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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全书共分为八章，主要阐述了旅游的形成与发展，旅游的概念、特点与类型，旅游者，旅游资源，旅游业，旅游市

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内容。每章穿插案例和链接部分，并提出了相关问题，供学生思

考并激起学习兴趣，扩展学生知识面。在章末提供了课堂讨论题和技能操作题，供学生在课堂讨论和实践操作时参考，

以提高实践操作能力。书中概念和理论阐述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知识内容新颖。

本书可作为高职院校旅游服务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企事业单位相关从业人员培训、自学的参考用书。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旅游学概论／韩燕平，王协斌主编．—２版．—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８
（２０１７９重印）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６８２－４３０８－７

　Ⅰ①旅…　Ⅱ①韩… ②王…　Ⅲ①旅游学－概论　Ⅳ①Ｆ５９０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７）第１６３４５０号

出版发行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５号

邮　　编 ／１０００８１
电　　话 ／（０１０）６８９１４７７５（总编室）

（０１０）８２５６２９０３（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０１０）６８９４８３５１（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ｔ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开　　本 ／７８７毫米×１０９２毫米　１／１６
印　　张 ／１２２５ 责任编辑 ／申玉琴

字　　数 ／２９０千字 文案编辑 ／申玉琴

版　　次 ／２０１７年８月第２版　２０１７年９月第２次印刷 责任校对 ／周瑞红

定　　价 ／３８００元 责任印制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众旅游时代已经来临。

一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了发展旅游的热潮。毋庸置疑，我国旅游业将迎来巨大的

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应的，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尤其需要旅游高

等职业教育培养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旅游高等职业教育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的教材建设却跟不上步伐，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旅游高职教育的发展。“旅游学概论”作为高职旅游教育的基础课程、入门课程，是

研究、学习旅游发展规律、培养学生从事旅游工作所需基本素质的必修专业课程，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但是，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难以找到科学的适合高职旅游专业学生的教材。在

选择教材时，大多存在 “太乱”“很杂”“过难”“较旧”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编者在

十余年旅游专业教学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本教材。本书在编写过程

中力求体现以下特色：

１系统性。科学系统地阐述旅游业的基本原理和知识。首先介绍旅游的产生和发展、

旅游性质与特点，解决旅游是什么的问题；再分析现代旅游的主体 （旅游者）、客体 （旅游

资源）、媒介 （旅游业）和旅游市场，解决旅游包括什么的问题；最后阐述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和未来发展趋势，解决了旅游业未来是什么的问题。各部分层层相扣，构成联系紧密的

知识体系。

２精简性。充分考虑到专业教学的要求，克服以往教材 “太乱”“很杂”“过难”的问

题，以 “必需”和 “够用”为度，无论在案例选择上，还是知识内容方面都经过认真筛选，

放弃或简化一些与其他课程重复的内容。在文字表述上，坚持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的原则，

语言力求精练、准确，努力使其符合高职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教学实际课时安排。

３前瞻性。克服教材编写观点和信息滞后的缺陷，在内容的安排上注意引入最新的研

究成果与数据，站在旅游发展的最前沿，使读者掌握最新的信息。

尽管做了一些努力，但因种种原因，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问题与不足之处在所难

免，希望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本教材自２０１０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广泛关注。七年来，被多所高职院校选用为教材，

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各界反响良好，先后八次印刷。

七年来，旅游业发生了深刻变化，旅游产业地位不断提升，发展环境不断成熟。为更好

地促进旅游职业的教育发展，引领旅游产业升级，编者对 “旅游学概论”进行了修订，在

保持、强化原版教材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最新的知识与内容，更新了相关数据，并丰富了

相关案例和相关知识，使读者了解到最新的内容。在本书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同类高职院校

专业教师在长期教学实践过程中提出的中肯建议和提供的最新教学资料，这使本教材修订得

以顺利进行，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由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韩燕平、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王协斌担任主编，九

江职业大学高霞、虞莉及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王倩担任副主编，部分老师参与编写。具体

分工如下：第一、二、三、五章由韩燕平、刘进负责修订；第四章由王协斌负责修订；第六

章由刘林修订；第七、八章由吕晞梅修订。全书由韩燕平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参考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成果，在此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敬意，尽

全力列出，但难免遗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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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

“旅游学概论”是高职高专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也是学生学习

和掌握旅游专业知识的入门课程。本课程是旅游管理专业其他各门课程的基础，学生只有在

全面掌握旅游学基本概念和知识架构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的其他

相关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学习在旅游管理知识体

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培养目标

本课程的编写目的是让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了解旅游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一些基础问

题，结合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总结旅游业的发展经验。课程组通过精心设计学习情境和内

容，思考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职业素养。

１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理解旅游的产生和发展，旅游的性质与特点，现代旅游的主体

（旅游者）、客体 （旅游资源）、媒介 （旅游业），旅游市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的

发展趋势。掌握做一名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理论知识。

２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理论的指引下有能力对旅游及由于旅游活动而引发的各种现象和

问题作出解释。培养学生良好的旅游意识和服务意识。

３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和专业灵感，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旅游职业道

德，激发学生对旅游事业的热爱和爱国热情。同时，提高学生的对旅游市场的开拓精神和竞

争意识。

三、学科定位

本课程为 《导游业务》《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市场营销》《景区规划与管理》等后

续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旅游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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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旅游的形成与发展

本章阐述了旅游的产生、发展历程、基本条件以及各种类型的旅游活动。详细介绍了世

界旅游发展历程和中国旅游发展史。旅游是旅行演变发展的产物。古代旅行活跃地区同时也

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产业革命推动了古代旅行向近代旅游转化，托马斯·库克促进了现代

旅游业的诞生。“二战”后，旅游进入了现代旅游阶段，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得到了确立与巩

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活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并正在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

基本需要。尤其在现代，旅游活动已遍及世界各国，其形式和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

学习目标　　

了解古代旅行的发展及旅行活动。

掌握近代旅游的兴起原因、发展情况和特点。

熟悉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发展情况。

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经营市场的变化及其演进原因。

资料１：徐霞客与中国旅游
徐霞客 （１５８７—１６４１），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 （今江苏江阴市）人，

明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的一生志在四方，足迹遍及今２１个省 （市或自治区）。

“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

３０多年的旅行经历中，他创作了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１７篇和 《浙

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６０余万字游
记资料。后人在其去世后将其作品整理成 《徐霞客游记》。其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

描述自然的新方向；其作品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

旅游巨篇，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被后人誉为 “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资料２：哪天为中国旅游日，引起全国热议
国务院提出设立 “中国旅游日”之后，人民网等网站闻风而动，公开征集建议日期。一

时间，各地纷纷响应，网上海选更是热火朝天。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中国旅游局组织的网上投
票结束，名列前三的是江阴提出的３月２９日、宁海提出的５月１９日、天台提出的５月２０日。
巧合的是，这三个日期，都和一个人有关。这就是中国最负盛名的 “驴友”———徐霞客。

３月２９日，是徐霞客离开家乡踏上旅程的日子。反对者则认为，当时的徐霞客的出游
和其他游子出门没有别样，这样的日子显得 “含金量”不足。宁海则抓住 《徐霞客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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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的第一句话 “自宁海出西门”大做文章，力主将 “癸丑之三月晦”（即１６１３年５月１９
日）定为旅游日。有些遗憾的是，开篇之作是 《游天台山日记》，“自宁海出西门”只不过

是个铺垫。

从目前的意见看，天台提出的５月２０日占了上风。除了开篇之作即是 《游天台山》外，

还有 《游天台山日记后》被收入 《徐霞客游记》中。可见天台山在 “游圣”心目中的地位。

除此之外，天台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成了其申请的砝码。天台山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

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具有 “山水神秀”的自然优势；是中国佛教第一宗天台宗的祖庭国

清寺及道教南宗的祖庭桐柏宫所在地，还是 “活佛”济公的故里，具有 “佛宗道源”的人

文优势；自古天台山就是旅游胜地，仅唐代诗人慕名前往者就有４００多人，留下了９００多首
吟诵天台山的诗作。李白写下了 “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山”的名句。历史积淀

也成了天台的另一大理由。

问题１：结合资料１和资料２，谈谈徐霞客对我国古代旅行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
问题２：中国旅游日的设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您觉得设定中国旅游日有没有必要？

为什么？

问题３：中国旅游日最终定于哪一天？与中国古代旅行家徐霞客有何渊源？

第一节　远古迁徙与旅行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旅游活动始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远古旅行活动。人类迫于洪

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危害，同时为了拓宽视野、扩大自身的活动范围和生存空间，

进行着反复的迁徙。这种迁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流动特点便是旅游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但

这些迁移活动都是出于谋求生存的需要，它的被迫性和求生性都说明它们不属于现代意义上

的旅游活动。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产生一种旅游的社会需求，才有了基于客

观物质基础和主观出游愿望的旅游活动。

一、原始人类的迁移活动

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将原始社会划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

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野蛮时代是学会

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依照该种理论，

从原始社会前期即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人类社会的生产工具主要是使用未经打

磨的石器，只能栖身于原来的有限地带中，靠采集果实维持生活，属于人类的蒙昧时代。

《韩非子·五蠹》中所记载的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畜之皮足衣

也”，便是这一时期的人类生活写照。直到渔猎和火的利用，原始人类才开始了最早的迁移

活动，并使得迁移成为人类生存的历史特征。渔猎扩大了人类的食物源，火的使用所带来的

照明、御寒、驱兽、熟食增加了人类的生存力量，使迁移成为可能。但无论是早期智人还是

后来的蒙古利亚人、希伯来人，迁移多是因为自然因素 （如气候变化、天灾对生存环境的

破坏），或是人为因素 （如战争）。有种观点认为，居住在蒙古高原的蒙古利亚人为了争夺

草场而东征西讨，为了寻找食物而不断迁移，其中的一部分在公元前４万年至公元前２万
年，越过阿拉斯加迁移到北美、中美和南美，成为印第安人的始祖。而 《圣经》中希伯来

２



第一章　旅游的形成与发展

人的三次大规模迁徙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考古学家对仰韶文化时期留下的６９处村落遗址
的研究也得出它们是某一原始部落趋利避害、反复迁徙的结果。

二、原始人类的旅行活动

（一）经商旅行

新石器晚期，金属工具出现和普及，生产力大幅提高，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手

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商业从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分离）。一部分人发

现不同地区间的产品交换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因而产生了最早的旅行经商或外出交换产品的

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旅行最早远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消遣和度假活动，而是一种由经济

需要而产生的交换和贸易活动。如在公元前４０００年发明货币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就被西
方旅游学家看作是旅游业的奠基者。

（二）原始宗教旅行

由于原始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不断认识，原始宗教得以产生。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十

分广泛，包括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我国远古时期宗教活动就已发展到一

定的规模，许多祭祀活动都在远离居住地的地方进行，原始宗教旅行随之发展。

（三）部落首领巡游

我国古代神话中的旅行时代最早可以追溯到 “伏羲氏始乘桴”。“桴”，小的木筏或竹筏

也。在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就出土过迄今为止时间最早、保存最好的两支木桨。在 《周

易·观卦》中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就提到古代先王尧、舜、禹等效法

风的精神，省视各方，观察民情，设立教化的规范。 《史记》中记载黄帝经常外出旅行，

“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而其后裔尧曾 “身涉流上沙，西见王母，地封独山”。禹则

是四处巡游时病死会稽山的。可以看出，远古时期原始人类的旅行活动主要是以经济目的为

主，起到了保障生存、拓展生存空间、促进经济发展等作用，从广义来看，它可以看作人类

最早的旅游发展史。

第二节　古代旅行的发展及特征

古代旅行的产生以阶级的出现为标志。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从旅行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来看，还是表

现出一些较为落后的特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引起交通工具的重大变化，依靠以自然力、人

力、畜力为主的船、车等；旅行的活动范围很小；参加旅行的人数极少，多为特权阶层，一

般劳动者都被排除在旅行的行列之外。

一、西方各时期的旅行

（一）奴隶制社会的旅行

一般认为，早在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就在地中海和爱琴海上进行通商贸易的腓尼基人是世界
上最早的旅行者。他们到处周游，西越直布罗陀海峡，东到波斯湾、印度，北至北欧波罗的

海各地，其旅行目的是进行贸易活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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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在公元前３０００多年就建成了统一的国家，他们确立以法老为主的中央专制政体，
大规模地修建金字塔和神庙，吸引大批前来参观游览的人。宗教旅游也很发达，每年都要举

行几次重大的宗教集会，并成为地中海区域著名的旅游胜地。此外，公元前１４９０年荷塞普
赛特女王访问Ｐｕｎｔ地区 （今索马里）是世界上第一次为和平目的的国际性旅行活动，记载

在卢克索神庙的墙壁上。

波斯帝国是较早兴起商务旅行的国家。公元前６世纪中叶，从帝国首都苏萨直抵地中海
和巴比伦城直到巴克特里亚的两条 “御道”的修建，为人们外出旅行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这条路后来成为 “丝绸之路”西段的基础。

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的提洛岛、特尔斐和奥林匹斯山是著名的宗教圣地。特别是奥林
匹亚庆典既是宗教的集会，又是体育的盛会。奥林匹亚村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宙斯神像

的诞生地，每４年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宙斯神的活动，同时举行大规模的运动会 （今天

奥运会的前身）。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的公务、经商、宗教、考察旅行者络绎不绝。希腊
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游历了亚、欧、非的广大地区，广泛搜集了各时代、各民族有关古

代旅行的情况，被称为旅游文学之父。

罗马帝国时期是世界古代旅行的全盛时期。其帝国疆域辽阔，社会相对稳定，从而促进

了社会经济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海上运输十分畅通。全国

境内修建了许多宽阔的大道，这种全国道路网络的兴建为人们沿路旅行提供了方便。罗马帝

国时期在政府所设驿站的基础上产生了旅店，接待往来旅客。同时，由于国力强大，国际性

的经商经常发生，我国的丝绸就经过著名的 “丝绸之路”，远销于罗马帝国各地。这个时

期，罗马人已经在希腊的温泉和矿泉地建立了度假村。

这一时期的旅行活动虽然只牵涉少数人，却标志着人类旅行活动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即

旅行的目的已经明确地超越了商务、宗教信仰的范围，出现了以鉴赏艺术、保健疗养等为目

的的多种旅行活动。

（二）封建社会的旅行

７—８世纪，阿拉伯帝国处于鼎盛时期，由于伊斯兰教的朝觐制度，使得宗教旅游规模
扩大。这一时期，经商和考察旅行也受到鼓励，著名旅行家有苏莱曼、马苏弟。苏莱曼曾到

过印度、中国等地经商，著有 《苏莱曼记》 （８５１年）；马苏弟 （卒于９５６年），曾游历埃
及、巴勒斯坦、印度、中国等地，著有 《金色的草原》。

１１世纪起，西欧的封建社会有了明显的发展，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剩余农产品增
多，手工业日益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社会分工的发展使交换活动日益经常化。专职的工商业

者离开乡村，聚集在城堡、寺庙附近和交通道口等处，因而逐渐形成工商业城市。如威尼

斯、热那亚已成为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业城市，吸引了过往商人，同时，客栈、旅馆也随之兴

起，促进了商务旅行的发展。

１３世纪，伟大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１２５４—１３２４），因经商来到中国，得到元世
祖忽必烈的信任，在朝中任职１７年，先后到过今新疆、甘肃、浙江、福建等十几个地区，
出使印度、菲律宾等国，著有 《马可·波罗游记》。伊本·巴图塔被认为是中世纪最伟大的

旅行家，同时又是一位史学家、地理学家、神学家。他用２６年的时间，行程１２万余公里①，

４

① １公里＝１千米。



第一章　旅游的形成与发展

游历了半个世界，足迹遍布亚、非、欧三洲。１３４６年，他以德里苏丹特使的名义访问了中
国，他根据自己的旅游见闻写成的惊世之作 《旅游者的欢乐》，对了解发达的东方文化是极

其宝贵的。

１５世纪中后期，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寻金热和探险热的高潮，使原来局限于宗教、贸易
的旅行发展为以探险和淘金为主要目的的旅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萌芽刺激人们进行探险旅行和考察，航海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持，迎来了地

理大发现时代。１４８６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了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通过印度洋
的新航线。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于 １４９２年发现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美洲的新航线。
１５１９—１５２２年英国的麦哲伦又横渡大西洋环绕地球一周，证明了地圆学说。探险旅行开阔
了中世纪人们的狭隘眼界，冲破了中世纪的漫长黑夜，推动了那些不知疲倦、富有进取精神

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先进人物纷纷前往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考察。

从１５５８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继位起到西欧封建社会结束这段时期，旅行活动又有
新的发展。１５６２年，有一位名叫威廉·特纳的医生发表了一本著作，谈到英格兰、德国和
意大利的天然温泉对身体的各种痛症都有疗效。此举一下子引起了轰动，形成温泉旅行的潮

流。这一潮流一直延续了近两个世纪才开始向海水浴转移。除了这种以保健为目的的旅行

外，以教育为目的的旅行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发展，人们已经从一些名人的经历中认识到旅行

在增加对异国他乡事物的了解和开阔眼界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正如亚当·斯密在１７７６年所
写的那样：“在英国，一些年轻人中学毕业，不等报考大学便被送往外国旅行，已成为日渐

浓厚的社会风气。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完成旅行归来之后会有很大的长进。”

１８世纪中叶，英国为掠夺殖民地，以通商为名组织了许多探险队，从事航海线路、生
物、地质的研究。例如，英国航海家、探险家詹姆斯·库克曾先后三次环球旅行，随后，达

尔文在１８３１—１８３５年的环球航海旅行中，通过实地考察，找到了物种起源的科学解释，创
立了伟大的进化论。

二、中国古代的旅行活动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漫长，随着几千年历史的推进，中国古代的旅行活动也经历了日渐兴

盛的发展变化过程。

（一）奴隶社会的旅行

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旅行发展的情况同西方奴隶制社会旅行发展情况基本相同。但中

国的奴隶社会在年代上要比西方国家早得多。在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

步，新的社会分工使剩余劳动产品得以增加、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得以扩大，商品经济

得到很大的发展。夏代发明的舟车到了商代更加普及和进步，牛、马等大牲畜也普遍用于交

通运输。商代商人的足迹东北到渤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达到今日之

皖鄂乃至四川，西北达今日之陕甘宁，甚至远及新疆。

周代旅行的形式主要是帝王巡游、政治旅行和商务旅行。西周时期的周穆王在 “欲肆

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的远游理想的指导下，取得了 “西征”的胜利，

开了中国通往西方的先河。东周时，由于诸侯争霸，出现了 “士”阶层。没落贵族和士人

为了宣传其政治主张和 “致身卿相”的目的而朝秦暮楚，奔走不暇。此时商贾也被纳入

“四民”（士、农、工、商）之列，远程贸易的商务旅行十分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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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建社会的旅行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时期。秦始皇不仅多次派出大臣、

方士四处考察，前往名山大川举行祭祀活动，为其寻找 “长生之药”，而且他自己五次出

巡，周游全国，成为封建帝王巡游的基本范式。

汉武帝也热衷于对泰山的封禅和祭祀活动，并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 “丝绸

之路”，建立了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汉代的科学技术、史学、文学也有很大的发展，西

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是学术考察旅行的最杰出代表。公元６８年，南亚高僧竺
可兰、摄摩腾到中国传播佛法，开始了佛教徒旅行活动的时代。帝王开创性的全国巡游，开

拓海外商务、外交旅行和文化交往之途，探险旅行学术考察的风行，是秦汉时期旅游发展的

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旅行和旅游的重要发展时期，突出表现为山水诗歌、游记等旅游

文学创作的兴起。西晋末年的很多知识分子无心仕途，寄情于自然风光，追求适意娱情的漫

游之路。魏晋间嵇康、阮籍等七人因不满时政而纵酒悠游于竹林之中。东晋的陶渊明辞官归

隐田园，并作有 《桃花源记》。南朝谢灵运是我国山水诗的鼻祖，其作品中充满了 “壮志郁

不用”“泻为山水诗”的格调。东晋僧人法显远足于印度求法，著有 《佛国记》。北魏的郦

道元把毕生的才华融入山川大地之中，著有 《水经注》，被称为中国山水散文的鼻祖。这一

时期的旅行和旅游是以士人漫游和宗教旅游为主的。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使中国境

内的旅行游览活动，以及与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表现出旅行发展的继承性。在帝王巡游方

面，隋炀帝在大运河开通后，沿水路出游，开创了中国旅游史上帝王舟游的新篇章。在宗教

旅游方面，玄奘赴南亚求法，鉴真东渡日本扬法，以及日本、朝鲜和中国佛教徒之间的频繁

交往，均表现出这一时期宗教旅行的风行程度。在士人漫游方面，隋唐实现的科举取士制

度，使得士人远游成风，造就了王勃、李白、杜甫和柳宗元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和旅

行家。王勃的 《滕王阁序》和柳宗元的 《永州八记》在游记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李白、

杜甫的诗是唐代诗歌的代表；元结则是把描写自然景物和抒情结合在一起的游记开拓者。在

国际旅游方面，来华的外国使者、商人、学者、僧侣也络绎不绝，如日本曾先后１６次派遣
使者来唐学习文化。唐代与阿拉伯的交往也很频繁，他们主要以香料来换取中国的茶、瓷器

和丝织品，其中最著名的人是苏拉曼。总之，士人漫游成风，宗教旅行盛行，国际旅游活跃

和旅游创作繁荣，是这一时期的旅游特点。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和动荡交融的特殊历史时代。宋代汉民族的封建王朝日益

衰败，但士人漫游活动极为普遍，游记文学进入鼎盛时期。《岳阳楼记》（范仲淹）、《石钟

山记》《赤壁赋》（苏轼）和 《入蜀记》（陆游）等都是千古流传的旅游名篇。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反映到人们的旅游行为上，

则显出日益成熟的特点，特别是在风光的鉴赏、旅游经验的总结和学术考察方面，比之以前

更具有特色。旅行家郑和、徐霞客，医学家李时珍，毕生涉猎于远足旅行之中，并分别留下

了宝贵的航海资料、千古不朽的游记和医学名著。

（三）中国古代旅行的类型

中国古代的旅行活动，具有形式多样、专业性强和人文色彩浓厚的特点。如果将这些特

点以旅行目的来分析，可以将中国古代旅行活动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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