第一，要培养出享誉世界的旅

游品牌，中国目前的长城、兵马俑是世界级

旅游品牌，但还远远不够；第二，拥有国际

竞争力的旅游企业；第三，建立相关的现代

教育体系；第四，形成与国际接轨的旅游经

营管理机制；第五，锻造一批有真才实学的

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按照这样的标准，

很容易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然而，如

何培训逐渐形成的具有一亿大军的从业人

员？如何面对每年 20 亿人次的到来？如

何保护自然与文化资源？如何培养游客与

接待者的礼仪和教养？如何以诚信的态度

经营企业等等问题，都是要做的“功课”。

否则，我们只能靠旅游景点的数量取胜。

记者：近日，法国戛纳电影节拉开了帷

幕，戛纳小城也成为旅游旺地，我们是否可

以借鉴戛纳的方式，用会展业带动旅游业

发展？

马惠娣：很难想象戛纳这样一个 2.5 万

人口的小城，每年竟能迎接数百万游客到

此一游。举办电影节的场地就是一个十分

简朴的小影院，比不上国内任何一个像样

的电影院，它的成功靠的是多年经营的品

牌效应，靠的是优质优雅的服务。法国南

部小城尼斯，是一个集休闲、会展、度假于

一体的城市，每年的 3 月至 11 月，大型国际

会议在这个小城逐个“上演”，日程拍得满

满当当。很难想象，这个当年的小渔村，没

有足够的创意，没有足够的经营能力和把

品牌维护下去的能力，怎么能将城市经营

得如此创意迭出。

海南博鳌自然条件也许比尼斯优越，

由于“ 博鳌亚洲论坛”也开始为国人所瞩

目，但 是“ 一 枝 独 秀”难 为“ 满 园 春”。 需

要把更多的有思想、有灵魂、有新意的活

动植入其间。不是零敲碎打、“ 宰人没商

量”、“抓一个是一个”的思路。如果在中

国，人们（中产阶层）更多地是选择“准学

术”与“ 准 艺 术”的 方 式 休 闲 度 假，那 么，

将有会展经济、商务旅行的大发展，届时

将 形 成 精 神 与 物 质 双 双 而 至，文 明 与 教

养款款而来的崭新局面。这些理念考验

着、挑战着中国旅游管理者、政策制定者

的大智慧。

■ 本报记者 袁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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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旅游的“灵魂”在哪儿？
——专访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

马惠娣，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

国 休 闲 研 究 中 心 主 任、《自 然 辩 证 法

研 究》编 辑 部 主 任 。 曾 出 版 专 著 ：

《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休闲：

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我国公众休

闲状况的调查》。并负责完成了“ 休

闲 产 业 将 成 为 我 国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

的 对 策 研 究”、“ 闲 暇 时 间：我 国 公 众

文 化 精 神 生 活 现 状 的 调 查 与 研 究 ”

等国家和部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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