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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心理学和美学角度应用发生学方法以及对话

理论、空间理论和陌生化理论，通过逻辑分析和对大众旅游认知

与表达的现象学阐释，探讨了旅游活动的本质诉求、内在结构和

表达机制。研究认为，旅游以多种对话形式在物理时空到心理

时空的转换中展开；作为一种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旅游具有物

理时空与心理时空、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交叠转换的结构特

征。由时空转换完成心理距离的建立进而达成对话场的建构，

实现由物理而心理时空的穿越从而进行心灵对话，即穿越时空

的心灵对话，是旅游的核心矛盾。时间、空间、心境、对话场、穿

越、陌生化、心理距离、对话等构成了旅游对话关键的结构要素

和概念。旅游活动时空穿越式开放性的召唤结构特征，使之能

够满足游客不同层次的体验诉求。这正是旅游何以能够承载丰

富功能和意义的结构机理，也是阐释旅游对话何以可能达致不

同能效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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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本质研究述评

关于旅游本质的探讨源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呈

现出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多样性，人们对于旅游

本质的认识由模糊而渐趋清晰。从经济产业角度

论述旅游经济属性的经济实用论观点随着旅游主体

界定的明晰渐已销声匿迹，文化审美论者基于逻辑

分析的审美体验论虽言少声稀，却也经久不衰 [1]。

Boorstin 最早在旅游研究中提出旅游体验这一概

念，他认为传统的追求真实的旅游体验已经没有

了，现代大众的旅游体验只不过是“浅薄”的对虚假

事件（pseudo-events）的流行型消费 [2]。MacCannell

认为旅游体验是人们为克服现代生活困窘而积极

追求“本真”（authentic）的一种体验 [3]。Cohen 基于

现象学视角对旅游体验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解析，

认为旅游体验主要有休闲、消遣、经验、实验、存在5

种类型或层次[4]。在中国，谢彦君首先将旅游体验

学说引入学界，从现象学角度探讨旅游的愉悦体验

本质[5]，并探讨了旅游活动中从生活世界到旅游世

界的转换过程[6]。龙江智从时空维度分析了生活世

界到旅游世界转换中主体视角转换的作用，而主体视

角转换的本质是心境转换[7]。樊友猛和谢彦君进一

步从多视角解析了体验的内涵与旅游体验的属性，

启示了研究重心的回归与范式和方法的变化[8]。张

凌云强调了文化和社会系统在体现旅游本质性的“整

体空间系统”中的重要地位[9]。曹诗图从哲学角度将

旅游的本质界定为“异地身心自由体验”[10]。杨振之

则据诗意栖居理论认为旅游是寻找诗意栖居地[11]。

张朝枝和屈册认为旅游的核心构成是时间、空间与

体验[12]。赵刘等基于现象学分析探讨了旅游体验作

为体验流的直接性与意识构造特征[13]，进一步认为

旅游世界的时空维度经由体验构造，旅游“是人类

在自由的意识状态下朝向世界的方式”[14]。而社会

人类学者开拓了旅游研究更广阔的视域，Graburn

认为旅游度假已成为一种人生阶段仪式的表达手

段或赋予生活以某种意义的制度和仪式 [15]；

MacCannell 则从“本真”体验角度视之为弥补现代

大众信仰危机的宗教替代品[16]；王宁认为现代旅游

表现出一种社会性新民俗特征，从心理上看出游是

为了更好地回家[17]。

我们对旅游的探讨主要是针对张小军所谓“天

性旅游”及其天性文化本质内涵[18]，希望对“旅游”进

行“元思考”。就此角度而言，旅游体验学说在旅游

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对日常体验与现象学“意

向体验”的区别认知分析和对体验“原初构造”的探

究尚在探讨中 [19- 20]。体验性是旅游活动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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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现象学的体验学说在旅游研究中的优势显而易

见，但文学、艺术欣赏以及普通休闲娱乐等，其核心

诉求也是审美或愉悦体验，“体验”一词尚不能将旅

游与人类其他活动的本质区别彰显出来，王敬武也

曾从旅游运行机理角度对“旅游体验硬核”说提出

质疑①。在旅游中，旅游体验是达成旅游目标的途

径，是旅游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特别是在体验经

济时代，体验性不单单是旅游的特征，旅游体验与

文学阅读体验、购物体验、美食体验、宗教体验的区

别仅在于其介质与体验方式的不同，因此，不能将

旅游的本质界定为体验。社会学角度所谓旅游作

为表达手段或制度仪式的功能特征论断发人深思，

但旅游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或象征仪式区别于其他

手段和仪式的特征还有待被阐明。“新民俗”“释放”

与“返回”是旅游活动在现代社会表现出来的阶段

性特征，但旅游活动何以可能达致自由与诗意追求

目的、何以可能作为表达手段和制度仪式的机理尚

需解析。旅游何以能够承载如此丰富的功能和意

义，必然有其不同于其他人类活动的结构功能属

性，旅游活动的结构机制决定了其功能实现的可能

性；同时，解析旅游现象核心的特质除了从现象表

现出来的特征来概括和抽象外，也需从旅游活动本

身具备的结构机制及其与人类心理需求相呼应的

价值能效来把握。

龙江智和赵刘等对旅游体验的时空转换与意

识构造研究都已经深入旅游活动的结构性运行过

程[7，14]，但要从结构机理上认识旅游活动的本质，尚

需从旅游所具有的文化艺术属性这一角度做更为

深入的探讨。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传统的话题，其

源头即为旅游审美属性的论断[21]，只是在这方面更

具有哲学深度的探讨近些年才逐渐深入。曹诗图

提出旅游审美是融旅游审美主体与客体为一体的

诗意对话[22]，潘海颖认为旅游体验是“为了探寻生活

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它“体认的是人与物化、神

与物契的审美情怀”[23]。这就道出了旅游与文化艺

术对生命归属和文化价值寻觅的共通特征，看到休

闲之于日常生活的反正本质[24]，以及旅游与艺术体

验之间的约通性可能。“艺术作品创建一个世界，并

使大地成为大地”[25]，诗歌让人们从生活世界浸入审

美生命[26]；旅游审美观照使旅游者从现实世界发现

“诗意栖居地”[27]，正是艺术经验使旅游者在意识中

实现了现实世界到诗意栖居地的转化[28]。基此，杨

振之和谢辉基援入“体验-艺术经验-世界”关系，提

出“旅是去远，游是游戏”，构建了“游戏者-游戏-观

赏者”三元结构 [29]，使旅游研究获得一种崭新的视

角。那么，这个“艺术经验”实现的秘密则蕴藏在艺

术体验的时空结构特征中——在艺术时空中实现

了从心理时空转换到审美意识建立的过程。旅游

体验可能与艺术体验一样，是通过自己的时空结构

特征使人实现构建审美心理时空的介质和途径，在

这一过程中人们实现了时空的穿越，得以寻到称心

的对象物从而与之进行心灵的对话，同时也成就了

旅游和艺术自身的审美王国。发生学逻辑认为，于

历史的发生、运动与结构机理中研究事物是探讨事

物本质与规律的有效分析工具[30]，因此，本文希望能

够应用对话理论、空间理论和陌生化理论，从旅游

发生的本质诉求——心灵对话、内在结构与表达机

制几个方面来探讨旅游运行的结构机理，以助益对

旅游本质问题的探索。

2 穿越式对话概念的提出

2.1 对话理论的导入

对话理论的提出者Bakhtin，也是这一理论最重

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Bakhtin对话理论的精髓是

人如何在与他人的对话中理解、表达和彰显自己的

意识、确认自我价值和地位，并确立自己与他人的

关系结构，从而建构自己的主体范畴。他认为主体

建构只能在自我和他人的对话交际中实现。对话

理论在其根底上是关于人的理论，是关于人的主体

建构的哲学理论[31]。Bakhtin 将对话从日常生活状

态提升到哲学高度予以阐释，把对话看作是人存在

的本质和基本方式，通过对话交流思想是人的基本

需求和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一切莫不归结于

对话……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

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只有两个声

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

无处不在，广泛而深入……[32]”“一切内在的东西,都

不能自足，它要转向外部，它要对话……存在就意

味着交际……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再通过他人为

自己而存在。[33]”存在是主体间的存在，主体间的存

在是一种纵横交错血肉联系的对话关系。人类对

话包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言语交际，对言语载体

的阅读与批判，通过言语和意象载体与自然、历史、

古今中外人物的沟通交流等形式，它贯穿于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一切语境中。因此这种哲学意义上

①参见: 王敬武.对旅游体验“硬核”学术地位的质疑[A]//中国旅游

科学年会论文集[C].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2：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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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关系远比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关系更为广泛、

多样和复杂，对话主体可以穿越时空，通过对文字、

史迹、景观、意象等载体的理解进行敞开心怀的广

泛对话；通过对话从而感受自我的存在来确证自我

价值[34]。

那么，在历史展演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之间，便

是流淌着一条意义的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

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

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35]”人类生命的特色在于他

有理性能力，能够认知，他要理解，他的理解使意义

得以产生；他需要确证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才能

获得心灵的满足。“话语的生命在价值，价值产生于

对话，对话贯穿于文化”[36]，承载着人类价值观、情

感、思维模式的文化和艺术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

理解性对话与交流中逐渐生成并向前发展的。对

话无处不在，形式各异；旅游便是对话方式之一种，

是一场藉由物理时空转换实现心理时空穿越的心

灵对话，是一种生命游离于栖居之外的本真性生命关

照与审美姿态，是在完成一次补偿性的心理过程[37]。

2.2 旅游作为一种穿越式对话

早期的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不时地迁徙以

获得足够的食物是生活的常态；农业和畜牧业产生

以后，人类得以定居，安居乐业成为人们长久以来理

想的生活模式。安居给人以安逸的生活，但行走的

经验告诉人们，居所以外仍有更多好的生存机会和

不同于居所的别样风景。“人本身只是一种可能性”

“在世本质上就是烦”[38]，既在此世，人便被本分、适

宜、惯习、可达成、可忍受的范围之类“烦”所界定，

沉湎于安定之“烦世”，丧失诸多人生的可能性[39]；安

居局限了人们的视野，桎梏人的自由，居所之外的

行走能够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冲破现实生活的枷

锁，那里有一个自由的世界。荣格说，旅游是人类

共通且无法反抗的集体潜意识之一[40]，在人类意识

的深处铭刻着行走的基因。所以屈原“悲时俗之迫

阨兮”“愿轻举而远游”；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

朝散发弄扁舟”。远游成就了人们实现自我转化重

新与自然冥合的愿望，以一种“在而不在”的方式去

发掘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常用“走多远”作为

对一个人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观照尺度，表示一个人

在事业或人生道路上能够到达的高度，这一共识源

于人们对于行走之于人生意义的认知，这个认知是

以人生的据点——安居范畴为基点的，人们认为你

从大众公共生活平台出行距离的远近标志着你视

野的开阔度和人生的成功度。

在那些以果腹为主要目标的时期，直接的言语

交际是人们之间的主要对话方式。随着人类情感

的丰富和审美思维的成熟，以言语和意象载体为介

质的对话发展起来，最典型的代表是文学与艺术的

发展。对文学与艺术的阅读和欣赏便是一种穿越

时空的对话，其中交织着读者、作者、主人公、意象

之间纷繁复杂的对话关系，并在对话中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着意象的内涵。同时，人们在长期的行走中

发现远行不仅能突破认知的局限意识的桎梏，而且

找到了更多的对话对象和更好的对话场——自然、

古迹、不同地域和人群及其异彩纷呈的文化式样，

一个人对话对象的类型和层次决定了他体悟人生

的广度与深度。在一个与自我有一种若即若离感

觉的陌生或熟悉的空间，在离开惯常生活世界[41]的

这个场域能够更沉静地欣赏这里的人和事物并与

之对话，感受穿越时空的经验以达致忘我的密契境

界，实现心灵的自由本真状态，观照自我存在的价

值和意义[42]。这种经验又进一步促动人们更多源自

心灵对话诉求的出行。

诚如卢梭所言，人类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

锁之中。当人们发现安居的生活局限了人的眼界

和思维，消解了心灵的自由与生命的激情时，人们

产生了重新远行对话自我的欲望，旅行思想是对安

居意识的反正。长期的实践经验证明，读书和旅行

是突破人生困境的两大途径，此时，行走，不但表达

了人类对物质空间开拓的愿望，也寄寓了人类对心

灵空间拓展的诉求。特别是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成为人性自由成长的桎梏时，行走成为一种迫切

的自我解救的途径，成为一种回归诗意人生的

召唤。

自然的奇美幽丽让“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

纶事务者，窥谷忘返”；历史的厚重沉郁让人抒天地

之浩气，发思古之幽情，升华吞吐日月的气度胸

怀。因此，以第一旅行家身份彪炳史册的谢灵运，

认为“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好

营园林，游山水，尽幽居之美，屏尘世之忧；制登山

之屐，纵山水之乐，吟池塘春草，醉林壑夕霏。伟大

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五

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放声歌唱于名山

大川、五湖四海，倾诉衷情于明月清风、松间花下。

孤独的诗人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解读无言的

山水，去探访远逝的古人，敞开心灵与大自然沟通，

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变得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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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在中国山水比德的传统时代，诗意对话的行

走贯穿了仕人漫游的悠远历程。至此，人类完成了

由行走到旅行至于旅游的历程。

人在对话对象中反观自我，完成一种基于主客

关系之上的自我价值与意义的建构或重构。正是

在主客体关系的结构和建构中，旅游这一穿越时空

的对话得以展现。在这一过程中，旅游活动在伴随

空间转换的时间流中渐次展开，旅游者是对话主

体，他通过社会体制外时间流中物理空间的转换实

现心境的转换，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行进中寻找和

选定适合自己的对话对象——对话客体，与对话客

体建立了一种穿越时空的特有的对话结构与关

系。此处，时间、空间、心境、对话对象、对话场构成

了旅游对话关键的结构要素，对话目的、时空转换、

穿越、对话等则构成了这些要素间的结构关系；这

种结构具备了一种由物理时空转换建立心理距离

达到陌生化效果从而实现心境转换的表达机制；在

这一表达机制中，旅游对话时空穿越式开放性的召

唤结构特征，使游客得以能动采择景观符号进行个

性对话场的建构，从而实现旅游无限可能的表达

能效。

3 旅游对话的要素与结构

旅游是通过时间、空间的穿越实现心境的转换

与对话场的构建，并展开一场幽秘的心灵对话，达

到逍遥的人生境界——本真、无所待的人生境界，

进入暂时的坐忘状态的过程。所以，在旅游对话展

开的结构中，由时空转换完成心理距离的建立实现

对话场的建构，本质上是由物理而心理时空的穿

越，从而实现心灵对话的历程。

在旅游对话的展开过程中，空间、时间、心境在

由旅行引导的时空转换前后其性质发生了结构功

能性转换。时空转换前，旅游者的空间和心境都是

生活化功利性的，他的时间是受社会体制规范的社

会性时间；时空转换后，旅游者的空间转换为基于

物理空间与概念空间之上融入个人认知逻辑的个

性对话空间（即Soja所谓第三空间[43]），他的时间溢

出社会体制的规范被感受为灵性悦动的生命光阴

——心理时间，而他的心境也转换为审美的姿态。

这一心境转换的途径正是通过“旅”这一物理时空

转换途径完成，由物理时空转换实现时空与心境性

质转换，其结构机理是物理时空转换能够导致心理

距离的建立。那么旅游这一活动的结构本质就是

由物理时空的转换实现的心理时空穿越，它的根本

目的在于通过时空穿越实现心灵对话。在这一过

程中，场域的转换是其显性外在特征，在场域转换

中，旅游者由生活世界步入旅游世界，由生活场进

入旅游场，在旅游世界建构自己的心理世界，基于

自己的生活世界与认知逻辑采择旅游世界的对话

对象与要素符号构建自己的旅游对话场，展开自己

的心灵对话。为强调旅游的对话本质，晰明旅游区

别于其他形式的心灵对话，下文使用“旅游对话”这

一概念代称“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即本文中“旅

游对话”是指整体的“旅游”本身。其结构要素及时

空结构转换机制如图1所示。

3.1 旅游对话的目的

纯粹意义上的旅游对话不是基于工作与生活

实用目的的对话，而是基于本真自由诉求的心灵对

话——实际上基于工作与生活实用目的的对话归

根结底是为实现心灵对话创造条件，是为实现心灵

对话不得已进行的权变性对话；而心灵对话，则是

人能够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撑，人需要从对话中发现

和反观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享受本真自我的自由

和天性。僵化的客体化物质主义使人成为依附于物

质世界失去了内在生存的存在，导致自由的丧失，

陷入异己的世界。世世代代的人类都在追寻着摆

脱奴役通达自由的道路，渴望回归“未被抛入世界

之前的存在”[44]，一个存在于被迫承受各种生存压力

的客观对象世界之上的自由而诗意的理念世界[38]，

找回心灵自由呼吸的空间，恢复禀赋天地精华的人

的神性。当然，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不以通过心灵对

话反观自我享受本真天性为根本和终极目标，旅游

对话只是其中较为直接和高效的途径。

Crang 认为，家园是给人以安全和归属感的空

间，同时也是一种对自由与生机的囚禁[45]。旅游与文

学一样是一种观照世界与自身的方式，由于责任、

义务等生活的重重负荷遏抑了生命应有的活力，为了

找寻自身失落的价值，人们走出家园，历经种种奇

遇，经验各式新的事物，对话超越生活现实之外的

陌生化世界，纾解紧张失衡的身心，然后以一种崭新

的姿态再回到家园。注意，旅游不是出走不归，不

是寻找新的栖息地，而总是在短暂的旅程之后回归

家园。因此，旅游也是一种社会的指意过程，是一

种缅怀失落之本原而追根溯源的虚构式对话，一种

穿越于真实和想象空间的心之旅程。同时，这一目

标可能并未被旅游者显性感知或明确表达，但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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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旅游都具有这样一种对话性质和目的。

3.2 旅游对话的对象

旅游对话的对象因人而异，丰富多样。大自

然、史迹、现代物质设施与中外地域风貌、古今中外

之人皆能入眼会心，与之进行沟通和交流。

“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

声，目遇之而成色！”（苏轼《前赤壁赋》）中国古典诗

文中50%以上为山水诗文，那自是一部人与自然沟

通交流的心灵对话史。自然景观欣赏是旅游活动

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欣赏大自然的奇丽雄伟鬼斧

神工，反观人作为自然之子的灵性与浩气。“日月之

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观沧

海》）“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杜甫《望岳》）曹操、杜子“心胸气魄，于斯

可观。”①“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

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

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亦可谓“一语天然

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②，人与自然的沟通是最

基本的沟通，人从自然中习得的智慧与胸怀是最纯

粹的智慧最博大的胸怀。

史迹警发思古之情在于其为今之鉴的价值，是

我们与古人和历史的思想对话，中国古典文学中对

史迹的述说同样不胜枚举。“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

空城寂寞回”（刘禹锡《石头城》）对金陵六朝兴亡和

人世变迁的慨叹，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高蹈与怆然，“昔人已

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

云千载空悠悠”（崔颢《黄鹤楼》）的怅然，“遥想公瑾

当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对“大江东去，浪

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

感悟，“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

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

口北固亭怀古》）对千古英雄的仰慕，“丞相祠堂何

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对“出师未捷身先死”（杜

甫《蜀相》）的惋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的激情……史迹

述往事，令人思来者，它述说着人类遭遇和命运轨

迹，教人不断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并思考、反省与创

新，维系着人类内在精神力量的世代延续。

参观现代物质设施与中外地域风貌，结识中外

之人，能够通过与之零距离接触对话，感受现代社

会发展与自我的关系，了解存在于自我之外的不同

地域风貌人情世故，观照我的见识、我的世界与他

者世界的相互联系，拓展提升自我与世界对话的范

围和层次，并反观自我在这个世界的存在价值、意

义。尽管大多数游客难以准确或明确表述参与这

类旅游的目标和经验，但他们确实感受到自己与外

①参见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

②参见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

图1 旅游对话时空结构转换机制图解

Fig. 1 Space-time structure switching mechanism of tourism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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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世界的差异，并反观自己的世界，对比自己看世

界的立场和态度，并反思自己生活处世的方式，以

及启迪自己对未来发展定位与道路的思考。

有时候，在旅游中我们会遭遇一种“不与外物，

身心灵动”的经验，这一现象看似与对话对象无关，

实质上这是一种天地人神通灵契交的启示，它是一

场为外界不明对象激活潜意识对话的心灵反应，是

密契经验的一种体现。此境超越言说，与神合一，

使人感受到照亮世界和由神性发出的神圣“光芒”，

虽经由心灵极大的努力，但心灵确也无法把握，具

有暂现性、被动性[46]。

3.3 旅游对话的模式

在旅游活动中，旅游对话主要表现为审美欣

赏、直接交谈、观察体会、活动参与4种基本模式。

审美欣赏是旅游对话中最传统最基本的模式，

其中，景观欣赏又是最主要的内容，而直接交谈、观

察体会、活动参与中也渗透着审美欣赏的基本成

分。耳听之为声，目遇之为色，这几乎是审美观赏

规律的白描，人人都能做到，人人都能体会，但审美

欣赏的效果或水平则取决于欣赏者的审美素养。

最高层次的审美对话即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

亭山”这种人与自然的互动式交流。但最基本的层

次也达到了人与自然美景的赏析式对话。因为，

美，是物质载体人化的或文化的——已然符号化的

理想面貌的典型呈现。人通过审美欣赏抛却实用

主义的桎梏，达到去功利化的本然自我的心灵观

照，体验自我以及自我与自然关系的本真状态，或

者说人在天地之中赤裸裸的自然造化境界。可见，

尽管对话对象处于客体受动地位，但主体并不能置

客体于不平等“被凝视”[47]地位而凌驾其上，而是作

为施动者与受动者共建一种平等互动关系。在此，

人与自然美景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人在对

话中能够获得的经验既受限于审美对象本身的属

性特征，也取决于人赋予对象的主体性水平和文化

内涵，即人对主体间性的感知度和自我文化认知的

水平；人赋予对话对象以自己的主体性精神，在对

话中使用了移情手法。君子比德山水的传统、物我

彼此依存的理论、鱼之乐的辩论等并非只是理论上

的抽象论述，实为人类长期感性经验的形象描绘。

在旅游对话中，直接交谈是游客了解目的地景

观、东道社会和其他游客以加强沟通的直接方式。

在旅游过程中，由于对象一般是远离游客原社会系

统责任职能约束的抛却利害关系的东道居民和旅

伴，所以彼此的交谈对话能够敞开心扉，平等而深

入，并在真挚的交流中反观自身，提升对话的价

值。除了陌生的东道居民和旅伴外，对话对象还有

结伴出游的熟悉的朋友或亲人。但在旅游过程中，

这些熟悉的人因为从生活场转换到一个旅游场，他

们可能表现出新的面目——个性的张扬、见解的分

享、真情的流露，他们呈现出一种“熟悉的陌生人”

的特征，即我们熟悉的人在非日常环境中表现出来

一种我们未认识到的个性特征，而在旅游场这种非

功利环境中，他们呈现的很可能是其真性情。当

然，旅游中的直接交谈因为陌生或责任感缺失也不

排除逢场作秀、蜻蜓点水式泛泛交谈。

出于分析判断目的的观察体会同样是寻求合

适对话对象或与理性判断对话的过程，这是一种冷

静的分析反馈过程，在对目的地人和事物的观察中

反观自我或“我”的世界，提升自己自我认知与世界

认知的能力，也是拓展心灵空间的过程。

活动参与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对话模式，参与其

中，通过肢体动作的投入激活心灵内在的激情，带

动表情的绽放与语言的畅通表达，达致忘我的境

界，体味自我本真自在的经验。这也是旅游大众普

遍喜欢的一种活动项目，它是获得融入感最便捷的

方式，任何层次的参与者都能从中各得其所。

3.4 旅游对话的场域

旅游对话的场域主要涉及时空的转换与穿越、

心境的转换、对话场的建构3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

容又涉及诸多概念和理论。旅游不仅是对目的地

的游览，也包括出发与返回的过程。实质上，我们

从家门出发，就已经开启了旅游的征程，哪怕最开

始的一段是走在极其熟悉的门口的小径。旅程一

旦开始，我们就开始了时空、心理的转换和旅游对

话场的建构。

3.4.1 旅游对话的时间

时间有物理和心理两种意义。相对于传统按照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依次延伸用时钟展示的客观物理

时间，Bergson明确提出心理时间概念，即主观时间，

认为世界是“意识的绵延”，直觉意识的流动才是唯一

的“实在”[48]。在旅游过程中，游客的时间感也有一

种转换，由社会时间向个人时间溢出，从物理时间

向心理时间转换；而此时的心理时间不仅是意识的

流动，而且是一种充满自由光亮的存在——一种向

无限空间弥漫的时光。它脱离了社会时间机制的

控制，像流水一样随意流到哪里，在旅游活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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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肆意弥漫；它拓展了生命的向度，在自由王

国重构着各种事件相互之间的秩序。

3.4.2 旅游对话的空间

空间性与人类存在与生俱来，人类活动必然在

空间展开。经过文化与哲学的开拓，人类思维认知

的空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客观物理空间，除了家

庭、邻里、乡村、城市、区域、建筑、学校、市场、民族、

国家等具体的自然、文化、经济、政治物质空间外，

想象与精神的空间也许对人类来说更为重要，并且

在真实与想象之间，还交错演绎着更为复杂的第三

空间。法国哲学家Lefebvre在其《空间的生产》中提

出了空间认识论的 3个层次[49]，美国后现代地理学

家Soja对3种空间认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43]。第一

空间是人们直接感知到的客观物质性空间。当人类

开始思索和探讨空间现象时，已经开始了概念空间

的建构与再现，其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构想的空间

而不是感知的空间，实质上是对第一空间封闭和强

制性质的反动，用精神对抗物质，是为第二空间。

第三空间则“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

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它包容并超越了空间

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基于物质与概念，经由解

构与重构从而呈现出无限可能的开放性。第三空

间“是一种时间与空间、历史和未来的交融状态，一

种穿越真实和想象、中心与边缘的心之旅程”[50]。

旅游对话的空间属于第三空间。旅游对话在

物质空间展开，在想象空间游走。而这一想象空间却

不是人类公共概念的空间，而是对话者个人基于对

物质空间和公共概念空间的个性化阐释，并通过自

我时空穿越式想象重新构建的第三空间，他是在个

人的寄寓着对话对象的第三空间进行着无障碍的心

灵对话。正如莎士比亚所言，“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

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①。所以，彭兆荣

认为，乡村旅游与其说在“乡村空间”不如说在“乡

村概念”中旅游[51]。这里的“乡村空间”是指物质空

间，“乡村概念”概言第二空间——公众意识里的乡村

想象，而笔者则认为乡村旅游者是在物质乡村与公

众意识乡村想象之上基于自我阅历和情感个性构

建的乡村想象空间里进行着自己的对话[42]。所谓看

山看水的层次，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

是山，第三重山已经不是第一重山了，它已升华为看

山者自己的山，也许正是这个道理。我们旅游之前

的日常生活中天天看到的门口的景观在我们旅游出

发时的眼睛里变得不一样了，因为它已被我们的思

维整合到我们的旅程中，它的意涵变了，已经经由我

们旅游的思维重构为第三空间。我们一定能够理

解，曹操的沧海是如何星汉灿烂日月穿行，李白的

敬亭山和我们每个人的敬亭山该有多么不同，不同

的人眼中泰山的故事又有多少种可能性。

3.4.3 心境转换

之所以旅游启程后我们天天看到的门口的景

观此时变得不一样了，是因为我们此时的心境已经

转换为一种旅游心境，我们的眼睛不再以实用的标

准看待这些客观物什，而是以审美的心灵来观照这

些通灵造化之子。文学阅读过程也伴随着心理时

空即心境的转换，但文学阅读是凭借文字通达想象

的张力这种介质实现心理转换，而旅游则是基于客

观的即社会与物理时空转换而实现心理时空的转

换，它凭藉的介质是客观的实体。旅游降低了通达

心理转换的门槛，让那些不谙文字的人们能够更轻

易地实现心灵对话的诉求。实质上，大家在生活中

深谙这一原理，比如某人长期处于不利于心理放松

的环境中或遇到突发的可能刺激心理异变的事件

时，我们常常会采用“换一个环境”或“出去散散心”

的策略来处理问题。此处，我们强调的是，旅游呈

现出来的客观时空转换其实质是实现心理时空转

换的结构性路径；而这一心理时空的转换是从旅游

启程的那一刻开始直至旅游者回到现实生活的那

一刻结束。

3.4.4 旅游对话场的建构

由物理时空的转换达致心理时空的转换，实质

上是在建构实现心灵自由对话的场域，这一场域的

一切物质要素都从现实社会时空里剥离出来，被旅

游心境染上了审美的彩翼，向美而生，充满自由本

真的生机。因此，这一场域不是客观物质的统一性

组合，而是被旅游者个体个别选择和赋予自我寓意

后的心理对话场的建构，每个处于同一客观时空场

域的旅游者所建构的对话场都寄寓着各自的色彩

各不相同，总之是一处易于自己心灵对话的自我心

理时空场。正是这种基于客观实物介质的特征和

自我认知逻辑的建构，使得每个旅游者都能随时随

地调整把握自己的场域。在特定时空里一旦实现

了旅游心境转换，这种对话场的建构就开始了，而

且基本上在转念的瞬时即可完成。即使不出家门，

旅游式对话也可以开始，因为旅游的心境赋予了家

常环境旅游性时空特征，这一点生动体现了旅游心

之旅程的本质，正所谓“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

偏”。但这只是旅程的起点，旅游者核心诉求的旅

①参见《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哈姆雷特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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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对话一般都在旅游目的地展开，因为那里有他们

认为更适合对话的对象和空间，也更易于旅游心理

时空转换和对话场的建构。

那么，旅游对话实现的结构原理是怎样的呢？

4 旅游对话的表达机制

旅游对话实质上又是人类处理自我与客观世

界关系的一种态度和途径，“一方面人把自然和客观

世界看作与自己对立的，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基础，

把它作为一种威力来崇拜；另一方面人又要满足自

己的要求，把主体方面所感觉到的较高的真实而普

遍的东西化成外在的，使它成为观照对象。[52]”旅游

对话中正是通过时空转换将对话对象化为自我本真

的关照对象，而这种时空转换就是我们常言的“穿

越”；通过穿越我们完成了心境转换，即从功利视角

到审美视角的观照态度转换。审美视角的建立则

基于心理距离的实现从而将日常对象陌生化，而这

种心理距离的实现正是通过时空穿越来完成的。

4.1 旅游对话的陌生化原理

承续亚里士多德的“惊奇”、黑格尔的“异化”，

俄国文艺理论家Shklovsky提出形式主义创作理论

的核心概念“陌生化”[53]，并为后来的德国Brecht进

一步阐释[54]，也被译为间离效果。陌生化的实质在

于把人们从狭隘的日常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

过视角的非功利性转换，使事物回归到其诗性的本

体地位，恢复人们对生活的鲜活体验，重新发现日

常事物异乎寻常的美，不断更新我们对人生、事物

和世界的认知与感觉。人们对外界的刺激有“趋

新”“好奇”的特点，陌生化正是通过转换视角、制造

和拉远心理距离从而感受事物不同层面的新鲜感

和奇特之处。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

所言，“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别处

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

崇高感随即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也就是只有

我们抛开功利远距离去看待生活时，它才会充满

诗意。

旅游作为一个具有特定目的穿越时空的对话

行为过程，构筑起一个极具张力和开放性的迥异于

日常生活的概念性空间，我们称之为旅游世界①。

旅游伊始，旅游者已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旅游世

界，张开审美的眼睛，放飞想象的翅膀，穿越物理时

空的生活世界，构建自己展开心灵对话的旅游

场②。这个旅游场不仅包括目的地的第三时空，甚

至旅游念起那一刻的心境空间都是它的构成部

分。在这个旅游世界，不单是目的地对话场域日常

的场景与事物变得与生活世界韵味不同了，就连家

门口的日常场景也变得光彩夺目。这就是时空穿

越与心境转换达致的一种陌生化效果，这种时空穿

越与心境转换的实质是心理距离的建构。

4.2 旅游对话的心理距离

达成陌生化的途径是心理距离的实现。对于

旅游对话而言，旅游活动需要解决出发地到目的地

之间物理的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从而完成时空的

转换，进而实现心理距离的建立。心理距离的建立

是实现审美对话的首要条件。“美不仅在物，不仅在

心，它在心和物的关系上面”[56]，心物关系是“一种心

物之间的融汇交流的现象”[57]。审美感知强调将自

我游离于物质实体之外，心与物之间建立一种隐喻

关系，物、我之间以神游之，“情以物兴……物以情

观”[58] 136“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一叶且或迎意，虫

声有足引心……情往似赠，兴来如答”[58] 693-695，在物

我共感、心物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思接千载”“视通

万里”，神与物游、物我同构。而这种游离便是心物

间保持心理距离的状态，它是“通过把客体及其吸

引力与人的本身分离开来而获得的，也是通过使客

体摆脱了人本身的实际需要与目的而取得的”“是

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59]。其实质是促成视点从功

利到非功利性转换摆脱功利需要之后的审美心理

状态，即审美心理与功利心理之间的距离。心理距

离的建立使处于现世焦虑、烦躁、恐慌之境的心灵

进入一种冲淡平和的忘我状态，看到事物背后平常

看不到的一面，领略到一种功利之“我”难以企及的

审美之境。这便是距离产生美的原理。所以，我们

常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到

别人呆腻的地方去”成为旅游大众对旅游的一个流

行界定。文学与艺术审美的心理距离是通过语言

文字线条色彩等介质符号激发人的神思而实现，旅

游审美的心理距离则是通过物理时空与景观实体

的转换而实现。因此，对于普通人而言，旅游对话

的实现要比文学艺术对话相对容易。

①可参考马凌“具有价值建构和带有主观体验的现象和意识的双

重世界”的表述，见参考文献[55]。

②旅游场，指在旅游世界展开旅游对话的主观性场域，是旅游者在

旅游过程中基于客观要素空间和个体认知逻辑建构起来的满足对话诉

求的心理时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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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旅游对话的穿越特征

“穿越”一词在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的《辞源》

中没有收录；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汉语大词典》中

释义为“经过、穿过”，引用例句为“穿越了湘、鄂、黔

以及滇、康等五个省份”“穿越云层”等，基本含义是

经过或穿过一定的物理空间。作为近些年来流行

的一个时尚词汇，“穿越”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简

称，通常指经历某过程从所在时空穿越到另一时空

的事件；它实质上是一种物质-意识过程，表示穿过

和跨越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瞬时达致现实中无法

到达的一个时空节点的经验和感觉，描述了一种摆

脱物理时空束缚，实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

瞬的心理过程。它意在描绘《文心雕龙》中那种“思

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神游”状态。在旅游活动

中，基于心理距离的建立，人的心境得以实现从现

实生活世界到心理体认世界——想象或概念世界

的转换，使人从表象的旅游世界进入本质的心理世

界，达致短时间内对现实世界的游离，获得暂时性

的穿越感知体验（短暂的旅行经历结束之后，旅游

者必定要返回居所[60]）。因此，平民文学与大众旅游

在中国兴起以后，“穿越”一词的内涵由物理时空向

心理时空延伸并成为流行语被广泛使用。

穿越是一种解构，也是一种重构，它通过对物理

时空的解构实现对心理时空的重构，让人在第三时空

一个特定的节点遇见过去、现在、未来交融的世界，

遇见想象世界的一切可能性。旅游的本质特征就是

时空的穿越，旅游即是穿越时空表象与其符号意义

的对话过程。它通过一些特定的场景唤起历史记忆，

营造失落或回归心灵家园的地理乡愁，再现能够满

足游客与心仪对象对话的特定心理时空场，以实现与

能够反观自我的对象的沟通。事实上，许多文本的

空间故事，也都在呼应穿越式对话这个行旅主题。

这种穿越式旅游对话能够满足人们怎样的旅

游诉求呢？

5 旅游对话的能效

旅游是通过建立心理距离完成穿越时空的心

灵对话，获得非功利性存在感或者说本真自由感的

体认，回归诗意的心灵家园，从而消解现实的责任

和负荷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也获得对外在世界审

美的理性认知，打破为惯常环境所禁锢的思维模

式，并获得丰富的阅历，建立一种对世界和自我新

的认知模式。旅游对话的能效源于旅游对话的结

构机理，也反映在旅游这个概念的表达上。

5.1 旅游概念的语义学认知

“旅游”是合成词，“旅”是途径，“游”是目标和能

效。“旅”是为达致“游”之能效的空间位移，“游”则

赋予“旅”以不同于普通旅行的特殊目的性，从而使

之具有了物理时空转换之上的心理距离的建立与

心理穿越的技术性特征。而“游”这个词在悠久的

历史发展中则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意涵和哲思韵味。

游，《说文·㫃yǎn部》：“游，䢊，古文游。”清王筠

依《玉篇》释例：“游为旗游……䢊为遨游，俗作遊。”

《诗·大雅·卷阿》“豈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

中之“游”即为遨游、悠游之意。我们所谓“旅游”之

“游”乃古之“䢊”“遊”，而非“旗游”之“游”。“游”因

而表达的是一种逍遥的姿态、取向和状态，从而是一

种对束缚、压抑的游离；故而它又与“逍遥”同义。

《楚辞·九章·哀郢》“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

东”句，姜亮夫校注曰“逍遥即游之义”。《庄子·逍遥

游》借用大鹏和小鸠等比喻，主张通过努力克服客

观环境与条件的束缚，实现人生境界的转化，达致

逍遥物外、无往而不适之境。其中“逍遥”与“游”既

互为取向，又同义复指，因而二者常被沿袭连用，比

如陆龟蒙《补沈恭子诗》“虽非放旷怀，雅奉逍遥

游”，苏轼《九日次定国韵》“会当无何乡，同作逍遥

游”。“游”取向游离、自由、超越境界，这一境界的实

现如《庄子》鹏鸟飞天需要一个俯瞰世界的姿态和

视角，此处体现的恰是心理距离原理。旅游，即是

一种暂时穿越时空并俯瞰回望这个世界的对话

方式。

旅游，是对现实世界的游离，通过旅行——物理

时空的转换实现向审美世界的穿越，在审美世界徜

徉、逍遥，超越束缚压抑，沉浸天地自由，对话本真

自我。即使世俗愉悦也是建立在审美世界基础上

的，这便是旅游的世俗愉悦与日常生活中一般世俗

愉悦的区别。旅的行程因为游的姿态从而具有审

美性，其目标可能是消极的逃逸，也可能是积极的

逐求，但无论何时，它不同于客观真实性的科学考

察；而科学考察（自然或历史文化的）若因震撼导致

审美性的来临，即会致使科学考察向旅游性转换。

5.2 旅游对话的能效

德国著名接受美学理论家 Wolfgang 提出的召

唤结构理论认为，艺术作品是一个随时召唤着接受

者能动参与的布满了不确定性和空白的开放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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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结构——召唤结构，读者通过想象以再创造的方

式接受作品，从而完成作品审美价值的实现[61]。这

种召唤结构既以其确定性的文本符号营造的基本

语义场限定了读者想象不能逾越文本的潜在含义，

又以其文本的结构性空白和不确定性召唤、激发读

者进行想象和再创造，使有限的文本达致意义生成

的无限可能性。旅游对话也是这样一种召唤结构，

它通过旅途和目的地实景的确定性营造的旅游场

景与其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空白召唤、激发游客

前往，基于时空与心境转换达致心理距离的建立，

实现时空穿越，从而构建个人理想的对话场，并以

游客个人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通过个人的对话

体验达成旅游无限可能性意义的实现。

旅游起源于旅行，当审美诉求发生的时候，基

于旅行开拓视野、获取新知的经验，人们进一步发

现旅行有助于心理距离的实现，即能够通过物理时

空的转换实现一种与慕求对象的穿越式对话。当

旅行寄寓了建立心理距离的目的或者说审美目的

时，旅行发展出一种叫做“旅游”的活动。由于旅游

开放性召唤结构的特点，穿越时空进行心灵对话便

能够满足游客拓展与成长、释压与回归、自由本真

体验、诗意栖居体验、宗教情怀和仪式表达等不同

层次的体验诉求。这就是同一旅游场景对不同游

客可能会呈现不同意义的结构机理，也是阐释旅游

对话何以可能达致不同能效的理论根据。

5.2.1 拓展与成长

封闭导致狭隘，生命需要超越。时空转换有助

于视野拓展、思维重建，新的对话对象，丰富的对话

内容，对突破对话的惯常模式、唤醒生命的本真诉

求和温情特质、提升对话层次更为有效。这一基于

“游”的求知诉求区别于科学考察的关键在其追求

心灵丰满和生动的目的，这种非功利性的认知更有

助于增长人生的真知识。所以，“世界那么大，我想

去看看”，对自由的渴望，对新的世界新的对话的向

往，人需要不断拓展心灵的空间，“开拓视野，增长

见识”已成为大众对旅游能效的共识；通过旅游对

话反观昔日之我，剖析世界之理，观照本真之我，思

考未来之我，旅游从而成就拓展-反思-成长的历

程，故而俗言云，“灵魂与肉体，总有一个在路上”。

5.2.2 释压与回归

由时空转换建立心理距离达致审美式的忘我

境界时，能够让心灵像回到家一样真正地安静下

来，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更有助于释放源自世俗

世界的压力，激活无法面对的平淡生活。这种暂时

的游离与忘我的释放有助于消解对社会和环境压

力的抵制情绪，让心灵有一处小憩的温情港湾；从

他者的世界获得看待生活的新角度，察觉和纠正往

昔的偏见、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62]，通过对生活现实

的反观与回望，发现它靓丽的一面并重铸生活的信

念。旅游的魅力正在其暂时性、异地性——旅游只

是暂时的离开，暂时的离开是为了释然地回归，释

然地回归是为了重新激情地出发。旅游是一种从

现实心境到本真生命状态的回归，蕴含着回家的深

刻韵味，是一种回归性的出发，一种出发性的回

归。旅游通过出发与回归，在生命中建立一个现实

的新起点，从而实现超越当下后的重新出发。

5.2.3 自由本真体验

时空转换让人沉浸在一种非功利性审美状态

时，无待于俗世俗物，对话本真世界，达致忘我逍遥

之境。旅游正是给游客提供了这样一个理想中的

自由对话场，忘我的境界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由自在

的生命姿态。人心都有向善向美向真的趋向，每个

人都有自己内心的渴望，每个人都渴望听到内心的

声音，无论贫富贵贱。时空的转换与距离的建立消

除了我们的功利态度，在自由无待的反观与回望

中，我们以真心检讨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唤醒

我们心底沉睡的美善和高尚的情感。旅游不只是

看，更是找到自己内在的最美的东西。外在的风

景，其实是自己内心的映照，最具价值的旅游对话

不只是向外的观察，更是向内的反省。

5.2.4 诗意栖居体验

距离是产生诗意的必要条件，所以当下“诗与

远方”成为大众表述旅游诉求的流行词汇，诗意的

生活永远在别处。审美与诗意，其根源不在外在风

景的亮丽，而在其内蕴之真之善，这也便是Holderlin

吟诵“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63]

的真意。距离的建立易于客观全面地反观和回望，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恰反证了这

个道理。这种由物理距离而心理距离的实现从而

达致时空的穿越，实质上构成了审美理想与现实生

活之间的心理距离，诗意产生于心的远处与平常事

物的审美对话，所以大众说：“旅游不过是从你自己

待腻了的地方，去到别人待腻了的地方”。

5.2.5 作为宗教替代品或仪式的表达

仪式是指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为实现沟通、过

渡、强化秩序及社会整合而进行的，由传统所规定

的具有象征性和表演性的相对固定的一整套活

动。仪式源于宗教，具有神圣的严肃性；悠远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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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生活也诞育了习于宗教适于世俗的日常仪

式，譬如形形色色的节庆与典礼，充斥漫漫人生历

程，成为超拔现实表达人生价值和意义诉求的途

径。由于旅游所具有的时空转换形式和心理成长历

程之特征，从而能够成为一种表达阶段完成、身份

地位、价值取向、社会关系的常规仪式，旅游正在悄悄

成长为一片“仪式的森林”。尽管随意性的旅游与

具有严肃和神圣性的仪式有着诸多不同[64]，Graburn

“旅游仪式论”在探讨深层旅游动机方面的启发仍

多有裨益[15]。由于非功利性的远见卓识，审美具有

了神圣的宗教性特质；作为与理想对象对话沟通的

体验，旅游时或成为溢出现实人生的一段“神圣旅

程”，无论是高雅与时尚还是肤浅与庸俗的旅游，均

能达到自我阈限体验的“畅爽”或“共睦态”[65-66]。经

历短暂神圣旅程的洗礼，我们相信回归到世俗的我

们因经历了再造和重生将变得与往昔不同，实现了

自我的复活与提升，因而旅游也有了某种宗教替代

品的意味[16]，借以暂时远去“红尘”，寄寓了现代人下

意识的宗教性期望[67]，旅游对话因而成为解决信仰

问题的一种可能性选择。

5.3 旅游对话的障碍

旅游对话需要空间转换、时间溢出、心灵感悟，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些条件的充溢度直接影响着

旅游对话的层次和深度。基于便捷、安全和富足生

活的需要，城市化、信息化、科技化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巨大的压力催生了旅游对话的

普遍性需求，但大多数游客由于经济条件和闲暇时

间有限，深度的慢旅游难以实现，理想的忘我能效

难以达成。由于消费主义的蔓延、物质主义的奴

役、虚无主义的侵蚀，旅游产品的奢华、庸俗甚至腐

败引诱着旅游消费的异化、扭曲，炫耀、跟风式的旅

游时尚掩盖了旅游对话的本质诉求，大多数旅游只

能实现当下体制内的理解与能效。除却客观现实

社会的体制性限制，人是“悬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

义之网中的动物”[68]，基于自身智境、识见和价值取

向的差别，人们往往倾向于他想看到的东西，或者

只能看到他所能看到的东西，所以不是所有旅游都

能达致穿越与回归的理想境界，上车睡觉下车打牌

的旅游也不罕见。但任何行为和选择都有其背景

和理由，他的旅游自会达致他所要的穿越与回归。

探讨形成旅游对话障碍的原因和机理是解决

好的旅游——能够更深刻理解旅游，让生命随时诗

意行走，更好地享受生命——能否实现的基础工

作，这一问题尚需深入的专题研究，此不赘。

6 结论与讨论

行走的经验告诉人们，安居给人以安逸的生

活，但也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远行不仅能突破认知

的局限，而且找到了更多的对话对象和更好的对话

场，一个人对话对象的类型和层次决定了他体悟人

生的广度与深度。在中国山水比德的传统时代，诗

意对话的行走贯穿了仕人漫游的悠远历程。

在旅游对话展开的结构中，由时空转换完成心

理距离的建立进而达成对话场的建构，实现由物理

而心理时空的穿越从而进行心灵对话，即穿越时空

的心灵对话，是旅游的核心矛盾。旅游对话实质上

又是人类处理自我与客观世界关系的一种态度和

途径。旅游对话中,旅游者正是通过时空转换将对

话对象化为自我本真的关照对象，而这种时空转换

就是我们常言的“穿越”；通过穿越我们完成了心境

转换,即从功利视角到审美视角的观照态度转换。

审美视角的建立则基于心理距离的实现，从而将日

常对象陌生化，而这种心理距离的实现正是通过时

空穿越来完成的。

穿越是一种解构，也是一种重构，它通过对物理

时空的解构实现对心理时空的重构，让人在一个第三

时空的特定节点遇见过去、现在、未来交融的世界，

遇见想象世界的一切可能性。旅游活动的本质就

是基于物理时空转换达成心理时空建构的穿越式

对话，是穿越时空表象与其符号意义的对话过程。

旅游对话是这样一种召唤结构，它通过旅途和

目的地实景的确定性营造的旅游场景与其符号意

义的不确定性和空白召唤、激发游客前往，基于时

空与心境转换达致心理距离的建立，实现时空穿

越，从而构建个人理想的对话场，并以游客个人的

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通过个人的对话体验达成旅

游无限可能性意义的实现。

由于旅游开放性召唤结构的特点，穿越时空进

行心灵对话便能够达成满足游客拓展与成长、释压

与回归、自由本真体验、诗意栖居体验、宗教情怀和

仪式表达等诸多体验的能效。这就是同一旅游场

景对不同游客可能会呈现不同意义的结构机理，也

是阐释旅游对话何以可能达致旅游不同能效的理

论根据。

旅游对话中空间、时间、心灵感悟等条件的充

溢度直接影响着旅游对话的层次和深度；社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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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意识形态和消费风尚以及旅游者个人的智

境、识见和价值取向都会影响旅游对话的能效，不

是所有旅游都能达致穿越与回归的理想境界；但任

何旅游都志在实现它所要的穿越与回归愿景。

总之，旅游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文化活动，涉及

心理学、美学等诸多原理和规律，以审美欣赏、直接

交谈、观察体会、活动参与等对话形式在物理时空到

心理时空的转换中展开。旅游是对现实世界的游

离，通过时空转换实现向审美世界的穿越，在审美

世界徜徉、逍遥，超越束缚压抑，沉浸天地自由，对

话本真自我。作为一种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旅游

具有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交

叠转换的结构特征，从而使游客实现从现实到想象

的时空穿越，完成在第三时空与本真自我的对话。

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旅”是途径，“游”是目的；

通过“旅”解决由物理时空到心理时空转换的矛盾，

实现心灵逸游境界之目的。或者说，“旅”是时空穿

越过程，“游”是心灵对话境界；但在长期的语言与

实践发展中，“旅”中有“游”，“游”中有“旅”，“旅游”

已经衍变为一个语素具有互文性、语义超越语素叠

加意义的合义词。“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这一界定

较为明确地体现了旅游的结构特征和本质诉求，呈

现了旅游过程及其意蕴的特质。“穿越”“通过物理

时空转换实现心理时空构建获得心灵诉求体验感”

之涵义已基本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但在理论上尚需

语言学和哲学赋予它更为严密完整的语义建构和

逻辑正当性，或可将其纳入旅游学核心概念之范

畴。所论或尚粗疏和局促，但望对旅游本质问题的

研究有所助益和启发。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和责任编辑提出的宝贵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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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A Spiritual Dialogu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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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the expression

mechanisms need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per tourism dialogue. A genetic method and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which comprises dialogue, spatial and defamiliarization theories were

appl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and aesthetics through a logical and a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gni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individual regarding tourism. As a result of the research,

we have concluded that tourism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in a variety of ways, but there is a constant

dialogue able to transform physical space- time into psychological space- time. As a kind of spiritual

dialogu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tourism intertwine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time wit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hen comple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y

converting space-time into a dialogue space and ultimately time-travels to make the physical become

psychological and thus to form a spiritual dialogue. In other words, the spiritual dialogu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is the core contradiction of tourism. The nature of a tourism dialogue is also a kind of attitude

and a human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world. In tourism dialogue,

the tourist transforms the dialogue into a self-real object by means of a time-space conversion, while

this“time-space conversion”is what is usually known as“time-travel”. Through“time-travel”we are

able to turn a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into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requires a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sychological distance requires a

defamiliarization process with everyday object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ime-travel. Therefore,“Time-travel”is a kind of deconstruction, but also a kind

of reconstruction: it reconstructs a psychological space-time by deconstructing a physical space-time. It

allows the individual to meet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covering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imagination. The essence of tourism is a kind of“time-travel”dialogue which is based on a physical

time-space conversion; it is a dialogue process with its symbolic meaning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time. Time, space, time- travel, mental states, dialogue spaces, defamiliarization, psychical

distances and so forth expressions constitute the basic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concepts of tourism

dialogue. Tourism dialogue is a structure that stimulates the tourist to travel towards destinations

constructed by an objective certainty of the destination and the uncertainty of its symbolic meaning.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sychological distance caus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time,

“Time-travel”can be achieved, and then the personal ideal of a dialogue field i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tourist s ideals and actions towards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unlimited significance in their own

tourism experience, time-trave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quired structure provide the func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many different experiences in tourism. This structure mechanism tells us why tourism can

carry out a valuable role, while explaining how tourism dialogue may achieve different functions.

Keywords: tourism; dialogue; time-travel; defamiliarization; appe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周小芳]

⋅⋅ 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