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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从语义上讲,即指人在空间中有目的的活动,到 异域他乡去旅行游览。它的深层涵

义是人的生命的开放和∷拓展,是入的生命存在的一种动态形式,亦是人的生存努力的一部份,

它最终导致人的性格的补充和完善。所谓文化,指一定种族和民族共有的生活方式、价值判

断、伦理逍德、风俗习惯的总和。广义的文化,(还包括物质文明,包括科技。

游旅与文化有必然的联系。旅游本身就是ˉ种文化活动,是文明人特有的生 存方 式之

一。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一开始就带有自由性、开放性、∵探索性。困此,我们要从人类生命

运动的形式和特殊规律研究旅游与文化的关系,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人类的旅游文化活

动。

(一 )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能认识启己的生存
:环

境,凭褚劳动的双手,趋利避害,不断改

蕾、创造、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力争进λ最隹生存状态。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而又充

∶满希望的过程。文明人为了拓展生存空间,进入最i佳生存状态,作了种种努力和采取了种种

手段,其中包括我们这里所讲的旅游。旅∷游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又是推动人类文化发展

的一种手段。

人类的旅游,不仅仅是为了向外部世界争取维特有机体的必需能量,还要设法促进精神

世界的发展,用 文化武装自已,以期达到真正意义的人。人的存在是文化存在。要实现这一.目

的,必筘主动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普通动植物为了自身的生存,也在不断地拓展自已的

生存空间,生育繁殖,延续生命。但大雁南飞,是严寒的气候迪使它们迁徙,年年机械地重

复,它们并不认识也
’
没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植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吸收阳光、

水分和养料,延伸根须和∷枝叶,这亦是拊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动植物的 原 始 生命

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对自己生存环境只能被动地适应,不能积极地改造。即使就人类来

说,罗伯特·路威说得好: “初民的旅行不是游山玩水,游历观光的”(《 文明与野蛮》冫。他们

的旅行是为了获取必要的食物,不是为了精神享受。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是恶劣的地理环境所

迫使,不得不远出去寻找必需的生活资料。由于自然界对初晟的生存条件设置了种种障碍 ,

又由于要扫除障碍才获得起码的温饱。于是创造了简陋的劳动工具和交通工具。虽然简陋,



它们确乎是那时的文化。伴随这种物质性的文化,在创造这种物质性文化的 过 程 中,自 然
^地

引起个体的或群体的意识、心理、情感、欲望的萌生和发展,于是创遣了i莳神性文化。所

有这些活动,都不是旅游;所有这些文化,亦都不是旅游文化。孔子月茁i列 国,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旅游,而是推行政治主张的旅行;孔子的文化思想,也不是燕游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一是求知,一是审美。总的目的是升河祝野,超越有限空间,设法

获取更多的、新的生命源泉,自 觉地1积极地改善生存条件,从雨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精神世

界。因此,旅游具有突围的自觉性,自 觉地突破右眼空问对人的生存环境灼限黹l。 这无疑是

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9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在生产劳亏1屮才逐步形成的。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和 《家庭、私古嗣和臼家的起源 》里,详细论涯了人的进化过

程,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原Ι窍人为了获得新莳、更多的食物,必须扩大生存

空间,必须扩大生活领域。人从采用鱼攴作为食物和使用火,才开始进入中级阶段。 “
雨自

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

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仂沌面上了。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 制 的 石 器,即 所

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 (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份都属于这一阶段 )遍布于一切大陆上,就
是这一移昏的证椐。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少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 ,

就提供新的食物⋯⋯”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冫。这蛙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恩格

斯说的初民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就必须采取 “移居
”

的方式,突破 “气候和地域的限制”
:

于是,随着物质生活的劳动,自 然地形成人的 “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这是我们所说的人

的生命运动形式和突围精神。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
“移居”,还不是自觉的旅游。

旅游,是人类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和享受。陶渊明说他 “性本爱丘 山”,李 白 自称
“平生好入名山游”,这种爱好显然不是物质生活,而是文化生活;不是生物心理,而是文

化心理。他们摆脱仕途对自己的限制时,产生了一种自曲心理,按 自已的理想和追求,选择了

一个生命皈依的新天地。所以我们说,旅游本身是文明入类的文化层次的精神要求。旅游 9

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曲的、主动的、积极的文化活动。 《诗经 》里表现士兵远戍、奴隶远

役的心情都是沉重的,困它是苦役的雨不是旅游, “昔我往矣,扬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

霏霏。
”这样的来和往,都是被动的、被迫的、痛苦的。他们的生存空间很有限,又是奴隶

主规定的,所 以精神空间仿佛是风雨如晦的一间小屋子,才有
“雨雪霏霏”的文化心理感觉。

囚犯被流放,尽管踏遍千山万水,形式与旅游相同,但性质上与旅游相舁。所谓相异,即

指前者是自由的、主动的、积极的,后者是被迫的、被动的、消极的;前者是文化活动,后
者政治苦刑。诚然大自然对每个人都是无私地赐予,没有偏爱,但囚犯的政治处境与大自然

是相敌对的,越是雄伟的高山9越给他们增加生理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3相反,旅游者

跨越高山虽然也要付出艰辛,有时还要冒生命危险,但旅游的活动曲于是自由的、主动的、

积极的,战胜险山恶水以后,就获得 “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蒙情壮志和愉悦的心情,与大自

然取得亲和关系,甚至融和在一起,达到 “忘已”的境界:困此9我们不能不承认旅游是人

类最自由、最愉快的文化活动,与之俱来的是人的性格宀q革富性9是人对未知世界的探求 9

是人对未来世界的憧憬,是人的个体生命的发挥。

旅游,仅仅属于自由的、文明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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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根据我对旅游的理解,我 以为旅游文化是一种自由的文化。这不是说旅游文化没有民族

性、地域性、时代性和历史性。我在这里使用 “自由”ˉ词,即指人从盲 目性走向自觉性 ,

超越最起码的温饱,追求精神文化享受。人在劳动生活过程中,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认识

自己的生存环境,逐步形成自觉的空间意识,进一步渴望突破物理空间对自己的限制,这标

志了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从人与一般的动物这一层面说,旅游文化也可以说是

一种开放、张扬、丰富人性的文化。人既是社会的人,入性也带着强烈的社会性。

空间观念的形成无疑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拓展生存空间的旅游文化活动是人 的 生 命 之

光。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不管旅游者的具体 目的有多么纷繁,其 中最一致的追求是

审美。具体地说,人的旅游文化活动是为了怡情冶性,是为了畅神,是为了放松形骸以调整

心理。所以,王蔽之在 《兰亭集序 》中即说: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

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

庄子也说: “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雨乐焉:”

(《 知北游》)诚然,旅游者接触大自然和异域风情,获得新奇的、亲切的感受和体验,使身

心愉悦,同 时获得某些知识,但这不是主要囝的。求知,更多属于实用的目的,雨不是陶冶

性灵的审荚国的。

面对大自然和异域风情,还会弓丨趣旅游者对人生和自然界的种种美学的和哲学思考。如

乱石丛林,野渡荒村,能看出无序中呈现也有序,以及差别、矛盾、错落的多样统一的和谐

美,动态美。这里有 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有生命的形式,有事物生长和消亡。大自然的运动

变化,内容和表现模式又是多样的,能够引起多种感觉。裂石穿云,滚滚大江,能引起人的

威武感:黑黑森林,嘤嘤鸟鸣,能引起人的神秘感;海 鸥展翅 ,惊涛拍岸,能引起人的壮美

感;巍巍群山,冉冉旭 日,能引起人的庄严感。等等。所有这些美学的、哲学的思考,所有

这些感觉,都带有丰富的激情,都属于审美范畴。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自鸟飞回。无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汪滚滚来
”, “风急”与 “落木”、 “江流”有因果关系,杜甫却没

有用哲学头脑思考,主要写他在旅途的所见所感,视角集中在自然秋景感牲动态上,用 诗的

语言去写肃杀的秋声、雄迈的长江美景。

人对大自然的美感中,的确包涵某些艨胧的哲学意识,这是诗化的哲学意蕴。本来,美

学与哲学的临界点就是诗,通过二者的交叉领域,能形成人的生命价值观9形成 人 的 强 大

的、火热的感性动力,这个动力就是诗的动力。以上是就外物 (自 然山水 )对人的感悟能力

的作用说的。从人的主体意识说,孙绰认为 “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玄学家以哲学意

识去看自然,山 水处处潜藏着、表现着自然之道。奇峰怪石,使人想到物漪个性特殊性;两

座雄伟的大山对峙,使人感悟到力的存在,力的对比和力的抗争 ;海中礁石,使 人 认识 到

是造化抗争的结果;断涧寒流,使入悟出它与时序变迁的因果关系。这种审美效果不是人人

都具有的,也不是人人都认同的。所以潘天寿说: “在大自然中各种生活现象易见,而实质

难求” (《 活天tt砭 艺录》第52页 )。 是否熊从现象悟到理法,要看绘画作者眼力如何。 “深

万象以冥观,兀冂年亍白然” (孙绰《天台赋》),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各 “深万物以冥

观”的主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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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目光具有斌子亭物以价值的魅力,但它也抬高了事物的价格。” (路德维希 ·维

特根斯坦 )以艺术的眼光看问题, “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是合理的, “抬高了事物的价

格”是允许的。人在与自然交往 中形成感性关系,促使物性与心理交流,推动人的思维方式

发展,同时也推动 自然更接近人类。在这种交往申人娘终是主体,人为自己开拓广阔猢:自 由

的生活天地,把大自然当作修身养性的场.所。在这种交往申人产生一种非理性:的 情感倾向,

“兀同体于自然”即非理:性的僚感倾:向 (亦是一种生活的境界 ),仿:佛 自然是人交往的:一个

特殊角色,具有人的灵性。李清照赞美 “水光油色-0:人亲,说不尽,无穷好。”《t怨王孙》冫

有如说 “水光山色与入亲”,不如涕 “人与水光山色亲”,是人赋予山水以情感,以 自己的

道德情操以及审美情趣去评价山水,赞美山水。这不是说自然山水在其中没有地位和作用 ,

可以随意把人的主观情趣斌予任何:对象。人w·对大争然,感官对大自:然就有一定选择性,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即通悖所说的.审 美差异1沧淹桑田,人世沉浮,个体难以逆料的逭

遇,会产生心理的:矛盾,历时性的反差,邋成∷选择前后殊异,即-我们常讲的 审 美 变 异。总

之,人对自然,各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感应和心理逻辑。这种心理感应和Jb理逻辑,不是偶然产

生的,大 自然对人的心理有
一

种诱导性。诱导性又有两种相反心理导向:一是正导向,一是

反导向。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杜甫《曲江》二首之一 ),是正导向1 “剑.

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杜甫t送路六倩御入朝冫)∶ ,是 反 导向。不管哪种导向.,

都是自然界物性在起作用。深塘幽谷,令人感到宁静美:空谷丛篁,令人超凡脱俗。如果把

物境换了,心境就无根据。所潜 “留连忘:返”,前提条件也是物境。

人∵旦认识体悟到自然界具有这种审美条件,陶冶:性灵的功能,澡雪精神的妙用,当心

中郁结难消之时,自觉地到大自然中去转换心1理,消除渭神困顿,调节心理结构,求得心理

平衡。即使心中没有郁结,人们也爱好游览山水,领略名山胜水的神韵,丰富自己的精补生

活,提高对自然的感觉体验能力。感觉体验能力很重要,没有这种感觉能力就陷 入视 而,不

见、听而不闻的窘境。 “大江申流下,青|山 两岸
:移” (揭奚斯《归舟》》,这是人的感觉9没

有坐过船的人是不会获得这种感傥的:同样,没有感觉能力就不能引起强烈审美兴奋。特另⒋

是画家、诗人,必须到大自然中去丰富、提高自己的撼觉能力。 “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眈

山相对愁” (王安石《北望》》。这种微i妙 的、超 常 的体验,虽然主观性很强,却是诗人在

特定情境中 (“欲望淮南更白头,杖藜萧飒倚沧洲” 》惹发出来的,但不接触大自然也不可

能有这种惹发。惹发或说引发”引发是主客体双方作居的结果。晚山多情,诗人更多情。王

安石的 “一水碧罗裁缭∷绕,万峰苍玉刻孱颜” (《次鹕 子诩赴舒洲官见诒之诗冫》, “
一水护Ⅱ

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 书湖阴先生壁》),这四句诗里的动词是诗人的特殊:的情感

体验和审美想象。中国:古典美学讲 “感发”作用,我以为要有感才能有发,要能感才能发,

其中包涵生活经验,文化知识:审美愿觉,心理体验,艺术修养。假如一个人没有很强的感

觉能力和深沉细微的心理体验,没有健康的生活情趣,没有广阔的视野,没有对外在世界的

深刻把握,他的精神境界肯定是贫乏的。

人的精神境界有不同的层面,人的生命形式和生命状态亦有不同境界。最高境界,按照

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乃是 “天人含一
”。人的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沟通、融和、同一,人与

自然既相区别又相统一`,这是人的高度自觉,从现实感受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
f境 界。既然人

与自然是同一的关系,人关心自然,体察领悟自然之美以丰富、充实自我就是顺 理 成 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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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了。庄子在 《知北游 》里热情赞颂天地之美: “天地有大美耐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Ⅱ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雨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

地之谓也。”不是用理智去研究自然,也不是为了从自然取得什么实用的东西。庄子进△步

说明应该效法自然,应和万物一起变化,雨不去追究变化的根由,真正做到不言、不议:不
谋。显然人与自然不是理性对话,而是感性相通,文化人、艺术家还可以说是感性共居。庄

子在 《齐物论》里说: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观念,亦深深地影响了艺术 ,

形成颇具民族特点的艺术观念,所 以歌德说:在 中国艺术中 “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

而且相安无碍,共同欢乐。李白曾举杯邀明月共饮,视明月为朋友和同道。仿佛 自然 也 是

人,具有人的意志和情感,思想感情是沟通的。王维在 《戏题盘石 》正表达这种人和大自然

亲和关系: “可怜盘石临泉水,复有垂扬拂酒杯。若道春风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来。”这

是大自然对人的亲和关系; “弄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这是人对大自然亲和关系。∴

这种高度的亲和关系在人间很难找到,因此 ,、 古入有复归自然的生活理想。陶渊明说自

已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比之尘世,大 自然是自由无碍的

世界,人在这里生存,生命呈平静状态,故陆机说: “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 (《 君

子行》)复返自然又有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多种中介手段,最普遍的手段莫过于 文 化1和
大自然打成△片,建立感性相通的关系,主要不是靠自然科学认识,更多的要靠艺术、哲学 1

美学的审视。如果没有起码的文化修养,大 自然给人的赐予是吝啬的。因为大自然根本不可

能用语义陈述方式向人们解释它们的奥秘和美,它的话义是潜在的,只能暗示或显现。
∴

池田说: “我认为宇宙本身是
‘
生命之母

’
。他内含着使生命诞生的力量。” (《 展望

二十一世纪》第314页 )尽管原始人也有这种认识,所谓万物有灵,却是朦胧的,幼稚的 ,∶ 诗意

的。原始人面对 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花开花落、山崩地裂这些自然现象,设想出一种超自

然的力量C即原始宗教的神),冥冥之中在支配人和自然,没有认识到这种力量是自然本身就具

有的,这是事物运动的规律和原始的生命的力量。原始人虽然不能科学认识 自然,但有迷人的

探究自然现象的浪漫精神。科学与诗是敌对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宇宙观、自然观,都或多或少

带有这种精神,鼓舞许多人投身大自然实现人的个体生命与茫茫宇宙融合,实现生命 自由的理

想。“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雨变态中。”(程颢《静观》)这是何等色彩斑斓 的想象世界呀Ⅱ

人要实现个体生命与茫茫宇宙融合,需要文化认同和沟通。渔民天天接 触 大 海 ,农 民

终年与土地打交道,林业工人整天劳动在林海里,挑夫的年华是在长途中度过的,由于劳动

的目的限制,活动范围的局限,更多的是劳动艰辛的体验,物质交换的需求,审美潜能没有

得 到发挥。他们也很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但因没有丰富的文化介入,所得甚少,不能欣赏大

自然的运动美,秩序美,对 自然的生气的感觉很难上升到艺术哲学的体验。对一般人来说,具
有广义的审美观照能力,受过大文化的熏陶,但这是不够的。高尔基说,文学家有专门观察

力,而且还在发展着。这是职业的需要和秉赋。在现时,当 人们还要为自己物质 生 活 操 心

的时候,不能要求人人都具有作家、文化人那么高的审美能力;但作为现代的文明人,必 须

具备起码的审美能力,自 己能从生活中发现美的东西。书,文化艺术就能帮助你 增 长 这 方

向的智慧和才能,帮助你从看来平凡的东西里发现神奇和美。高尔基在 《书 》一文中,这样

告诉我们: “
沙漠底沉寂吗?它是被俄国作曲家波罗金在他的-个作品中很动人地表现出来

了。北极星光吗?我喜欢它不如喜欢乌斯特列尔底画。约翰·拉斯金表明一个深刻的真理9当



他说英国的夕阳在忒尼尔底画之后变锝吏美丽了。” “我会更喜爱我们的天空,假如星球更
明朗些,更臣大些,更按近我们些。从天文学家向我们描述它们的时候起,星球是变得更美
雨了。” (《 苏联的文学9第 118一丬【9页 )这再一次证明旅游者要欣赏大自然的美,需要文化
的介入和沟通,它是人与自然之闻沟通的挢梁

(三 )

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文化是旅游最通俗化的、最愉快的、最多祥的手段。
它的活动舞台最大,它的活动方式最灵便,它的价值最多方面。这∵胡特点来源于旅游文化

的综合性。

旅游文化的综合性特点,是人们按照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利用综合文化的各个有关部
分组建成的G这种纽建是松散的构成,不是独立的文化个体。从这一意义说,它还可称为散

点文化。比如书法、文学、绘画、雕刻、建筑,以及其他物质的和文化的设施,原先都不是

专为旅游创造的,也很少专门反映旗游活动文化形式。囚此,旅游文化适应 性 强,稳 定性
差。随着整体文化发展,人们的意识、心理的变化,宇宙意识、人生意识的更新,特别是价

值观:念的不同选择,随时改变综合的内容和形式。这是它的特点,就是说可供旅游活动选择

的文镙知识和审美对象是多种多样的。诸如,与旅游有关的哲学、历 史、宗 教、遭 德、文
学、艺术、民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等。

根捃以上所述”旅游文化瘦该是一个系统王程,它有许多分支,各分文又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文学不能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不能直接参观游览,它要与其他艺术部类绪合在一起

形成比较独立的艺术品类才能发生参观游览的作用。例如碑剡,就是文学、书法与石劾艺术

镑合成的一种艺术。至于文学的其他形式
·

民闻故事、神话、轶闻趣 事、历 史 掌故、小
说、游记。芯怪传奇——只有解读风景名胜内容和背景的作用,或作为旅游辅助资料。参观游

览人文景观,要真正进入欣赏,不能没有文学的参照。人文景观包含历史、神话、道德、宗

教、哲学多种因素,是多种囚素的综合。比如长江三蛱的神女峰,不过是高峰上耸立的一块
顽石,外形象人,面对烟波浩渺的滚滚长江,四周缭绕瞬息万变的云霞,人的意识和想:象赋
予它以灵魂,编出一个故事,染上了浓重的传奇色彩,它才闻名于世界。因此,我主张研究
旅游文化、要仵综合研究,如果孤立地研究某一个分支,是很难深入的。

研究旅游文化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近几年来”我国人民群众物质生 活 得射 改

苷,随之雨来的是旅游文化的要求。这再次证明两点:一是研究旅游与旅游文化的重要性、
迪切性。一是人的生命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生命”现代文明人的生命亦不同于初民的生命。池
田认为 “人的生命绝不是被动的存在,雨是能动的”,“它的能动性,进而可称之为'激发性”

(《 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12页 )。 这种 能 动 性、激 发性,是人在认识自然、认识环境、认识
自身的屎复过程中形成的,一旦形成它就从自身向外界发展延仲,设法elJ造瑚于岛身发展的
有秕条件,从而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通过旅游文化活动,不但入获得了炭展,

自然环境也随之变得有意义,彼此都提高了存在价值,彼此唤醒了潜在意义。要 做 射这 一
点,关键在于训练我们对大自然感觉器官,提高我们的感觉能力。路德维希 ·维 特 根斯 坦
说: “一个不习惯于在森林里寻找花朵、浆果或椹物∷的入是不可能找到它们 的,因 为 他 的
眼瞎没有受过发现它们的训练,而且他不知道必须在什么地方专 心致 志地进 行 搜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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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和价值》第40页 冫找寻隐藏在自然中的生命律动的神韵更难,更要训练我们:的
感觉能

力。不管找寻事物的内在生命行动的神韵如何艰难,为了自身的发展,我们要以入地狱的牺

牲精神,全力以赴。人的生命意义的美,就在找寻事物内在美的过程中实现的。即使毫无结

果,也是很有价值的。美在探寻。探寻美的过程,是人的特有的能动性、激发性充分展现附

过程,充满着∷生命活力;也是人的全部潜能突然爆发的过程,洋溢着突,围精讯

价值引发价值。随着我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无数沉睡了几千年的山林

湖泊被唤醒了,被赏识了,被发现了。四川九寨沟就是典型的例子。九寨沟被发现之前就存

在,它的存在意义是近几年才发现的。所以,我πl说美在发现j发现的动力因是人的特有的能

动性,激发性,是人的潜能张扬的结果。人的能动性和激发性是无穷的,人的生命意义和存

在形式,叉能推动其他生命运动发展,氵l发出新的存在形式。九寨沟是四川人发现的,随着

九寨沟的发现,大大丰富提高了人们的审美能力,扩大了审美范涠,奇迹般地发现开髀更多

的新的旅游景点。

不可否认是经济价值推动旅游事业发展,常来旅∴游文化的繁荣,反转来旅游文化又大大

地推动旅游事业韵发展。为了把这个双向的发展向前推进一步,无疑我们需要提高旅游文化

意识,最根本的要提高宇宙意识、生存意识和审美意识。考虑到我国国筏文牝紊质还不商 ,

当前应重点普及旅游文化知识,介绍我国名山:胜水,古迹文物,提高旅游̄文化工作者的和入

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能力。

大自然对每个旅游者都是公平的,杜甫就曾说过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向游》),

祖国山水处处可爱,但不同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的旅游者,参观i游览洞一景点所 得 就 大 大
不同。这里面既有量的差,lI,又 有质的不同;前者指收获的多少,后者指欣赏层^次的高低。
因为不具有起码的审美能力,再美的东西对他们都是不起作用的。欣赏人文景观:比欣赏自然

景观更困难。明代祝允明曾说: “身与事接而境生,坤与身接而情生”
《《送蔡子华还关中

序》 )。 “身”指欣赏者生命个体,个体能否邀入情境,这要取诀于个体的主观条件。人文
最观是历史的、文化的、美学的综含创造,是自然因紊和文化因紊通过人的这个冲介溷素才
黜合'起来的。欣赏自然景观也要有文化,才能发现大自然的:巨大的和神秘的生命力,即自然界
生生不息的运动旋律。晋初左思在 《招隐》里说: “

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清音”

就是大自然运动的一种旋律,一个无知无识的人是决不能发现的。同时,这 “清音”迹是瀛
人雅士锵有的心态物化形式J雨打芭蕉,二泉映月,自塔

、
晨钟,莲池倒影,渡头落旧,柳岸

啼鬻,诚然是造化的恩赐,也是文化人对美的发现和概括,对物与物之闯必然联系的艺术哲
学思考,入的Jb态与物态巧妙对应的艺术心理的产物。

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的对应”是人的艺术哲学意识、艺术想象起了诱导和摧化豹雅用。
有人参观游览举世闻名的九寨沟大失所望,概插九寨沟不过是树桩桩加水 凼凼。他所 说 的
“水凼凼”,是九寨沟大大小小的美丽海孑;他耕说的 “树桩桩”,是九寨沟伐本后留下的
树桩。却使后者,它也有某些审美困素,町以引起不同挂质、不同橙度的审美关注,以及想

象与沉恩。树桩作为自然物意味着树的生命的结束,它本身没有什么生命价植和审美价植;徂
它溉具有某种信息符号,仍然能引起游人的某些思索,或是哲学妁恩索,或是历史的思紊,

或是生态环境的思索,或是人生社会的思索,等等。在各式各样的思索∷的基础上,由 于人哟
(下转第62页 )



一个 “
他”,揭示了父女之间的角色矛盾,简练的一个 “

他
”9又展示出主仆兼情敌之间公

开与隐蔽的角色关系。

其实,称呼浯对语义信息具有很强的超载能力,在不同的语境中与交际对象面前,可 以

负载起多种不同的内容。比如笫一幕鲁大海对那个在花园里躺着象是要死的样子的周家大少

爷,连呼: “报应,报应。”四凤一下子就生了气: “你——”意思是说,你不应该这样侮

辱他,恨他,他并不坏⋯⋯。第二幕,周朴园强行让周萍劝母亲喝药,周 萍面对 威 严 的父

亲,只连说了两句: “爸:我——” “爸爸:” 其潜台词大体是:求求爸,您就饶了我吧:

我怎么能去劝这个女人喝药呢?这个女人和我的关系,真难于向您说出口啊,她其实不是我

的母亲,我也不是她的儿子,硬让我以儿子的身份劝妯渴药,不是使人太难堪吗?"⋯·

汉民族称呼语具有很强的传情达意功能,其修辞和交际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雷雨》的

对话,把握住了汉民族语言的特点,成功地运用了各种类型的称呼语,不仅揭示了人物之间

的社会关系和各自的身份,而且还增强了台词的口语化、性格化与含蓄性、动作性9极富语

言艺术性。观察该剧对于称呼语的运用,对于我们进工步探讨社会角色语言运用的特点有很

大的启示。

(上接第35页 )

意识导向,特定情趣渗入,赋予对象以社会性9与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相联系,与人

的遭遇相叠印,进到高-级的审美层次,结果超越树桩具体感性形象,树皴成了触动思想情

感的媒介。诗歌和绘画中,都曾有不少以树桩作为描写和歌咏的题材。

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提高以后,就会出现万物有灵;奇峰怪石,千年古树,荒野山

庄,黄土林,古堡废墟,土垒横塘,石乳洞,冰凌飞瀑,它们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就被一

一发现出来。今天,在旅游需要和旅游文化的推动下,掀起开发旅游资源的热潮,使我们心

胸 豁 然 开 朗,眼界大开,审美感觉变得特别敏锐,情系自然,妙景纷呈迭出。志书不载的

名山胜水,如今堂而皇之进入各地新编的地方志。那些废弃了的古迹名胜,借助于现代化的物

质手段,不仅恢复昔日风采神韵,还适当加进了现代文化意识9使它们变得更美了
’
,如南京

的秦淮河,武昌的黄鹤楼,成都的浣花溪。我们有理由说,旅游需要文化,旅游又促进文化

向前发展。

这是自觉的、特殊的文化运动,在中国,这种文化运动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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