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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954-1956 年 8 月，在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我曾有幸

地，在交际接待部门工作了两年 O 两年的时间很短，当年作为行

政事业管理的交际接待工作，与今天具有独立的经济产业管理

性攻的旅游事业，又有很大不同，然而对我来说，却留下了一

生中美好的记忆，对旅游事业有了一份情缘。这样的记忆，这

一份情缘，就像一颗散落在泥土里的种子，一旦有了适宜的气

候和雨露滋润，便会自然地发芽、生长 C

对和L终于到来了: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

了神州大地，地方志与旅游事业获得了复苏和发展的良机。 20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地方志的教学、科研和练基工作，在工作

中，接触了大量地方志书〈稿)，发现其前记载的内容，有一

个共同趋向，即:随着我国旅游事业不断发展，旅游资源、名

胜古迹和旅涛接待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对，许

多史志刊物.也不时刊发有论述地方志与旅游的关系，旅游志

编摹及其柏关内容应如何记载，地方志旅游资源资料在旅游资

源开发中发挥的作用，地方志部门为当地旅游业发展服务等方

面的文章。这些现象，引起了我的好奇和注意，产生了探究地

方志与旅游相互关系及其共通性内题的愿望 O 于是，我挚爱和

寄情的地方志之心，提着时写的推移，逐渐向旅游事业靠近。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又增加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注意搜集和

积累地方志中与旅游梧关的材料:一方面尽可能多地阅读、研

习旅游学论著，以更新和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尔后我又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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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思考 2 并经历八个年头，最终写出了

《地方志与旅游》这本书 O

在我的印象里，以地方志与旅游的关系为论述主题的文

章，讨论地方志旅游资源资料为旅游资源开发服务的文章，研

究旅游志编摹问题的文章，近十年来时或有见，但对地方志与

旅游进行全方位审视，以之为课题进行专门研究、系统论述的

著作，这还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新的成果。我写作这本书的主

旨，是以融知识性、学术性、实用性于一体为特色，适应学校

教学、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参考的需要。这个想法是对的，但

是否真正实现了这个初衷，我却未敢自信，只得清方家和读者

品许了。

元可讳言的是，由于作者学养不深，书中内容或存在论这

不够深造，甚至有失当和外误之处。我真诚地欢迎方家和识者

批评，求是正非;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有人创作出体系完

整、内容充实、论述深刻、盾量上乘的《旅游方志学〉来 O

现在， <地方志与旅游》这本书就要出版了，我对曾从事

过的交际接待工作的美好记忆，对旅游事业的情缘，终于与我

现，今挚爱和寄晴的地方志连接到了一起。因此，一股自悉的激

靖热流不由从心头涌起:我的梦实现了!

此刻，我谨以诚挚的心情，祈恳地方志与旅游部门的真该

合作，取得"双赢"的效应，实现各自的持续健康发展。我更

以殷切的期待心情，企静着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一一旅游方志

学，能在方志界和旅蒋界共同努力下，挺立于科学之林。

作者 2004 年 4 月 24 日

于安徽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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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fjT经.，浙江江山人， 1929 年口月生。 19ω

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曾任安徽

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90年3月退休。先后任

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安徽

省地方志学会顾问、学术委员。 1997年7月，

受聘任全国地方志评奖预评委员会委员。 2002

年6月，受聘为《中国方志通鉴》编委会委员。 80

年代以来，先后在苏州、桂林、青岛、广州|、

泉州、庐山、黄山等10余处方志研究班、讲

习班讲学。首轮修志中，担任皖、浙、湘、

晋、鲁、黑等省近70个地市县志编篡顾问、

特约审稿;第二轮修志以来，己受聘担任

皖、浙、赣、闽、渝等省市近1 5个市县续修

方志顾问。 20多年以来，发表方志理论研

究、方志评论文章250余篇，著有《方志史

话》、 《方志求是集》、 《方志学综论》、

《中华文明宝库-中国地方志》、 《方志编

篡系论))并与他人合作编著出版了《方志

学慨论》、 《中国地方志综览》、 《中国百

科大辞典》等。其学术成就，分别载入《中

国当代方志学者词典》、 《中国社会科学家

词典)) (英文版)和《江西省志-方志编篡

志》。现正致力于旅游方志学、方志评论学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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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曾经说过"我特别有兴趣把最不同的

东西放在一起，加以参照，如~比较，并寻找他们的联系。"①

这番智者的言谈，也道出了《地方志与旅游》这本书写作的动

国 C

地方志和最番，是华夏大地上正在旺发的两大项事业。二

者各显自己的风采，帮着无辉地烂的前程发展，似乎互不相

关。其实，只要捏二者"放在→起"就不难寻找到彼此之间

客现存在的关系 O 便会发现，地方志里记载的许许多多内容，

都是可以用来为族潜服务的信怠资料;再丰富多荐的旅潜活动

和建游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事实，那又可以载诸地方志书，便

地方志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展现出光彩的现代特色，鲜明地体

现出地方志的存史功能 c 由此可知，地方志与族游之间.客现

上存在一种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彼此掠存、共同发展的良性

关联。西此，研究和利用这种关系，发展和加强地方志与旅爵

的联系，对于探寻撞进地方志与旅费?这弱大事业发震的新举

措，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窍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发展要有新思

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在新局面，各方面工作要有薪举

措"的要求。把地方志与旅潜联系到一起进行探索研究，对于

地方志和旅游这两项事业贯彻落实这些要求，是必要的，也是

① 邓治军: <让作品证明我的存在与价值一→王蒙访谈录). (合肥

晚报上 1995 年 4 月 6 日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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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

地方志与旅游的联系互通，吉今认同

中国方志史和旅游史都表明，地方志和撮游这两种社会文

化形态，有其悠久的历史，地方志被人们用来件为导潜之助，

已是不争的事实。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就有一鼓过韶州时借图

经(部地方志书)， "每逢佳处便开看"的经历。明代著名地理

学家、大旅行家徐霞客，一生房了 30 多年时间，遍爵撞国各

地，是迹北至燕、晋，南及云、贵、两广，在旅行过程中也很

注意利用地方志书为旅游考察服务。民医时期的著名学者黎锦

熙先生，对"韩愈过岭，先借韶判图经:朱嘉下车，便向南康

军志"①的用志表现，曾明白无误地指出:地方志有"旅游指

导"之用 O 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完全正确的，所以备受

人们关注。

当代学界，也十分重视探索和揭示地方志与旅游的密切关

系。王嵌良编著的《中国族带史) (吉代部分)，便以宋代《元

丰九域志上《方舆姓览》、《舆地纪胜上《吴郡图经续ì2) 、"，陆

安兰志" (周凉《乾道:陆安志上路i号《漳茹临安志上潜说友

《或淳临安志))、《吴郡志上《景定建康志》等十多种志书为

例，正确地擂出:方志的许多内容都与族带有关，是非常宝贵

的藤游文献，具有非常丰厚的悲游文化资摞，其扮筐和作用应

予以充分重视。②巴兆祥在一霹论述方志与旅游的文章里，从

① 黎锦熙{方志今议上中囡展望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号北京

影印版，第 6 页。

② 王淑良: <中国旅游史}，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出版，

第 300 贞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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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蕴藏着丰富的族带资源"、"方志是发展藤潜事业的重要

依据"、"方志既是高级导游书，又是带踪录"、"藏游推动方志

事业发展"等四个方面，以大量事实和丰富内容，阐明了地方

志与旅游的密坊关系，作出了"方志为旅潜之本，旅潜乃方志

之母"的结论。①

地方志与藏游之间密切的关系，是被此豆豆向互动的，对政

方各自的发展，都具有能进作用 c 其关键，在于方志编寨必须

重视充实旅潜及其相关的内容，而藤游事业的发展剩必须关注

并开发应用地方志的族带资源资料，撒到二者声气相遇，在发

展中不断增进和如强二者的联系，互相依存。

总之，地方志与族游联系互通，吉今认同 c 从理论高度审

视、研究、确认二者阔的这种特殊关系，并用这样的新思路展

开理论探索，是-条为现实服务的科学途径 C

二 旅捞学应重视对地方志的研究

地方志旅游资料的价垣辛11作用，随着我国族踌事业的发

展，已经引起世人的广泛注意。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地方志

旅游资科倾注热情，并发出利用这些资料为旅潜业发展服务的

呐喊和呼号的，主要还局限于方志界人士中 O 实践证明，哪里

的旅潜部门重视并开发利用地方志旅潜资料，哪里族游事业便

因此而得到发展:

1999 年上半年，油头市藤游局为制定《汕头市族游事业

发展规划)，确定新的藏静线路和景点，工作中充分利用《、汕

头市族带志》对j辑、油各地名胜古迹及其史实典故的记述，便保

① 沈祖祥主编(旅游与中医文化)，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第 U8~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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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该项计蜒的雷满制定，还为导由于提供了很好的资料。①

黔西南州委、外i政府在西部开发的形势下，将放潜资源开

发作为"开发四大资源"的内容之一，把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

作为旅潜资源的重要内容，根据《署专西南卅志·民族志》中的

有关民族文化材料，于 2000 年上半年作出了举办三个民族文

化节的决定:一是在以"龙域"著称，又有"十里高花"相悖

的安龙县城举办"安龙荷花节暨招商会"二是在有"贵州龙

之乡"之称的贵州原效经济开发区举办以布依族传统的"浪

哨" (谈情说爱)为特色的"贵州顶效布依族查自歌节"三是

在兴仁县城举办以苗族文化为主、各民族文化均得以展现前

"八月八民族风情节"。结果，三个民族文化节获得了轰动效

应:共有 20 多万名中外宾客及黔西南各族人民参与;中央、

省及地方近 300 名记者前来采访..人群如嚣，歌舞飞扬，商

贾如云，许多中外离家前来考察或洽谈项目"。②

类叙油头市、黔西南州这样牙哥哥地方志族带资料开发旅游

资源、振兴旅游事业的实饨，许多地方都有。事实充分说明，

锋志为用，也贵在帘，只有重视并耕用其中的技踌资料，才能

充分发挥和体瑰地方志在旅游事业中的街值和作用，并通过这

样的实践，使地方志与族游的相互联系日趋加强，使JI:仁的关系

也越来越密切，不断但进地方志与撮爵事业的持续发展。

1979 年 1 月 2 日，湾小平同志离菌家族潜总局负责人谈

话时指示..要开辟一些行业，……专门为旅游服务。"②这是

① 罗则扬、魏崇贞<认真进行修志调研，服务下届修志工作).

《中国地方志). 2000 年第 4 期。

9 陈定秀: {从"民族文化节"看方志资源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

《中国地方志上 2001 年第 1~2 期 υ

③ 《邓小平论旅游)，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3 月出版，第 4

页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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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远见的卓识。地方志与藏裤的关系既是如此的紧密，那

么，我们理所当然地在普遍开展地方志编寨工作的国时，也应

认真地开发和利用现在吉今地方志中的藏游资辑"专门为旅

游服务"。

建立旅游方志学的设想

迄今为止，地方志与蔬潜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开发和利

用地方志族静资料"专门为藏爵服务"的问题，在学界和业界

都尚未从理论层面和高度，展开全国和深入的研究 O 这是与实

际存在的二者关系和地方志族带资料已经在藏游事业发展中体

现的价值、发挥的作用极不梧称的。当代的学人，包捂方志学

者和旅游学者，都有责任在这方E付出努力 C

我们班时的旅游学科领域中，分支学科众多，有藤静地理

学、族游资摞学、放潜经济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心理学、族

游社会学、放游教育学、放游管理学、放潜美学、族游文学等

等 c 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个事实，部:族潜学理论体系是缺乏

民族文化特色的纯粹的"舶来品"。有鉴于此，从地方志与藤

潜之间业已存在的关系和吕益增进的联系出发，在族游学理论

体系中再建立一个旅潜方志学的分支学科，是十分必要的:这

样，我国的族游学理论体系将会增添一份民族文化的色彩。

建立旅潜方志学这样一个分支学科，既是必要的，也是可

行的和可能的。现在，各地党政和族游部门领导通过黑志实

践，又才开发和利用地方志族游资料为发展藤游服务的热情和积

极性，已不断高涨起来，方志界更是早己担修志、用志为旅游

服务挠为己任如工作重点:因此，在利用地方志旅游资科进行

旅游资源开发，进行景区景点建设，开展广泛的旅潜宣传等方

面，已经摸索出许多成功的做法，我累了若干较好的经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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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且在近 20 年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也为进一

步开展族带方志学的研究立于了如基，可作为参考之资。所有

这些，都是建设旅潜方志学的有利条件。抓住咛扰，和j用这些

有利条件，用发展的新思路大力开展族播方志学的理论研究，

便有可能取得薪突破，开创出族带学领域理论研究租学科建设

的新局面。

旅游方志学的嘉散曙光，将在华夏天宇初现。让我们在中

共十六大精神鼓舞下，解放思想，奋发努力，为建设中国旗潜

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一一族游方志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章 地方志与旅游的福似

"身世"和命运

地方志和旅游，是我国五子年文明史发展进程中，绵延至

今的两种社会文化形态。把这两种社会文化影态"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考察二者发生、发展的自史，便会发现:摄此有着

相拟的"身世"和命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文化形

态的发生和发展，都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因此，地

方志和旅带发生、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萦密联

系，患患相关，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所处社会发展历史的印记;

这种历史邱 i己的具体表现，即是地方志如族带梧假的"身世"

和命运。探索地方志与旅爵的关系和联系，必须先从这里开始c

第一节 产生历史的比较

地方志和旅游，都有悠长的历史。这两种社会文化形态的

出现，都有时代的背景，不是偶然的。为了把来龙去脉讲清

楚，这里就活分窝头，先说地方志的产生。

地方志需称方志。在历史上，它有许多不同的名吕称号 c

地记、国经、传、记、录、乘和书、略等等，都是它的别称。

古今地方志的体饵，有很大变化，内容也越来越繁富;虽说这

样，捏"万变不寓其宗"始终是一种记载一个地方或某一行

政区域的地情〈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现象及建置沿革等)和资

料的专门书籍。它因记载地域和对象的不同，又有许多种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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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记述全国疆域在分地域的总志〈或称一统志) ，有记述

一省的通志(也有记述两省或三省市称通志的) ，有记述一府、

一州、一县的府、州、县志，还有ìè述一个乡镇的乡镇志，记

述一个城市的都邑志(也有称都邑簿的) ，以及记述出)11、寺

菇、学校的山川志、寺痛志、学校(书院)志等等。这些名吕

繁多、各种各样的地方志，在华夏民族的文化宝库里，犹如百

卉争艳，星光璀珠，深受世人瞩吕。

那么，地方志这种别具风姿的社会文化形态，是在什么情

况下产生，怎样产生的呢?

说到地方志的产生，即地方志的起摞 lì可题，有必要先讲讲

吉今方志界的种种不同看法。长期以来，员代志家学者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可说是众逅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地方志起摞

于《周宫} (赤称《周宫经》、《属礼})中记载，因为该书里有

"语词，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话。有的说起摞于"史

"地志起于史官"飞，二。还有的说是起摞于地理、地记之书:游、于地

理说认为，人文地理《禹贡》和地文地理《出海经》为方志发

端:源于地i己说则认为，西汉以来新出现的"地记"是后代

"史志体"方志发展的先声。当代志家除国袭以上各说者外，

又有"方志产生于多摞"的说法，认为:地方志是在历史的长

河中，从古代典籍史书、地理书等各方面吸收源袅，逐步发展

演变而来。至于地方志起源的时间，也是各说纷呈， :X1J纬毅在

《中国地方志》一书里，就记载有远攒殷商、晚至宋代起摞的

17 种说法。①这许许多多各不相罔的意见，哪一种对呢?这是

学术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这里直不深究。然而从中

不难看出一个趋向的认识倾向，即:大多数人视地方志是封建

(j)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中国地方志上新华出版社， 1991 年 2 月

出版，第 19-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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