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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旅游应该给旅游者一个精神的家园 , 在旅游中实现心灵对于自然生命本原的回归 ; 乡村旅游的构建就是精神家园的重建。
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构筑乡村田园理想的契机, 它首先不是体验和感悟 , 而是构筑乡村 “山水画、田
园诗、文化歌、生活曲、梦幻情”之人类栖息地的梦想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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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的终极目的及可持续旅游发展

1 .1  旅游的终极目的 旅游的终极目的取决于旅游的根本

需求并表现为旅游动机, 同时又规定了旅游发展的基本模

式。旅游动机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文化审美的需要 ,

正如冯乃康所说:“旅游的基本出发点、整个过程和最终效应

都是以获取精神享受为指向⋯⋯旅游不是一种经济活动而

是一种精神活动, 一种综合性的审美活动, 这种精神生活是

通过美感享受而获得的。因此, 旅游又是一种审美活动, 一

种综合性的审美活动。”[ 1]

很显然, 旅游的终极目的是审美诉求的实现, 是以主体

的情感愉悦与精神满足为旨归的。孔子的学生曾点描述自

己的志向:“暮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

乎沂 , 风乎舞雩, 咏而归。”孔子�然叹曰:“吾与点也。”( 《论

语·先进》) 众庶无论老幼都能随性而“游”, 是他心目中理想

的社会境界和人生境界, 他们幻想通过“游”能从肉欲的压抑

与物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在自由自在的心境下, 充分地享

受生命和自然之美。“‘游’标志着一种中国人对于人生的诗

意领悟 , 一种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生存方式。”[ 2]

就现代旅游的目的来看, 约翰·A·托马斯提出18 种旅游

动机, 罗伯特·W·麦金托什提出4 种基本旅游动机等; 但从根

本上都无外乎积极的愉情悦性、探新求异、自我拓展之审美

诉求和消极的通过愉情悦性的忘我审美过程达到彻底放松

从而逃避紧张现实的目的两种情况 , 其终极目的在于通过

“游”而从物质的束缚与精神的压抑中解脱出来, 在自由自在

的心境下充分地享受生命和自然之美, 这一点与上文观点一

致。由此可见, 旅游作为一种得以超越物外获得精神自由愉

悦和解放的生存技术手段自古而然。

1 .2  可持续旅游发展之文脉 旅游的终极目的同时又规定

了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可持续旅游发展, 这并非一种时

尚的理念, 我们的先人自古就提出了这种思想———天人合一

的观念。

老子追求“复归于朴”, 回归自然、与大地亲和为一, “复

命曰常, 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 。孔子向往人乐天和 ,

回归自然, 主张“钓而不纲, 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第七》) ,

体现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对自然生命的珍爱。庄子认为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 , 而“天地固有常”(《天

道》) , 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统一。荀子认为, 人类是自然的一

部分,“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 各得其养以成”( 《天论》) , 主张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 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人类启蒙时

代的自然观和人生观, 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理论精

髓, 不仅将自然视为审美对象而欣赏向往之, 并且认为天人

是统一的整体而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并利用规律以寻求

发展;“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观念, 还是一种方法论, 意味着

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 意味着生存的可持续发展, 是中国文

化的终极归宿和最高理想。

1990 年加拿大旅游局将可持续旅游发展定义为应当能

“导致以一种方式管理所有的资源, 在这种方式下 , 在维持文

化完整、基本生态进程、生物多样化和生命支持系统的同时 ,

可以满足经济、社会与审美的需要, 能为今天的主人和客人

们提供生计, 又能保护和增进后代人的利益并为其提供同样

的机会”。这一定义于1993 年被世界旅游组织所接受。在

此, 我们还应该看到, 可持续旅游发展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 ,

是一种理性的社会伦理观念, 而且应当能“导致以一种方式

管理”, 即可持续旅游发展是一种方法论, 我们的古人也一再

强调过这一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

的可持续发展, 其着重点应在“旅游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为

旅游业之为一种经济性产业只是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

短期手段, 它在18 世纪产生 , 比旅游活动的产生晚得多 , 并

且随着社会的极大发展终将消亡 , 而旅游活动及其所要求的

旅游环境在将来的人类生活中则永远不可或缺, 并且人类对

其质量要求将逐步提高。

再者, 现代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着重强调的是实现旅游的

代际平衡, 往往避而不谈另一重要方面———旅游的空间公平

问题———包括社会阶层方面的社会公平, 二者不可或有偏

废。特别是在此探讨乡村旅游, 旅游的空间公平或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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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尤为重要。乡村旅游在旅游业实践中是乡民( 基于乡村

这一地域空间的居民———而今他们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

民) 籍自己赖以生存、生活、生产的地域环境为城镇居民提供

旅游服务, 目的是经济意义上的“旅游脱贫”, 但在文化意义

上对于乡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在乡村这一地域空间, 乡民只

是作为经济和物质设施方面而不是精神文化方面的目标受

益者, 这就意味着乡民在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受益权永远落后

于城镇居民, 即使当乡民在处于主动优势的乡村旅游中也是

如此, 那么, 在此探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乡民而言

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歧视。

2  乡村旅游的理想

2 .1  田园诗与人类的精神家园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

山”的恬适安逸 ,“梅子金黄杏子肥, 麦花雪白菜花稀”的烂漫

优雅, ⋯⋯一首首田园诗营造着华夏人世世代代的精神家

园; 乡村———闪耀着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光彩, 充满着华

夏绚丽的历史气息, 它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世外桃源”和对生

命本真的意想⋯⋯这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乡土情结, 文化人的

一种田园情结。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其“情结理论”中指出: 导致人形成

情结的真正原因是“集体无意识”, 这是一种“人从他祖先那

里继承来的意想”, 即一种种族化的原始意象[ 3] 。中国人的

“乡土情结”和“田园情结”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在心理

上的体现。中国的农耕文化历史源远流长, 从商鞅的“垦草”

农耕思想到“重农抑商”、“耕读为本”、“男耕女织”, 农耕思想

代代相传, 历经数千年的浸润, 形成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乡土文化。同时, 一代代文化人在仕途宦海

辗转漂泊的艰险劳顿中时时渴望能在文字或现实中寻求一

处栖息心灵的净土 , 于是世代旅顿的心灵深处就积淀了温润

浓重的田园文化。田园文化在现实中附着于淳朴未开的乡

土, 凝盈了许多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乡土田园情结, 这种

情结正是一种心理定势、行为范式和精神信仰 , 它潜伏在一

代代中国人身上, 这正是驱动着旅游者到乡村去旅游的根本

动机。

2 .2 乡村旅游的目的与理想  我们向来认为, 乡村旅游是

依托农业资源、乡土风情、农事活动、田园生活, 以满足因工

业化、城市化的弊端而造成身心疲惫的人们“回归自然, 返

璞归真”的向往, 给当代旅游者以田园诗画般的生活 , 给乡

村旅游地带来经济社会效益, 使农民与市民通过旅游及相

关环节的交流, 破解城乡经济社会、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

式的二元结构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 乡村旅游究竟寄寓了

怎样的理想?

在现代社会, 看得见手艺人、商人、政治家、文学家、思想

家, 却看不见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 :“每一个个体被困

窘在一种专业范围内, 而在这个范围内根本不能叫灵魂生

存。在这个民族里 , 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是不被亵渎的, 不

被贬为可怜的随随便便使用的东西的。”现代人的无家可归

感, 就是由于技术把人从大地分离开, 把神性感逐出了人的

心房, 冷冰冰的金属环境取代了天地人神四重结构的天地。

人生活在一个异化的世界, 人与自然分离, 人的价值生存与

技术文明分裂, 人通过百般努力所创构出来的东西, 却是与

人自身的神性本质相异的东西。又说:“现代人被逐出了故

乡, 即使留在故乡的人也没有了家。他们一天一天一小时一

小时地被电视广播吸引着, 一周又一周的电影又把他们带到

既不寻常却又习以为常的想象的领域, 这是一个伪装出来的

世界, 根本就不是世界。随手拈来的画报, 现代的通讯工具

挑动着人 , 折腾着人。所有这一切比那种围绕着农家院落的

自家田园离人还要近得多, 比天地之上的天空、比昼夜运转

的时间、比村庄的风俗离我们都近。”[ 4]

我们现代旅游的开发和研究更多的是张扬旅游的经济

和物质属性层面, 它的本质层面———社会属性往往成了一种

外包装。实质上, 在乡村旅游中, 包括在将来任何形式旅游

的深层意义上 , 人们将更加注重的是精神的回归。庄子认

为,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生命价值的实现( 社会性) , 而在于个

体精神的自由的实现( 自然性) 。对因�于现代技术文明而

找不到“故乡”归途之路的现代人来说, 这样一种自由正是对

故乡的复归, 是精神家园的重建, 是对“根基持存性”失去的

避免, 是在审美境界中实现对生命困境的超越从而获得精神

的升华。

现代人被逐出了家园, 人们渴望回到久违的家。“乡村

旅游与其说是在‘乡村空间’里旅行, 还不如说是在‘乡村概

念’中旅游”[ 5] 。那么 , 基于乡土田园情结的诉求, 我们的乡

村旅游应该给旅游者一个精神的家园, 在旅游中实现心灵对

于自然生命本原的回归; 乡村旅游的构建就是精神家园的重

建,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远非所谓吃农家饭、住农家院、享

农家福⋯⋯之农家乐旅游发展模式。同时, 被现代社会异化

的人也并不仅仅是城镇居民, 现代的新型农民同样是现代社

会和现代精神异化的对象, 只是二者被异化的程度和层面不

同; 乡村旅游环境的建设不仅仅是为城镇居民服务, 它首要

的目标应该是乡村建设为乡民———构筑现代农民的理想田

园, 首先是构筑乡民的精神家园, 其次才是为城镇居民提供

心灵栖息地。在此, 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

段, 更重要的是构筑乡村田园理想的契机, 不是“旅游脱贫”、

“旅游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拉动内需”的政治理念和

口号, 而是一种人的社会活动方式的本质属性的追求和回

归; 它首先不是体验和感悟, 而是构筑乡村“山水画、田园诗、

文化歌、生活曲、梦幻情”之人类栖息地的梦想天堂。

至于怎样去具体实践这一理想, 以怎样的模式构建这一

梦想天堂, 尚在进一步的调研和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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