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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蕨瓣磁视是不存在的．蕨游凝视是隧杜会．杜会群体和历史时期的不阿而发生变化．

这种凝视也是通过痉异被建构起来的．

之所以这样说．我认为有这样一尺意思：并非任何时代的任何游客幕共享某种普遍的体验，

其次还包含另一层意恩1 在任何的历史时期内．

这种纂视挪是通过在它和那些与它相反的．非旅薪的社会休验和意识之间建立关系面被构建的．

逾构出歉游薹视的东西取决千与其形成反差的东西．取决于非藏游体验的类型是什么。

囥此，这种薯视以一种确定了特殊旅桩实践发生地点的杜会活动系忱

和杜会标志系统为剪撮 (a 守由叩 of activities and sigt1S). 

胃单的说．这秤鞭视是通过与非蕨游的杜会实践

一一尤其挪些基千家庭和有嗣工作的社会实践 形成反差来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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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以下各位给我的建议、鼓励和帮助，特别要感谢那

些给我提供了世界各地旅游佳作的人士 ： Paul Bagguley 、 Nick

Buck 、 Peter Dickens 、 Paul Heelas 、 Mark Hilton 、 Scott Lash 、

Michelle Lowe、Celia Lury 、Jane Mark— Lawson 、 David Morgan、

Ian Richson 、 Chris Rojek 、 Mary Rose 、 Peter Saunders 、 Dan

Shapiro 、 Rob Shields 、 Hermann Schwengel 、John Towner 、 Sylvia

Wlby 、John Wlton 、 Alan Warde。同时，我还要感谢从事旅游业和

酒店业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的专业人士，他们给我

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建议。本书中所采用的一些访谈是在“（英

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关于变化中的都市与区域体系计

划 ”(the ESRC Initiative on the Changing Urban and Regional 

System) 的资助下进行的。对此计划我也表示感谢，正是此计划

最早促使我对度假这一现象进行“认真“思考。

John Urry 
Lancaster 

198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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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本版基本保留了第一版的结构，只是新增加了一章（第八

章） ：＂凝视全球化“("Globalising Gaze”) 。其他的七章在资料方

面进行了更新，并采用了有关的新研究，插图也更好。 Viv Cuthill 

为本书的再版做了大证的研究助理工作 ， 并提供了很多专业知

识，对此我深表感谢。同时，我要感谢 Mike Featherstone，最初是

他提出写一本关于旅游的书的。我还要感谢 Chris Rojek ，他提出

再版本书，并与我共同主编了《旅游文化》(Touring Culture) -

书。

过去十年里，我在兰开斯特 (Lancaster) 曾就旅游、旅行和流

动性的问题指导过各类博士。我向这些博士学之甚多，尤其和他

们在一起讨论他们所进行的研究时。在此，我要向以下各位表示

感谢，他们中的儿位给第八章提出的意见非常有帮助： Alexandra

Arellano 、 Javier Caletrio 、 Viv Cuthill 、 Saolo Cwerncr 、 Monica

Degen 、 Tim Ednsor 、 Hernan Gutierrez Sagastunme 、 J uliet Jain 、

Jonas Larsen 、 Neil Lewis 、 Ch顷－ling Lai 、 Richard Sharpley 、 Jo

Stanley 、Joyce Yeh。在过去十年里．有不少硕士研究生运用过我

的“旅游凝视“模式，与他们讨论问题，也让我受益匪浅．在此我一

并感谢。



我与兰开斯特大学的同事也讨论过本书所涉及的议题（他们

中几位给笫八章提出了宝贵意见），这些同事是： Sara Ahmed 、

Gordon Clark 、 Carol Crawshaw 、 Bulent Diken 、 Anne-Marie

Fortier 、 Robin Grove-White 、 Kevin Hetherington 、 Vincent

Kaufmann 、 Phil Macnaghten 、 Colin Polley 、 Katrin Schneeberger 、

Mimi Sheller 。

过去几年在社会学系与 Pennie Drinkall 和 Claire O'Donnell 

一起处理研究生事务是件很愉快的事。

John Urry 
Lancaster 

200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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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约翰·尤瑞与游客凝视

约翰·尤瑞博士毕业于剑桥

大学，现为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他是英国从社会学的视角对

旅游进行研究的著名学者。

根据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

系的介绍，尤瑞早年的研究兴趣是在社会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主要关注权力的社会学和革命，出版了《参与群体和革命的理

论》（ 1973 年）和《权力在英国》(1973 年）。同时，他还与他人合作

出版了《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1975 年， 1982 年），其中陈述了科

学哲学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

在过去二十年里，尤瑞一直把研究重点放在五个主要领域：

首先是城市和区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兰开斯特的区域；第二，

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变

革；第三，研究的重点是旅游 这个特定的行业，在当代西方社

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服务性消费，特别是与旅游业相关



的服务，以及对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内尤

瑞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的著作，如《游客凝视》(1990 年， 2002 年第

2 版）、《消费场所〉〉(1995 年）、《旅游文化》(1997 年，与克里

斯 · 罗杰克共同主编）、《旅游迁移》(2004 年主编）等；第四，关注

流动性与当代社会，出版了《社会学超越社团》(2000 年）、《汽车》

(2004 年 ， 与迈克 · 费瑟斯通、奈杰尔 · 诗瑞福特共同主编）、《移

动通讯科技的都市》(2006 年 ， 与米米 · 树勒共同主编）、《迁移，网

络，地理》(2006 年，与 Jonas 拉森 · 凯 · 阿克斯豪森合著）、《迁

移》(2007 年）；最后，尤瑞对一些有影响的复杂性理论也感兴趣，

出版了《全球的复杂性》(2003 年）、《文化和社会》(2005 年）等

著作。。

自 1990 年尤瑞的《游客凝视》一书出版以来 ， “游客凝视”就

巳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析工具。实际上，尤瑞

的“游客凝视＂的＂凝视“概念，是借助福柯著名的 “ 医学凝视“理论

发展而来的。

在福柯那里的“医学凝视“里，凝视是：

1. 一种观看方式，是凝视动作一目光投射的实施主体施加

于承受客体的一种作用力；

2．有形的、具体的和无处不在地存在于现代社会，并象征着

一种权力关系和一种软暴力 ；

3. 被社会组织化的和社会系统化的 (socially organized and 

systematized)看不见、摸不着 ， 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无形的社

会力。

允瑞将福柯的 “ 医学凝视“引用延伸到现代旅游的社会事象

中，借用福柯这一犀利的思想批判的武器洞察和分析了现代旅游

的逻辑运行及现代游客的种种偏好和行为。尤瑞将“凝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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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心概念贯穿全书，他说：“本书关注的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尤

其是在多元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群体中， ｀ 游客凝视 '(tourist

gaze) 如何变化与发展？这种被建构和被强化凝视是怎样的过

程？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允许了这种凝视的存在？这种凝视对

那些成为凝视对象的｀地方＇有何影响？这种凝视与其他各种社

会实践有何关联？”

为何要研究旅游与游客凝视呢？尤瑞开篇就给我们一个明

确的回答：＂旅游这种实践活动涉及｀离开 '('departure'）这个概

念，即有限度地与常规和日常活动分开 ， 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

在与日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通过考虑典型的游客

凝视的客体，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客体去理解那些与它们形成反差

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中的种种要素。换句话说，去思考一个社会群

体怎样建构自己的旅游凝视，是理解｀正常社会＇中发生蒂什么的

一个绝妙途径。我们可以通过调查旅游的典型形式，利用差异的

事实去质疑｀正常世界＇。如此一来，旅游就不再是个琐碎的、无

关紧要的主题，相反它显得意味深长，因为它能揭示出正常实践

活动的方方面面，若非如此，这些方面也许仍然会晦涩难懂。揭

示社会世界的运转常常需要用到与直觉相左的、出人意料的方

法，正如对｀离开＇的研究与旅游凝视有关。”

在现代社会旅游作为人们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并作为的现

代与后现代的经验和吸引力的标志，越来越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

部分。同时，“随着｀旅游＇本身特异性的衰微，旅游者的凝视更大

众化了 ，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成了旅游者”。无

可置疑，现代游客的＂凝视“是社会建构的行为，而且具有大众化、

浪漫化、多元化的符号化特征。尤瑞认为，凝视是旅游体验中最

根本的视觉特性，凝视与文化实践模式相关，凝视透过符号的消

费和收集而得以建构，游客的凝视的重点则是将他们从日常生活

中的经验分离出来之后到旅游景点追寻的符码，因而这样的符号



化的凝视，是浪漫的，是大众的，亦是多元的和流动的，而且通过

各种各样的非旅游的东西加以维持，如电影、电视、文学作品、杂

志、录音和录像等，这些非旅游的东西建构了旅游凝视，并且强化

着它，并使之似乎无处不在，而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又似乎无处

可见。

与此同时，尤瑞强调＂凝视主体“和“凝视对象”之间社会权力

关系的操作与展演。这些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旅游凝视如何

展现的了解，并发现了旅游场域中，游客如何成为＂凝视主体”，并

确定出“凝视对象”是怎样被打造出来的。通过两者的互动，旅游

的过程实际上是完成了旅游凝视物或吸引物与游客想象之间的

关联，而且在其间，”许多专家实际上的确促成了｀游客凝视＇的建

构与发展”。

尤瑞还指出游客其实是在消费旅游景点的各种符码，这种带

有欲望的“游客凝视“正是旅游的核心元素。在现代性社会，后福

特主义以“消费“为取向。单纯的产品生产制造是不足够的，必须

赋予产品特定的意义符号，以这些符号引发行动者的消费欲望。

消费是在消费“物品的符号意义＂，而非“物品本身＂。在该书中，

他列举了许多实例，讲述了标准化的大众化式旅游活动在欧美后

现代的今日不再是热潮，兴起的是利用不同美学符号加工设计的

旅游活动，形成充满多元与另类的发展状态。

我们知道：每个游客都希望他们所凝视的旅游景物是“真实”

的，体验和日常生活的经验截然不同的，但又符合他们的旅游想

象，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因此，旅游景点就需要涉及意义符号

的生产与消费，也就是说，旅游景点的特殊性可以是由符号建构

起来的，而此符号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也可以强化旅客感官的旅游

经验。因此，旅客所消费的，其实就是意义符号所建构起来的特

色性。当然，亚巴斯亦指出，一个地方越有历史价值，就越容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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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游客的凝视。。

尤瑞认为，凝视是通过标志 (signs) 和差异被建构起来的，而

旅游就包含着收集标志 (collection of signs)和寻找差异。正如卡

勒 (Culler) 所言 ： “游客对一切能标志其自身的事物感兴趣…… 游

客已经构成了一支符号学大军，尽管尚无人如此称颂他们 ， 但他

们在全世界到处翻找各种标志：法国性 (Frankness汃典型的意大

利式举止、典型的东方风景、典型的美国式高速公路、典型的英国

式酒吧。”®(1981: 127)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是个小小的

单调的世界，到处都展示出我们自己的形象……对奇异性和差异

性的追求却以缺乏奇异性和差异性的始终如一而告终。”©

(Turner 和 Ash, 1975: 292) 

现代社会游客的凝视不仅是变幻无常的，而且可以无止境地

生产、捕捉这种凝视。游客总是在寻找或期待新鲜的、不同的事

物。旅游专家们不遗余力地力图创造出供游客凝视的目标，游客

和各种媒体、各类宣传机器共同制造出照片、明信片、胶片、模型

所捕捉到的凝视，复制或再生产更多的凝视物供游客追寻，满足

人们的视觉享受。这就是现代性旅游与游客后现代性的特点。

因此，尤瑞就指出后现代的游客具有以下的特性 ： ＂（一）拜现代科

技之赐 ： 电视、录像、CD-ROM、网络、虚拟实境，不必远离家乡却

可以享受旅游者的凝视 ； （二）持续感受变化也乐于多样化的选

择，也不介意形式的折衷，不管是传统或现代、神圣或世俗、官能

或精神、生态或商业都可以组合包装；（三）不局限于单一、真实的

旅游体验并以游戏的心理来对待旅游。“他还提出了摄影在现代

U) Abbas, Ackbar.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p. 76. 

® Jonathan Culler. The Pursuit of Sig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Turner, L. and Ash, J. The Golden Hordes: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the Pleasure Periphery. London: Routledge. 1975. 



游客凝视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旅游中的拍摄是一种社会建构

的观察和记录方式 ， 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是一个难以分离的

过程 ， 旅游行为和摄影行为相互塑造的观点。

本书的最后一章，”全球化凝视“是他在 1990 年版的基础上

新增加的。由于大量的人群和地方卷入全球旅游这个旋涡，尤瑞

更深刻地意识到现代的流动性和空间压缩感，使得不同类型的旅

游方式之间出现了各种复杂的重叠 ， 而且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在消

失。在此，尤瑞试图对全球旅游业中的这类新兴的模式，和过去近

十年来“思考旅行“(thinking-travel) 中新出现的一些变化作一个

新的总结，并对 1990 年版之后，其他学者对其的游客凝视这一概

念的太经验主义、太静态化、大缺乏能动性、大视觉化、没能识别

出一种“二次凝视”等各种批评做出了回应。

总而言之，尤瑞在本书中将“凝视“作为关键词，把大众旅游

的方式和“游客凝视＂的现代组合，以及现代人对旅游的冀望和照

片复制的技术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组成部分来探讨。除此之

外，他还讨论了与旅游和游客有关的非日常生活的种种复杂的现

象，及其这些现象背后的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程序。诸如旅游者

的凝视和为满足这种凝视而发展起来的与旅游相关行业的非常

复杂的关系，旅游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社会协作，旅游相关服务

中的工作性质 ，在旅游文化活动和服务行业间存在着的冲突，由

各种风格融合的后现代和后旅游而引发的旅游实践正在经历着

的快速而巨大的变迁，旅游中的怀旧与历史等。

杨慧

于昆明橘杏阁

2008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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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旅游凝视

旅游为何重要？

临床教学并非肯定是基于凝视的运作和决断整理一门科学

的首次尝试。 …… 医学凝视也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形成。首先，它

不再是随便任何一个观察者的凝视，而是一种得到某种制度支持

和肯定的凝视……其次 、 这种凝视并不受制于某种结构的狭窄格

栅…… 而是应该并且能够捕捉住色彩、差异、细小的偏差……

(Foucault,1976 :89) 1 

本书的主题显然与福柯(Foucault)所关注的那个严肃的医学

和医学凝视世界毫无关系。本书关注的是愉悦(pleasure) ，是假

日、旅游和旅行；是人们怎样短期离开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地

第
一
章
旅
游
凝
视

1 
。。

O 译者在此使用了《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中文版的译文，见《临床医学的诞

生》（［法］米歇尔 · 福柯著．刘北成译 ．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 2001 年 8 月， 9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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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而又为什么这样？本书还关注人们对某些物品和服务的消

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消费毫无必要。可人们之所以这样消

费，是因为这些物品和服务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与日常生活截然不

同的愉悦体验；而且这种体验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望见(gaze upon) 

或观看(view)一组迥异的不同寻常的自然风景或城镇风光。当

我们离家旅行(go away) ，我们就会兴致勃勃、万分好奇地看若周

围的环境。它们用我们所欣赏的方式和我们打招呼，或者至少是

我们期望它们用那样的方式对待我们 。 换句话说，我们疑视着我

们遇到的东西。这种凝视，如医学凝视一般，是被社会组织化的

和社会系统化的 (socially organized and systematized) 。当然，它

有不同的秩序，并不是因为它掌握在“得到某种制度支待和肯定”

的专业人士手中 (it is not confined to the professionals 

"supported and justified by an institution”) 。 不过，可以肯定的

是，在生产＂毫无必要＂的愉悦感方面，许多专家实际上的确促成

了我们游客凝视的建构和发展 。

因此，本书关注的是在不同的社会中 ． 尤其是在多元历史时

期的不同社会群体中·旅游凝视如何变化与发展 。 我会详细阐述

这种凝视被建构和被强化的过程，我也会考虑是谁或者是什么东

西允许了这种凝视的存在，这种凝视对那些成为凝视对象的“地

方“有何影响畸这种凝视与其他各种社会实践有何关联 。

单纯的旅游凝视是不存在的，旅游凝视是随社会、社会群体

和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这种凝视也是通过差异被建构

起来的 。 之所以这样说，我认为有这样一层意思：并非任何时代

的任何游客都共享某种普遍的体验；其次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在

任何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凝视都是通过在它和那些与它相反的、

非旅游的社会体验和意识之间建立关系而被构建的 。 建构出旅

游凝视的东西取决于与其形成反差的东西，取决千非旅游体验的

类型是什么。因此，这种凝视以一种确定了特殊旅游实践发生地



点的社会活动系统和社会标志系统为前提 (a system of activities 

and signs) 。简单的说，这种凝视是通过与非旅游的社会实

践—－ 尤其那些基于家庭和有酬工作的社会实践 － 形成反差

来确立的。

旅游、度假和旅行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现象，比很多评论家

所认为的还要重要得多 。 乍看上去，对于一本书来说，恐怕没有

哪个主题比这更微不足道 (trivial) 的了。的确，社会科学家在说

明其他更有分址的问题时—－ 如工作或政治，已经够困难的了，

因此人们会认为他们在解释类似度假这样琐碎的问题时恐怕更

是困难重重。但是，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与对异常 (deviance) 的研

究有某种有趣的相似之处。这一研究涉及对怪异的社会实践的

调查，而这些社会实践在有的社会中碰巧被定义为异常，当然在

其他一些社会却不一定 。 这里有一种假设 (assumption) ，对异常

的研究可以把“正常“社会中有趣和重要的那些方面揭示出来 。

仅仅研究为什么形形色色的行为会被视为异常这个问题，就能说

明不同的社会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是怎样运转的 。

类似的分析也可以运用于旅游，本书正是以这种观点为基

础 。 旅游这种实践活动涉及“离开“("departure”) 这个概念，即

有限度地与常规和日常活动分开，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

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 。 通过考虑典型的旅游凝视的

客体，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客体去理解那些与它们形成反差的更为

广阔的社会中的种种要素。换句话说，去思考一个社会群体怎样

建构自己的旅游凝视，是理解“正常社会”中发生着什么的一个绝

妙途径 。 我们可以通过调查旅游的典型形式．利用差异的事实去

质疑“正常世界”。 如此一来，旅游就不再是个琐碎的、无关紧要

的主题．相反它显得意味深长，因为它能揭示出正常实践活动的

方方面面，若非如此、这些方面也许仍然会晦涩难懂。揭示社会

世界的运转常常需要用到与直觉相左的、出人意料的方法，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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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开”的研究与旅游凝视有关。

虽然我坚持认为这种凝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

背景中是不同的，但是它却最低限度地有着被方便地称为“旅游”

的社会实践活动所有的特点。我把这些东西列出，以便为我后面

展开的更为历史的 、 社会的和全球性的分析设立一个基准

(baseline) 。

1. 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这也就预先决定了与其相反的活

动一有规律、有组织的工作。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在现代社

会，工作和休闲是如何被组织成为两个分离的、有条理的

(regulated) 的社会实践领域。的确，做一个游客是变得“现代”的

界定性特征(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之一，是与有酬工作中的变

化息息相关。这种情况是在特别的地方被组织起来的，而且只在

某个有规律的时间段中发生。

2. 旅游关系产生于人们到不同的目的地，并在那里停留的活

动。这必然包含了某种空间中的运动，即旅行(journeys) ，包含了

停留 (stay)在某个或某些新地方的周期。

3. 旅行是前往平常居住和工作地以外的地方，停留也是如

此。居住在别的地方是短期的、暂时性的。游客是有明确意图

的，在停留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后，就会回“家”。

4. 被游客加以注视的地方事实上与有酬工作并无直接联系，

它们通常与工作（有酬或无酬的）有某些明显的差别。

5. 现代社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在从事旅游业。新型的经过

社会化的力谥 (new socialized forms of provisions) 被发展起来，

以便应付游客凝视的大众性特点（与此相反的是“旅行”的个体性

特点）。

6．人们会选择要去凝视的地方，因为他们对强烈的愉悦感有

着期待，特别是通过幻想产生期待。人们的这种期待要么是在程

度上有些不同，要么就包含着某种与惯常遇到的有所不同的感



觉。这种期待是被建构起来的，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非旅游的东

西加以维持，如电影、电视、文学作品、杂志、录音和录像等，这些

非旅游的东西建构了旅游凝视，并且强化着它。

7. 旅游凝视指向自然风光和城市景观的特征，这些特征把它

们与日常的经验区分开来。这些东西之所以被观看，是因为它们

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非同寻常。对旅游景观的观看常常包含了

不同形式的社会模式 (social patterning) 。 与日常生活中随处可

见的东西相比，这种观看对自然风景或城镇景观的视觉元素会有

更高的敏感性。人们常常会流连千被具体化的或者是通过照片、

明信片、胶片、模型所捕捉到的凝视中 。 通过这样的方法，人们就

可以无止境地生产、捕捉这种凝视。

8. 这种凝视是通过标志 (signs) 被建构起来的，而旅游就包

含着这种标志的收集(collection of signs) 。当游客看到巴黎有两

人在亲吻时，他们在凝视中捕捉到的就是“永恒浪漫的巴黎＂。当

他们看到英格兰的一个小村庄时，他们凝视的是“真正古老的英

格兰＂ 。 正如卡勒(Culler) 所言：“游客对一切能标志其自身的事

物感兴趣……游客已经构成了一支符号学大军，尽管尚无人如此

称颂他们，但他们在全世界到处翻找各种标志：法国性

(Frankness汃典型的意大利式举止、典型的东方风景、典型的美

国式高速公路、典型的英国式酒吧 。”(1981:127)

9 . 一批旅游专家出现了，他们力图创造出供游客凝视的目

标 。 这些目标是以一种复杂而富于变化的层级摆放的 。 这一切

取决于两种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即一方面是这些目标提供的过程

中包含的各种利益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在潜在的访客人群中不同

阶级、社会性别、年龄的口味差别不断变化 。

在本书中，我会考虑旅游凝视的发展演化及其历史变迁。 我

主要阐述的是过去几个世纪来发生的变化，即大众旅游 (mass

tourism)在欧洲、北美普及的时期，以及在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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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呈上升趋势的时期。成为一个游客是“现代“体验的特征之一，

一个人如果不“离家旅游”就如同没有汽车和美宅一样。旅游是

现代社会的地位标志 (the marker of status) ，而且也被视为是有

益身体健康的。

这并不是说，前现代社会就不存在有组织的旅游，不过在前

现代社会这种旅游只有精英人士才能享受。例如，在罗马帝国时

期，精英人士中就存在一种相当广泛的追求愉悦和文化的旅游模

式。两个世纪的和平时光在一定程度上让旅游基础设施得以发

展。人们可以从哈德里安墙(Hadrian's Wall)直接到幼发拉底河

(the Euphrates) 而无须穿过敌境。 (Feifer, 1985: ch. l ) 塞涅卡

(Seneca)就认为这让城市居民可以去寻求新鲜的感觉和愉悦。他

说“人们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旅行．寻找各种各样的消遗，因为他

们变化无常，他们厌倦温柔的生活 (soft living) ，他们总是追寻那

些他们捉摸不透的东西。”（引自 Feifcr,1985:9)

13 世纪和 14 世纪，朝圣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切实

可行，巳成体系；慈善招待所形成网络，恕罪手册 (indulgence

handbook)批址生产，它们已成为不断增长的工业，助长着这种现

象的妓延“(Peifer, 1985:29; Eade 和 Sallnow, 1991) 。此类朝

圣，常常包含若一种宗教热情、文化和愉悦的混合物。到 15 世

纪，欧洲已经有了从威尼斯到“圣地（巴勒斯坦）“（ Holy Land)定

期的有组织旅游 。

到 17 世纪末，”大旅行“(the Grand Tour，又译为＂壮游”)在

贵族和上流社会子弟中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18 世纪晚期，则在中

产阶级子弟中成为惯例。从 1600 年到 1800 年这段时期内，关于

旅行的论文从把旅游视为进行演说的机会，在学术上给予强调，

转变为探讨作为一种亲身观察 (eyewitness observation) 的旅行。

旅行指南越来越多，导致看事物的方式也不断翻新，在这种情况

下就出现一种旅行体验的视觉化，或者说出现了＂凝视”的发展。



旅游本身的特点转变了。早期的“大旅游“要求人们在游览美术

馆、博物馆和高雅的文化制品时，必须进行一种感情中立的观察

和记录；而在 19 世纪的“浪漫大旅游“(romantic Grand Tour) 中，

“风景旅游”(scenic tourism) 出现了，对美丽和壮观的体味更为私

人化，更富含激情。（见 Towner, 1985) 有一点也很有趣，有人注

意到人们如何期待旅行在英国中产阶级的认知和感知教育中发

挥作用。（见 Dent,1975)

18 世纪同样也有旅游设施的大发展，其形式是欧洲大部分地

区都出现了温泉小镇(spa towns) 。（Thompson, 1981: 11 — 12)迈

尔斯 · 库格 (Myers Cough)注意到：“温泉浴场的生活所需的各种

设备加上舞会、散步场所、图书馆这些设计场地，其目的是为来自

各地的乡村精英们提供一种高度集中的都市体验，体验狂热的社

交生活 (frenetic socializing) 。”历史上总有这样的时期 — 大多

数人都从事娱乐或消追活动。乡村地区举行集市贸易活动时，工

作和消逍尤其无法分开。英国大部分的小镇和乡村每年至少要

举办一次集市交易会，有许多地方举办的次数甚至更多。每逢集

市交易时，人们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集市就总是混合生意和乐

趣，而这些活动常常是围绕小酒店展开的。到 18 世纪，小旅店已

经成为社区公共生活的重要中心，它提供了光亮、热气、做饭的设

施、家具、新闻、存钱取钱及旅行的设施、娱乐以及社交活动。（见

Harrison, 1971; Clark, 1983) 

但是 19 世纪以前，上层阶级以外的人很少会出于与工作或

生意无关的原因而去别的地方旅行，去观看各种事物。出千与工

作或生意无关的原因而去旅行正是现代社会大众旅游的主要特

征，也就是说，在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去别的地方旅行，去凝

视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停留，其原因都与工作无关。在英国，旅

行占据了人们生活中可支配“自由时间 ”(free time) 的 40% 。

(Williams 和 Shaw, 19886: 12)如果人们不去旅行，他们就没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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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一－旅行是地位的标志。感觉到旅行和假期是不可缺少的东

西是现代生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需要度假“不容争辩

地反映出一种现代话语，它是基千这样的思想：如果人们能经常

出去“离家旅行“，他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可以得到恢复。

这一点的重要性仅从当代旅行的规模就可以看出。现在，每

年到达各地的国际旅客为 6. 98 亿入，而 1950 年是 2 000 万 一－

预计到 2010 年总人数是 10 亿， 2020 年为 16 亿。 2000 年一年旅

客的人数就增加了 7. 4% 。（WTO, 2000a)美国上空任何一个时

刻都有 30 万乘客乘机飞过，这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了。在

美国 ，每天乘机出行的乘客达 200 万。 (Got tdiener, 2001 : 1)全球

每年有 50 万间酒店房间被建起， 3 100 万难民在流动。 (Kaplan,

1966: 101; Makimoto 和 Manners, 1997: ch. 1; Papastergiadis, 

2000:ch. 2)世界旅游每年都要增长 4%-5%。旅行和旅游是世

界上最大的工业，占全世界 GDP 的 11. 7% ，占全世界出口的

8% ，占全世界就业的 8% 。（WTTC, 2000 : 8 ；旅游关注网站，

Tourism Concern Website) 

这种情况几乎发生在世界上的每个地方。 世界旅游组织发

布了 180 个国家的旅游、旅行统计数据，其中至少 70 个国家每年

入境的国际旅客超过了 100 万人 。 C WTO, 2000a; 2000b)世界上

每个国家或多或少的都是重要的游客接纳国。然而，游客的源出

却极不平衡， 3/4 的国际旅游出境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parture)发生在 45 个人文“高度”发展的国家 。 (UNDP, 1999: 

53-5)这种流动性给全球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交通运输所产

生的二氧化碳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址的 1/3。［参看《聚焦旅游》

(Tourism in Focus) 中许多评述］据预测， 1990-2050 年人们驾车

旅行的数扯将惊人地增长三倍 。 ( Hawkin, Lovin, 1999) 

在英国，与旅游有关的服务行业雇佣了约 180 万人；雇佣人

数自 1980 年以来增长了 40%，而同期英国总就业人口的增长却



十分有限。（见文化、媒体与运动部网站）海外游客在英国的旅游

开销价值至少 130 亿。（见文化、媒体与运动部网站）这些数据说

明在过去二三十年里 、许多新的旅游点 (tourists s ites) 开设起来

了。在 1960 年 ， 英国有 800 个旅游氛区 (visitor attractions) ， 到

[ 1983 年达到 2 300 个 ， 2000 年则是6 100个。（内阁办公室，

1983 ； 文化、媒体与运动部网站 ； Hanna , 2000) 1987 年 ． 这些旅游

烘区的接待址是 2. 33 亿人；到 1998 年接待 ：it上升至 3 . 95 亿人。

（《卫报》， 1988 年 12 月 12 日；文化、媒体与运动部网站）除［于年

穹顶外(The Millennium Dome , 2000 年接待 r 650 万游客） ｀英国

蚊热门的旅游点为黑洋欢乐池滩(Blackpool Pleasure Beach ，接待

游客 720 万）、塔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接待游客 500 万）、

爱尔顿塔 (Alton Tower ， 接待游客 270 万）、杜莎犬人姑像馆

(Madam T ussa uds ． 接待游客 260 万）、伦敦塔 (the Tower of 

London，接待游客 210 万）。（英格兰旅游协会 ， 2000/2001) 然而 ．

新旅游｝、I、i的增加意味杆许多旅游点都面临激烈的竞争、它们必须

吸引足够的付费游客，否则这些新开设的旅游点就会被淘汰。

个人旅行的增长也非常快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末期 ．英

国国内乘客总 甩程的培长为 50% ； 每年乘客们的里程是 6 782 英

里。 (www. trans tat. dctr. gov. uk) 即便是到 1985 年畸英国 70％的家

庭才拥有一辆小汽车，而现在 2/3 的家庭拥有两辆小汽车。

在英国 ，小汽车的拥有使得国内度假人数有所附长、 1985 年

是 1. 26 亿人次 ， 1999 年则增长到 1. 4 6 亿人次，但这主要是中短

期的度假形式。（主题报告 . 1987 : 15 ；英格兰旅游协会， 2000/

2001)拜访朋友、看望亲戚这样的旅行增长也很快 ； 20 世纪 90 年

代这类旅行比其他形式的国内旅游增长得快得多。商务旅行占

所有旅行的 1/8 。

同期 ．到国外度假的数证增长也十分明显。 1976 年，英国居

民到国外度假约 1. 15 亿人次。到 1986 年， 28％的英国人都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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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旅行2 500 万人次；其中 1/4 是去西班牙。 (Mitchinson, 1988 : 

48；商业检测季报，MQ6 海外旅游与旅行）到 1998 年，英国公民

到国外旅行的次数为 5 100 万入次。

到英国旅行的游客数械也在增长。 1976 年，游客旅游的次数

是 1 100 万人次， 1987 年为 1 550 万人次， 1999 年为 2 500 万人

次。 (Landry et al.,1989:45 ；英国旅游观光局网站）在游客最常

去的旅游目的地中，英国排名第六，位居法国、美国、西班牙、意大

利和中国之后，仅领先俄罗斯联邦 、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点。（世界

旅游组织网站 ；就收入而言，英国是第五位）

最后，游客的消费占了整个休闲市场的 5% ，游客主要消费的

是零售物品。 (Martin 和 Mason , 1987 : 95-6) 国内游客的购物消

费要低一些，但还在不断增长。 Martin 和 Mason 的结论是：”对

旅游来说，购物变得更重要了，购物既是消费的一个方面，又是人

们旅行的动力。”(1987:96)1998 年、 1999 年，英国家庭在交通上

的开支已经达到总开支的 17% ， 比 10 年前增长了约 14% 。（环

境、交通暨地区部／交通统计网站）

在下一节中，我将简要回顾一些主要的理论方法，这些理论

方法力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明旅游这种大范围的人群流动。

旅游研究的理论方法

要从理论上说明“乐趣、愉悦和娱乐”对社会科学家来说是个

艰巨任务。在本节中，我将概述一些有助于旅游社会学研究的理

论方法。这些理论方法并非那样的无趣和乏味，但是它们仍然需

要进一步的完善。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会提出一些概念，这些

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上理解旅游活动。这些概念的提出是

以这里所讨论的理论方法为基础的，但也与关于“全球化”的讨论

有关。



布尔斯廷(Boorstin）对“假事件”的分析是最早被提出来的理

论模式之一。 (1964 ；并参见 Cohen,1988)布尔斯廷认为，当代美

国人无法直接体验“真实”(real) ，却在“假事件”上兴旺繁荣，他的

这一分析比波悄拉德 (Baudrillard) 还早一些。旅游就是这种情

况的最佳例证。（参见 Eco, 1986; Baudrillard, 1988) 大众旅游游

客 (the mass tourists)与旅游地社区和当地人是分开的，他们组成

团队，配有导游，然后在专门设计的、毫无真实可言的旅游景点找

乐子，这些游客很容易受骗上当，他们享受着“假事件“带来的快

乐，却对外面的“真实“世界置之不理。从事旅游业的企业家和当

地人了解了这一情况后，他们就为那些轻信自己眼睛的观察者们

生产出更为虚华的展示景观(extravagant displays) ，而实际上，这

些观察者们离当地人愈发遥远。很长时间以来，在广告和传媒的

渲染下，各类旅游凝视所产生的形象构成了一个封闭的、永远存

续的幻觉系统，游客可以据此来选择和评价那些潜在的旅游地。

布尔斯廷认为，此类旅游是被制造出来的－是在游客所熟悉的

美式酒店形成的“环境幻影”("environmental bubble”) 中被制造

出来的，于是游客和旅游地的陌生环境彻底绝缘。

过去曾有学者提出一个简单的论点：历史上曾有一个从“个

体旅行者”到“大众社会游客”的转变过程。许多学者后来不断在

此观点上进行阐述，并完善了这一观点。特纳 (Turner) 和阿什

(Ash)合著的《金色游牧部落》(The Golden Hordes)尤其值得注

意，他们阐释了游客怎样被置千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世界中心 ，他

们发展了与此有关的论点。旅行社、导游、酒店经理成为游客的

代理父母，他们解除了游客本应承担的责任，保护着游客，让游客

免受严酷现实的伤害。因此他们把游客限制在海滩上和某些他

们认可的旅游凝视的目标上。（参见 Edensorl998 年对泰姬陵一

揽子度假计划制定者的论述）特纳和阿什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游

客的＂声色口腹之欲”以及他们的审美感与他们在自己国家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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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都受到了相同的限制 。 当土著文化必须以一种相对肤浅的方

式呈现给游客时，这一切又进一步被强化了 。 特纳和阿什提到了

巴厘，“巴厘的文化和艺术是如此复杂，又令人迷惑，与西方文化

的模式格格不入 。 因此通过过度简化和批垃生产，把土著艺术形

式转变为趣味低俗的旅游产品 ，对于巴厘的文化和艺术而言，这

一过程并不适合”。 (Turner 和 J\sh, 1975: 159 ; Bruner, 1995 ； 并

请参看图 1. 1) 

图 1. 1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旅游凝视

事情的结局是，人们在寻找永远新鲜的旅游地的过程中，建

起来的只是一套洒店和旅游景观，平府无味，缺少反差 。 “只是个

小小的单淜的世界，到处都展示出我们自己的形象……对奇异性

和差异性的追求却以缺乏奇异性和差异性的始终如一而告终 。 ”

(Turner 和 Ash, 1975 :292) 

科恩(Cohen)对此也有所评论。 他认为，单个的游客这类人

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旅游类型或旅游体验模式 。



（参看 1972 、 1979 、 1988 ，了解主要来自宗教社会学的不同理论模

式）他所定义的“体验的”“实验的“以及“存在的“东西，并不仅仅

依赖于常规旅游服务所创造的“环境幻影”。此类旅游体验不同

程度上是以放弃有组织的旅游活动为基础的。而且，人们还应该

注意到，幻影的存在的确让很多人游览了他们在没有幻影的情况

下不会去游览的地方，让很多人至少与他们陌生的地方有了一些

接触。当然，这些地方的旅游基础设施必须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

水平，否则这些旅游地的＂陌生性”就无法掩藏，无法包装进一系

列的“假事件”中。

对布尔斯廷的观点最蜇要的一个异议来自马康纳

(MacCanncll) ，他同样也关注现代生活的不真实性和肤浅性。

(1999; 原文， 1976) 他引用了西姆 (Simmel) 关于“大都会”

("metropolis”) 中体验到的感官印象本质的论述 ：”不断变换的形

象迅速聚集，浮光掠影中呈现清晰的不连续性，汹涌而米的印象

令人始料不及。”(MaCanncll, 1999 :49)他认为这些都是旅游体验

的症状。他不同意布尔斯廷的解释，他认为这种解释反映了一种

典型的上层阶级的观点，即“别入是游客，而我是旅行家”。

(1999:107 ；并请参看 Buzard, 1993 ，了解关于此种区分的论述）在

马康纳看来，所有的游客都体现着一种对真实性的追寻，这种追

寻是人类对神圣性的普遍关注的现代版本。游客是一种当代的

朝圣者，到远离自己日常生活的别的”时代”和别的“地方“寻求真

实性。游客对他人的“真实生活“显示出某种特殊的迷恋，因为这

种“真实生活“多少具有某种在他们自己的经验中难以揭示出来

的真实。现代社会因此迅速把外人观察其运转的权利制度化。

“各种机构中设置了专门留给游客使用的舞台、讲台和隔室 。

(MacCannell, 1999: 9)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无论是威尔士矿工

那让人累断腰的苦活，还是巴黎下水道中那丝毫不让人羡慕的脏

活，都可以成为旅游凝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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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别人的工作生活有种特殊的迷恋，马康纳对这其中浮

现出的社会关系的特点特别感兴趣 。 他注意到，此类“真实生活”

只在后台出现，对我们来说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因此，游客的凝

视明显有种对人们“生活”的侵扰，一般而言，这让人无法接受。

因此被观察的人们和当地从事旅游业的企业家就逐渐以一种人

为的、不自然的方式建构着后台。“旅游空间”于是就围绕着马康

纳所说的“舞台真实”被建立起来 (1973) 。对已经建起的旅游呆

点进行的开发起因千那些易逍受游客凝视的人们，这一方面可以

保护这些人的后台生活免遭侵扰，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其带来的

机会投资获利。因此马康纳与布尔斯廷不同，他认为“假事件”产

生于旅游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对非真实性的个人追寻。

皮尔斯(Pearce) 和莫斯卡多 (Moscardo) 进一步阐述了真实

性的概念。 (1986 ；并参看 Turner 和 Manning 的评论）他们认为

有必要区分环境的真实性和被注视的人们的真实性；还要区分旅

游体验中那些形形色色的元素，它们对千我们讨论的游客非常的

重要。相反，克里克(Crick)则指出，某种意义上所有文化都是”表

演“("staged”) 出来的，都是不真实的。文化是发明出来的，是再

造的；其元素是不断被重新组合的。 (Crick,1988:65-6)那么，为

什么提供给游客的显然不真实的表演不同于所有文化中发生着

的文化再造过程？关于这一点，目前还没人能解释清楚。（见

Rojek 和 Urry,1997)根据对新塞伦镇(New Salem) 的调杳 一－林

肯 19 世纪 30 年代时曾在这里住过几年，布鲁纳 (Bruner) 区分了

对各种关千“真实”的相互冲突的感觉。 (1994 ；并请参看 Wang,

2000)首先，这个小镇看上去已经有 170 年历史，无论其建筑是否

真的那么占老，仅就这一点而言，这里存在某种真实性。其次，这

个小镇显得它好像是存在于 20 世纪 30 年代，也就是说，这个小

镇里全是新建筑。第三，小镇里有些建筑和人工制品 (artefact) 的

历史确确实实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第四，有些建筑和人



工制品被镇里监管”遗产”的信托管理局 (the Trust) 认可为“真

的＂。霍尔德内斯(Holderness, 1988)也同样描述过莎翁故居信托

管理局 (Shakespeare Birthplace Trust)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

镇(Stratford-upon-Avon)如何发挥控制作用的，他们决定哪些建

筑、地点和人工制品是名副其实的＂莎翁的遗产＂，哪些还未经证

实，不那么“可靠＂。（见 Lash 和 Urry, 1994: 264-6)布鲁纳也注

意到，新塞伦镇与 19 世纪 30 年代时完全不同，因为过去镇里没

有数址庞大的游客，而如今游客们拿着照相机，四处参观；演员们

身着盛装，仿佛自己就是过去那遥远的已消逝时代的居民，游客

们则兴奋地盯着他们看个不停。

马康纳还注意到，宗教朝圣者只对某一个圣地表达敬意，游

客则不同，他们会向一大批中心区或旅游区表达敬意，包括工业

和工作的场地。其原因是工作只不过是社会的一个属性而已，并

不是它的主要特征。 (MacCannell, 1999: 58) 马康纳把这种对工

作展示表现出的兴趣称为＂疏离式休闲”("alienated leis urc”) 。这

是一种休闲目标的倒错，因为它自相矛盾地让人重返工作场所。

马康纳还注意到，旅游区中心如何需要进行复杂的生产过程

以便那些有规律的、意味深长的以及能获利的旅游疑视能够产

生，并能够维系下去。此类凝视不能只凭偶然。人们必须了解如

何凝视，什么时候凝视，在哪里凝视。他们必须有清楚明晰的标

志物，在某些情况下，注视的目标仅仅是表明以前曾在某地发生

过某个事件或某种体验的标志。

马康纳认为，旅游中通常都有一个神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

让某个特殊自然制品或文化遗物成为旅游仪式的神圣物件。

(1999 : 42-8)这一过程又分几个阶段：给景观命名；设计构思，抬

高其地位；赋予神圣属性；机械复制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神

圣物件；当新的景观（或“场所”)自命”名胜”时所进行的社会再生

产(social reproduction) 。有一点也很重要．不仅人们会对很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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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表达敬意，而且对千很多泉区人们只会凝视一次 。 换而言之，

游客的凝视是变幻无常的 ， 他们总是在寻找或期待新鲜的、不同

的事物 。 马康纳注意到“任何事物都是潜在的旅游呆观 。 它只是

等待有人不怕麻烦地向别人指出，它值得注意，它值得观看”。

特纳对朝圣的分析部分韶释了这里所讨论的复杂过程。

(1973;1974)在这一过程中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会涉

及重要的“通过礼仪”(''rites de passage”) 。 通过礼仪有三个阶

段 ：首先是社会分隔和空间分隔阶段，即个体与他习惯生活的地

方，与他常规的社会关系分隔开；其次是阙限阶段，在这一阶段，

个体发现自已被笠千一个“时空之外 ……的反结构”中 (in an 

"anti struct urc…out of time and space") ｀常规的社会关系被搁

罚．个体体验到－种强烈的结为一体的“交础“(an intensive 

bonding" communitas"汃而且个体对神圣和超自然也有有接体

验；第三是统合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被统合进原先的社会群体

中，通常会获得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 。

虽然这一分析是用于朝圣的，但其他学者却把其意义引巾到

旅游中 。（见 Cohen, 1988: 38-110; Shields, 1990; Eade 和 Sallow.

1991)如同朝圣者一般，游客也是从一个熟悉的地方移动到一个

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同到熟悉的地方。在遥远的地方，朝圣者和

游客都要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进行朝拜 (shrines which is 

sacred) ，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结果他们会有某种稍神升华的体验

(some kind of uplifting experience) 。就游客而言，特纳和伊迪丝

谈到了＂类中介“(" l iminoid”) 的情况 。 (1978) 这里我要指出的一

个问题是在马康纳的论述中还未得到充分考察的，即在平常的许

多旅游中，责任是延迟或倒置的。旅游允许一种自由的、嬉戏的

“不严肃“行为，并激发一种相对不受限制的“交融”或社会团聚

(social togetherness) 。 此类分析对只存在简单的＂例行公事”或

习惯行为的观点提出了异议，正如吉登斯 (Giddens) 以此为例进



行论述的那样。 (1984)这里所涉及的是半常规行为 (semi-routine

action)或一种常规化的非常规行为 (a kind of routinized non

routine) 。

希尔兹(Shields, 1990) 对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个“世界蜜月中

心”(the''honeymoon capital of the world", Niagara Fall) 的考

察是有关上述问题的一个分析。到尼亚加拉度蜜月的确有某种

朝圣的成分，人们要走出家门，体验所有社会经验符号都会被颠

倒的阙限状态。度蜜月的夫妻发现他们自己真的进入了一个理

想的阔限区域。在此区域中，资产阶级家庭中的严格的社会习俗

会有所松动，因为人们迫切需要旅行，需要相应成为无名之辈，需

要逃开集体性的详细审查 (collective scrutiny) 。写于 1808 年的

一本小说中有个角色这样谈论尼亚加拉：”在别的地方，人们关心

的是生意，是时尚；在别的地方、有的只是衰老、痛苦和心碎；但这

里只有年轻、忠贞和欣喜。”(Shields 引述， 1990)希尔兹还讨论了

尼亚加拉怎样变成了一个被淘空了意义的景观，变成了一个被彻

底商业化的陈腐之物，就像苏格兰的格莱特娜绿地村 (Gretna

Green)一样。

遴循此研究传统的一些学者认为，此类嬉戏的或“游戏的“行

为根本就是一种补偿 － 它让游客重获身体活力，精力充沛地返

回他们熟悉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参见 Lett, 1 983 ，对包租游艇

旅游业的论述）相反，其他学者采用了功能主义色彩较少的解释，

认为一般性的阙限和颠倒的概念应该有更为清晰明确的内容。

为了弄明白什么东西被颠倒了，弄明白阙限体验是如何自我实现

的 (how the liminal experience will work itself out) ，我们有必要

调查游客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和文化模式的本质 。 例如，戈特利

布 CGottlieb)认为游客在假期或假日中追寻的东西就是与日常生

活颠倒的东西。中产阶级游客追求的是“做一天衣民“，而下层中

产阶级游客却希望”当一天的国王或王后＂。（见 Gottlieb ,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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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例子并不那么让人信服．但却让我们注意到旅游的一个

重要特征，即熟悉与远离(the familiar and the faraway) 之间一 向

有着清楚的区分，这种区分制造 r不同种类的阀限区域 。

因此，对具实性的追求是使旅游成为有组织体系的基础，这

种观点石来并不正确 。 相反，旅游的一个主要特征石上去应该是

人们在 H 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与旅游凝视之间存在若不同 。 事

悄也许是这样的：追寻我们所认为的真实元素是一个很重要的组

成部分，但那仅仅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切与日常经验有所不

同 。 除此而外，学者们蚊近也一 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些游

客——法框(Fcifer, 1985)所说的”后游客”(" post tourists") -

就对体验常规旅游中的“非贞实性”乐此不疲 ”后游客”会从多

种多样的旅游游戏中找到乐趣。 他们知道没有真实的旅游体验．

有的只是一系列的游戏，或者说可供游戏的文本 。 在后面的章节

里，我会讨论”后游客”的概念与更为普遍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

之间的关系 。

目前，我们暂时还需要考虑到底是什么制造了独特的旅游凝

视 。 旅游地最低程度上有某些方面会被游览．这把它们与 H 常生

活中照惯例会碰到的东西区分开来 。 旅游起因于普通／ 日常与特

殊之间的二元区分。 旅游体验包含某种可以引发愉悦体验的方

面或元素，而被引发的愉悦体验较之 II 常生活显得不同寻常

（见 Robinson, 1976: 1 5 7) 这并不址说，旅游体验生产中的其他元

素不会让典型的游客感到他或她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显得

那么不协调 。 但旅游凝视的潜在 H 标必须在各方面都有所不同，

它们必须不同寻常 。 人们必须体验到一种独 －无二的愉悦，这种

愉悦所包含的感觉及其程度，都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不

同 。 然而，要确立普遍与特殊的区分，并维持这种区分，方式是多

种多样的 。

首先是观乔独一无二的目标，例如埃菲尔铁塔、帝国大厦、自



金汉宫、大峡谷，甚至还有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的地方 。 （最后一

个见 Rojck,1990)这些绝对都是大家知道要去凝视的独一无 二的

目标 。 这些地方是因为有名而闻名，虽然它们可能已经失去 r它

们赖以成名的基础（就像帝国大厦钳年仍然吸引 200 万人来参观

游览） 。 很多生活在西方的人就希望一生中能乔石这些目标 。 他

们需要到某个圣地去朝圣，这个圣地有时是某个都城，有时是某

个大城市，有时是某个独 一 无二 的大 1i 件发生的地方。 （见

Roche, 2000) 

其次是观行特殊的标忐 ｀ 诸如典型的英国乡村、典型的美国

摩天大楼、典型的德国啤酒园 (beer garden汃典型的法国城堡等

等。这种驳视方式表明游客怎样从某种意义上成为符号学家，他

们阅读若烘观，从中寻找某种预设好的出自各种旅行和旅游话语

的概念或标忐 。

第三是观开那些以前被认为是熟悉的东西却又令人陌生的

方面。例如参观再现晋通人生活的博物馆 ，特别是展示他们的文

化制品的博物馆。 通常，这此东西被放在一个“现实的“环垃中，

以展示他们的房屋、车间和工厂大致是什么样子 。

还有就是观看在不寸常的场呆中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普通层

面 。 到中国的一些旅游者就屈这一类型。注视一个“共产主义”

国家的人们如何处理家庭杂务(domestic tasks) ，然后乔到习以为

常的生活竟然有如此陌生的一面，这会让游客觉得兴趣盎然 。

另外，游客还会在不寻常的视觉环境 (visual environment) 中

处理一些熟悉的书务或进行一些熟悉的活动 。 游泳和其他运动、

购物、吃饭以及喝水这些活动如果是在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觉背景

(visual backcloth)下进行的．就会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 视觉注视

让这些活动有『特别的地方，若非如此，这就不过是些世俗和日

常的活动而已 。

最后还有另外一种对特殊标志的观看，这些特殊标志表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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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的确不同寻常，尽管从表面上看并非如此。此类目标的最

好例证是看上去平淡无奇月球岩石 (moon rock) 。此类目标吸引

游客的地方并非是其本身，而是与其有关的标忐，这个标志表明

了它的独特性。所以标志物 (marker) 也就成了独特的景观。

(culler.1981: 139)美术馆里也存在类似的观看。参观美术馆的

人有时看艺术家的名字，比如“伦勃朗＇勹就和看艺术家的画本身

差不多，在同一美术馆里其他许多艺术家的作品恐怕都是如此。

我已经讨论过凝视的特征对旅游很重要。不过，坎贝尔

(Campell)却提出了一个论点，这个论点更多的是与消费的特征

本身联系在一起 (1987) 。他认为，人们悄悄地幻想着，悄悄地期

盼着，这是现代消费主义的一个重要过程。人们并不从产品，并

不从他们实际的选择、购买和使用中寻求满足。相反，满足源于

期盼，源于一种想象愉悦的追寻过程。因此，人们消费的基本动

机并非物质性的。他们寻求“在现实中“体验一出能让人愉悦的

戏，而这出戏他们已经在想象中体验过了。然而，”现实“很少能

提供那种在幻想中遇到的完美无瑕的愉悦，因此每一次的购买都

导致了幻灭感，都让人渴望那些常新的产品。在当代消费主义的

核心部分中，有着一种标新立异和贪得无厌二者之间的辩证 (a

dialectic of novelty and insatiability) 。

看来，坎贝尔把“想象的享乐主义”("imaginative hedonism") 

视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特点，它脱离了具体的制度安

排一比如广告 － 或者脱离了特殊的社会效仿模式(particular

modes of social emulation) 。这两个论断大体上是令人怀疑的，

事关旅游时尤其如此。如果我们不了解旅游活动是怎样通过广

告和媒体，通过不同社会群体间有意识的竞争在我们的想象中被

建构起来的，我们就很难想象旅游的本质。（有关旅游形象的论

述，请参看 Selwyn, 1996)如果坎贝尔认为当代消费主义包含一种

想象的愉悦追求，那么旅游肯定是个范例。



旅游必然包括幻想和期盼一种新的体验或与日常生活中碰

到的不同的体验。但这些幻想并非独立存在的，它们需要人们钻

研广告以及媒体生产出来的其他一整套标志．这些标志中有许多

显然与社会效仿的复杂过程有着联系。

尽管坎贝尔的分析在其他方面很有用，但它还存在一个问

题。坎贝尔对待现代消费主义的方式就好像现代消费主义在历

史上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他没有讨论消费的变化特征以及资本

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可能发生的类似变化。（在这里我们是按照

＂购买＂的意义使用消费这个词的，消费并不意味着家庭中没有生

产。）许多学者现在都认为当代社会正发生着显著变化，从组织化

资本主义 (organized capitalism) 转变为去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见 Lash 和 Urry, 1987, 1994)其他学

者把这一变化描述为从福特主义 (Fordism) 过渡到后福特主义

(post Fordism) ，尤其是有学者断言这是从大众消费 (mass

consumption)转变为更为个体化的消费形式(more individuated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见 Aglietta. 1987; Hirschhorn, 

1984 ;Piroe 和 Sabel, 1981; Poon, 1993) 

不过少从消费这一层面来进行分析尚不成熟，它表明了很多

文献中存在着“生产主义“偏见(the "productivist" bias) 。我现在

提出两种理想类型：福特主义的大众消费和后福特主义的差别化

消费(differentiated consumption) 。

大众消费：购买批址生产（mass production) 的商品；消费品

的开支越来越高，不断增长；个体生产者大多会控制特殊的工业

市场；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占主导；商品因时尚、季节和具体的细

分市场(market segments) 的不同而有细微差别 ；选择相对受到限

制 —－这可以反映出生产者的利益，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

后福特主义消费：是消费而非生产占主导，因为消费支出作

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在不断增长；新型信贷使消费支出上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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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高额负债；几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商品化了，即便慈善

也不能幸免；不同的细分市场导致购买模式出现更大差异；消费

者的喜好更加易变；消费者运动 (a consumers movement) 增多，

消费“政治化”("politicizing”) ；消费者反对成为“大众”的一部分，

生产者要更加受消费者的驱使，特别是在服务行业和公共行业；

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但其生命也更短；新型商品出现了，它们

更加专门化，以那些意味着非批址生产的原材料为基础（例如“自

然“产品） 。

很显然，有许多消费模式与这种区分相交叉 。 然而，有大址

证据可以表明西方社会主要就是从前者过渡到后者。 如果事实

确实如此，那么这种转变也可以从当代旅游的变化特征中反映出

来 。 （见 Poon, 1993; Urry, 1 9 95a) 在英国，度假营 C the holiday 

camp)是福特主义式度假的典型例子。 在过渡到后福特主义的过

程中，这类营地被更名为“中心”或“度假世界”(holiday-worlds),

现在则把自己呈现为“自由”之地 。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会表明当

代广泛的”后福特主义”类型的度假正发生着其他许多变化 。 这

些变化被普讷 (Poon)描绘为从“旧式旅游”到“新式旅游”的转变，

前者是由旅行社代办的，是标准化的，后者则是细分的、灵活的以及

按个人要求定制的 。 英国航空公司的营销主管甚至写道，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旅行业中的大众行销(mass marketing)业已结束，因此

我们要更加精细，要对市场进行细分＂。 （引自 Poon,1989:94)

有些此类的变化同样也在改变旅游与其他文化实践之间的

关系 。 我会在第五章讨论最近一些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献。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游戏、愉悦和戏仿＂的重视，而

这些特征总是用来描绘旅游凝视。 度假中心因此就是现在变得

越来越广泛的消费审美化(the aes theticisation of consumption) 

的原型 。 后面的章节里我还会讨论”全球化”是怎样进一步导致

旅游场所的生产和消费发生转变的——尤其是在各种全球品牌



(various global brands) 出现的情况下。

下一章中我将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海滨度假地进行考察。

海滨度假是典型的英式度假体验。海滨度假地的兴起和衰落反

映出英国社会的重要变化，包括后福特主义消费模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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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众旅游与海滨度假胜地的兴衰

简介

最初的时候，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发展大众旅游是一种异

常新颖的社会活动方式 。 这种大众旅游者的凝视早先来自北英

格兰工业城镇的贫困街巷 。 为什么这些工人阶级会认为离开居

住地一段时间到一些全新的地方是一种恰当的社会活动方式呢？

为什么这种旅游的凝视会产生于北英格兰的工人阶级中呢？何

种实践、思考和理念中的变革导致 f 如此新颖的社会活动方式

呢？

这类旅游的增长代表了一种旅游的民主化 。 我们已经看到

旅游过去总是带有社会选择性的 。 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只存在千

相对有限的社会上层阶级中，并且是 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 但是

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乘坐火车的大众旅游有了大规模的发展 。

至此，社会地位的差异在不同阶级的旅游者中显现出来，但是在

能和不能旅游的人中这种差异却减少了 。 后面我们将思考在 20



世纪汽车和飞机是如何使得这种地域性的运动更民主化的。（请

看 Stauth 和 Turner, 1988．以及第 8 章）随若旅游的民主化发展，

在不同地方人们的品位出现了明显差异，因为人们所选择的地方

就成为一种差异的标忐 。 旅游者对一个地方的关注开始有 f 不

同的侧重点 。 度假胜地里的＂阶层”产生了，于是某些地方就被视

为大众旅游的目的地而遭到鄙视和嘲笑。 社会话语的主要差异

在其他相似的地方被建立起来 。 这其中的某些地方如丁＿人阶级

的度假区，作为大众旅游标忐的迅速发展，也成为一个社会统治

集闭认为是无味、普通和粗俗事物的劣等地的象征 。

对 19 世纪工人阶级中旅游者的凝视解释，对建构和延续大

众旅游话语的解释，已经变得不太一般(over general) 。 这种发展

通常被用“19 世纪丁＼业化”这一说法来解释 。 （见 Myerscough,

1974; 在海滩历史上更普遍，见 Lencck 和 Bosner,1998) 为 f更

精确地认识T.业化中的重要层面，我们将关注海滨度假胜地的增

长，这种发展绝不是必然的 。 它们从 19 世纪工业化的特征和新

娱乐方式的增长催生而来，通过这些方式以突然出现的、有组织

的、大规校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休闲娱乐在社会上组织和构建起

来 。 （见 Walton, 2000) 

英国海滨度假村的发展

19 世纪，整个欧洲出现大址的温泉疗养小镇 。 它们最初的目

的是治疗，同时它们也提供矿物质水用以洗浴和饮用 。 节然我们

并不清楚人们何以相信这种医疗的功能。 英格兰的第一家矿泉

疗养地建立千 1626 年的斯卡伯勒 (Scarborough) @，源于一位叫

CD 译者注 ： 英国第一个度假胜地 ｀ 早在 360 多年前就接待游客 ，今天仍是快

乐 、热闹的海边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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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洛(Farrow)的夫人发现了海滨的一处温泉 。 （见 Hern, 1967: 2 

— 3)在随后很短的几十年里，医疗行业开始宣称喝这样的水或是

接受这样的“治疗“有其积极合理的作用 。 于是在巴斯 (Bath)回

巴克斯顿 (Buxton)笠 哈罗盖特 (Harrogate)竺 坦布里奇

(Tunbridge)等这些城市发展起各种各样的矿泉疗养馆。 大范围

的混乱通过在疗养馆洗浴和饮用这种水而得到了意料之中的改

善 。 然而，斯卡伯勒却有所不同，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主要的矿泉

疗养胜地，而且还在海边 。 威特 (Wittie) 博士开始倡导饮用海水

以及在海里洗浴 。 在整个 18 世纪海浴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因

为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专业人士相信它的药物功效可以从总体上

改善一个人的自身状况 。 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声称都只是为成年

人做出的，孩子与海滨之间还没有任何联系 。 确实自从人们认为

海浴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后，在冬天就常常进行海浴，这基本上是

＂浸泡”而不是今天所理解的游泳 。 （见 Hern, 1967: 21) 这种在海

水里的浸泡被构建出来，被仪式化，并被仅仅用来针对一些严重

的医疗状况 。 就像历史学家吉本 CGibbon) 所说，洗浴是在“预先

准备和建议”之后，通常是裸体进行的 。 海滩更像一个治疗场所

而不是娱乐的地方 。

矿泉疗养小镇相对而言仍然是具有社会约束性的 。 只有在

这些小镇拥有或租得起住房的人们才有可能享受疗养。 年轻人

将之简短概括为：

17 、 18 世纪海滨度假胜地的生活与在旅行中或在一家小型冬

O 译者注 ： 英格兰西南部的一座城市 ，在布里斯托尔港的东南约 25 公里。

以其乔治王朝的建筑和古罗马温泉而著名。巴斯温泉是公元 1 世纪时古罗马人

开始系统利用的 ， 井修建了一系列浴室和神庙。

@ 译者注 ： 英国德比郡的温泉胜地。

@ 译者注 ： 位于英国英格兰北约克郡 、 以当地的温泉而著称。



季运动旅馆中的生活很多方面都很相似，那时的这些小公司很小

而且设备齐全，不像现代的海滨度假胜地，个人总是被湮没在人

群之中。 (1973:14— 5)

然而，随着海浴变得越来越受欢迎，社会统治阶层要想限制

普通工人进行海浴变得困难。在斯卡伯勒就出现了这样的困难，

原因是它具有作为矿泉疗养和海滨度假胜地的双重功能。在

1824 年，除了对一些“不适阶层＂，矿泉疗养开始被征税。 ( Hern,

1967:16)对这些典型的会影响海滨度假胜地大面积发展的因索，

平洛特(Pimlott)是这样总结的（并且在这些度假胜地里，社会的

限制已变得不可能）：

从另一方面看，海滨度假胜地的容量是极大的。当人们在矿

泉疗养胜地必然关注于泡温泉和洗浴，并且在公众生活中没有其

他令人满意的选择出现时，海滨是足够大以至能容纳所有的到来

者的，并且社会同一性的关系也相对减弱了。 (1947:55)

在 18 世纪后期特别是 19 世纪，海滨度假胜地快速发展的前

提条件之一就是空间。英国拥有广阔的海岸线，但是这些地方除

了钓鱼没有其他任何的用途．并且是不能够私有化的粤因为这些

海岸线和海滩的所有权只属于国王（见 Thompson, 1981: 14) 。

这类度假胜地的发展是很壮观的。 19 世纪上半叶，海滨度假

胜地体现了比工业城镇更快的人口增长率：前者每年增长百分率

为 2.56% ，后者为 2. 38% 。（ Lickorish 和 Kershaw , 1975: 12) 布

赖顿(Brighton沙的人口在半个世纪之内从 7 千增长到 6. 5 万，特

别是英国摄政王政府 (Prince Regent) 将其变得时尚，使其成为

第
二
章
大
众
旅
游
与
海
滨
度
假
胜
地
的
兴
衮

7 2 
。

@ 译者注 ： 英国南部海岸的避暑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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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西区 (West End) 海业化 (maritimized) 的 一部分＂。（见

Shields, 1990) 48 个主要的海边城镇人口在 1861 年至 1871 年十

年间增长了近 10 万人，在 19 世纪末翻了一倍多 。 据统计， 1911

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 55％的人至少去海滨旅游过一次， 20％的人

每年花更长的时间在海滨度假。 (Myerscough, 1974 : 143) 

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导致了这种新型的大众休闲活动的快速

增长，并且由于在一些城市中心对服务相对特别的关注，关注于

向旅游者提供新颖的东西，而在那个时候这种新颖是完全让人不

可思议的 。

工业人「］中一个实质要素就是社会经济在福利方面有了显

著的增加 。 实际的人均国民收入在整个 19 世纪翻 r 4 倍 。 （见

Deane 和 Cole, 1962: 282)这使得部分工人阶级能够从一次又一

次的假期中累积收入，因为当时几乎没有带薪假期 。 （见 Walton,

1981:252) 

另外，城市化的步伐也加快了，许多小镇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在发展 。 1801 年，有 20％ 的人门居住在城镇；到了 1901 年，有

80％的人门居住在城镇。 这就导致了非常严重的贫困和人口拥

挤 。 而且，这些城市区域中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如公园或广场 。

（见 Lash 和 Urry, 1987: ch. 3)不像那些古老的小镇和城市，随着

阶级分化，不同群体的居住呈现出明显的隔离状态 。 这对千此类

典型的度假胜地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就是依靠吸引这

些发展起来的工业城镇中的某部分社会群体 。 1857 年的《经济周

刊 》对这种典型的城市发展模式这样概括 ：

社会往往越来越多地向一些阶层扩展 一 不仅仅是所有的

阶层，还包括一些本土阶层和阶层殖民地 。 这是一种实现平等的

部署 从一些有着相似兴趣的人们的标准来看，从更多有着相

似品位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标准来看，我们和大部分这样的人在



一起时是从道德平等的角度来判断我们自己，而不管我们自己真

正的标准 。

19 世纪经济、人口和空间的转移，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产生了

自律的工人阶级社区，这些社区对千更广泛社会中的新老制度而

言都是相对自治的。 这些社区对工人阶级休闲方式的发展有重

要影响，这种休闲娱乐方式是相对被隔离的、特别的和被管制的 。

（见 Clarke 和 Critcher, 1985) 

工作模式更系统化和常规化的发展导致相对合理的休闲娱

乐的产生 。 由千日常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人们的工

作在很大程度上对假期也进行了调整。 (Cunningham, 1980 : 

147) 

特别是在新近出现的工业社区和城市， 工作开始被组织成为

一乐种相对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活动，完全从娱乐、宗教活动和节

H 中分离出来 。 在整个 18 、 19 世纪工作本身的价值越来越多地

得到体现，而不再是作为尤所书事的补充，也试图让工作从以任

务为导向转向以时间为导向 。 （见 Thompson, 1967 ；见 Lash 和

Urry, 1994: chs9, 10) 实业家们试图对他们新近组织起来的工人

们强加严厉的管理条例 。 (Pollard, 196 5 )强硬而陌生的条例出现

了，准点制度也出现了，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罚款和惩罚 。 反对

酗酒、懒惰、暴力、脏话和休假的一些运动也开始出现。 （见

Myerscough, 197 4: 4—6; Cunningham, 1980: ch. 3 on "rational 

recreation”)许多展览被禁止，英格兰银行的圣徒节和休假日也被

急剧削减 。 从 1860 年开始，通过有组织的娱乐活动使“粗俗＂的

工人阶级文明化的思想，在雇主们、中产阶级革新派和国家中变

得越来越广泛 。 （见 Rojek, 1990 : ch. 2)那时典型的受欢迎的娱乐

方式有教育培训、健身、手工制作、音乐训练和短途旅行 。 为城市

里贫困儿童设立的国家节假日，还有新兴的青年运动协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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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营等(the Boy's Brigade, Scouts, Jewish Lads'Brigades and 

so on) ，靠合理娱乐运动来争取工人阶级喜爱的社会工程的一部

分。

随着工作的部分合理化，工作时间也逐渐减少。 19 世纪下半

叶，英国议会引进了多条保护性法令。其中重要的结果是赢得了

半天的假期，特别是在星期六。（见 Cunningham, 1980: ch. 5) 费

尔普斯—布朗指出：”取得一个工作周不超过 54 小时并提供半天

休假这样的成就在那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还被作为｀英格兰星

期 '(la semaine anglaise) 来庆祝。”(1968, 173; 也可见

Cunningham, 1980 : 142-5) 

更长假期如一周假的成功获得，在北英格兰特别是兰开夏郡

的棉纺织地区首开先例。（见 Walton, 1981; 1997 ;2000)工厂主们

开始认可“苏醒周”(Wakes weeks)作为合法的假期，这样的假期

实际上换取了在一年中余下的时间里工人们更规律的工作：”在

整个夏季，工厂在惯例的假期完全停业比断断续续的关门好得

多，并且将惯例的假期引导向某个许可的时间是有许多好处的。”

(Walton, 1981: 255) 

一些工厂主因此开始把规律的休假看作是对效率的一种贡

献 。 然而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逐渐增长的假期都是来源于工人

们对工作压力的抵制，特别是其中较富裕的一部分人，他们把这

看做是发展自主娱乐形式的方式。工厂视察员伦纳德 · 霍纳

(Leonard Horner)把假期得以存续归因于习惯而不是“工厂主们

的赠予“。 (Walton, 1978 : 35)这类度假者一个尤其显著的特点就

是他们应该享受集体生活。正如沃尔顿争论所说的，在苏醒周

“比如圣诞节、复活节、圣灵节，风俗指明了节日应该在集体中举

行并且为整个团体所庆祝"。 (1978:35)从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

苏醒周主要是为离开日常居住地到海滨的旅游所用。（见 Walton

和 Poole, 1982; Wal ton, 2000) 



在 18 世纪术 19 世纪初，关于“罗曼蒂克运动”的价值观发生

r转变 。 这个运动重点强调情感和感觉的强烈程度，强调诗歌的

神秘而不是明晰的理智放在个人享受的情感表达上。 （见 Fcifer,

1985: ch. 5 “浪漫的旅游＂，也见 Newby, 1981)英国浪漫主义的至

必神父是谢莉丝 C Shclleys) 、拜伦 (Lord Byron) 、科尔里奇

(Coleridge)和沃兹沃斯(Wordsworths) 。 （见 Bate, 1991) 浪漫主

义的影响是提出人们可以感性地感觉自然世界和风烘 。 个人的

愉悦来自对使人印象探刻的客观景物的欣赏 。 浪漫主义暗示着

新兴工业城镇的居民可以获得短期离开的时间 ． 去观货和领略大

自然的风悄 。 浪漫主义不仅仅推动 f “风尿旅游”的发展和对壮

观的延伸海岸线的赞货，同样也鼓励（人们进行海浴。 鉴于总体

来说严寒的气候条件和大多数裸体的沐浴者，因为在 19 世纪初

没有专门设计的适合海浴的服装，所以必然产生一种大自然能赐

予健康这一财窃的信念 。 19 世纪的大部分旅游是以海洋自然景

观和据说大自然能为人们提供健康为基础的 （见 Hern. 1967: 

ch. 2; Walton, 1983: ch. 2; Sprawson, 1992) 

大众旅游发展的更深远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交通条件的极

大改善 。 在 1 8 世纪末从伯明翰 (Brimingham) 到布莱克浦

(Blackpool)需要三天的时间 。 即便只是从曼彻斯特到布莱克浦

也需要整整一天时间 。 只有布赖顿可以比较合理地提供长途汽

车。 到了 1830 年的时候，一天中有 20％的长途汽车往返于伦敦

和布赖顿而且行程时间缩短到了 4. 5 个小时 。 （见 Walvin ,

1 97 8 :31)但是乘坐长途汽车旅行有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许多道

路条件都非常梢糕。 只有在 19 世纪 30 年代信托快乍道开创了

合理的国家道路网络 』 旅游行程的时间才急剧缩减。 其次、长途

汽车旅行的费川昂贵，一英里花费在 2. 5 美元到 3 美元 。 1813 年

理查德 · 艾顿(Richard Ayton)注意到了布莱克浦的旅游者有这

样的特征：”他们大多数是坐大车到这甩的，但还有一些是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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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从曼彻斯特步行来的，其间的距离超过 40 英里 。 ”(Walvin,

1978 : 35) 

起初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铁路公司没有意识到大拔的

但收入低的这一游客市场的潜在经济效益 。 他们主要关注于物

流和运载高档乘客 。 然而 1844 年格拉德斯通铁路法 (Gladstone's

Railway Act)—户 一项重要的立法，规定了铁路公司必须向这一

新兴的工人阶级进行服务。 （见 Walvin, 1978 : 37)甚至在此之前

1840 年的时候，在普雷斯顿(Preston) 和弗利特伍德(Fleetwood)

之间的开放铁路线就引起了不同往常的大扯旅游者涌向这个港

口，其中的很多又顺路到了布莱克浦的海滩 。 到了 1848 年超过

10 万的旅游者在神灵节这一周乘坐火车离开曼彻斯特到海滨度

假 ；到 1850 年的时候这一数字超过了 20 万 。 (Walvin,1978:38)

在 19 世纪中期，关于布莱克浦的社会舆论的影响是这样的 ：

除非马上采取措施，否则布莱克浦作为上层旅游者的度假胜

地的形象将被毁灭……除非终止便宜的火车票价或采用有效的

制度管理成于上万到此处旅游的人，否则布莱克浦过去所收回的

土地设施将会贬值 。 （被引用在 Walvi n, 19 7 8 : 3 8) 

事实上关于布莱克浦的这种舆论很快就消散了，因为早在 15

年前这个地方就被认为是“受欢迎的、有益健康的、时尚的｀上层

家庭＇度假胜地” 。 （见 Perkin, 1976:181) 

但是铁路所扮演的角色不应该被过分强调。总的来说铁路

公司发现了假日旅游的季节性，也就是说这也不是特别赚钱的 。

直到该世纪末，他们才真正开始通过开发各个度假胜地最具吸引

力的特色来促销不同度假区的旅游。 （见 Richard 和 Mackenzie,

1986 : 174-9)而且这也是不多见的，就比如像在英格兰西北部的

西尔洛思(Silloth) ，他们试图打造一个全新的度假胜地，然而就像



西尔洛思的例子一样，许多地方显然是失败的 。 （见 Walton,

1979) 

同样被指出的是铁路的发展模式导致了 19 世纪中期快速兴

起的各个度假胜地之间“社会语气” ( "social tone”) 的不同 。 从表

面看来导致这些差异的合理解释是，更接近大城市和工业城镇的

度假胜地似乎更受欢迎，这就可能排除了社会地位较高的旅游

者 。 因此布赖顿和索森德 (Southend ) 。就更受欢迎，但是其社会

评价就不如博恩茅斯(Bournemouth) 生和托基 (Torquay) ，因为从

伦敦到博恩茅斯或托基－ 日游是不可能实现的 。 ( Perkin, 1976: 

1 82)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 帕金(Perkin)就注意到

事实 上从约克郡西赖丁 ( West Riding 尸 到斯卡博罗

(Scarborough声和斯凯格内斯 (Skegness) i)是一样的距离，但是

对它们的社会评价仍然是不同的 。 尽管铁路为其所到达的地方

带去了明显的变化 ，但这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地方所发生的显著变

化 。 帕金指出，因为这不是一些地方精英的活动地 。 事实上在大

多数变成了工人阶级度假胜地的地方［比如布莱克浦和莫克姆

(Morecambe哟］都出现了激烈的运动来制止地方铁路公司在星

(j) 译者注 ： 位于伦敦南边 ， 英格兰东南部 ，旅游资源丰富，在全球享有盛誉 ，

是传统家庭向往的海滨度假地。

@ 译者注 ： 是位于英格兰南海岸的中部 ， 距伦敦约有 2 个小时的车程。这

里有世界上第二大天然港口 ， 是通往欧洲的门户，也是一座海滨城镇 ， 英国著名的

度假胜地。

@ 译者注 ： 英格兰三大毛纺中心之一。

T 译者注 ： 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小港口 ， 是在大约公元 1000 年维京人

(Viking) 登陆英格兰时所建立的。在今天 ， 它则是一个安静而风景优关的旅游景

点 ，每年吸引着各地的游客。

@ 译者注 ：英格兰旅游胜地 ， 以设千净的海滩而称著。

@ 译者注 ：位千英格兰海岸的西北部 ，是欧洲最重要和最易受影响的盐沼

物种栖息地之一。有四条河流流入这片 1000 多平方英里的土地。 Morecambe 湾

支持打一个渔业工厂而且每年吸引了成于上万的旅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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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天运营，因为他们确定这些旅游者可能会驱走那些所有度假胜

地都想吸引的富有的度假者 。

帕金却认为地方精英在不同度假区对各自“社会语气”所产

生的影响来源于特定的土地房屋的地方所有形式 。 决定每个度

假区社会语气的因素是资本的三个部分之间对该度假区支配权

的竞争：地方的大资本，尤其是主要的酒店所有者，音乐厅、商店

等的所有者；地方的小资本，特别足寄宿公高和娱乐场所的所有

者；以及大范围的高投资的提供大址便宜的娱乐活动的企业 。

(Perkin, 1976: 185)尤其重要的是在各个地方对土地的所有权和

控制权的优势 。 帕金通过布莱克浦和绍斯波特(Southport) 两地

的对比指出：后者更靠近人口居住中心，而且拥有更好更广阔的

海滩 。 两个度假区都是通过节地小旅馆的所有者，农民和渔民自

发提供或多或少的海浴食宿设施开始的 。 但是在绍斯波特土地

是共有的，并且提供拇浴设施的居民很快变成了这些土地上联合

起来的庄园主们的佃户、他们轮流布笘宽敞而典雅的道路，作为

庄园主大街 。 同时这些庄园主也阻止当地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发

展，结果绍斯波特就变成 f 为类似棉纺织业大亨们提供朵华酒

店、居住别墅、大花阴和退休寓所的度假胜地 。 （见 Walton,

1981:251) 

相比之下，布莱克浦是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团体开始的 。 到

1838 年，这个小镇只有 20 ％ 的土地所有者拥有上地超过 25 英

亩，并且大部分都远离海边 。 甚至比较靠海的大型建筑物都被全

部出售和分割成小间用来作为海滨寓所。 沃尔顿指出没有像在

布莱克浦那样，大的度假场所是被小宽所控制的 。 这是因为：

在地主自己的领域内缺乏有计划的、高成长的产业发展的空

间，因为布莱克浦的小地主们更关心从一块狭小的土地上获取最

大的收益，而不是整体改善度假区的舒适度 。



因此布莱克浦的土地从一开始就是高密度的发展，而且土地

所有者没有对开发商们设立任何的限制，因为这种分散的土地所

有权模式意味着这里总是存在出售房产的竞争。 (Walton, 1978: 

63) 

结果绍斯波特的整个中心区域就变成了一个无计划的，由小

建筑、住所、娱乐场所以及小商铺等组成的混乱整体，而没有大型

公共建筑、宽敞的街道和花园。尽忤地方小资本家试图吸引迅速

扩张的中产阶级旅游市场．布莱克浦却没有足够吸引这一市场的

杲物，同时它也被证明 f受 L人阶级的极大欢迎，部分原因是便

宜的价格。这其中包括短途旅游者和过夜游客。从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旅游者人数急剧增加，那时的早报宣称，在布莱

克浦“花少的钱，却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可以得到更大的快乐”。

(1887 年 8 月 24 日）禁止企业销售廉价商品及服务的努力失败

了，并且到 90 年代，足够多的地方纳税人要求为服务千使布莱克

浦得到稳定社会语气的工人阶级度假者而获得相应的利益。

(Perkin 、 1976: 187) 这一校式最大的例外在北海岸 (>Jorth

Shore)这一地方出现仁在那里布莱克浦的土地，建筑和洒店公

司要求控制海岸线的四分之二，并认真计划社会性选择和相关的

发展。（见 Walton, 1978:70 — 1)有趣的是在 19 世纪期间，实际

上绍斯波特比布莱克沛要繁荣得多，甚至到了 1901 年的时候拥

有比布莱克浦更多的人口。 (Perkin, 1976:186) 

因此度假胜地社会语气的差异似乎可以从土地所有权模式

和呆观吸引物的交叉角度来解释。这些最后成为工人阶级度假

区或与某个工业城市相连被称作“工业度假区”的地方．在 19 世

纪中期其土地所有权都非常分散，自然风光也不具有很强吸引

力。阿什沃兹(Ashworth)说斯凯格内斯或临海的诺尸又是坐落

在“英格兰海滩最缺乏色彩，最不具特色，最消沉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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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 1986 年 6 月 21 日）这些度假区发展成为非常廉价的

观光地，自然其旅游业也迎合大众的工人阶级市场，而市场通常

起源于某个具体的工业领域。随着市场的发展，富有的度假者们

开始到其他地方寻找具有更高档次的食宿，更好的社会语气和关

注焦点的度假区 。 度假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消费模式，在这一模式

里身份角色起了基础作用，一个人选择某个地方部分是因为别的

某个人也在那里呆过。一个地方的吸引力以及它在度假胜地中

的位置也取决千有多少其他人也在这里呆过，特别是有多少人喜

欢它 。

在 19 世纪英国南部和北部受欢迎的度假区之间存在着一些

有趣的差异 。 （见 Walton, 1981)在南方，门天的短途旅行更受欢

迎，并且一般来说由以下集团组织 ：铁路公司、国家利益集团比如

国家星期天同盟、商业公司比如托马斯 · 库克。 （见 Farrant,

1987, 南方海滨度假区的发展，“海边的伦敦＂）最后提到的公司成

立于 1841 年，那时托马斯 · 库克持照运营一列从莱斯特到利物

浦的火车去参加一个禁酒会议。 (Brendon, 1991) 他首次愉快的

旅程组织在 1844 年，那时团队里包括一名导游来指挥在哪里购

物，哪里的名胜古迹值得参观 。 库克富有感情地写下了大众旅游

的动机和旅游的民主化：

但是在行程的今天来谈论如此毫无意义的事情太晚了……

铁路和汽船是科学普遍成就的结果，是为了人们……最伟大的

人，最卓越的思想，它会很乐意看见人们追随他们快乐的道路。

(Feifer 引用， 1985 :168 —扒见笫八章）

有趣的是，在跟随库克的旅游团去欧洲大陆的旅客中，妇女

明显多于男人 。 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托马斯 ·

库克为妇女（多数是单身的）提供了很显耀的机会环游欧洲，当然



是不带随从的。对千托马斯 · 库克在组织学和社会学上的巨大

意义，雅戈尔 (Younger)很好地进行了归纳：”他的新颖之处在于

方式，他有着几乎是无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对游客需求的

敏锐觉察力 ……他发明了现在广泛运用的配票体系 ， 到 1864 年

的时候 ，经由他的双手送出了旅游者超过一百万”。 ( 1 973 : 21)

在英格兰北部，业已存在的志愿者社团在推动假日旅游的变

革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组织和资金方面的角色。 （见

Myerscough, 197 4 : 4 - 5)酒吧教会俱乐部都经常租用短途或长

假火车并向成员提供一些简易设施 。 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出

于安全和社会控制而亲近朋友、邻居和地方领导人。因此大部分

穷人是不可能出门旅游 ，不可能在家以外的地方过夜的 。 为了使

旅游者再次回到同一个度假区和同一家旅馆，这种方式很快就被

建立起来 。 布莱克浦 ， 拥有很高比例的兰开夏郡出生的女房东 ，

因此在这方面享有很大的优势。 假日俱乐部在兰开夏郡的很多

地方变得很普遍，尽管这在其他地方还很稀少 。 沃尔顿很好地总

结了 19 世纪末工业化的兰开夏郡的发展 ：

这些工厂社团，自从早期受工厂主和一些自我提升型机构的

促进，在 19 世纪后期他们就创建了自己假日机构的基础体系 。

不需要上述组织的资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承担自己的度假费

用 。 兰开夏郡这一独特的假日系统是以工人阶级的团结为基础

来维系和延长现有节假日的，并通过合作和互助来充分利用它

们……只有在兰开夏郡……在存留下来的传统节假日和工厂劳

工的管理条例之间有一种平衡的力量。 只有在这里整个小镇的

工人们继续享有他们的假期，并且可以找到合适的度假区满足他

们的需要。 (1978:39)

这种模式特别多地存在于棉纺织行业，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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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大批雇用妇女。这就意味着更高的家庭收入和对居于家庭

之上而不是男人兴趣之上的休闲模式的更多兴趣。（见 Walton,

1981:253)此外沃尔顿还提到，“过多的惯例假期和工作方式之间

的联系阻碍了工人阶级海滨度假的发展，这远远超过了工业化的

英格兰”。 (1981:263)

确实这是一个许多其他的娱乐项目被筹划的过程——从

1870 年到 1914 年间，过多的惯例被使用，它们常被皇室保镖强化

并执行。其中的例子包括 1888 年的皇室锦标赛 (Royal

Tournament) 、 1872 年的首届大学运动会 (Varsity match) 、 1895

年的首届亨利伍德的露天音乐会（ Henry Wood Promenade 

Concert) 、高地竞赛(Highland Games) （首次由皇家在 1852 年举

行），等等。就像罗杰克(Rojek) 所说的，在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

后期重建了道德规范，它不仅不否定休闲娱乐反而促进了它。这

其中国家的导向 (national spectacles)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马队

游行来“传递风光色彩“尤其壮观。（见 Rojek,1990 : ch. 2) 至少参

与一次这样的休闲活动对 19 世纪后期的英国人来说成为感觉中

重要的部分，而这种感觉越来越多地来自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

在内战期间主要影响了英国旅游者凝视发展的就是 ： 至 1939

年家用汽车的拥有率超过了 20 万辆；长途汽车被广泛作为交通

工具；航空交通大幅度增长，到 1938 年航程总共超过了 20 万英

里；一些新兴组织发展起来，比如自行车旅游俱乐部、合作假日机

构、亨利 · 雷恩爵士(Sir Henry Lunn's)法兰西旅游俱乐部、旅游

宣传官方组织国际联盟、青年旅馆机构、大不列颠野营俱乐部等；

假日野营的最初发展开始千 1908 年的约瑟夫 · 坎宁安的马恩岛

CJ oseph Cunningham's Isle of Man)见这一过程在 1936 年由斯凯

0 译者注：位于英国西北海岸的爱尔兰海域的英国属地，英联邦半自治区。

面积 221 平方英里，人口 6.5 万，首府道格拉斯 。



格内斯的比尔巴特林 (Billy Butlin's Skcgness) 开办的野营达到

顶峰；以及航海旅游的发展。 （见 Brunner, 1945; Lickorish 和

Kershaw, 1975 ; Ward 和 Hardy, 1986; Walton, 2000) 然而，布

鲁纳指出，尽忤这所有一切都有所发展｀但在这整个时期都为上

要的英国度假者保 OO 了众人渴望去的地方麦加 (Mecca) 这一

海滨度假区 。 他确实宣称这些度假村”对这个国家来说基本上是

原生的和其他地方的度假区相比他们具有更多更 r诗层次的特色

功能”。 (1945:8)直到二战时期海滨度假都是英国最主流的度假

方式，而且在内战期间比其他度假形式发展得更快 。 （见 Walton,

1978: 116 - 8; Walton, 2000) 

为了服务成千上万的旅游者 j这些度假区发起 f大规校的投

资项目 。 对酒店和房屋的个人投资价值在 2 亿到 3 亿英镑之间，

尽忤政府本身投资很多，甚至这些投资经常受到英国保守党员控

制 。［见 Pickvance, 1990`“政府保守主义”在衫奈特 (Thanct)

度假区的重要性］到 1931 年四个度假区：布莱克浦、伯恩茅斯、布

赖顿和绍森德都变成了主要的城市中心，有着超过 10 万的人口 。

这些度假区有杆不一般的地貌特征，而且有比国家平均数更高比

例的私人服务工作者，特别是女性居多，同时退休人群的比例也

在不断培加 。

战前模式的一个最终变化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 。 争取带薪

假 H 运动迅速发展｀这一运动在 1938 年的假日法立法过程中达

到顶峰 。 （见 Bruuner, 1945: ch. 9 ；和 Walvin, 1978: ch.6)早在

1920 年这一组织就签署了承诺带薪假期的协议；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16 %,..._, 17 ％的有偿劳动者得到了带薪假期 。 在后面的

经济萧条时期就再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特别是由于立法的必要

性变得明显了 。 多种多样的私人广告得到提议但都遭到严厉反

对 。 最终在 1937 年一个选举委员会建立起来并在 1938 年立法

中达到顶峰．但其中的大多数只在战争结束后才开始活动 。 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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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Walter Citrine) 先生为 TUC<D 对选举委员会做了举证，他宣

称继续拥有假期”在工人阶级生活中是一个进步的因素。我认为

现在的大多数人都很赞同周围环境需要得到彻底改变”。 （引用

于 Brunner, 1945: 9)他估计英国度假者人数在战后期间应该翻

一番，从 1. 5 千万到 3 千万 。 因此那时就成长起来一个行业，专

门“解决旅游者并且在吸引和应付从这些城市来的工人大军方面

有着高效率和严格的组织管理”。 (Walton, 1978 : 107)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拥有假期惠及每个人＂，这样的观点

被入们广泛接受，这也是充实个人的基础，假期几乎变成了公民

权的标志和娱乐的权力 。 围绕这些，在英国发展起来一个特色化

服务 － 每个人都拥有了海滨度假的权力，尤其是在度假区有着

广泛基础 。

接下来的部分将具体讲述这样的关注点：一个典型的“工人

度假区＂ ［湖区南面的英格兰西北角最高处的莫克姆

(Morecambe) J是怎样形成的？它将被用来揭示当不同的度假胜

地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特色化服务时，所形成的关注点是何等

不同 。

海边的布拉德福 (Bradford) ， 沙滩和别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在英格兰北部，特别是在兰开夏郡

这一纺织城，工人阶级假期的发展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

代之间：

正是在这里，与短途旅游相对的海滨度假成为 19 世纪最后 25

年中的一种大众体验。 在其他地方 ， 甚至在伦敦，这种进程也是缓

<D 译者注 ： 英国劳工联合会议。



慢而不协调的。但是在后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的要求成为北英

格兰度假区发展最重要的能量源泉。 (Walton, 1983: 30—1) 

直到 19 世纪中期，几乎所有英格兰南部最大型的度假区都

是靠近工人阶级的资助商和来源地。（见 King, 1984: 70-4)只有

这些度假区才能吸引来自国内市场的旅游者；远离南海岸的度假

区只能依靠本地的或局域性市场。 但是到了 20 世纪初，情况就

显著地改变了。一大批大型度假区在北英格兰发展起来。到了

1911 年的时候布莱克浦成为英国第五大度假区，同时利瑟姆

(Lytham) 、莫克姆、绍斯波特和圣安妮 (St Anne's)都出现了人口

大幅度增长。因此出现了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中可以“看到工人

阶级特色度假区的快速而有力的发展”。 (Walton, 1983: 67) 与前

期相比发展最快的度假区在整个国内有若更广泛的拓展。

莫克姆的发展模式被作 f如下描述：“莫克姆……试图成为

一个优秀的度假区以及约克夏西部骑马商务旅行者的短程目的

地，但是却成为约克郡人的布莱克浦的替代。”(Perkin, 1976 : 

104; 也见 Quick, 1962)工人阶级度假区发展的一个亟要条件就

是系于北英格兰工业中心社团组织间的牢固纽带。（见 Walton,

1978:32)但是莫克姆并不希望就来自兰开夏郡的大批假期商机

与布莱克浦进行竞争，因为布莱克浦更早具备规模旅游的基础，

它也是英国第一家使用议会权力征收税费来宣传自己作为一个

假日目的地的地方当局 。 （聚焦布莱克浦， 2000)它有较好的铁路

线网（可以在整个行程中选用同一家公司），而且非常靠近兰开夏

郡南部和东部那些发展较快的城镇，因此可以发展大批的一日游

游客 。一旦一个度假区建立了在其“工业腹地”之上的吸引力，它

的地位就不太容易受到威胁，因为这些工业中心的旅游者们到此

度假区旅游已经成为他们习惯的一部分或是“信赖的线路”。随

后发展起来的度假区，比如伯恩茅斯或斯凯格内斯，一般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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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这样，因为他们附近没有明显或相似的竞争对手。（见

Walton, 1978 : 161) 就莫克姆来说，在 20 世纪下半叶，它已经没

有能力与布莱克浦争夺兰开夏郡的度假市场。因此在 1884 年的

时候 ，威根 (Wigan) 的煤矿主和市议员拉尔夫 · 阿林顿 (Ralph

Darlington) 向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宣称：“莫克姆作为一个拥有

水资源的地方并没有给予我们尊重，我必须说这并不是唯一的。”

（引用于 Grass, 1972: 6) 就像托马斯 · 巴克斯特，莫克姆健康董

事会主席发现的：＂毫无疑问，布莱克浦在整个兰开夏郡总是充满

吸引力的。”(Observer, 1889 年 10 月 11 日）

无力竞争兰开夏郡的度假市场的因素包括到达约克郡毛织

品小镇的铁路线，这意味着到莫克姆的大部分旅游者来自约克郡

的西赖丁 。 这是因为与约克郡相关联的不仅仅有度假还有移民 。

许多来自约克郡的人，无论工人还是老板，都到莫克姆去生活，他

们中的一些人每天往返于布拉德福和哈利法克斯。 (Perkin,

1976 :190) 这里的第一任市长是下议院的 E. 巴恩斯比 (E.

Barnsbee) ，他是布拉德福人，退休后到莫克姆的 。 此外，莫克姆

也不是居住在西赖丁的人们唯一的度假选择地。 它要面对大员

来自东海岸度假区的竞争，包括兰开夏郡和林肯郡 。 然而它还是

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一份日报在 1891 年刊登了相关的报道：

就像马尔盖特 (Margate) 为大部分伦敦人所喜爱，莫克姆为

那些强壮和喜爱健康的约克郡人所喜爱 。 因为各方面都表明对

于约克郡人来说莫克姆是真正的约克郡领地……约克郡人、约克

郡少年、约克郡姑娘都选择去开拓和宣传这片轻松的、湿润的、微

风佛人的和给予人健康的海滨城市 。 （引用于 Grass, 1972: 10 ) 

并且在内战期间，布拉德福的一位市长就宣称：“布拉德福的

大部分市民，更不用说孩子，都喜欢花一些休息时间在这个美好



而健康的度假区。”(Visitor, 1935 年 6 月， Diamond Jubilee 

Souvenir) 

然而，莫克姆并没有吸引到它所想要的足够多的中产阶级旅

游者。部分原因是城市领导人没有制止一日游的增长，这被兰卡

斯特(Lancaster)形容为“无序和嘈杂的乌合之众“(1868 年 8 月

22 日） 。还有部分原因是存在很多小房屋（通常是偏僻的房屋），

使得禁止新建木式房和小旅馆变得不可能，而正是这些房子为贫

穷的度假者特别是来自西约克郡的人们提供了食宿地。有较高

地位的人们之间产生了许多争论，他们在 1894 年之前是通过健

康蓝事会成立的，之后是通过城市街道委员会以及“大众旅游消

费＂的提供者们比如大型娱乐公司成立的。在《旅游者》1901 年的

社论中对娱乐公司这样的组织的支持是居千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在一个“没有公共社闭，没有公共花园，没有经费支撑＂的城市，它

们“在这个季节通过他们的工作很好地服务于旅游者们 “(1901 年

10 月 2 日）。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支持商业发展的倡议取得

了胜利，而城市街道委员会保持上述“崇高地位”的努力宣告失

败。 1891 年的日报是这样对莫克姆进行总结的：”对吹毛求疵的

人来说，也许粗糙但诚实的莫克姆显得有点原始，并带着一丝粗

俗，但它却从不迟钝。”（引用于 Perkin, 1976: 191) 

在 20 世纪后期莫克姆有了一些发展：人口出生率的快速增

长（每年超过 10%）；城市消费的大幅增长，特别在一些主要设施

方面，包括旋转塔；以及公寓和酒店住宿的广泛发展。（见

Denison-Edson, 1967) 

但它的繁荣取决于它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对于西约克郡地区

来说。当布拉德福，特别是它的羊毛纺织业做得很好的时候，莫

克姆看起来就很繁荣。正如“观察者”(" 0 bserver”) 在 1883 年所

言，“当布拉德福的商业贸易处千低潮时，｀海边的布拉德福＇根本

就没有清晰的航线”(5 月 25 日）。然而，莫克姆依然保留着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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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老员工和所提供服务的质扯和数址。

在内战期间莫克姆是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职人员带薪假期

的增长，另一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度假者仍然选择海边，并且选择

铁路而不是长途汽车来运输家用设施。 莫克姆的发言人声称所

有工人都应该得到一个星期的带薪假期 。 (Visitor, 1930 年 1 月

22 日）到 1925 年的时候在希舍姆(Heysham)有两个假日营地，

并且同属千一个区 。 莫克姆经历了人口年增长率的快速发展， 19

世纪 30 年代时是 3.8% ，其总产值在 1930 年和 1946 年间增长[

54% 。 （Denison-Edson, 1967: 28) 2 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是尤其

繁荣的时期，保守党委员会如何参与“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清晰

例子就是市镇委员会对新的旅游关注点项目进行了大屾投资 。

现在我要用对比的方法来简短地描述另外两个度假区：南部

海滨的布赖顿和肯特(Kent) 的伯钦顿 (Birchington) 。 他们每一

个都根据度假者的喜好首先在海滨开发『新项目，布赖顿首开先

例，把沙滩用于“娱乐”，伯钦顿首家开发 f海滨别墅 。

我已经注意到了 1 8 世纪布赖顿早期的广泛发展 。 海滨被看

做一个疗养的地方，并且被“海浴的人们”所规范，大扯的妇女在

这里海浴 。 (on the following, 见 Shields, 1990:Part 2,ch. 2)19 

世纪中期，这个医疗海滩被另 一个娱乐海滩所取代，希尔兹

(Shields) 把这里视为一个阙限带，人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节奏和

模式中脱离出来 。 这样的地带有更深层的特征，在狂欢节时，这

里变得呥杂和拥挤，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多元化社交，以及社会阶

层和道德符号的颠倒 。 在中古世纪的狂欢节，怪异的人们还向代

表权威和礼仪教条的人们挑战；到了 19 世纪狂欢节的时候，这些

怪异的人羞怯地在人们的视线中露面 。 逐渐地，那些怪异者开始

从人们的现实关注中退出并出现在商业化的表述中，特别是一些

画面粗俗的明信片 。 希尔兹归纳出海滨狂欢节传递着适宜的休

闲娱乐：



正是这些愚蠢的、鲁莽的、无规矩的人成为最令人深刻的节

庆日的象征—－ 这些怪异的开放的人强行地进入别人的空间，这

种象征迫使人们逃离、违反和超越身体的界限。 (1990)

事实上布赖顿是第一个将海滩建成集娱乐、多元化社交、颠

倒社会身份和狂欢节的表演为一体的度假区，这都是布赖顿在 20

世纪几乎不到十年间以性泛滥尤其是被称为＂肮脏的周末”而闻

名的原因 。 这成为布赖顿形象的一部分，尽管这个海滩已经不再

具有狂欢节的功能 。

虽然布赖顿的阶级社团与王室和贵族有关，但是 19 世纪中期

肯特的度假区却与新兴的中产阶级有关。 （见 King, 1984: 72 - 8) 

但是早在 1870 年马尔盖特和拉姆斯盖特(Ramsgate) (l)对这一假

日市场的吸引力就变得很小了，特别是对职业化的中产阶级，这

一阶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里夫顿维尔(Cliftonville)和威斯特盖

特(Westgate)度假 。 再后来所有的道路私有化，只允许存在独立

成户的房屋 。 因此英国第一批别墅千 1869 年至 1870 年在威斯

特盖特建成，随后更大范围地于 1870 年至 1873 年间在布赖顿建

成，它们紧邻而建 。 (King, 1984: 74)在经历这样的发展之前，这

里的海边没有有特色的房屋建筑。 其实早些渔村的房子经常是

背海而建，就像湖区边缘的雷文格拉斯 (Ravenglass) 。 那里的海

域被用千钓鱼而不是观光。 19 世纪的度假区都是有着特色公共

建筑的公共场所，比如会议室、广场、公园、舞厅等 。 居民条件与

内陆城镇很相似，没什么特色 。

相比之下，海滨别墅作为房屋一种特殊形式的发展来源千一

O 译 者注 ：英格兰肯特行政和 历史 郡萨尼特 (Thanet) 区城镇。在东 海岸。

449 年盎格鲁－撒克逊人 由 此上岸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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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发展：海滨观光的强大吸引力并不全然是医疗，还有清爽

的空气和美丽的风景；中产阶级日渐增长的住宿要求越来越不同

于其他人，要求海滨观光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以便可以独自欣赏

海滨景色；与浸泡相对，有越来越多的游泳的人，以及因此能察觉

到的家庭尤其是孩子对于半私人化通道的要求。布赖顿理想地

拥有这些条件：这里没有公共设施，有房屋外迷人的海岸线，第一

批具有“乡村样式”的别墅与城市相比更具吸引力，别墅之间可以

在海边建立小道相连接。 20 世纪的海滨经历了一个广泛的“别墅

的发展”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20 世纪的别墅就是海滨。并且由

千它变成了较低级的中产阶级的住宿地，其早期时尚而放任的风

格也消失了，事实上它变成了有社会地位的人所敌对的地方。

（见 King, 1984:ch.5) 

值得思考的是，一个国家假期的发展很大程度受到英国文化

的影响，但有一个地方的结果很不一样 一 新西兰。那里几乎没

有海滨度假区，勉强算海滨度假区的就是靠近惠灵顿的日光海岸

(Day's Bay) ，但是即便在那也没有设施。其次是那里的别墅也

很难与海滨联系在一起，因为新西兰房屋的建筑模式随处可见。

看起来只有这几个原因可以作为度假村在新西兰空白发展的理

由：因为所有主要的城镇都在海边，所以看起来就没有”到海边

去”的特殊意义；人口的增长只出现在汽车的发展之后，因此休闲

娱乐变得私有化并且地理上几乎不用依靠铁路，而正如我们所见

这在英国是最重要的；最后的一点是家庭式的休闲娱乐趋向于自

给自足而不是追求服务的提供。（见 Cloke 和 Perkins, 1998,”探

险旅游”在新西兰的发展）

战后 20 世纪 50 年代见证了英国海滨度假区的快速发展，70

年代和 80 年代又见证了许多度假区的快速衰落。我在这里简短

地论述以下这一过程，因为接下来书中将会大址、广泛地分析在

西方社会旅游者的凝视是怎样改变的，以至于英国海滨度假区变



成不再受欢迎的选择。

是码头的结束吗？

在这个部分我将讨论战后的海滨度假区究竟发生了什么 ，并

试图就后面引起的一些矛盾的说法进行阐明。英国旅游业发展

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产业，然而那些在基础设施方面占优势的发

达地方，那些被叫做海滨度假区的地方，并没有获得同步发展。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度假区旅游者的总消费额

所占比例从一半降至三分之一，并且游客过夜数降低了 25% 。

(Wickers 和 Charlton, 1988 : f 6) 例如，在莫克姆 ， 从 1973 年到

1987 年间小旅馆和小客栈的数址从 640 个降到 267 个，床位从

12 340个降到7 155个。 (Bagguley et al. 1989 : ch. 3) 一些酒店变

成为从精神病院出院或接受经济救助的人或老年人提供食宿的

地方。因此度假区变成了大肚潜在的旅游者凝视中很小的一点。

花一周或两周在英国海滨度假和二战时期的几十年间相比已经

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明显的旅游意义。（若要更深入研究，见

Walton, 2000) 

紧接战后的时期没有出现什么麻烦或迹象。就像帕里

(Parry)所说的，如果说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是度假胜地的鼎盛

时期，则 50 至 60 年代就是如印度及天般的时期，”分配结束了，

｀苦刑般的生活＇终止了，经济开始复苏；出境旅游还不开放 ， 团队

旅游还没出现“。 (Parry, 1983:189)其次 ，北方的大部分人都忠

实于他们自己的度假区。这种传统或者说组织形式一直延续下

来，在获得的一周假期中几乎整个小镇的人都离家去往海滨。铁

路扮演着延续这种风格的主要角色。英国铁路组织着许多专程

的短途列车，从某个特定的地方把旅游者接到他们所习惯去的度

假区。例如， 1960 年的复活节至少 50％的专车到了莫克姆，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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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负责人声称这是过去 18 年中最忙的复活节。新的巨额投资

正在筹划中，尽管大多数旅游者仍然选择以往经常停留的酒店或

只提供床位和早餐的旅馆（这些旅馆通常都是无执照的），或者是

呆在一个假日露营地 。 后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有很好的发展，尤

其是随着庞廷斯(Pontins) 旅游者的到来 。 （见 Ward 和 Hardy,

1986: ch. 4) 

在这一期间度假明显地规范化了 。 就算旅游者只是住公寓，

一般也配套提供一周的用餐 。 假期是以一周的时间带为基础的 。

（见 Colson, 1926) 在周三一般是不可能进行预定的 。 旅游者知

道他们自己什么时候用餐，要吃些什么，以及确切的停留时间 。

如果一部分旅游者选择假期露营，则露营的大部分活动也都是有

组织的，实际上“从一个露营地到另一个露营地的氛围是一样

的 － 相同的娱乐方式，相同的菜肴，相同的住宿和相同的行

程” 。 (Ward 和 Hardy, 1986:161 ；见 Urry,1994，旅游和时间）虽

然电视已经出现了，但人们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所提供的娱乐活

动 。 20 世纪 50 年代大名鼎鼎的艺术家都被逐渐吸引到莫克姆，

同时也在布莱克浦上演了 14 场夸张的生活秀 。 (Parry, 1983: 

191) 

然而，至 60 年代，这其中的大部分开始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本书的后面部分将会讨论旅游者的凝视从这些度假区转移开的

一系列变化 。 我们还发现很多人更多地放弃有酬的工作时间，因

为这些人的带薪假期越来越多，全日制学生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在

上升，并出现了大址的无业、失业和从事零工的人员 。 和过去相

比，工作和不工作变得更加不稳定和灵活，尤其对于男人来说。

因此和工作相比假期的提供就不如以前的有酬工作那么明显了 。

他们不仅需要两周的“海滨娱乐”，对于那些相当富裕的退休人员

来说，他们的生活其实可以和持续的旅游生活联系在一起 。 现在

我将描述一些对于海滨旅游者来说从寻常进而到不寻常的改变。



英国的海滨度假区一般都拥有至少一个码头（布莱克浦拥有

三个）和一个塔 。 这两种建筑都代表着试图征服自然的愿望，构

建这样的“人造“景观一直以来而且永远都意味着它们统治了大

海和天空。 这种统治给了它们存在千那里的理由 ． 即它们的功

能 。 巴特(Barthes)说艾菲尔铁塔给『旅游者梦想。 (1979)这个

塔已经不是普通的景观，因为它给了旅游者原汁原味的巴黎的感

觉 。 实际上，它把巴黎转换成 f 自然，”它形成了某一风景地的人

潮流动……城市和大自然这甘主题联系在r一起，满足了人类的

好奇心：海洋、风暴、心山、白雪、河流” 。 (1979:8)英国类似这样

的最齐名的建筑就是布莱克浦的塔，该塔 1894 年开放 ，是埃菲尔

铁塔的仿造 。 这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它有效地宣传了这个

小镇 。 这样的塔，或者再缩小一点点 － 码头，使人们可以看到

他们所构建的事物，它连接 f人类的组织和超自然的景观，庆祝

r人类对自然的参与以及战胜自然的能力 。 这是完美的旅游景

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征 。 汤普森这样评价布莱克浦的塔：

它对运动中的东西和南北轴增加了笫三维视角 。 就像沙滩

和大海的交界面，它日复一日地向人们提供着超乎寻常的愉悦 。

它使旅游者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享受看布莱克浦 。 (1983:

126)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码头和塔的这种超乎一般的特色大大降

低了 。 码头逐渐沉到［海里，不仅没有证明征服了自然，反而说

明被自然征服了 。 例如在莫克姆，两座码头现在都已经消失了 。

再过些年布赖顿的码头也将沉没。 现在的码头和塔只是怀念过

去的象征，就像 1988 年马恩岛中使人印象深刻的关于海滨度假

这一占老主题的广告词“你会期待着再回去”一样 。 与此同时，

可以找到更多的现代关千人类统治海洋的典型例子，比如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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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渠、气垫船、轮船和小船坞。同样的，像塔这样连接陆地和天空

的建筑被一些明显的更现代化和不同寻常的东西比了下去，例如

摩天大楼、酒店、太空飞船、飞机等。

海滨度假区的第二个主要吸引力是游艺集市或休闲公园。

在英国，布莱克浦的游乐海滩从 1906 年开始就享有休闲娱乐的

领军地位。（见 Parry,1983:chs 17, 18; Bennett, 1983)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它力争成为最具现代化的地方，”它的娱乐建筑外观

都是流线型、功能型的"。 (Bennett, 1983: 145) 约瑟夫·艾伯顿

(Joseph Emberton)这个建筑的使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娱乐建

筑“风格，里面的每样东西都是轻巧、充满阳光和新鲜空气和趣味

的。 (Parry, 1983: 152-4)并且它周期性地进行更新。在 50 年

代经济复苏期间，英国节日的设计者杰克 · 拉德克里夫 (Jack

Radcliffe)给了它全新的外观。新的元素不断注入，这主要基于在

世界展览会上创新观念的先驱地位（例如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

览会中展出的大转轮），以及在美国游乐园创建的未来坐骑［比如

1980 年开始的恒星飞船计划 (Starship Enterprise)］。游乐海滩

的战略管理中心也取得了进步，被认为是第一家（至少在英国

是），是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它甚至用最新的技术建造了自己的

塔，这使布莱克浦塔显得相吁新奇。 (Bennett, 1983: 147) 这个公

园仍然屈于一家当地的公司并且每年吸引着超过 7 百万的游客 。

(Blackpool in Focus, 2000)大部分海边的其他地方无法与之竞

争，特别是在艺术地位上。

布莱克浦的竞争主要来自新兴风格的游乐和主题公园，比如

北英格兰的奥尔顿塔或更壮观的巴黎迪斯尼乐园，以每年 1. 2 千

万的游客数址轻松成为欧洲旅游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这些新兴

的公园一般不建在海边，尽管它们有很好的地理位置，在靠近高

速路（而不是铁路）的“乡村“地带。建在现有的海滨度假区的游

乐园将奋力与之竞争。这些地方应该显示现代性、高科技、黄金



时期、危险控制、预测和游乐的元素 。 但如果他们位千“老式“度

假区（几乎可以是任何地方，除了布莱克浦或布赖顿），那么将会

有很多针对过去的技术、年代的久远、被忽略的危险等的反对意

见，并且后悔没有将它建在其他地方 。

相较之下，为了成为一个世界性、国际化的休闲娱乐中心，布

莱克浦作出了更多的努力来构建自己，以防止从现代化中落伍，

“北部的拉斯维加斯”与过去的兰开夏郡或北部或工人阶级组织

已少有联系 。 正如班尼特(Bennett)所说：”在布莱克浦，每样东西

都是新的，不论它实际上有多长时间 。”(1986:146)它是欧洲最大

的海滨度假区，80 年代时拥有比整个希腊还多的旅游者和比葡萄

牙还多的酒店床位。 (Wickers 和 Charlton, 1988: f6; 

Waterhouse, 1989:10)它现在作为欧洲最大的海滨度假区每年出

售 1. 4 千万的过夜床位。 (NWTB 2000; Blackpool in Focus, 

2000)基思 · 瓦特杂斯 (Keith Waterhouse)这样总结它超乎寻常

的魅力所在：”在它所有华丽的过去，上演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

幕 。 现在它仍然是脱俗的……只有在拉斯维加斯 。 ”(1989:10) 它

现在正在发展一种所谓的“游戏战略”即 24 小时的游乐场，这实

际上使它成为欧洲的拉斯维加斯 。 相比之下，其他度假区就显得

过时 f ，而且不能提供任何同样规模的设施 。 极少数如布里德灵

顿(Bridlington) 、拉尔 (Rhyl) 、圣艾芙 (St Ives) 、托基 (Torquar)

和绍斯波特(Southport)还比较兴旺，但它们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建

筑，这破坏了典型的度假区看上去应有的形象（除布莱克浦以

外） 。 （ Walton, 2000: 47—9) 

大部分度假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野营地度假（见 Ward 和

Hardy, 1986) 。 这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了，那时看起来

只是一个由帐篷组成的营地 。 早在那时，露营的发展就被认为是

一种对典型的海滨度假区低质址的住宿和服务的抗议。 伴随着

“豪华“营地的出现，它最显著的发展开始于比尔巴特林 C 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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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lin), 1936 年成立的斯凯格内斯就是这样开始的。相比千典

型的酒店和客栈所能提供的服务 ， 巴特林提供了真正奢华的设

施，包括定点的娱乐活动、高质址的食物、高档次的娱乐设施和现

代化的卫生设备－－雷 · 高斯利 (Ray Gosling) 把这些用一个短

语归纳为“真正休闲的贝弗里奇 ”(veritable Beveridge of 

Leisure) 。 （ Ward 和 Hardy 引用， 1986; 60) 有趣的是，在第一个

性地开放的时候，旅客们表现出厌烦，巴特林总结出来旅游者要

求有一定程度的组织管理。 于是著名的“红外衣”(Radcoats) 出现

了— 他们“可以引导、建议、解释、安慰、帮助旅游者，总体上使

自己成为最接近旅游者的人”。 (Ward 和 Hardy 引用， 1986: 63) 

这种背地的鼎盛时期从紧接战后的儿年至 1959 年，那时

BBC 电视台设立了“Hi-de I-Ji!”系列节目 。 这种繁荣源于一系列

因素，包括 1938 年带薪假期法案所带来的影响一－ 高就业率、早

婚和较高的家庭组合率。在 1948 年的时候， 20 个英国度假者中

就有 1 个选择巴特林的营地。这个度假营地成为战后社会的一

个象征，反映着那个时期时尚的建筑风格 。 一些营地看起来比缩

小比例的议会建筑还要稍好一些，比如以前在莫克姆的米德尔

顿 · 萨德士(Middleton Sands) 的 Pontin。此外，比如在威尔士的

普利斯坦丁(Prestatyn) ，它干净而实用的风格，捕捉了海洋充满

魅力而神奇的景物 。 (Ward 和 Hardy, 1986: ch.5)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做出相当多的努力来把这些营地建

成“家庭假日＂的度假区，同时限制单身旅游者的数扯，还试图阻

止大垃“工人阶级“营地度假者的到来 。 作为营地来说这是不成

功的，像他们所屈的度假区一样，不能够吸引大证的中产阶级旅

游者，尽管这些营地试图通过训练将他们的顾客构建成为没有等

级之分的露营者。这些营地特别是 Pontin 还向“自给自足”的方

向转变。他们试图通过提高”自由度”来达成，事实上“野营”这个

词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因为它意味着管制 。 它们现在被看做是



“中心”“村庄”或“假日世界”。然而伴随着英格兰这类营地的大

址减少，其吸引力还是无可篮疑地减少了。沃德 (Ward) 和哈代

(Hardy)这样总结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所作的研究 ：

假日野营地是一段时期的产物……度假的概念已经有所发

展……跟团到异域旅游，与更多的单个淡季休假者结伴，增加了

营地的难度……大多数的营地现在只是普通的地方而已。

(1986:152) 

它们不再是制造梦想的地方。营地的所有者一方面关注更

大的中心地［比如在巴特林(Butlin)] ，另一方面对市场进行分割，

把不同的中心塑造成不同的品位，包括成人中心、特色假期和短

假日。（见 Glancey, 1988) 

这些营地无力与休闲中心(Center Pares) 或者是＂森林别墅＂

的理念相竞争。现在这些度假村中有 13 个跨越了欧洲，在那里

一个人工海滩被建立在一个双层的塑料圆顶中 ，并且是恒温的。

在这个复合体中，游泳就是一种娱乐，在热带温度下娱乐和休闲，

有温水的泻湖、棕桐树和海滨咖啡屋（类似于日本公园，甚至更炫

耀的海滩和平缓的海浪）。其他特色包括有航海、独木舟、种类繁

多的茂密植物。这样的度假中心不再需要建在靠海的地方，因为

人类的技术使得海滩可以被建在“任何地方＂，特别在森林环境中

这种会“隐藏”发展的地方。

度假区被认为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的卖点是大海、沙滩，有时

是阳光和几乎没有在所有其他重要城镇都有的工厂。但是最近

几年，一些转变改变了这所有的一切。就像先前提到的，“海滩”

现在可以在任何地方建构和看到。但是大海本身的吸引力却已

经减少了。 19 世纪度假区的发展是基于假定海浴能提供健康的

特性之上。相比之下，太阳浴不太普遍，部分是因为白皮肤所象

第
二
章
大
众
旅
游
与
海
滨
度
假
胜
地
的
兴
衮

3 5 
。



\-

e 

L̀ 
2 , ~G 

k 
视

·
}

凝
”

客游
4 5 

。

征的高贵，这意味着敏感、懒散和隔离 。 然而从 20 年代开始，这

种观点在上层阶级里被改变了，特别是随着最新的时尚度假区的

发展，比如戛纳 (Cannes)和比亚里兹 (Biarritz) 。 在这些人群中，

褐色与黑人推测的自发性和自然的好色性联系在一起 。 太阳浴

被假设可以让人们更接近自然 。 （见 Turner 和 Ash, 1975 : 79 — 
83; Ahmed, 2000) 

在战后是太阳，而不是海，被认为更能赋予健康和性的吸引

力 。 最完美的身体被看做是拥有茶色的身体。 这种观点向社会

阶级层层荽延，结果很多团队旅游者都把这作为度假的主要目的

之一。 因此北欧的度假区不再有吸引力，不再时尚．因为它们不

能保证能使旅游者得到晒成褐色的身体。 （见 Fiske, 1989: 

Lencek 和 Bosler, 1998; J\hmed 20 00 ) 尽管这种观点已经改变，

因为现在人们注意到这会引发恶性肿瘤，并且白皮肤重新成为时

尚，但直到现在，在欧洲这种对阳光的关注还是使地中海一带的

度假区发展有极大的收益 。 这斤始于法国和西班牙，接着妓延到

了希腊、意大利、南斯拉夫，然后到了北非和土耳其 。 北欧的海滩

不能保证有阳光。 如果游客想在海里游泳的话，它们也不能确保

有干净的水，尽管欧盟在提醒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改善自己

肮脏的海滩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见 Tide Britain 网站， on the 

European Blue F lag Campaign)需要注意的是，海滩是个复杂的

地方，不规则地呈现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 。

海滩不同的延伸都具有不同的意义 ．－ 在被禁止和被规定之间

有着截然不同的活动方式 。 (Lencek 和 Bosler, 1998) 

由于许多城镇推行限制工业化，海滨度假区也变得越来越趋

同，所以不需要再离开这些地方到与之相对的海滨去。随着日子

的变化，随着城镇限制工业化以及城市旅游业的广泛发展，许多

城镇自己本身变成了观光地和具有人工冲浪和其他一些海滩特

征的休闲中心，所以大部分的海滨度假区就不再具有特色了。



人们习惯到海滩去寻找专门为休闲娱乐而组织提供的特色

服务。然而，和现在一些已具规模的小镇相比，许多度假地提供

的服务越来越差。这些因素减少了这些度假地的特色。电视的

发展有成就，几乎等同于所提供的娱乐节目，所以现在的人们不

再需要到度假区去看这些大型的名称。就像帕里形容的：“每晚

的电视都有着检索的最杰出的才能。”(1983:192)其次，大部分度

假区都因人口太少而不能提供高度专业化的娱乐服务，常常因此

而使他们必须依靠一定程度的公共设施。然而，大部分人拒绝通

过地方税收来支付这些活动，即使开发出这样的设施来，也不如

旅游者所在的当地城镇的那些设施那么好。许多远离海岸的城

镇都建立起当地的运动和休闲中心，同时许多国内娱乐公司和大

型购物商场在许多地方扩展，但却不包括海滨。更为普遍的是，

许多城镇都巳经发展起自己的消费中心，既为了本地居民也为了

吸引潜在旅游者。哈维 (Harvey) 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城镇”都以

新颖的、令人兴奋的、创造性的和安全的生活、娱乐和消费的形象

出现。景观和展览成为充满活力的社区的标忐"。 (1973:13)

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检查了这些变化。只是，为什么“景观

和展览”成为儿乎每个地方的特征？是怎样的过程生产了一般性

的游客凝视？还有，为这样的旅游者的疑视提供维护而发展起来

的工业组织意味着什么？

一个必须考虑的重点就是当代旅游全球化。现在旅游者凝

视所瞄准的每一个潜在目的地都必须参与国际化竞争，而这必然

导致关于什么是新异的和什么是国际普遍的这一定义的重要改

变。帕里很好地表述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以来便宜的

“团队旅游”对度假区怎样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20 世纪 30 年代的度假者没有选择而且正准备碰碰运气。如

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工业小镇，那么至少他的所有邻居也都忍受

第
二
章
大
众
旅
游
与
海
滨
度
假
胜
地
的
兴
衰

5 5 
。



056 游客凝视

)

“l 
_ i . 

`心,·

着同样“精糕的工作日兀到了 70 年代这一切就不是这样了 。 他

追求阳光一 然而如果街道一半的人都将从马拉加(Marbella) 或

者托雷莫里那 (Torrcrnolinos) 带着被晒黑的背部、蜕皮的鼻子和

不舒服的胃回来，他将不想再离家远游 。 (1983: 192-3) 



第三章

变迁的旅游产业经济学

概论

旅游者的凝视和为满足这种凝视而发展起来的与旅游相关

行业的关系非常复杂 。

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几乎所有针对旅游者的服务都需要在

当时当地提供给旅游者 。 (Urry, 1987) 因此，旅游服务的提供者

之间的社会协作，诸如餐厅服务员、航班工作人员、宾馆的接待员

等等之间的协作关系都属于旅游者购买的“产品”。 如果上述人

员的服务无法令人满意（如侍者没有礼貌、航班工作人员没有笑

脸或者宾馆接待员粗鲁无礼），那旅游者购买的就是效果不好的

服务产品 。 问题是这些服务不可能完全退入后台，远离旅游者的

视线，因此，旅游者总能看到旅游服务行业的某些弊端 。 但是旅

游者往往对这些服务期望值颇高，因为“出游”对每个游客都有特

别的意义 。 游客们出来寻求特别的感受，因此对服务的质显也就

非常挑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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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其他特点也为服务的提供者制造出一些问题 。 旅

游服务的提供地是相对固定的，有些服务只能在其生产地提供。

如果某一地的服务没有恰当的文化意义，那么这项服务的质掀便

大打折扣 。 因此，旅游服务有很强的“空间固定性” 。 近年来，各

地为吸引游客而激烈竞争，英国以前有一个“欧洲化”的游客市

场，现在却越来越“世界化”（见第 8 章）。因此，虽然旅游产品提

供商在空间上延伸其服务，他们设法在不同的地方提供不同的服

务，但游客的移动性越来越强，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消费旅游

服务 。 这一行业的竞争无可避免，因为几乎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都可能进入旅游者的视野 。 这种服务又从根本上是劳动密集型

的 。 雇主们会想方设法降低劳动力成本。 但由此也有可能使消

费者的旅游凝视大打折扣 。

产品提供者和旅游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无法简单地用

“经济”这个决定因素来解释。 我们也应该考虑研究一系列的文

化变迁，正是这些变迁改变了旅游者期望的凝视。 我们应该如何

对待旅游者的凝视？这对旅游服务提供商将产生何种影响？这

一行业需要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造

或者加强其在诸多旅游接待地中的地位，竞相成为旅游者凝视的

目标 。 旅游经济的分析不可与文化和政策发展分割，正如旅游业

的研究离不开在旅游服务各个环节中都存在的文化，在旅游业的

关系研究中，文化尤其重要 。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着重叙述旅游业中政治经济的变化与发

展 。 下一节简要叙述区位产品 (positional goods) 的概念 —－这

是旅游经济学中的一个主要概念，同时也叙述英国旅游业在全球

化趋势下的变迁，以及海外旅游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变化 。



旅游的社会局限性

经济学家米山 (Mishan) 的论文明确提出当代旅游的根本局

限。 Cl969;Urry,1990，及《可持续旅游业》和《旅游的重点》）这些

局限均源于游客过千拥挤而造成的巨大成本。米山在 1969 年就

明确写道：

一方面是旅客与旅行社、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辅助性服务业

之间的冲突；而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储备外汇，而旅游地的环境也

需要保护。 (1969:140)

他在文立中用了塔荷湖 (Lake Tahoe) 为例子 － 此湖里的

动柏物被沿岸宾馆排出的废水毁坏 f。还有巴巴多斯岛

(Barbados Island)附近的珊瑚正濒临死亡，因为沿海的宾馆向海

里排放未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水，而且节地人私自采摘珊瑚卖给游

客 。

米山还注意到旅游中的另一对矛盾 一 当前利益与子孙后

代的利益的矛盾。有一些旅游地为了更多的利润而吸引更多游

客，全然不顾游客过址造成的代价。千是到处是拥挤的海滩、安

静与平和的缺失、风烘的破坏、大批消耗燃料而造成的全球化变

暖……有环境意识的游客认为他们如果想去哪儿旅游的话，应该

马上行动，赶在大批的旅客蜂拥而来之前去享受当地没有遭到毁

坏的风呆（如目前正在成为旅游目的地的 Havana) 。米山认为与

个性化的旅游相比、大众旅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大批的游客带

着好奇在短时间内走马观花地游览所有的地方，在熙熙攘搜中，

在金钱的流动中，旅游地的宁静和美丽不可逆转地遭到破坏，历

史遗迹被践踏 。 ( 1969:141)这里，他的中产阶级的中年精英思想

袒露无余 。 例如，他曾说，正是那些年轻而易上当的人容易被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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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所造就的妄想所迷惑 。

他的主要论点是：大众旅游不但不可能造就旅游的民主化，

而且还会毁坏旅游目的地 － 因为地理空间是一个非常有限的

资源 。 他说：“同一个景点，如果游客少，他们能在那儿尽情地享

受美景，但大批的人流只会毁了那儿 。”(1969:142)他认为如果制

定相关的国际协议（他主张禁止国际的空中旅行！），我们的下一

代就能继承一个“几乎没有被干扰的、自然的“世界 。 (1969:142)

在没有法规的情况下，任由市场发展，将会对旅游目的地造成破

坏 。 目前越来越多的目的地正在进入这种自我破坏的模式。 例

如圣特罗佩 (St. Tropez沙 目前就被学者认为在遭受这样的破

坏 。 这是当初被碧姬 · 芭杜 (Brigitte Bardot)也炒热的 。 但目前

她认为这个地方正在被“人类的污秽之潮席卷＂，游客”行为低劣、

肮脏、粗鲁＂，她认为圣特罗佩正在”被入侵者践踏＂。 （见 Rocco,

1989; Maw by, Brunt, Hambly, 20 00, 关于犯罪和旅游）

这种悲观主义的论断受到了贝克曼 (Beckerman) 的批评，对

此他总结了两个有用之点 。 (1974: 50 — 2) 首先，对大众旅游后果

的担忧基本属于“中产阶段”式的忧虑（他们也对其他环境问题同

样表现出忧虑） 。 因为真正的富人去的都是昂贵的度假地，或在

私人游艇、私人岛屿及隐秘的别墅内，他们是不会受大众旅游的

侵扰的 。 (Becker man, 1974: 50 — 1)其次，大多数对大众旅游持

否定态度的人其实是从中得益者 一－享受到大众游客无法享受到

的服务 。 由此，贝克曼认为“米山的抱怨狭隘而自私"。 (1974:51)

黑尔茨(Hirsch)在关于社会发展的极限 (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的文章中，对大众旅游持否定态度，他对此进行了理论分

析 。 (1978 ，同时见 Ellis 和 Kumar 论文集，1983)他的论点与米山

@ 译者注 ： 法国海滨 的 宝石 ， 极受明星们 、外国人和巴黎人 的 青 眯 。

@ 译者注 ： 法国性感女 星。



的相似：他注意到在消费者通过消费选择而进行的、为实现个体

自由而进行的旅游中，并不是所有的个人都实现了自由 。 (1978:

26)他特别关注了区位经济学(positional economy) 。 区位经济指

稀少或拥挤的商品、服务、工作、位置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等的各个

方面 。 在这里，竞争是灵活的：任何人消费了所涉及的商品，供其

他人消费的屈就减少了 。 这种商品不同千物质商品（在经济增长

的过程中，物质商品很容易生产），其供应屈不可增加 。 人们对于

区位商品的消费依其本质是相互关联的，各人对于区位商品的满

意度不是无限扩张的，而是取决于别的消费者对此的消费程度 。

我们可以用”被迫竞争”来归纳这种现象 。 埃利斯 (Ellis) 和希思

(Heath)认为这是一种对现状无选择权的竞争(1983:16 — 9) 。 经

济学中一般假定市场交易是自愿的，消费者自由选择是否加入某

种交易关系 。 但是在被迫消费中，消费者并没有这种选择权，他

们被迫加入，而且在消费结束时还不一定满意 。

我们可以用下面一句话对此做总结：”为了清静地呆着，你只

有跑得更快。“黑尔茨还用了美国郊区化的进程作例子，美国人搬

到郊区是为了逃避城市的拥挤，靠近乡村的宁静 。 然而随着经济

的持续发展，郊区不断地扩张，变得越来越拥挤，因此郊区离乡村

和自然也就越来越远，于是人们又搬迁去寻找接近自然的房屋 。

在这里，个人的理性行为因与其他人相关联而无法取得好的效

果 。 以长期而论，没有人能逃脱强制消费 (coerced consumption) 

这一关联链 。

黑尔茨认为很多消费的特点都与郊区化相似，也就是说消费

者对某项消费的满意度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选择。 对一些稀有

商品，这一点尤为明显 。 我们还可以用“自然风景”为例来说明 。

在这些地方，一个人增加消费会减少别人的消费。 （见 Ellis 及

Heath, 1983: 6 — 7) 黑尔茨也用了社会稀有物品来解释：人们喜

欢奢侈或昂贵的物品，因为拥有这些稀少或价高的物品，可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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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主人的社会地位或高品位。 因此有钱人追逐珠宝、豪宅或名

设计师的服饰 。 黑尔茨划定的第三类是＂附带社会稀少型”：这类

商品的消费能产生满足感，但又受制千社会的广泛应用 。 买车便

是这种反面的例子，如果人人买车，道路拥挤，便不会增加满意

度 。 如果你得到了教育证书或文凭，可是周围人人都得到了相似

的证书，那你的文凭便不会给你带来提升 。 (Ellis and Heath, 

1983:10 - 1) 

旅游也符合这些稀少形式。 首先，如果地中海海岸游客稀

少，那这种稀少的状况是以其他游客的不消费为代价的。其次，

很明显，游客去很多度假地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杻次高，

而是因为它们能显示品位或社会地位 。 对欧洲人来说，去加勒比

地区或远东旅游便是时尚的象征，但这一象征也会因这些地方大

众旅游的兴起而改变。 第二，很多旅游地的满意度取决于其拥挤

度 。 黑尔茨引用了一个中产阶级白领对原先的“奇异“国度在发

展了包机旅行后的言论：“现在我终于去得起那儿了，但我知道这

时那地方已被毁了 。 ”(1987 :167) 

虽然我列出了黑尔茨划分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区位商品

(Posi tonal good)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而且还有重叠，而

且黑尔茨的论点中还有一些问题：在大众旅游中消费意指什么？

游客在凝视某个旅游地时是否需要以群体的形式？不以群体的

形式在能否进行这一凝视？为『便于凝视，是否能在旅游期间租

住当地的房子？或者是否需要在附近购笠房产？这一系列的问

题都是由于凝视在旅游中的重要性 。 凝视是视角性的，实际上产

生于瞬间，而其他的相关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表层的，是为

了吸引游客的凝视。 这就意味着旅游中的稀有性比黑尔茨叙述

的还要复杂 。 旅游业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发展，不断吸引大拭旅

客来凝视同一产品 。 比如在海边建大宾馆，发展非高峰期的假

期，这样一年中同一个景点就会游客不断，住宿设施也就能有效



地得到利用。

再者，稀少这一概念也有问题。在这里，稀少应该是相对的。

我注意到一个旅游地的实际容址和感知容蜇有区别（见 Walter,

1982) 。对前者来说，如果一条山路已受侵蚀不能走太多的人，但

还有别的很多山路可走，因此这种稀少只是针对通往这一座山的

这一条山路，而不是通向各个山头的各条道路。

这种情况也因各人理解力的不同而有变化。沃尔特

(Walter)关注了游客经验中的主观因素。 (1982 : 296) 虽然通往

山顶的路还没有饱和，但有众多游客的路已无法满足游客起初想

看的自然与荒野。因此，这时景点在主观上巳饱和，但客观上还

能容纳游客。沃尔特注意到游客主观上对景点饱和度的理解差

异很大，取决于对自然的理解和所期望游览的东西。他以阿尔卑

斯山为例，这条山脉壮观而美丽，与阿尔卑斯角相对称。而且不

管有多少人游览，山上的风景都是不会变的。然而，游客可以把

这座山看做是区位消费品，想要独自欣赏的自然之神物。这种排

他的消费表明了游客毫不含糊的高品位。（关于这一特点见

Bourdien, 1984) 游客的凝视中有浪漫的形式，这种浪漫强调独

处隐私及个人与凝视物的精神关系。巴特斯(Barthes)把这一特

点总结为“对这座山的中产阶级式的推销 —古老的阿尔卑斯

山，如一个神话、有山、有峡谷、有峡道、有溪流。这些都在加强一

种在物质中精神上的独处与浪漫"。 (1972:74)

沃尔特以威尔特郡 (Wiltshire) 的斯托黑德 (Stourhead) 公园

为例子，他描述道：

在这儿，游客都有这样浪漫的观念：远离社会，在大自然中独

自沉思。斯托黑德的花园是最完美的浪费之地，月牙状的湖边有

林中小径，有杜鹃花海、岩洞、教堂和一座哥特式的别墅……徒步

于幽静的花园中，漫步于自然的奇异中，如有他人出现便会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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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个环境不协调 。 (1982:298)

米山强调，旅游者凝视的典型目标是“不受干扰的自然之

美”。 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的凝视 － 我所称的“浪漫的凝视“ 。

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集体“旅游者的凝视，这与上述凝视的特点

不同 。 以下是沃尔特对另一处威尔特郡 (Wiltshire) 的别墅花园

的描述：

朗得特富丽堂皇，那儿的树木并不浓密，这样就可以从园中

看到房子，在房中欣赏树林，整个大花园的中心是那巨大的别

墅……旅游小册子上列出了园中的 28 项活动和设施……所有的

这些活动和由此引来的大批客人都符合这栋巨宅的传统：贵族式

的生活是公众的而不是私人的 。 (1982:198)

这些地方是为公众而设计的，如果空着就会令人生奇，只有

在外人来时，这个地方才令人舒服 。 集体凝视也就意味着需要大

批的人群在这些景点，如第二章讨论的海边胜地 。 这些人使这个

地方有了气氛或有一种宴会欢乐的感觉 。 这就说明这些地方就

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 。 然而，英国海滨胜地存在的问题

之一是海滨的游客不够，难以构成热闹的氛围 。 沃尔特说过：“在

阳光明媚的夏天独自走在布莱顿 (Brighton) 或莱姆(Lyme)海滩

是令人恐怖的经历 。”(1982:298)对于这些需要集体凝视的旅游

地，只有在别的游客到来时，在集体游客的凝视下，才能获得成

功 。 大城市也是如此，大城市的独特性就是令人兴奋、充满糜力

和独具魅力 。 （见 Walter, 1982:299) 

大鼠的游客不仅仅制造拥挤，而且还为各类旅游服务和产品

提供了市场，大多数游客都极具购买力，他们购买各种物品、吃

饭、喝水、出行、娱乐 。



由此，黑尔茨所说的稀缺和区位竞争主要针对浪漫旅游。 去

那种地方的游客都寻求人少，不喜欢拥挤 。 而且黑尔茨的论断还

得建立在下面这一前提之上—－ 当地的旅游景点不变。 然而近

年来，各地的旅游景点大大地增加了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提到），

远远超出了米山的“没有受到打扰的自然美＂ 。 旅游景点大址增

加的原丙之一是当代的游客大多是集体的出游者，他们喜欢游览

不同的地方而不喜欢重复地去同一个优美的胜地 。 这种初始凝

视是我所称的旁观者的凝视（见第八章） 。

那些真正喜欢浪漫独处的旅游者并不认为上述的方式是享

受大自然的旅游方式。 他们把自然神圣化了 。 （见 Walter,

1982 :300-3)我们第二章讨论过的旅游浪漫主义是大众旅游刚

刚出现时的产物，后来从中上层阶级中推广开来 。 当然浪漫游的

观念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而且是为 r寻求可变的快乐 。 旅游浪

漫主义者越推广他们的信念，那么这种旅游形式追求的东西就会

越多地受到威胁。 因为大址的游客会拥向他们推崇的目的地 。

沃尔特提到“浪漫旅游者如果游说别人信奉他们的信念，那就是

在掘自己的坟墓” 。 (1982:301)旅游的浪漫主义对千旅游在全球

的推广非常重要，在浪漫主义者寻求新奇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国

家都进入了他们视野，成了他们的旅游目的地。 在这一被特纳

(Turner) 和阿什(Ash)称为“欢乐边界”的扩张中，多样性被大大

地降低了 。 (1975 )

当代旅游者凝视越来越具有标记性，值得凝视的地方都有着

明显的标记，这就使旅游中心明显减少，很多游客都集中在很有

限的地区 。 如沃尔特所说：”这些神圣的中心是一件被民主化毁

坏的区位商品 。 ”(1982:302)相反他更喜欢这种观点”处处都有珍

品，事事都有闪光点……“你可从中找到无限的乐趣 。 (Walter,

1982:302)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只在少数几个精选出来的地方建造

旅游者的凝视，而应该更开放地看待成我们凝视的物体。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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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种现象近年来已经出现．特别是在工业、乡村及遗产旅游

中。然而沃尔特对千浪漫疑视的群体特点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

集体凝视以及很多旅游景点的区位商品引起 r很多的问题．对此

他川浪漫主义旅游观全面作了社会学的分析 。 这里．我用他的旅

游经济学的观点结束本节：

职业观念的构成者（如作家、教师、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等）

主要是中产阶级，对区位商品的浪漫主义需求主要就是形成于这

些中产阶级中 。 他们是浪漫主义旅游观的发起者、支持者和推广

者 。 相反，大多数蓝领阶层喜欢热闹 。 而崇尚保护环境的人却不

屑于热闹和拥挤。 然而这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受得到的 。

(Walter, 1982:303) 

全球化及旅游经济学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英国的海滩旅游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已经衰退 。 然而目前在大众旅游的国际化中．又有大址的外国游

客涌入到这些地方（见第一节） 。 这种旅游的国际化意味杆我们

在解释一个国家的旅游模式时必须参照其他国家的旅游发展 。

国际旅游（特别是欧洲的）意味若每一个旅游烘点都可与国外的

景点相比较（尤其是通过因特网） 。 因此当人们选择在国内的某

个地方旅游时，实际结果就是他选择不到国外的景点 在旅游的

国际化中，旅游凝视的所有潜在 H标都可以放在同 一个水平上能

过互联网进行即时快捷的比较 。

这种国际化的结果便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方提供旅游

凝视品时都强调了各自的特点 。 在过去 20 年中旅游地的定位出

现了国际分化 英国定位于历史和文化遗产旅游，这直接影响到

f海外游客到英国旅游的 H 的，及英国人在国内度假的吸引点 。



而且，英国的这种度假式的国际化旅游比其他国家发达。这是因

为英国很早就发展了团队度作太而且英国有很多历史遗迹．适合

吸引大批的国外游客．英国的经济是开放型的，旅游也是如此。

我在讨论英国国内度假业的主要特点前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关国

的团队度假业。

英国旅行社的团队度假的价格大大低于其他欧洲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大多数宾馆中，英国的旅

行社提供的价格是最低的。英国的旅游公司特别善于降低团队

成本，为英国的国际旅游创造巨大的市场。现在英国每年有1 700 

万人次的团队游(1983 年有 800 万人次）。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很

早就出现了完整的旅游公司、旅行社，他们成功地利用 f飞机运

输、计符机预定系统等新科技。（见 Reynolds, 1989:330) 

在英国团队旅游业的发展中．出现了四家大的旅游公司：空

中旅行社、首选旅游公 r小汤普森旅行社及托马斯 · 痄克公司。

后面两家目前屈千两家德国公司。首选旅游已同意与美国的皇

家加勒比公司合并。同时英国还有很多小旅行社提供杆团队度

假游，640 家 ABTA) 的会员公司的交易额还不到 600 万英镑。

（英国旅游委员会， 2000) 然而，大公司的份额都稳增 57% 。

(Chardlcr, 2000: D59)这部分是由于大公司开发 f一些更奇异的

目的地』以满足那些所讷的”后现代旅游者”的胃 f I. 而且这些公

司还可以通过大宗购买宾馆床位、机票等大大地降低团费，以吸

引更多的客人。例如，汤普森旅行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时就已经

针对不同的游客市场开发出 24 种旅游产品和宣传手册。

(Williams. 1988; 《经济学家〉， 1988 年 8 月 27 日）

由于欧洲是个一体化的市场，欧洲的旅游公司在主要的欧洲

国家都会有业务，这就附加了竞争，减少了单一国家的垄断，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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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与国之间的跨界交易和兼并。也有利于公司的纵向整合气即

某个旅游公司既有旅行社又拥有宾馆、航空公司等。（详情见

Chardler. 2000: D5 - 9)然而，根据《哪儿度假》杂志最近对假日游

客的一次调查，这些大的旅游公司被评为＂业内最差的公司” 。 最

好的 6 家公司都是小的独立公司 。 大公司中只有汤普森没有被

列在 10 家最差公司的行列 。 (Guardiar unlimited website) 

旅游行业特别适合用新技术来解决大址信息及交流的问题。

顾客已经可以通过网络系统自订飞机票及一些标准的旅游产品 。

我们已经可以想象“无纸旅行社”的出现。 顾客可参加更灵活的

团队游，如可以在网上订业内人士所称的“自由独立行“(“Frce

and Independent Travel”) 。 而且计划出行的人还可以输入要求

的参数，电脑可根据其要求进行选择，推荐产品 。

再者，随着休闲时间的增多，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渐渐地不

愿参加标准化的团队旅游，而去寻求更多其他形式的度假活动，

其中也包括独立出游 。 (Desforges, 1998)英国人参加团队到国外

度假的比例 1983 年占出国总人数的 38% , 1998 年为 34% 。

(BT A, 2000 : 5 2— 3) 这就迫使旅游公司发展多种灵活的旅游项

目 。 很多游客只要求旅行社预订机票，这是由于他们选择更灵活

自由的出游形式。当然只订机票数址的增加也说明旅游公司海

外资产的增加。（见 Pyan, 1989)这些因素可能都会迫使旅游公司

在度假的各个环节寻求更大的质证控制，这也是他们做得最不成

功的一点：到英国旅游的外国客人中，只有 12％ 是参加团队

的 － 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 (Key Note website) 巴雷特

(Barrett)认为一些游客选择独立旅行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喜欢

团队游的＂呆板”模式， 80 年代团队游就不再被认为是时髦了 。

( 1989) 

英国和其他欧洲北部各国的度假者纷纷涌向欧洲南部，在那

儿造成了空间上的拥挤。（见Goodall, 1988: 25 - 6) 下一节我将



讨论旅游业在旅游接待地的结构。但我首先分析一下英国国内

旅游服务的特点。

就国外游客来说，英国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20 世纪 80 年

代早期有 7％的美国公民持有英国护照，这一数字可能已上升至

10% ，因为每年都有大址的美国人来英国旅游。（见内阁办公室

资料， 1983)这些外国游客喜欢的地方相当集中，主要是伦敦及内

陆的一些城镇和城市。而且其中 80％是以伦敦为他们的旅游起

点的。 (SWET, 1982) 来伦敦的这些外国游客很少去省级的中

心，这些地方还没有吸引这些游客。这样，如果游客的构成形式

没有变化，而如果伦敦的宾馆床位紧缺，那这些人就会去欧洲的

其他旅游地，而不是去英国的其他地方 。 据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

到伦敦旅游的游客人数和构成没有变化，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多次

来英国。这种重复来住的客人往往都是公务旅游者，他们大多为

西欧人，35 岁以上。 (BTA/ETB Research Services, 1988) 

外国游客最喜欢的 6 项活动是购物 (82% ）、去餐馆 (77% ）、

参观教堂 (69%）、游览历史遗迹或建筑(69％汃参观博物馆或画

廊(64%）、游览历史名城或名镇 (62% ）。（BTA/ ETB Research 

Service, 1988) 2000 年竟有 2 800 万外国游客到伦敦旅游，在伦敦

停留超过一夜的游客超过 1 200 万。（见全球宾馆网络网址）我们

希望英国旅游的这些经济和地理结构的特点得到重视。

1999 年英国旅游接待业有机构 28. 8 万家，年收益 430 亿英

镑(43 billion) 。（见文化、媒体及体育部网址）除了少数大宾馆

外，很多住宿都是小旅馆的形式 。

据统计， 20 世纪 80 年代的 50 万张床位中，只有 30％属于大宾

馆，而另外的 70％属于独立经营的旅馆客栈，很多旅馆的床位不到

50 张。 (Slattey 和 Roper, 1986) 由此可见，在英国的接待业中，小资

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小规模经营的小资本分为 4 类。

第一类旅馆是家庭式的，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经营，不雇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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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这些旅馆经济薄弱，所有者和管理者没有分开，而且没有专

业的管理技术。 很多床位加早餐式的旅馆就屈于这一类 。 第二

类是“小雇主”式的旅馆 。 他们会周期性地雇佣帮手．很多客栈都

属于这一类 。 第三类是“所有者兼管理者”型的旅馆，他们雇佣受

过一定训练的工作人员，不用家庭成员，这类旅馆投资水平较高，

管理较为规范 。 这类旅馆虽然所有者和管理者没有分离，但他们

的资金并不算弱 。 很多由所有人直接经营管理的＂乡间别墅“旅

馆就属于这一类 。 最后一类是“所有者非管理者”类，这一类宾馆

有相当大的投资、正规的培训、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 。 城市中心

不属千连锁经营的宾馆大多属于这一类 。

在宾馆和接待业中，这些小资本的宾馆在市场中都显示出巨

大的脆弱性 。 这些旅馆在两年之内倒闭了四分之一。 四年之内

倒闭了一半 。 最后只有四分之－最终能存活下来，另外的四分之

三被市场淘汰 。 这一行业的变化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因此这一行

业的工作极不稳定 。 其中，”所有者兼管理者”型的旅馆能够生存

下来的最多。《美食指南 》的前编辑德各 · 史密斯(Drew Smith) 

认为 ：“正是个人开办和管理的餐馆和宾馆能够在这种激烈的竞

争和变化中生存下来，这主要是因为经营者全身心的投入 。 而且

这种旅馆往往是用家里的地产开办，不需房屋租金”(1988:22),

因此成本低 。 由此看出，这一行业变化巨大 。 虽然这一行业中也

有一些大的企业，但是其中准入（及退出）的条件及限制极低，因

此竞争激烈 。 德鲁 · 史密斯估算每个月伦敦大约有 50 家新餐馆

开业 。 在英国不同的地方开餐馆和宾馆的倾向有很大的变化。

例如，虽然克伦威尔(Crownwall) 的旅游相关的企业都比较小，且

当地人做生意的传统相对弱 。 卢 (Looe) 的一项研究发现旅游企

业的地理移动率很高。 (Hennessy et al, 1986 :16)克伦威尔的投

资者主要是外地人，而非本地人 。

商业旅游的发展对不同地方旅游相关的行业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 商业旅游由以下部分组成 ： 参会人到达会议举办地，开会，

会后的免税旅游 。 （见 Williams and Shaw , 1988b: 19) 每年都有

大址的会议在英国举行，每年大约有 100 万个会议团体参会 。

（见英国旅游接待大办会，2000)大址的会议及公务游造就了大屾

阶段性的宾馆建造热 ，例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 80 年代

至 90 年代间，伦敦就建 r大址的宾馆 。 2000 年伦敦有 23 家宾馆

开业，同时还有 78 家正在筹建中 。 （见全球宾馆系统网站；英国

旅游接待协会，2000)

过去十年中宾馆发展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宾馆行业联盟的出

现 。 这种联盟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是为 f弥补宾馆发展

中资金分散及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成

本 。 宾馆业分散，各自为营，规栈小及各宾馆饭店对食、宿、饮的

服务各不 一样，而且很多生意都具有很强的季节性。 （见

Littcljohn, 1982; Slattery ct al , 1985; Bagguley, 1987)宾馆联盟

的出现可以使各宾馆获得规模的经济效益，并具有连锁经营的功

能 。 宾馆饭店联盟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营销联盟：以区域或某一个项目的营销（如声誉）为基础，在

宾馆的营销部间进行合作。

营销与购买联盟 ： 除了营销联盟外，有些宾馆间还共同合作

对大订单进行降价 。

代办联盟：设立一个全国的或国际的代办体系，主要负责与

航空公司联系 。

人事及培训联盟 ：进行共同的培训及人事协调 。

预订系统：与其他各旅游部门联系提供全国或国际的预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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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业的国际化在旅游的各相关行业都显而易见。 例如麦

当劳在全球开了 23 300 家连锁店，而且最近又进入 f瑞士的金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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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宾馆(Golden Arches) 。 （见第四章）欧洲最具旅游吸引力的是

巴黎的迪斯尼乐园，该公园 1992 年开张后，以其 43 个景点及每

天 14 个小时的直播每年吸引了 1 200 万游客 。 迪斯尼公园已经

建成了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还将在乐园里建一个迪斯尼电影

院 。 （见巴黎迪斯尼网站）

旅游相关的行业竞争异常激烈。 而且，虽然大企业可以根据

市场压力调整投资方向，但是在短期内行业内的大多数企业都无

法做到这一点 。 这一行业有着极大的空间固定性，服务不集中，

而且口味各不相同 。 很多游客到吁地的宾馆和饭店住宿及用餐

只是因为当地有旅游呆点，因此吁地应提高各种相关设施．为旅

游者的凝视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 。 于是，当地政府会把旅游相关

的资本投入到大规模的公共旅游项目，提高或开发旅游景点 。

过去儿十年中旅游业内各公司企业追求降低成本的策略如下：

1. 扩大自助游 。

2．广泛运用信息业 。 这一行业内资源分散（如宾馆床位预

订），游客需求多样；而且游客在地域上的极度分散 。 千是，互联

网的运用便为潜在的消费者与很多当地有特色而且分散的旅游

服务之间建起了一个通道 。

3．改变劳动力的使用状况，尤其是大址聘用兼职的女雇员 。

4．通过加入企业联盟而减少成本 。

5．在旅游淡季关门或者在淡季寻找新商机；发展”过渡季

－庄，＇
下 。

6．提高产品质址（比如更好的膳食、训练有素的员工或一流

的设施），以增加收益 。

旅游的海外影响

旅游发展一直都对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 先



前在讨论区位产品时我提到了一些地中海国家，后来又对北美和

东南亚的旅游作了一些评论 。

我们在第一章就已看到，在游客和被凝视的对象 一当地的

原住民间 －— 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 很多人造景点的出现正是源

于旅游目的地”主人“和“客人“特殊的社会关系 。 （见 Smith,

1989)在旅游中，有很多因索决定着“主人”和“客人”的关系 。

1．某一旅游地游客的数址与被凝视的当地人即主人的人口

规模以及旅游地的地域之间的关系 。 例如，如果旅游地地域辽

阔，大址的游客既不会损坏当地的自然环境也不会带来负面的社

会影响 。 相反，袖珍的新加坡就不可能接待过址的游客，除非建

更多的宾馆，这又意味若得拆除那些仅存的中国传统商铺，而这

些商铺在过去就是一大旅游看点 。 同样，在欧洲中世纪风格的城

市杜布洛尼 (Dubrovnik) ，对游客的数扯也有极大的限制，因为这

座城市有围墙，而且城内人口只有4 000多人 。

2．旅游者凝视的目的地各有特色 一自然风光游（如大湖

区）、小镇游［如英国的彻斯特(Chester) ］ 、民族旅游（如新西兰的

毛里人汃生活方式游（如美国的西部）、历史古迹游（如英国的坎

特伯雷大教堂）、娱乐游（如圣安德眢斯的高尔夫球场）或者沙滩

游（地中海的马加卡） 。 对旅游地主人生活方式的游览与名胜古

迹、自然风光游相比具有入侵性且产生更大的社会紧张度。 例如

爱斯基摩人和玛萨人（Masai)对来参观他们小屋的游客收取 1 英

镑的费用（这可能会令一些游客反感）。 相反，如果游览的主要对

象是公共仪式，那紧张度就会小得多，当地人也会欢迎游客的参

与 。 例如巴厘岛的各种仪式就是如此 。 （见 Smith, 1989: 7) 

3．凝视的特点决定 f游览时间的长与短。 例如有一些凝视

在看与拍照的同时就进行了（如游览新西兰的最高峰库克山），而

有一些凝视需要更长的时间（如体验巴黎的浪漫） 。 例如，日本游

客会飞到新西兰 ，用儿个小时便游了库克山 。 而要体验浪漫的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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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则需要更长更深地接触当地。

4．为大众疑视而发展起来的旅游业在其结构中有诸多冲突。

无论是私有的还是公共的，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国际投资的，无论

涉及的资本是小还是大，无论当地人的利益还是旅游业的利润，

各个方面都涉及各种冲突。这些冲突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如

何协调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商业发展；如何支付当地员工的工资；

旅游发展对当地习俗及家庭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吁地的工艺品

为何在旅游中变得“花哨＂ r ；怎样弥补劳动力的季节性不足。

（见 Smlth,1989)

5．旅游对先前已经存在的农业及工业活动的影响。旅游会

对农业和工业活动造成损害（在 Corfu 就对农业造成损害）；旅游

还会逐渐把劳动力及资金吸引走（如西班牙的一些地方）；旅游对

于旅游资源保护的影响，旅游资源的保护足为 f旅游业的持续发

展（如 Norfolk Broads 的牛耕及放牧）。

6 ． 游客及大多数普地人之间经济和社会的差异。在欧洲和

北美主人和客人之间的关系要缓和得多，因为这些“主人“大多也

常常外出旅游咸为“客人＂。旅游是一种增进国际了解的渠道。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公众的态度由反对欧洲主义转变为支持欧汾l

主义、欧洲旅游的发展对此起到了一定的仵用。游客的大扯流动

增进了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了解，认为欧洲大陆不再那么具有威

胁性了。然而在其他地方 络客人和主人之间有很多不平等。在那

些地方 ，绝大多数当地人甚至都无法想象他们会有钱和有时间外

出旅游，成为游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发展的结果会使

这种贫富差距扩大。旅游业发展使得很多商品涨价，花费昂贵，

财富高度集中，例如印度、中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及北非的

很多宾馆非常昂贵，原因之一也是由于为游客和主人群体服务的

设施不足。

7．大众旅游中游客对住宿及其他服务的标准有特殊要求。



他们其实被封闭于一 4个环境和条件类似千西方的泡沫中，接触不

到主人社会中的很多特色。团队游客对这种要求最为明显 ｀他们

不但要求西方标准的住宅和饮食，还需要会讲双语的陪同及服务

人员进行周密的安排。这类游客很少离开西方式的旅游幻影 ． 及

其提供的安全和舒适。他们被一些旅游专家称为依赖性强的＂孩

子＂。（见 Smith, 1989 : 10— l) 节然，有时吁地的原住文化也有威

胁性如西西里岛、纽约的一些地方、佛罗伦萨等。

探索性的散客、经济状况不好的游客（如学生）及追求随意性

的游客对这方面的要求不高。（见 Edcnsor 、 1998: 《关于背包旅

游》）

8. 国家或政府的政策是十求还是阻止旅游的发展。前者例

子有西班牙、突尼斯及反威夷．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积极地

全面性地发展旅游文化．这些地方的大批游客也成 f一道背地的

风枭线。 (Smith . 1989)相反 ．很多中东石汕困家出于道德和社会

的原因，明确地限制旅游，他们采取拒绝发放签证的方法（沙特阿

拉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同样，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 ，政府

也明确阻止旅游的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悄况发生－此变化

时，西方游客仍然很少 ，他们甘时在中国走到哪儿都会受到闱观，

或是夹道欢迎享受高员的待遇。

9 ． 游客可能会因当地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发展而受到指贞。

当游客在经济七、民族及文化上与节地的居民之间差距很大时 ，

这种现象就更明显。节地居民在经历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时、

这种现象也同样明显。例如汤加人(Tonga)认为正是每年大址涌

入的游客而不是叫地过址的人口引起物价的上涨。节然要把呏

地社会和经济的不公平及存在的问题归咎给这些无名无权的外

国人是很容易的。（见Smith , 1989)再者 ｀ 当地人对旅游的反对也

就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反对 对人口的移动与改变、对新型的人

际关系的反对；对家庭及传统作用减弱的反对 ； 对于不同文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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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反对。（见“旅游伦理的全球化”一~国际旅游协会网站）

旅游的社会影响是很多因素交叉交织的结果。例如，很多人

关注旅游对地中海各国产生的影响。战后旅游的增长是地中海

各国经济和社会增长的主要特点，是西欧进行战后重建的重要标

士
丿L、 0

旅游服务对收入有很高的要求，战后随着西欧和北欧各国收

入的增长，这些国家对出国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国际游客

中，西欧游客占了 68% 。（Williams and Shaw, 1988a: 1)南欧成

了这些游客的主要目的地，发展起了巨大的旅游业。旅游相关行

业有很强的效益成本：游客的增加降低了出国游的成本和价格，

于是需求扩大，旅游人数增加。西班牙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地中

海旅游目的地 。 其他主要目的地还有法国、意大利、希腊、葡萄牙

和土耳其。 1984 年旅游收入占西班牙和葡萄牙国民总收入的

4% ，希腊的 3% ，意大利的 2. 6% 。（ Williams et al, 1986: 13) 总

的说来，旅游使财富从北部的欧洲分散到南部的欧洲，尤其是西

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 。

旅游发展产生的难题在一些国家很突出 。 旅游业的发展带来

了大批的游客，他们对旅游及相关服务的需求具有季节性；旅游服

务工作中对性别的不同需求会产生有害的社会后果；主人和客人之

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很多游客要求被包裹于舒适的“环境泡

沫＂中。在佛罗伦萨，游客的数址就大大超过了当地的居民，该市有

常住居民 50 万，20 世纪 80 年代每年的游客扯达 170 万。因此，当

时政府决定把该市的科研、商品和工业机构由市内迁出，把佛罗伦

萨变成一座纯粹的旅游城市。因此，有一些批评家把佛罗伦萨称为

一座“迪斯尼＂般的城市 。 (Vulliamy, 1988:25) 

罗伯特·格拉夫(Robert Graves)对马略卡 (Majorca) 的旅游

转变也有类似的描述：



老帕尔玛(Palma) 已经不复存在，老城的中心地段已被餐馆、

酒吧、纪念品商店、旅行社及类似的店铺淹没……邻近的海滩边

雨后春笋般地涌出一座座卫星城……橄榄树的主要用途好像已

经转变为做成色拉碗及小盒子 。 一个玛珈人打趣地说，一旦将来

这些橡树被砍了，我们只有种塑料橡树供游客从车窗眺望，观赏 。

(1965:51) 

整个地中海沿岸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这一地区是全世界

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一份联合国的报告显示这个地区的游客

有可能从 80 年代的 1 亿增加到 2025 年的 7. 6 亿 。 这将给这一地

区带来严重的食品、饮水及人力的短缺。 ［《 监管者 》 (the

Guardian), 1988 年 11 月 2 日 ］ 目前，土耳其的状况正好相反 。 土

耳其近年来刚刚成为旅游目的地，这一产业吸引了大址的国内投

资，因为大部分投资收益都是外汇 。 土耳其目前的一些旅游发展

规划不到位 。 例如波达姆(Bodrurn) 和玛玛拉(Marmara)两地的 , 

规划就很糟糕，可能近期会被拆除。一家专业化的旅游公司”只

去土耳其“已经停止了到干伯特(Gumbet) 的旅游路线，因为那儿

＂巳经不再美丽、袖珍，到处是无边的建筑物，又吵又脏，而且海滩

狭小，已无法满足这一城市快速发展的要求＂。（引自 Whitaker,

1988 :15)这种旅游快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快就会在土耳其

的西南部显现，那儿因为珍稀的古迹而吸引了相当多的个人旅行

者 。 由此，土耳其的旅游要发展，就必须在大众旅游及商品旅游，

也就是集体旅游凝视和浪漫旅游凝视之间的冲突中找到平衡 。

第二个国际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是北美 。 有趣的是，这里的旅

游与欧洲的大不一样，北美的旅游主要在车上和高速公路上透过

车窗看风景，再就是逛商业区 。 贾科勒CJakle)谈过美国如何在战

后＂沿着高速公路”重建都市、城镇和村庄 。 (Jakle, 1985 ：第 9

章，以下同） 1950 年美国 80％ 的长途旅行都乘坐汽车， 196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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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美国家庭每年远行度假．平均距离为 600 英里。

为［旅行快速便捷．也为了解决 H 益增加的车辆引起的问

题，美国快速改善了公路网。不幸的是新修的高速公路两旁风泉

单调除了路还是路。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写道：

“从纽约开车到加州几乎都看不到任何风烘。”（摘自 Jaklc 、 1985:

190)在美国的公路开车非常舒服，却看不到风杲．无法改善旅游

者枯燥的旅途 。 你无论走到哪儿都可接听各种屯台频道，美国人

随时都开若车内空涸，这一切都使乘车人 l.j外界隔绝．只能透过

车衔玻璃窥视乍外的呆色。 (Sheller 和 Urry,2000)

车窗外的风烘单涸乏味，因为在美因、连小城镇都有商业区、

他们随意拆除有特色的建筑．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的设计。贾科

勒用“平府”来形容这些烘色。商业带随处可见，于篇一律，没有

两重性，也没有复杂性一-气而正是这些两重性和复杂性才能使一

个地方有吸引力。这些风姚功能单一，就像诸如发节劳、 11如1 酒

店这样的大公司开的连锁店－— 外观相似．标准一致。开乍旅游

成了美国战后的－道风杲，克伦斯 (Kerouac) 的小说《旅途》及屯

影《便捷的开车人》中都有反映。哈姆贝特(Hambcrt)总结道：“我

们到处都去过，但是什么也没有乔到 。”（引自 Jaklc, 1985: 198) 

北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对这一烘

色的描述总免不了许多夸大。（见 Shields, 1990)有些观赏者说他

们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一壮观。这个大瀑布是个奇迹，是自然

的鬼斧神工之作。然而一系列的转变使尼亚加拉瀑布超越了旅

游者凝视的物体。在 19 世纪末期，大瀑布成为蜜月及恋爱者的

天堂。希尔兹认为大瀑布成为令人羡慕的浪漫之地，在旅行中大

家互相都不认识，在这优美的环境中，在放松愉悦中．中产阶级严

格的社会习俗有 f松动。瀑布犹如那喷泄的感情，无论是爱或死

亡，这瀑布都升华着游客的情感。游客们希望壮观的大瀑布能够

升华人们日常的经历，体验瀑布的旅程被比作教徒的朝圣之旅。



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写道：那是一个

“暴怒与泡沫的世界．令人目眩的峭庄·从天之巅奔流而米的大

洋＂。（引自 Shields. J 990)然而近年大瀑布对于蜜月的象征性已

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陈词滥调．现在瀑布代表祚伤感、性和商业

奇观，好像大瀑布只有通过这此形象方可观出韵味 。

一个自然的尿物被转变为迎合商业和公共口味及各方利益

物品，凝视的本身经历 r 巨大的转变 。 1 8 世纪时，大瀑布只是一

个自然烘观； 19 世纪时，这里是新婚燕尔的乐上；而在 20 世纪末，

这儿聚集 r大批开乍旅游者．瀑布象征若奇观、性和商业发展。

这使人想起 r东南亚的所谓“性旅游”．日本商人特别话欢这

种类型的旅游。（见 Mitter. 1986:64-7)很多日本公司奖励成绩

突出的男性员 L,为他们提供包含一切开销的性旅游，为他们在

妓院的消费头单 。 韩国的儿位部长赞扬这此为韩国的经济发展

作出贡献的“小姐”们、 1［律宾和泰国也有性服务行业 。 这些国家

都鼓励旅游业大址发展”服务小姐".旅游部也积极发展各种形式

的妓院 。 ( Mitter. 1986: 65) 到这些旅游地的团队很多都要求接

待地提前为他们挑选“服务小姐＂。 这些小姐挣的钱只有

7%～8％屈千自己。泰国有 50 万如女从事性服务工作，曼谷大

约就有约 20 万名 。 （见 Lea, 1988: 66 — 9)这些国家形成这种模

式的背泉如下：强烈的夫权制．妇女不是“夫人 1处女＂．便为＂荡

如“；而且富有国家的男性认为肤色较深的妇女更温柔顺从；这些

国家的父／夫性行为不检点，而且家庭暴力泛滥；大址的农村人门

流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大址的”专门”旅游公司及网站的出现为

“性旅游者”提供了方便。（见 Enloe, 1989; Clift 及 Cartcrl999;

见第 8 章）

类似的服务在其他地方不太突出 。 新加坡在其旅游宣传中

从不提性旅游，广告中只提到迪斯科舞厅及亚洲风格的表演。 这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旅游目的地处遗憾的是没有突出其亚洲的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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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在宣传中更多地强调其现代的购物中心，而且新加坡还把

很多中国式的建筑拆除，建成现代化的宾馆，其中还有世界最高

的宾馆 。 新加坡虽在东方，但已不是东方的风格，这是一座现代

的城市。

结论

旅游的结果很复杂而且冲突颇多 。 毫不奇怪，发展中国家希

望通过旅游发展经济，但这就产生了诸多问题 。

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发展，如肯尼亚的＂娱乐游＂、墨西哥的

“民族游＂、赞比亚的“体育游＂，都不是由内向外自然发展的模式 。

这些旅游形式的发展往往是由千一些外部的条件：科技的发展，

如廉价的航空旅行、计符机化的预订系统；资金的发展，其中包括

国际洒店集团等的发展、旅行社及个人金融机构的发展 。 ＂浪漫＂

, 游在世界上的推广，使越来越多的人想避开现有的大众游的模

式 。 发达国家的财富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反之是发展中国家

的文化对发达国家的吸引力，而旅客对千旅游地的游览更多的是

表面走马观花式的，他们更注重去过多少地方。

旅游的收益常常低于预期 。 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旅游投资项

目都来自北美或西欧的大公司，因此很多收益也归他们所有 。 游

客的花费有 20 %,..._, 60 ％ 留在目的国 。 （见旅游相关网站）在毛里

求斯，旅游业中外汇的 90％返回到外来的投资者手上 ； 这种回流

在其他地方也非常普遍，因为旅游业正在进行着垂直化的融合 。

（见 Crick,1988:45 )

另外一个问题是：旅游会引起当地物价的上涨（新加坡又避

免了） 。 在这些地方无论任何东西，只要是旅游者需要的，那东西

就马上上涨 。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为谁发展旅游？很多为发展旅游而修建



起来的设施如机场、高尔夫球场、豪华的宾馆等，对当地人几乎没

有什么用处。旅游赚来的钱在当地人中的分配也极为不均，而且

这些发展旅游的发展中国家获利也极低。这当然是由于对当地

旅游的投入不同造成的。最后，很多旅游相关的服务业都是低技

能的，因此又会复制出以前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问题。 (Crick,

1988:46) 

然而，我们必须要问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否有除旅游以外的发

展之路。虽然发展旅游有很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但他们除此之

外没有太多的选择。至少，通过旅游，他们可以吸引北美、西欧及

日本的游客。

下一章我关注一个刚刚提到的问题：旅游相关服务中的工作

本质。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同样重

要，因为旅游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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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旅游行业中工作

概论

我已分析 f旅游凝视中的许多不同因素 。 上一萃我们注意

到这种凝视有两种形式：浪漫的和集体的 。 这一差异同旅游相关

产业的结构类型有关系 。 我也注意到在有些情况下（如尼亚加拉

大瀑布），我们更多地在溃视一些以前的文化形象，而不是那个实

际存在的物体。旅游行业也出现了一些巨大的结构性的革新，如

托马斯 · 库克 (Thomas Cook) 发明的赠券系统、豪华的假日野

营、旅游管理公司、快餐零售企业、互联网预订系统，等等 。

这一章我将讨论在旅游服务中涉及的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

一方面，旅游中有一系列符合游客品味的社会文化活动，游客到

这些地方去，体验当地的文化，与当地的人在一起 。 而另一方面，

我们还为游客提供各种以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旅游服务 。 千是

出现了大型的国际旅游行业，为这个大型市场的各个环节、各个

部分服务 。



在旅游文化活动和服务行业间存在着很多冲突 。 服务行业

如交通、宾馆、娱乐业，他们关注的都是消费者的服务 。 这种供求

关系问题很多。 旅游者的凝视是围绕着该文化的奇异性来构建

的，因此提供的服务也不能影响或削弱凝视的质扯，而且还应该

提升这种凝视质显 。 而旅游服务业的从业者常常是收入低的当

地人，要确保服务的质扯达到游客期望的高标准，那就给管理带

来了很多的麻烦 。

在旅游相关的服务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地理及空间的特

征 。 首先，我们必须在旅游地及附近提供这种服务 。 这些服务的

发生地很固定，不能移到其他地方去 － 这是空间的固定性 。 其

次，这些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空间距离上非常接近，这是很

多旅游服务产品如餐馆等的本质特征 。

提供服务

对于制造的产品，其组成一般都很明确，然而在服务业里就

不一样了 。 （见 Baggulcy et al, 1990 ：第三章）马斯(Mars)和尼科

(Nicod)叙述 r服务在界定上存在的问题：

“服务”指一种超乎人们所期望的行为或物质 。 在移动饭馆

里，“服务”可以是微笑着递上一个酱瓶 。 在法国的萨瓦 (Savoy),

“服务”可能是送上一道精美绝伦的菜肴，或者是想尽办法投顾客

所好。

顾客为服务付费越多，要求得到的服务就越好，越个性化

(198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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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段话同样证明劳动力的费用是服务工作的中

心-不管这种劳动是简单地递上一个酱瓶还是更广泛而且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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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歧视性的工作。旅游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劳动力成本

在总成本中的比例很大 。

再者 ，制造业中，技术革新可以大大降低单位成本。 而以纵

向比较 ，服务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 因此旅游业内的雇主们

都会想方设法控制这种成本 。 然而，大多数服务型企业无法以麦

当劳的方式控制成本——麦当劳的劳动力成本只占销售价的

15% 。 （Percy and Lamb, 1987) 

在旅游相关的各种服务中都涉及劳动力的使用 ，而且在旅游

的社会互动中均涉及一个或多个服务商以及一个或多个消费者 。

这种互动本来就是一种购买的服务。 （见 Leidner, 1987) 购买服

务也就是购买了一种社会体验。 例如，萨塞 (Sasser) 和阿伯特

(Arbeit)认为：”即使汉堡很好吃，但服务员脸色阴沉，那顾客也不

会再光顾 。 ”(1976:63 )很多服务都需要与顾客近距离接触，而且

顾客牵涉其中，因此要将这一系统理性化很困难，因为其中也会

有顾客的因素 。 （见 Pine , 1987:64-5) 

在服务的过程中需要服务者和消费者的社会互动，除非服务

可以物质化，不然，在服务的过程中总有服务提供者及服务的消

费者之间的接触 。 旅游服务人员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和消费者接

触少的；另一类是和消费者接触多的 。 对于前一种类型，雇主会

最大限度地通过技术改革来减少或理性地分配劳动力 。 雇主会

招聘第二类员工并培训他们在人际交往及公共关系方面的能力 。

(Pine , 1987: 65)但这种分而对之的办法也有许多不足，比如厨师

和服务员，在工作中就少有接触，要维护这两个群体之间良好的

关系并不容易 。 在一些结构复杂的地方，比如宾馆，在这些地方

也无法把顾客限制于一个固定的空间 。 这里顾客的需求复杂而

多样 ，雇主只能把服务人员置千一个相对灵活的工作状态 。 如果

两个群体之间有太强的民主性，也不易组织和管理 。

而且，服务商的社会构成( social composition) 也有可能成为



“卖“给顾客的部分（至少前台的服务者是这样的） 。 换句话说，这

种“服务”由提供服务的过程组成，这个过程包括了服务者的社会

特性、性别、年龄、种族教育背景等 。 当一个人购买了某种服务，

那他也购买了这一服务提供者的社会构成。 （见 Hochschild,

1983)有的时候在购买服务的同时，也购买了别的消费者的社会

构成，例如在旅程中，你得近距离地与其他消费者相处 。

现在我来分析在提供服务时“劳动”的重要意义 。 由千劳动

本身是服务产品的一部分，这就为管理带来了麻烦 。 服务的时间

越长，与消费者的距离就越近，对消费者服务的质证就越重要 。

因此，在有些行业中雇员的言谈、举止、外表及个性都被认为是企

业管理控制和合法干预的范围 。

马斯和尼科注意到『服务与被服务双方对服务中遇到的常

规和紧急情况看法的差异 。 (1984:34 — 5)服务的接受者会把一

切问题都视为紧急情况（比如“一块过熟的牛排＂），而服务的提供

者必须以常规来处理。 在一些有声誉的豪华宾馆中，消费者付出

f昂贵的费用，期待高度个性化的服务，这个时候，此类情况就不

能完全被看做是常规问题 。 相反，在便宜的酒店，员工巳习惯一

切类似问题都是常规问题，就连日常出现的紧急悄况也视为常

规，这是因为他们工作繁忙，劳动强度也很大，所以他们也练就了

一套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

另外，不同的顾客对这些问题的反应也大不一样 。 马斯和尼

科认为在廉价宾馆，人们期望的是快速的服务，对服务质扯不是

特别在意 。 (1984:37) 而在顶级宾馆，顾客期望其各种要求都能

得到满足，他们还希望服务员能预先感知他们的需求 。 然而，在

中间等级的宾馆就容易出问题，在这种地方，服务的水平和形式

的界定并不明确 。

加百利 (Gabriel) 描述了英国一个绅士俱乐部提供的服务。

(1988 ：第 4 章）这一俱乐部为其会员提供非常体面的传统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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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俱乐部同时还提供：

各种无形的服务，在这儿你可以会见高级的人物，客人可以

享受高档的款待；你可以与各种上流人士交流信息，这儿每天都

有不同的传统表演，这个俱乐部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传统一 旧式

的传统。 (1988 :14) 

加百利进而说：＂这个俱乐部成功之处是其无法理性化分析

的｀无形的服务'。”(1988:14) 他们不只是供应餐饮，同时还提供

许多无形的服务。

这类服务涉及我们所称的“感情工作＂。在服务的过程中需

要面带微笑，待客友好而且态度真诚。 (Hochschild, 1983) 马歇

尔(Marshall)在他研究的宾馆中注意到：宾馆一再要求服务员”迎

合“顾客——微笑、问候，如果有时间，还要求他们与顾客交谈。

(1986:41) 因此，很多服务业需要对顾客进行公开的，能被对方感

知的“情感工作＂。如航空服务人员，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把人

的情感商业化。其他职业更多地强调一种在服务者和消费者间

建立一种“真诚＂的情感关系而不是职业化的、无感情的微笑。

（见 James, 1989)然而这种要求很苛刻而且难以做到，不易被顾

客察觉，而且也不一定得到回报。从事这些职业的大多是女

性——这不是巧合。

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认为美国航空公司在 20 世纪 70 年

代中期撤销管制之后，空中服务人员的劳动强度被加大一”他

们的笑容少了，笑的时间也短了，眼里没了光彩，这就没有完全把

公司的服务宗旨传递给顾客。这是一场留住微笑的战争”。

(1983:127) 

即使公司知道服务人员没有对顾客进行期望中的服务，也难

于对这种服务质量的下降进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



对空中服务人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公司对服务人员

的性别、年龄、体重、首饰、化妆、鞋帽、微笑、行为等的要求相当松

散 。 特别是近年来输送的旅客越来越多，情况就更糟糕。 （见

Wouters, 1989)对此，旺特斯(Wonters)作了如下解释 ：

现在的飞机成了一个大熔炉，各种民族、各种社会阶层及身

份的人都挤在一起，空勤人员和乘客的接触的行为举止也不如以

前那样标准化，而是更灵活、随意…… (1989:113)

服务行业中的很多服务人员都是低工资的低层人员，他们很

少接触整个企业的情况，他们大多是女性 。 这其实隐含着公司对

顾客实行的“性”服务 。 （见 Adrkins, 1995 ) 这种服务都有一种适

当的模式 。

消费者对很多服务的消费其实只是送上服务的那一刻 ： 空姐

脸上的微笑，饭店侍者的愉快的招呼，护士眼中的同情，等等 。 其

中管理的难题便是：如何确保恰如其分地送上服务，既不让顾客

感觉受到侵犯，义不会与后台薪水更高男性员工发生摩擦。 （见

Whyte, 1984) 

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 (SAS) 的前总裁简 · 卡尔森 (Jan

Carlzon)把送上服务的这一刻称为“重要时刻＂。 他说在 SAS 每

年有大约5 000万个“重要时刻＂，这是顾客与 SAS 员工接触的时

刻，每次大约延续 15 秒钟 。 正是这一次次的”重要时刻“决定着

SAS 的成功与失败 。 他认为公司应该围绕杆”为顾客服务”这一

宗旨重新建构 。 因此，贞正送出服务的人一－ 公司的＂步兵”们最

r解“前线”的悄况 ． 他们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便能快速、高

效、礼貌地为顾客服务，满足顾客的各种需要 。 这也意味右前台

员工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他们是“重要时刻＂的提供者 ． 他

们工作的动力和动机对公司至关重要 。 卡尔森同时表示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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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为宗旨的企业中，个人在做决定时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

个人不应高千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提供者本身就是“经理”，他们

应该以顾客为中心。

另外，我们也可以宾馆、酒店的管理为例，格林(Greene) 就是

什么使客人一次又一次地入住同一个宾馆 (1982) ，认为这与酒店

的硬件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洒店员工与客人间的相互认同。格

林说客人最高兴的便是走进一家酒店能看到熟悉的面孔，打招呼

时服务人员能叫出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房间号。他提出一套办法

帮助酒店服务员记住客人的名字，这样他们就能在“重要时刻“使

用 。 波特饭店集团就充分利用了这种策略，他们设计出一套办

法，帮助员工尽址多地记住客人的名字 。 记住 100 个或更多名字

的员工成为“百人俱乐部”的成员；能记住 250 个或更多的，则进

入“250 俱乐部”。 有一个女经理成功地记住 2 000 个客人的名

字，创造了英国的最高纪录 。 (Lunn,1989)

韦尔什(Welsh.1989) 的研究也是“重要时刻＂的例子 。 他到

12 家旅行社咨询到地中海度假的事宜，结果发现他们的服务远远

不能令人满意，有一些甚至很糟糕 。 韦尔什指出这种服务会对公

司的形象造成损害：＂一个穿着一家大旅游公司制服的员工，他的

态度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家公司对顾客的态度。”(1989)

关于服务业，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 很多服务的成败取决

于所处的环境，取决于服务发生地的无形和有形的环境，例如一

个旅游公司内部的家具反映公司的形象、飞机内部陈设呈现的安

全感、乡村旅馆的古典家具、一个旅游胜地具有历史风貌的建筑

等 。 换句话说，很多服务是与环境相互关联的，如室内的设计、房

屋的建筑风格等。我们不应该在不相称的社会和物理的环境下

提供服务，因为我们服务的一部分、顾客消费的一部分，其实就是

提供服务的场所 一－环境。旅游相关的服务更是如此。

再者，在当代社会里，很多服务的质址都会受到争议 。 原因



如下：这些服务能够满足相当多人的需要；人们用相当长的时间

消费服务，这些服务是依次而不是同时进行的（见 Gershuny,

1987) ；人们对企业及服务质址越来越挑剔。因此，服务企业面临

本来就存在着争议的“服务”时，便有诸多困难。

服务本来就是无形的，虽然有一些有形的成分，如餐饮或旅

程，但最关键的成分仍然是无形的。在卡伦 (Callan) 对乡村小旅

馆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这里，对服务的关注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生产、处理

的方式，以及服务人员的举止、知识和态度，还有服务场所的环

境……总的说来，质桽明显的是难以衡量和控制的。 (Callan,

1989:245) 

最后，不同的社会对服务质量的看法也不一样。在敏特尔

(Mintel) 的一项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认为英国的商店店

员能力不强，而且态度不好。这样说来，英国的服务标准似乎低

于美国（但不是纽约）或日本。（见《星期日时报》1989.10.8)

这些服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适合于旅游服务的另一个关

键类型：餐饮业。

接待顾客

接待业的发展有着悠长而复杂的历史。现在人人都享受接

待 —－ 餐馆、酒吧、咖啡馆，这些是当代社会中的公共空间。这与

19 世纪的伦敦大不一样了，当时所有高档的场所都是私人或半私

人的。（见 Mcnnell, 1985 ：第 6 章）主要有两种形式：伦敦的私人

俱乐部(1820 年后开始增多）；另外便是私人旅馆。旅馆里没有公

共餐厅，客人只能在各自的客房中用餐。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

代之间，随着铁路的修筑，人们的旅行逐渐增多，因此伦敦适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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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了大址的大宾馆。这些新修的宾馆不再是私人的，里面的公

共餐厅至少己对富有的“公众“开放，并很快成为时尚。门内尔

(Mennell)认为这些宾馆的排他性不是因为它们属千半私人的

某个社会圈子，而是因为其昂贵的价格。这些宾馆也已经不是属

于男人独有，而是富有的男人和女人的“公共＂场所，他们到那儿

去见人，被别人见。他们以某种时尚的形式进入这个公共的空

间。（见 Finkelstein 1989) 

这些新修的宾馆为了满足顾客快速就餐的需要，进行了很多

结构性的改革。这次革新的关键人物是埃斯科菲尔 (Escoffier).

他给接待业带来了巨大的转变。以前厨房被分割成许多区域，每

个区域都由一个厨师负责，专门做某几种菜，每个厨师的工作都

是独立的。埃斯科菲尔把厨房按照操作程序分为五个区域（例

如，烤炸区负责做烤、煎、炸的菜；酱汁区专做各种酱汁），这五个

区域分工明确，合作密切，每一道菜都由几个区域的厨师共同协

作完成。这一改革打破 f手艺人各自为政的传统壁垒｀创造出了

一种全新的、以专门分工和互相协作为前提的劳动分工模式。

(Mcnncll, 1985: 155-9) 

以下我以马斯和尼科 (1984)对宾馆及其他接待地主要特点

的总结为基础，来讨论近年来厨房内的劳动分工。第一点是特殊

的管理。因为这类服务的要求各不相同，而且不可预测，因此管

理部门只好用特殊的办法来应对不同的要求及不可预测的情况。

为了对付这种不可预测性，管理者一般不与员工签订集体性的合

同，而是选择个人的合同形式。每一个雇员都要求分别与管理者

谈话，签署各自的合同。对这些雇员，公司一般有一个总体的奖

酬制度，包括基础工资及一些正式的津贴，比如免费住宿；半正式

的津贴，比如小费及非正式的一些机会。 (Mars 和 Nicod, 1984) 

最后，企业对于核心员工和打杂的员工也有区别，前者获得更多

的非正式奖酬。



以下便是怀特(Whyte)在研究中总结出来的餐馆的特征。餐

馆是生产和服务的结合体一 它不像工厂，是个纯粹的生产单

位；但它也不像商店，是个纯粹的服务单位 ：

餐馆生产必须马上消费的易坏的产品，在自己的店内销售。

这类企业成功的关键是很好地掌握供给与需求，并协调生产与服

务的关系……这就把对人员的管理放到了笫一位……餐馆必须

为其工作人员创造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不然，它就无法为顾客

提供满意的服务。 (Whyte, 1948: 17—8) 

这里指出了一个事实——餐馆是生产和服务的结合体。其

员工生产的食品很容易坏掉，同时这一项工作的节奏变化也很

大，很难有统一的节奏，因此，员工间的协作也很困难。 (Whyte,

1948:18—9)餐馆的工人其实有两个老板，一个是雇主或是餐馆

的管理者，另一个则是顾客。餐馆员工的报酬就取决于这两方的

满意度。再者，地位低的雇员，如侍者会听他们的上级 － 厨师

的使唤，但这会使他们心生怨恨，并消极怠工。马斯和尼科认为

在高级宾馆或餐馆里，这种冲突可能会小一些，因为这些地方对

质址的要求很高，而对速度的要求相对低一些。 (1984:43-7) 怀

特讨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一~加强厨房和侍者间的沟通，但

避免厨师和侍者面对面的接触，这样就可以减少摩擦。

马歇尔还研究了接待业中被怀特忽略的一点：当服务人员和

顾客见面时，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交织关系 － －劳动

与休闲。马歇尔认为如果怀特”用类似的办法调查员工和顾客的

关系，他就会意识到｀工作地点＇只是餐馆员工文化的一部分”

(1986 : 34) 。他的调查显示，餐馆的主要特点是劳动与休闲的交

织。

马歇尔感兴趣的是餐馆中的一个矛盾 ： 餐馆的工作条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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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但是员工却没有抱怨 。 那儿工资低，工作时间异常的长，而且

工作非常灵活，但是员工对糟糕的工作性质及富有的老板少有怨

言 。 而且餐馆业内几乎都没有工会（见 Mars 和 Nicod, 1984: 

109) ，员工也少有公开地以群体的形式进行对抗的 。

马歇尔认为这一行业内员工的忠诚可以解释为：雇主家长式

的作风再加上行业内特殊的薪酬制度 － 这可以使员工唯命是

从 。 然而，马歇尔经过参与观察总结道”府主让雇员认为他们不

是为薪水而工作的“( 1986:40) 。他们几乎不用工作一词。毕竟

这一行业提供的是休闲 。 很多顾客是这些雇员的亲戚或朋友，而

且在不忙时，径馆允许他们与客人交谈，甚至可以加入正在进行

的休闲活动中 。 餐馆并没有要求他们上班要准时，他们可以自由

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而且雇员的很多闲暇时间其实也是用在餐厅

吃饭或酒吧喝酒 。 因此，工作和休闲的界线并不太明了，员工每

天做的事情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马歇尔认为旅游相关的服务

及休闲业的工作环境及特点很相似（快餐店大多没有这些特征） 。

然而随若新技术的出现，接待业的本质也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 。 我在这里将论述奇弗斯 (Chivers)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做

的一项普遍性的调查 。 (1973 ：见 Bagguley, 1987) 

这一行业的工作文化及环境的特点决定 f行业内厨师中间

没有积极的工会组织及强烈的群体意识 。 厨师（尤其是私人宾馆

和饭店的厨师）都有以服务为本的思想，他们对工作很有奉献精

神，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有趣而且是技巧型的，工作中有很

大的空间发挥他们的手艺 。 厨师和掌勺人不一样，前者认为他们

是在高档餐厅里服务高档顾客的精英。 这种有历史渊源的定位

使其不同于一般的“职业” 。 在这一行业里，他们有很多机会成为

企业的管理者或老板。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宾馆及接

待业的厨师成为老板及管理人员的机会比其他行业高三倍（见

Chivers, 1973) 。 这就使这一行业内的厨师认为他们的职业与众



不同，他们只要好好千就可以得到升迁，甚至拥有自己的企业 。

但是奇弗斯认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大扭的新技术也改变

若厨师这一行业 。 很多电器产品代替了以前手工作业；而且，”便

利食品“得到广泛推广：

在餐饮业，厨艺受到了以便利食品（干燥食品、维装食品、冷

冻食品）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威胁。 人们对此表示怀疑和沮丧的同

时，也认可了这种食品的好处 。 便利食品方便快捷，既减少浪费，

又省了力气。 但是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厨师担心由此失去厨

房艺术的魅力曹精美的佳肴受到践踏。 便利食品占主导之后，原

来在厨房完成的工艺向后移，转到了工厂生产的环节 。 结果冰冻

肉、鱼、蔬菜及甜点进入厨房，只需要在吃前用一点点烹任技术热

一下即可（微波炉的利用更简化了这一过程） 。 （ Chivers 、 1973:

650—1) 

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显示悄况并非如此。 加百利提

到很多餐馆把便利食品和高技巧的烹任菜肴并列而陈｀用哪一种

类的食品主要取决于员工的数扯及当天接待客人的要求 。

(1988:30- 54) 因此，厨艺并没有受削弱，而且还将成为重新推广

的技艺 。 后来在对一个冷冻食品的厨房的研究中，加百利表示我

们完全有可能把厨房变成流水线 。 他采访的一个雇员说：“这不

是厨房，这是条流水线，但我们却没有制造业的高薪水 。”

(Gabriel,1988:57)对于厨艺，我们很难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因

为其中涉及许多无法在正规的厨艺培训学到的东西，这门技艺涉

及个人的智慧、判断力、敏感性及自主性，这在当前许多名厨做菜

的流行电视节日中也可看出 。

巴古利(Bagguley)认为宾馆厨房技艺变化可分为两个不同

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性别含义 。 (1987) 第一阶段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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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50~60 年代间．这一时期大屈的厨房手工活开始由各种机

器完成，这使得妇女成为厨房帮手及厨师的可能性减少。第二阶

段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是一些半成品食物的出现。这又使相

当数址和比例的妇女成为厨师。

但我们也可以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代表着第三个阶

段，这一时期快餐食品业发展迅速，出现了莱维特(Levitt)所说的

“服务业的工业化”(1981 ，见 Ritzer, 1996) 。这种“工业化”的食品

生产于可预测、可计箕、标准化和常规化的环境中，而且大多是特

许经营的。一个接受加百利访谈的总裁承认快餐食品不再是“一

个以厨师为主的体系，这是一个以管理为主的系统“(1988:92) 。

这些快餐食品公司在全球发展生产、服务、销售网络，而且差异很

小。因此非洲的麦当劳和美国的麦当劳一样的“美味＂。这种全

球性企业网络的控制和管理取决千一个庞大的资源分配系统，广

告和品牌推广系统，质址监控系统，员工培训及企业形象与文化

的内化系统。然而，麦当劳这个庞大的快餐巨舰，每年有世界人

口的 0. 5％光顾。 (the Guardian,2001,4-6) 

麦当劳的产品如巨型汉堡或鸡排汉堡等改变着人们的饮食

习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习惯，如到外卖餐厅买

标准化的快餐食品（英国第一家快餐食品店开于 1962 年）。快餐

食品改变了原来固定的用餐时间，用餐变得灵活、快捷、方便。尤

其是当人们外出旅游时，快餐食品的好处便大大显现。

麦当劳创造出新型的工作类型—－ 低技能的标准化工作。

这很适合那些常常在世界各地周游的年轻人，并大大增加了年轻

人（特别是 21 岁以下人群）在接待业劳动力中的比例。 1986 年麦

当劳在英国雇佣的 15 000 名工人中，有 75％的年龄在 21 岁以

下，他们大多是兼职工。到快餐店找第一份工作．是很多英国年

轻人最常见的选择。一个快餐店的经理解释了他们招募的政策：



我们只能招收年轻人，因为快餐店的工作节奏很快，年纪大

一些的人适应不了这种工作和节奏。而快餐业以其干净、快捷的

形象，吸引着众多的年轻人。（引自 Gabriel, 1988 : 97) 

在这样的地方，年轻的雇员们必须学会怎样在一个对顾客程

序化的模式中定位自己。那里都有固定的说话模式（有时该说的

话都印在菜单上汃他们还得学会公司固定的微笑模式。一个快

餐店的员工说：

这一切都是假装的，以一个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意义的微笑装

作是在为顾客提供个别的服务。这一点我们知道，公司也了解，

甚至连顾客都明了，但我们还是得这样装模作样。 (Gabriel,

1988: 93; Ritzer , 1996) 

虽然快餐业内几乎一切都是规则化的｀但是这此规则也常常

因为一时客人太多或工作太枯燥而被打破。管理方对此一般也

是睁只眼闭只l凡因此员工也保留若一点主权，把自己的个性带

进工作中，不然他们会觉得工作太过于单凋无聊。 (Gabriel,

1988 :107) 

我原来以为在这一行业中，每个国家都辽循若同样的程序。

然而，门内尔的研究表明英国和法国就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

“管理”的职位历来都在企业中占着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一些大的

宾馆饭店里，而且英国一直都对厨师这一职业有歧视。 (1985 :

195)然而在法同，厨师已发展为一种白领职业，并在法国社会中

享有很高的地位。门内尔认为·与法国相比英国的情形造就了大

蚁低技术的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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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劳动力

在旅游相关行业中，几卜年以来都以灵活用工为特点，要[

解这一点需要仔细研究这一行业中性别关系的变化，因为用工的

灵活性取决于劳动力中的性别差异。（见 Bagguley, 1991) 

阿特金森(T. Atkinson)把灵活性分为四类(1984) 。首先是

数址的灵活性，公司根据产出的不一样而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

包括半工、零工、短工，等等。第二，功能的灵活性，由于工作任务

的不一样，雇主要求员工承担不同的工作。第三，距离策略的灵

活性，把公司内部［作的员工，通过再签协议或相似的安排调到

对外的市场部门。第四．薪酬的灵活制，雇主对于多技能及工作

灵活、贡献大的员工给予薪酬奖励。这些管理策略有利于在关键

岗位和边缘岗位间调配公司员工。

阿特金森的文章主要讨论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制造业内对员

工的重新调配。（见 NEDO, 1986; Dollert, 1988) 然而，服务业长

期以来同样具有这些形式的灵活性。例如，旅游业内大址运用着

薪酬灵活制，使这一行业内少有行业工会，也少有争端（即使在大

的宾馆，也很少有雇佣双方的争端）。（见 Johnson 和 Mignot,

1982)而且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接待及宾馆业已明确地把功能

和数址灵活性作为管理的目标。下面这个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

证明：

全面灵活地使用员工已经大大改变了传统的用工模式。在

很多宾馆，员工的职业结构及工作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很明显，

各个部门都在灵活地使用员工。（劳动部， 1971:31)

以下是对一个 20 世纪 60 年代的客房服务员一天工作的描

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用工的“功能灵活性” :



……准备并侍候客人的早茶；然后为客人准备早点，并侍候

他们享用完毕；之后便整理床铺，打扫房间和卫生间。休息一个

下午之后，帮助准备晚餐，并侍候客人用餐；兼职工还得值晚班。

（劳动部， 1971:31)

厨房里也有类似的灵活性：

很少有宾馆还保留着传统的厨房工作团队，已经很少雇佣厨

房的总指挥、烤肉师、酱汁师，他们的位置由一些不太专业的厨师

代替。同样，雇佣早餐厨师的也少了，他们的工作由助理厨师完

成，这些助理厨师还做厨房里的其他活。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方

便食品，准备蔬菜的劳动减少了。厨房里大壺使用助理来做以前

由各级厨师完成的活。（劳动部， 1971:31)

这个报告还提到宾馆大址使用兼职工来满足一天中的顾客

人数的波动，也用季节性工人以适应旅游的季节性，或者把某些

功能如洗衣，通过合同转给其他企业代理。（见 Ball,1988 ，关于

季节性）

对宾馆及接待技能的研究显示出功能灵活性的重要性。

(ETAC , 1983)这些技能分为五类：食物的准备与烹钰；食物及饮

料的服务；食物及饮料的处理与储存；清洁与清洗；管理工作；监

管活动。以下这个调查可对此做出总结：

三分之二的受调查者在这类行业中换过至少三次工作。约

有 90％的受调查者至少换过两个地方。管理职位的员工换工作

的选择最多，其次是厨房里的工作。收银台和前台办公室的工作

最难找。三分之一以上的技术工人说他们至少在四个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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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小的企业工作的人 － 工作的灵活性最大，他们换工作

的频率高于大的企业里的员工 。 (ETAC, 1983: 9) 

在各种灵活的工作中，都有性别分工。 (Bagguley, 1991) 男

性职位的功能灵活性更大。 ETAC 的报告也显示：“明显表明男

性的工作灵活性更大，女性大多做操作型的工作，他们工作的变

化不大 。”(1983:9)

操作性的职位——厨师、侍者、厨房帮手、客房服务员、清洁

员工等大多数都是女性，而且这些女性雇员大多是兼职工，这也

就是阿特金森称的“数猛灵活性”。 1984 年，英国宾馆中 80％ 的

兼职工都为女性 。 （劳动部， 1987)这类“数扯灵活”的工人通常无

法做到“功能灵活” 。 大多数兼职工人（多为女性）没有机会学习

各种技能和经验，从而无法像全职雇员（全为男性）一样成为具有

功能灵活性的人 。 因此，雇员的性别差异就决定了男性和女性会

具有什么形式，以及他们各具什么形式的灵活性 。

灵活性的培养受制于很多因素。 旅游相关的服务只有在顾

客要求时方能提供。 由此，这一行业普遍使用临时工、兼职工以

及可胜任多个职位的员工 。 在很多旅游服务中，员工必须是多面

手 食品的加工、服务、娱乐、住宿安排、酒吧服务等 。 千是，他

们有机会发展灵活性，学习各种工作 。 同时，这些企业的行业风

气也是因素之一 。 由于这一行业没有大的工会组织，各类雇员间

也缺乏组织，因此对企业的新工作、新任务，雇员内部不太会出现

正式的、有组织的对抗 。 我们前面已经知道这一行业的管理风格

比较随意，主要依靠非正式的奖酬制度 。 (Whyte, 1948; Mars and 

Nicot, 1984) 

格兰(Grang) 在剑桥的一个“主题“餐馆进行了一项关于非

正式化服务风格的研究 。 (1994 ；见 Grang, 1997)他注意到那儿的

服务员具有相当综合的表演性格 。 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工作地点



想象成一个舞台，在这舞台上需要一些智力、体力及情感相综合

的劳动 。 这些人被选中，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气质与此相符，他们

必须不拘束、年轻、友好、和善，还要身材好，有相当的技能，这样

在每晚的服务中他们才能进行个人的情感工作 。 在这里，”自我”

是关键，因为他们的工作必须“真实＂、快乐、有趣，不拘束，而且和

善友好。 （见行业协会网站）

雇员根据他们对顾客的观察和交流来调整应该用何种“社

会”和“情感＂的技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业余的社会科学家，

他们“读＂右每一个就餐者，猜测着他们到这儿期望有何种“经

历＂ 。 员工称这个餐馆是个悄感之地，晚上开始工作时，他们需要

”进入情绪＂，让情感流淌 。 这些员工，尤其是女性的侍者，在顾客

的凝视之下，进行着符合女性形象的表演 。 （见 Adkins, 1995) 

到目前为止，很多研究表明灵活用工是旅游相关行业的一大

特点 。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行业的劳动力像用工灵活性研究的

文献所假设的那样分为核心及边缘两类 。 (Atkinson, 1984)格瑞

尔(Guerrier) 和洛克伍德(Lockwood, 1989)认为宾馆的员工 中，

有两类不适合这种中心 边缘模式 。 第一类是他们所称的＂操作

性”的核心工人一 接待员、厨房工人、服务员等，大宾馆的这些

人员一般都具有相对的功能灵活性，而不像这个模式所称的具有

多种技能 。 第二类是边缘员工，他们主要做相同的、差异小的工

作，但是他们的工作安全感不强，而且前呆也不好 。 尤其是在全

球性的城市里，宾馆饭店主要从国外招募流动性的、临时的员工

（这些人可能本来就在周游世界） 。 这些员工流动性很大，技能很

难达到熟练的水平，也很难对他们进行合适的培训 。 于是，这些

公司便运用“数扯灵活性“，而不是在员工中培养全面的技能 。

旅游相关服务业内，除了管理及厨师职业外，其他职业都是

缺乏前景的 。 梅特卡夫 (Metcalf) 总结了接待业内很多工人的实

际情况：”他们很少有工作认同感……很多工作都招募年轻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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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提升的机会，离职的比例很高，而这些离职的人又到很多

不需要技能的岗位去…… 。”(1988:89)

这一行业内的情形大多如此。但英格兰的北部有一家茶馆

是个例外，在约克郡北部的四个镇上有家叫贝蒂丝和泰洛斯

(Bettys and Taylors)的茶馆。（见 Burton, 1989)这儿对员工的培

训非常严格，每个新手必须跟一个师傅学习一个月后，才能独立

工作。而且这家由家庭开办的公司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有意不

进行扩张。茶馆专门聘请顾客品尝食物，如有问题，马上反馈。

在那儿工作，前景非常好。这是少有的例外，该公司的老板在

2000 年被评为英国第 12 位最好的、最值得为其工作的老板，这个

例外也证明旅游服务做好并不容易。（见 Bettys and Taylors 网

站）这是因为旅游者对千文化的期望不同，由此对相关服务也抱

有不同的期望。



第五章

文化变迁与旅游重建

概论

旅游者的凝视与其他社会活动不同 ， 它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

地点 。 本书第 三章和第四章中关于旅游产业的分析也说明 f这

种观点 。 尽忤我们很难区分什么是旅游产业，什么不是旅游产

业，但是我仍然要提出一个严格的界定 。 在第四章中｀我讨论了

在旅游接待行业中提供服务的特点 。

但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西方社会性质的改变严重地削弱了

这个准确的概念 。 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在长期的结构

分化中出现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使社会组织转向特定功能并且

分工细化 。 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就是文化开始在呏前的社会结

构中占据了一个更重要的位嚣，当代的文化可以定义为“后现

代＂。 后现代意味着心雅与低俗文化之间、不同文化形式（如旅

游、艺术、教育、摄影、电视、音乐、运动、购物和建筑等）之间消除

了边界 。 另外，大众传媒改变了旅游者的凝视，许多后现代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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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已经在现存的旅游实践中显现。 我所称的“旅游者的凝视“逐

渐与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密切相连，与这些社会和文化实践不

可区分 。 随着“旅游“本身特异性的衰微，旅游者的凝视更大众化

了，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成了旅游者 。 在后现

代里，旅游者的凝视本质上是当代体验的一部分，但是由其引发

的旅游实践却在经历快速而巨大的变迁。 这种变迁无法与当代

社会中大的结构和文化发展分离 。

前面的章节中我提到了我将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阐释一些

看法 。 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想象对大多数的消费行为很重要，

对千度假也是如此。 但是，想象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

社会的组织，尤其是通过电视、广告、文化、电影、照片等的组织 。

我们用”后现代旅游者”这个概念，指出旅游模式并非一成不变 。

旅游已被某些人当成游戏，而不再是旅游者简单的“真实“经历 。

第二章分析了英国的大众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英国海边度假胜

地的发展以及正在出现的等级度假区 。 对于一些度假地的消亡，

部分是由不同社会阶层力址的改变造成的，我们将在这一章的后

半部分讨论这一问题。

在第三章论述了浪漫和集体旅游凝视的区别，同时考虑 f社

会和环境因素对其影响。这一章将讨论前者的重要性，同时它是

当代旅游全球化机制的一部分（参看第八章）。同时也将指出旅

游凝视的对象可以划分为三个重要层面，其中浪漫的／集体的就

是一个层面（其他的两个层面是真实的／非真实的；历史的／现代

的） 。 第四章关注了旅游服务所具有的社会的及社会学的特征，

旅游者对旅游这种特殊的社会经历有越来越多的期待和要求。

我从社会学角度来探究这个观点，尤其是通过“主题“环境这个概

念（参见第七章）。

下面通过简要分析后现代的一些特征来讨论这个复杂的问

题 。



后现代

”后现代”这个概念很难界定 。 ”后现代”这个词似乎是飘忽

的，与实体联系很少，而且与其他的事物没有共同的意义。 然而

在这一节中，我试图概述一种文化发展体系，也可以称之为新的

文化模式；同时试图详述形成这种文化模式的社会学环境。 我认

为适合用后现代来解释这种模式 。

”后现代“这个概念不涉及整个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不同），也不涉及某个活动领域 。 它指一个符号或标记，在时间和

空间上是特定的 。 这样一个系统可以指一个有特殊意义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之内，特殊的文化对象产生、循环并最终被接受 。 这

些对象包括一系列的关系：能指和所指与指示物（见 Lash,1990) 。

尽管我认为后现代涉及文化领域，但是它和那个领域的关系

特殊 。 就像拉希 (Lash)所表达的那样，后现代是一个意义的领

域，它基本的结构特性是“去区别“(de-differentiation) 。（ 1990 :

11)这个观点可以用传统社会学的术语阐述 。 现代主义涉及结构

分化，指许多制度标准化范围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家庭的、社会

的科学的、道德的和美学领域的发展。 所有这些都符合韦伯

(Weber)所称的＂固有法则性”(Eigengesetzlichkeit) 或者称为“自

我立法”(self-legislation) 。 （见 Lash, 1990: 8 - 9) 每一个领域都

发展了自己的惯例和评价模式。 文化领域的价值取决千一个文

化对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这个领域的恰当的标准。 我把这

称为“水平区别化” 。

但是我们还需考虑另外一个方面，我称其为＂垂直区别化”。

因为每个领域在水平上分离了，垂直区别性就显得很重要 。 在文

化领域内，这由许多区别组成，包括文化和生活间的区别，高雅文

化和低俗文化的区别，学术、纯艺术和大众娱乐的区别，以及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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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众的消费模式间的区别 。 在建筑设计中，建筑学（明显采用

许多不同的风格）和各种不同的地方建筑之间是有差异的 。 这种

区别也体现在高端科学和大众科学之间（就像在医学知识领域） 。

现代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区别过程，尤其是正如我们这里所

讨论的，在不同的文化领域间垂直和水平的区别 。 相反，后现代

则指减少差别 。 (Lash,1990 ：第一章）

各种社会活动尤其是文化活动间的分界打破了，相互结合成

为一体，主要表现在视觉和行为方面。 这在媒体中尤为显著，通

过电视表现的文化产品，很难分类定位于某一领域内 。

用本杰明 (Benjamin) 的说法，这样的文化领域不再鲜明 。

（参见 Benjamin, 1973; Lash 和 Urry, 1987: ch. 9)说一个文化现象

鲜明，也就是说它从根本上与社会分离，它有自己的起源、唯一性

和独特性基千有机的整体和艺术创造性 。 相反，后现代文化没

有鲜明性，它不具唯一性，是机械的和电子的复制品 。 美无法与

社会分离，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 。 对模仿画、抽象拼贴画、寓言等

的强调使得艺术作品的价值受到了挑战。 后现代文化形式不是

在沉思与安静中享受（就像古典音乐会），而是在纷乱与喧嚣中体

验 。 后现代文化通过直接的冲击来影响其观众，给其带来直接的

快乐而不是唯美的属性 。 这削弱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或俗文

化之间的区别，高雅文化（绘画、音乐、文学）为精英人群所享有，

给入美感 。 后现代不分等级，与垂直区别相反 。

文化经济具有减少区别的特点。一方面是文化对象和观众

之间的区别削弱了，这样观众便可积极参与其中 。 例如在大众舞

台剧、电视游乐节目、或电视聊天节目中，任何人都能在 1 5 分钟

之内使自己家喻户晓 。 另一方面是艺术品和商业产品之间界限

的消失 。 例如，免费的流行艺术录像带，首次出现在广告中的流

行歌曲，大艺术家出现在广告的拍摄中，利用艺术来推销产品 。

在后现代社会里，商业和文化不可分解地互相交织在一起 。



后现代也使得表演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出现了问题。 意义

(Signification) 的形象化和可视化，使表演和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

（没有电影、电视录像、流行视频 ， 等等） 。 再者 ， 很大一部分意义

的对象就是现实，即表演本身 。 正如鲍占洛德(Baudril lard) 有句

名言：＂我们在越来越多地消费符号和表演 。 ”(1983,1985)社会认

同通过符号价值的交换来构建 ．但只在展示的层面如此。 人们知

道媒体就是一种模仿，然而人们又去模仿媒体 。 由符号和展示构

成的世界里没有真正创意，埃科(Eco)把其定义为“游走于超现实

中” 。 (1986)在这样的世界里，每样东西都是复制品，假的东西看

起来比真实的东西更真实 。 这是一个没有深度的世界或是一个浅

簿的现实 。 Clash, 1990 :15) 。 拉希总结为：“现代主义认为表演有

问题 ，而后现代则认为现实有问题。”(1990 :13)

许多作家最近指出这一区别的过程已成为节代文化的特点 。

（见 Hebdigc, 1986 - 7, 1988; Foster . 1985b; Lash, 1990; 

Krokcr and Cook , 1986; Harvey. 1989) 后现代应该是被看做是

一种文化模式或是思想类型 。 这就要承认还有其他的文化类型代

表其他特定的社会（近代，现实主义者，现代主义者）；承认许多文

化现象体现在不同思维模式中；承认不同社会或多或少都是后现

代的（美国就比瑞士更具后现代性）；还要承认在同一个社会甩．

一些地区或城市要比另一些地方更具后现代（洛杉矶要比新英格

兰更后现代） 。

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分析了后现代的发展和当代旅游实践之

间的关系 。 因此我们注意到许多旅游实践，甚至是一些发生在过

去的、都体现出一些后现代的特征 。 （见 MacCannell, 19 9 9, 《关

于旅游和后现代》 ）

旅游总是涉及壮观的景象 。 比如英格兰的旅游胜地就竞相

给游客呈现最华丽的舞场、最长的悔堤、最高的塔楼、最现代的游

乐场、最具特色的休假营地、最蔚为壮观的灯饰以及最迷人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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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和最恨意的散步小道，等等 。 由于视觉和凝视的重要性，旅游

总是重视场景和文化活动，二者相互影响 。 许多的游览活动是完

全突破传统氛围的，用机器和电子再现各种场景（华丽的灯光效

果，声音和灯光的交织，激光表演），完全建立在流行娱乐元素的

基础之上，以及艺术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反精英的观念。这种游览

活动所包含的不是观众的静观，而是高品质的观众参与性。它更

强调作品的集锦，或人们可能称呼的府俗艺术。（如在英国广播

电视节目 Hi-de-Hi 中播放的著名的夏威夷舞场）

我以上所描述的是在第三章中我称为集体旅游凝视的一些

特点 。 在那一章中，我也谈到了富于浪漫气息的凝视 。 它明显地

注重气氛，关注对美景的精英化和独特化的欣赏，这种欣赏要求

具备丰富的文化资本，尤其是如果特定的自然对象代表着具体的

文学文本（如英格兰的湖畔诗人） 。 然而，即使是在浪漫主义的凝

视中也有些元索我们可以归类为后现代 。 他们欣赏到的大多都

不是直接经历的现实本身而是形象化的，尤其是通过摄影艺术的

展现。 （见泰勒在《英国之梦》一书中对此问题的探讨）人们从明

信片和旅游手册（还有电视节目和因特网）上看到的风泉会在他

们头脑中形成一种形象，他们凝视的就是这些理想的风娘 。 即使

当他们事实上无法用眼睛看到这样的奇观，他们也可以感觉到

它，在头脑中“看” 。 而且即使当凝视的对象不符合头脑中的形

象，这种想象的景观也会停留在大脑中，如真实所见。

(Crawshaw and Urry, 1997 年对此问题做的一些实验性的研究）

我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文化模式 —后｀现代，这应该被理解

为一个减少区别的过程；但是过去的许多旅游实践已经涉及了这

种模式 。 旅游属于后现代，因为它特殊地将视觉、审美、商业和流

行结合在一起。

还有—个重要点就是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现代性降到

了最低。这一点可以通过“大众旅游”这一词体现，这就是 19 世



纪后半期以来旅游发展的方向 。 在第二章中我们讨论到一视同

仁地对待客人 ｀在同一个休假营地或酒店、饭店的消费者中不把

他们区别对待 。 现代的主要观念就是把大众看成一体 ， 以同一个

正确观念对待所有的人 。 后面我会从建筑的变化方面对这一问

题做更加详细的讨论 。 但是在旅游业中，现代的观点也指在社会

不同的场合下将有共同品位和特点的人同等对待（尽管这是由提

供服务者所决定的） 。 在下一部分中我会讨论为什么后现代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拒绝被当成无区别的同类群体 。 后现代反对被视

为大众的一部分，而且希望与众不同，这增加了广告行业中对所

谓生活方式的研究 。 （见 Poon, 1993) 

我讨论了不同文化模式 ，而没有考虑这些文化模式对社会的

影响力 。 但是后现代的发展应该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力世变化的

分析相关联 。 劳动阶层集体力址的弱化、服务行业和其他中产阶

级力址的上升产生了后现代文化形式，尤其是所称的”后现代旅

游”的广大的受众 。

我的论点来自 1984 年布迪尔 (Bourdieu) 写 的 《 区隔 》

(Distinction)一书 。 大址的特点与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文化

活动的影响有关 。 布迪尔得出结论，不同社会阶层的力扯与经济

或政治一样具有象征意义。 这种象征性的商品属于一种截然不

同的经济一“文化经济＂，其特点是竞争、垄断、通货膨胀，以及

不同形式的资本 ，尤其是文化资本。 不同的社会阶层相互之间进

行一系列的斗争来增加与其他阶层比较他们所占有的资本批，并

且增加他们占有的资本的价值。 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一种习惯，在

个人意识层面下，控制该阶层中人的行为 、倾向、喜恶等 。 相互竞

争的各阶层都试图将自己的习惯强加千另外的阶层，对其实行支

配 。 在这些争夺中，文化机构，特别是教育和知识分子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文化领域有它自己的逻辑方式、流通模式及转换成经

济资本的比率 。 文化资本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知识 ， 而是用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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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象征艺术或反艺术或区域作品的能力 。 进入文化消费的不同

方式对阶层的生存和扩张是很关键的。不同的文化消费来自阶

层体系，这些阶级与其他社会力扯凭借这一机制在社会中建立支

配关系 。 （见 Bourdieu, 1984; Lash and Urry, 1987: ch9; 

Featherstone, 1987; Lash, 1990) 

现在我通过以下的讨论把本篇论文与后现代联系起来 。 首

先，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使服务阶层规模的持续扩大，产生 f布

迪尔所定义的“新的小资产阶级＂ 。 其次，这一阶层在文化上比在

经济资本上更为强大，他们成为新的文化现象的观众，这是与传

统的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品位不同 。 第三 ，这一阶层具有一种

相对偏离中心的习惯，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间的界限不明显 。 最

后，这一阶层运用他们相对高的文化资本水平证明资产阶级和工

人阶级对文化无品位 ； 前者被批评为稍英论．而后者又被说成是

没有敏锐性（太接近自然，没有足够的距离） 。

很明显，在西方社会主要的服务阶层 ，笼统的说，是大批的白

领或中产阶级 。 例如英国在 1991 年时，被雇佣者中 26. 3％ 的男

性和 12. 6 ％的女性从书专业的管理职位（社会经济群体， 1 -4 ,

1 3 ) ；另外 19.2 ％的男性和令人惊愕的 54. 5 ％的女性从事低层次

的白领或文秘职位（社会经济群体， 5 , 6; Abercrombie, Warde et 

al., 2000 : 170) 。

服务阶层由一系列社会劳动职位组成，这些人没有实质性的

资本和土地，他们存在于那些封闭的服务千资本的社会机构中 。

这些人享有高级的工作和市场环境，拥有高学历，这是他们进入

这一阶层的通行证 。 这就把服务阶层从普通的白领工人区别开

来，并产生文化资本和文化品位的差异。 （见 Butler 和 Savage,

1995 ) 

进一步说，法伊尔 CPfei l) 认为 ： 后现代是我们这一代人和这

个阶层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经历的”表达形式” 。 我们是被称为“生



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同时我们也是“管理阶层”。 (1985:264;

Ehrenreich, 1989; Savage, Barlow, Dickens, Fielding, 1992) 

布迪尔讨论了服务阶层一些不同 。 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时候，

他把资产阶级对内在品质的偏好与知识分子对审美的唯美主义

的偏好进行了对照。 关千知识分子的消遣方式，布迪尔这样写

道：审美倾向简朴，文化上合理，经济省钱，例如参观博物馆、登山

运动、徒步，这些行为发生在经济资本匮乏人群中 (1984:267) ；他

们穿衣随意（甚至上班时亦如此），喜欢没有装饰的木制家具，喜

欢如登山、远足和徒步等活动 。 这些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对“H 然

的原生态”的体验 (1984:220) ，是最典型的“浪漫凝视” 。 相反，资

产阶级被说成是偏爱”有组织、有指示符号、经过开发了的自然” 。

(Bourdieu, 1984; 220; Savage, Barlow, Dickens, Fielding, 

1992; Munt, 1991 ，关于旅游产业的含义）

我所提到的服务阶层和自领阶层也包含了布迪尔讨论的两

个新兴群体 －－“新资产阶级”和“新的小资产阶级” — 他们是

后现代的主要消费者，同时他们也拥有可观的文化和经济资本。

两个阶级的大多数人的工作很有代表性一－ 在媒体、广告、设计

等职业中，起祚文化中介的作用 。 这两个群体都热衷千时尚，即

快速有趣的风格转变 。 （见 Featherstone, 1987: 27; Lash and 

Urry , 1994 )还有，两个群体也经常随社会根源而变，他们的这种

转变并不能被知识分子和文化资本机构所接受 。 这对主导文化、

高雅文化形成了挑战 。 同时，知识分子稍英的出现剥开了传统的

文化资本神秘的面纱，这些为后现代社会的出现创造若条件。

“这些交流，以及知识分子对新的流行风格改变，及｀新事物＇的市

场化，为流行创造条件 一－从前卫的到大众的，从大众的到前卫

的，从大众的到休闲的 。”(Featherstone, 1987 : 27; Savage, 

Barlow, Dickens, Fielding, 1992) 

于是，就出现了各种风格的恐合，老的、新的，怀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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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的、人工的，年轻的、成熟的，高雅的、通俗的，现代主义

的、后现代的，都融合到了一起。马丁 (Martin)认为这是中产阶

级群体的壮大颠毅了先前存在的文化模式：＂当代的文化市场把

精英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把昨天的震惊和今天的玩笑并列而置。

时尚就是一切，而且，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时尚。”(1982:236-7)

布迪尔还认为这些群体有一套独特的寻求快乐的办法。旧

的小资产阶级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责任之上，对快乐有一种恐

惧，崇尚谦逊、克制和节俭，把满足与罪恶相连。 (Bourdieu,

1984:367)相反，这个新的中产阶级：

以快乐为责任，一切都为了快乐。这是对自尊及荣誉的威

胁。 这种对快乐的寻求不仅有其伦理基础还有科学基础。由于

害怕得不到足够的快乐，于是这些人寻求自我表现，”身体表现“,

以及寻求和别人的沟通。 (1984:367)

对最后一个论点需要做一下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以提

倡消费的浪漫主义道德观念为特征的。坎贝尔(Campbell) 认为

浪漫主义为娱乐至上、消遣至上提供了理论基础。追寻快乐就是

这种理论的本质。浪漫主义促进了对新奇事物的广泛尝试，它是

消费模式持续变化的道德支持。但是坎贝尔的观点没有指出在

浪漫的道德准则下和现代的消费主义、消费模式变化的重要性，

也没有指出这些可能与不同社会力扯权力和特性的变化有关。

我认为大址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处于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并且

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群体证明了以下现象：他们具有象

征性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有对创造当代时尚和品位的重要性；

他们有更大的自由和动机去创造永远都是新的文化模式；他们不

是从地位而是从时尚中产生极高的威望；文化资本对该阶层有重

要意义；维护他们经济资本完整性。 (Warde, 1988; Lash and 



Urry, 1994) 。我们可以在温哥华的”后现代绅上化的图景”中看

到这种绅士化的建筑设计反映了该阶层的文化。 (Mills, 1988) 

现在我来分析一下服务阶层的习性，看看弱势的群体是怎样

为后现代提供基础的。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现代旅游业的含

义。

媒体尤其是电视在这儿有着重要的影响。（见 Mcyrowitz,

1985; Lash and Urry, 1987: ch. 9)不同社会阶层（和其他社会力

扯）的集体认同感是通过分类的基本系统 － “格栅”及区分外部

和内部边界的“群体”0构成，这种集体认同感取决于某个社会组

织特定的信息系统。尽管如此，媒体的发展还是减少了这些独立

的不同的信息系统之间的分割。这是因为来自各个社会团体的

个人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不同的信息系统，同时每一个社会团体能

看到其他社会团体的报道。媒体对其他人私人生活的报道引起

了巨大的销售扯，包括那些精英阶层，特别是皇族家庭和其他名

流们的生活的报道。（参见 Richards, Wilson, Woodhead, 1999) 

结果这种制度化的偷窥症使得人们去接受其他阶层的生活方式，

去逾越不同社会阶层的边界所体现的不同特殊价值，例如高雅文

化、通俗文化、艺术性、高品位、低品位。媒体也同样公开了本来

应该是私密的东西，降低了私生活与公众生活之间的界限（特别

随着忏悔类节目的大址增长）。

布迪尔提出新的小资产阶级在“格栅“和“群体”的界限不严。

这类人活着就为了这一刻 － “无拘无束，不被集体记忆和期望

限制和束缚＂的时刻。这些人作为一个群体是脆弱的，因为许多

人认为作为中产阶层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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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阶层，排除…… 自己属于任何种

类、任何阶层……从国内集体所强加的世俗的结构中解放出来，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长期计划，几十年中以自己的集

体力量反对市场的影响。 (Bourdieu, 1984 : 370-1) 

马丁提供了一个类似的分析，描述了在中层阶级中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对习俗的故意破坏，并把它归咎于父

母权威下降和既非儿蛮又非成人的时期延长而引起的一个极大

扩展 。 她指出新中间阶层有一种无视结构的习惯，不仅在年轻人

中，在许多行业中，尤其是媒体也是如此。

一些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 产姆士

(Jameson)分析『模仿而不是拙劣的模仿的发展过秷 。 (1985) 与

前者不同，后者代表 f具实的历史时期 。 最初真实的历史标识物

、消失了 ， 随之悄失的还有对如何过去通向未来的鉴货 。 角姆上讲

到我们是如何寻找过去：我们并不是通过对千过去的流行的记忆

及模仿 ， 因为这种记忆和模仿我们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 (1985 :

118)用埃德加(Edgar , 1987) 的说法”在模仿和怀旧的新时代”中，

人们的生活被描述成一种间断事件的连续 。 尽管个人面临的障

碍是可以计算的并且也是合理的，总的模仿却是不合理的 。 于

是，从中产阶级中传播出 一 种 “ 计算的亨乐主义”。 （见

Featherstone, 1987) 

像拉什和贝尔(Bell)这样的文化保守人上已经提出了一种相

似的、关千时间的观点 。 (Lash, 1980; Bell, 1976)他们坚持认为

我们对于历史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 就像弗兰普顿(Frampton)所

说的那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 。 当历史比以往的

任何时候都更加困扰我们的同时，我们却已经感觉到某一历史轨

道，或者部分历史本身巳经完结了 。 ”(1988: 5 1)

这种历史感的丢失和媒体的一些特点联系在一起：我们越来



越多地生活在一种“三分钟文化里”。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人们在

几分钟的时间里不断地转换电视频道，却不能集中于任何一个主

题 。 文化保守者认为，像生息繁衍这样的意识形式，现代人已经

没有了。在儿代人之间，对于即时悄费的迷恋（用信用卡付账而

不是积苔）意味着结婚这样一生的事情也开始随意频繁，有些人

还有婚外的恋情。例如，劳森 (Lawson) 和萨姆森 (Samson)

(1988) 指出，在英国，未婚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比率明显上升

(Lawson 和 Samson, 1988 : 432) ；男性中比例也有所增加，但幅度

不明显。

劳森和萨姆森认为这一点被两个因素影响 ：一是已婚妇女长

期或间歇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二是 自我实现神化的影响或者

“自我中心神话” 。 在埃伦赖克(Ehrcnrcich)对美国男性对婚姻和

责任承诺的分析中 (1983) 可行出第二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她详

细论述 f一系列的转变．这种转变产生 f”一种赞许不负责任、自

我放任和与别人的分离 一 把这个作为中产阶级的美德，甚至是

一种健康的标志” (1983 :1 69) 这种反对婚姻承诺的现象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就已经出现了 。 这种现象表现在以下观念的确

立 ，《花花公子汃垮掉的一代、压力的医学发现、成长与自我实现的

心理、对传统男子气概的反文化批评、男子运动的发展 ，等等。

下一部分我将继续论述旅游产业（在以上岔开了一大部分之

后） ，并且展示不同种类的文化变迁、服务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是

如何对节今的旅游中心，尤其是英国海岸旅游胜地，产生深远的

影响的。我还要说明的是后现代是如何应用到一些新的主要理

念中的 －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节代旅游者产生了 。

后现代和后旅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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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很多原因，英国海滨度假地受欢迎度有所下降 。 这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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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包括：首先，这样的度假村已不再是“独特的“，它们曾经拥有的

特色已经变得极为普通，像沙滩或类似的场所，现在已经随处可

见一特别是在国外——而像食宿安排之类的事，在英国许多城

镇也已很方便；此外，到处都有了各种娱乐设施，特别是在远离海

滨的地方 。 许多地方也发展了各种各样的特色服务来与现有的

度假地竞争，几乎每个地方都变成了壮观景象的展示中心，因此

这些度假地与其他地方相比很难有特色。 (Zkin, 1991) 而且，这

些度假地的一些服务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些破旧，这使它们

面临更多的困难。 在第六章，我将论述当前“历史与传统”所具有

的吸引力，并陈述怎么样利于城镇来吸引游客——但通常不是度

假胜地 。

我将把前面讨论的一些观点与当前的旅游业发展联系起来。

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变成壮观景象展示的中心，人们对古迹和遗

产有着恋旧似的偏爱，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被视为后现代的组成部

分。 只有通过这种更广泛的文化变迁的分析，特殊旅游业发展才

能为人理解 。 我将论述服务阶层的品位和这些海滨景点的影响 。

这样的喜好包含了一种优先权，即文化优于一种“自然”和

“自然愿望”的特殊构建。 布迪尔很好地表述了这一观点：”相对

于自然来说，文化正在被构建 。 自然仅是一种流行的、低级的、粗

俗和平常的东西……一种被称为本体论发展的社会进步，一种

｀文明＇的进程……一种从自然到文化的跳跃，从动物到人类的进

化。”(1984:251)

因此，老的旅游目的地好像是自然特殊建构的化身—-—不文

明的、无品位的、淫荡的，与文化的文明背道而驰 。 有趣的是，这

样的态度居然能在服务阶层的社会人士中找到痕迹。 乔治奥威



尔 (George Orwell) 为科尔里奇 (Coleridge沙 的＂忽必烈汗”

(Kubla khan)想象了一个现代的度假营地：带空调的洞穴被改装

成了一系列摩尔的 (Moorish) 、高加索的 (Caucasian) 和夏威夷风

格的茶洞。天然的河流将被改造成为人造的温泉，播放着背景音

乐以阻止想象中的恐怖事件的发生。（引于 Hebdige, 1988: 51) 同

样，理查德 · 霍伽特(Richard Hoggart)也把他的廉价的浪漫模仿

品，小说的背景定在一个叫“Kosy”的度假营地，那儿有着“闪亮野

蛮”“精神枯竭＂＂棉花糖世界”等景点。 (Hebdige, 1988: 52) 高品

位意味着看不起这些地方，马上抽身而去，并把它们看做是一个

偷窥者的世界（就像一个 Orwell 或者 Hoggart) ，从不停留。他们

唯一的例外也许就是从这些景点中提取恰当元素，比如像麦克吉

尔(Mcgill)的明信片——一种后现代文化的模仿作品 。 那些未开

发的景点是不被看好的，但是能够提供休闲娱乐。

这些景点的管理者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已经不能吸

引英国很多人的注意了，因为英国巳经受到了这些服务阶层和中

产阶级品位的影响。例如，在莫利金比（ Morecambe),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对于是否应该继续主办“英国小姐”竞赛有过激烈的

争论。把女人当作尤文化的性产品拿来展示（“自然“女人）曾一

度被认为是亳无品位的，并且对一个文明景点也是不合适的，因

为这种景点吸引的不仅仅是传统的老顾客。

与此同时，对自然的另一种构建也是一部分服务阶层的习

惯，并有一种明确的文化强调。当讨论到此时，布迪尔说知识分

子通过一些小奢侈、功能主义和简朴美来暗中破坏资产阶级规

则。这种模式反映在了当代文化象征和实践的范畴中：健康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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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译者注：科尔里奇(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英国著名的

湖畔派诗人，代表作有《老船夫》(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1798) 和《忽必

烈汗》(Kub/a Khan,18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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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地道的淡色啤酒、全麦面包、素食主义、新式烹任、传统的、非

西方科学的药品、自然生育、毛制品、花边工艺和棉制品（而不是

人造纤维）、古董（而不是质品汃储藏室／仓库、慢跑、游泳、骑自行

车、登山和走荒山（而不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休闲） 。 中产阶级

对自然的矛盾悄绪也很好地体现在了罗斯(Ross)关于他们如何

致力千自然生育和学习如何进行自然生育的描述中 。 (1989:13;

Campbell, 1989) 

旅游中追求真实和自然的景观的观念反映在［英国服务阶

层的一个核心刊物《独立 》发起的“真正假日运动”中 。 这一运动

产生 了新的旅游导游手册 —-《 真正的海外独立度假 》。

( Barrett, 1989a)作者声明有一个真正的假日越来越困难了 。 这

是因为团队旅游的兴起已经影响了旅游，就像是大规模生产啤

酒、面包、冰淇淋和许多其他商品的影响一样 。 (Barrett, 1989a: 

l)真正的假日有两个主要特征 。 首先，它包含参观很多人没有踏

足的地方，比如马尔代夫、叙利亚或是玻利维亚 。 因此真正的假

IJ 也是带有浪漫气息的旅游凝视，把世界各地的美朵当作“快乐

的边缘＂ 。 其次，页正度假的人会请专业的旅行顾问带他们到目

的地 。 旅游杂志《导游》 (The Guide)悲叹这样一个事实：四分之

三到国外旅游的英国人由五个主要公司代理。 相反， 《导游 》主张

发展定位于市场某一部分的专业旅游的小公司，比如，精致的旅

游顾问公司 － 这些专业旅游代理为独 立 的委托人服务。

( Barrett, 1989a: 4 ; 19896) 

现有的主要旅游公司并没有缺乏对真正假日趋势的重要性

的认识，包括旅游文化而不是旅游、浪漫的而不是集体凝视以及

小的合适的旅游品而不是大众的／商业的产品 。 托马斯 · 库克这

样写道：

这不是旅游者的观光而是旅行者的发现之旅……这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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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旅游……托马斯 · 库克不只是把你视为个体，还把你当作是

贵宾……库克提供了个性化和全球化的服务。 (Thomas Cook, 

Escorted Journeys. 1989—Del. 1989) 

在对每一个度假点描述之后，书中还有一个参考书目，旅游

者可以阅读这些书目以对该国有一个了解。 在这里要强调几点：

这是旅行而非旅游；是个人选择，而非团队旅游；这是有准备的、

有知识的旅游者；这是一个充分发挥个人自主的全球化的运作系

统 ． 这无疑是一种后现代经历 。

服务阶层对“真实”和“自然”的偏爱也能在日益增长的郊区

旅游及保护中体现出来 。 这当然也不是新现象，例如托马斯指

出：

关注自然和乡村生活事实上是英国人所特有的，这当然也是

英国城镇居民长时间思考的问题。 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文学作

品都显示出一个深刻的反城市的偏见。 (1973; 见 Williams,

1973 ；及 Wiener, 1981; Macnaghten 和 Urry,1998)

应该注意到，英国的乡村景观是规整的、舒适的、宁静的田园

风光，而且展现出一派与现在不一样的过去的景象。然而，这些

景观是构建的，由历史上从未同时出现过的元素构成 。 (Thrift,

1989:26)现在的英国乡村不像“古昔的英国村落＇勹也不像格雷

(Gray)对大湖区的格拉斯姆(Grasmer) 的描述：＂一点也不用怀疑

那就是天堂，那儿的一切都那么祥和、质朴和安逸 。 ”

但与此同时，由于现代衣业发生的变化，乡村生活有了根本

转变 。 乡村景观是旅游凝视中吸引人的对象 。 （见 Newby, 198·2; 

Shoard, 1987)乡村的吸引力与日俱增的一个反映就是许多组织

自发保护乡村并帮助人们接近它。 1996 年中期，国民信任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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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有 240 万，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学会有会员 92. 5 万，地球之友

有会员 25万。 (Macnaghtcn 和 Urry,1998:29) 与此同时，一些新

杂志迅速出现保护正在快速消失的乡村的芬芳的痕迹。至少有

许多“新的传统主义者“杂志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包括：《乡间

住宅与内部装饰》、《乡村生活》、《乡间住宅》。 (Thrift, 1989:28) 

斯福(Thrift)说，这个服务阶层把乡村和乡村的遗产与传统

带到社会的核心位置。 (1989:31) 这个阶层推动人们涌入了乡

村，而且在历史上确实引起了一场为反对房主阶层而去开辟乡村

的运动。（参见 Urry, 1995b)斯福谈到了服务阶层修整的乡村

的特点。 (1989:34;Cloke; Phillips, Thrift, 1995;Urry,1995b) 

这对正在兴起的乡村房地产市场有特别的影响，特别是在伦敦附

近，衰败的乡村地产重新升值，同时涌现出乡村风格的新庄园，这

些庄园通常被描述为＂村庄＂。（见 Cloke, Phillips, Thrift, 

1995)这种趋势将继续。许多人试图寻找“他们心里的乡村“，发

展以地点为基础的消费。 (Pahl, 1965; Urry, 1995b)服务阶层

最有可能游览乡村。白领的管理工作者到乡村旅游的人数远远

高于蓝领的参观者，而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经常来观光的游客。

C Urry, 19 9 5 b : 211 - 2)那些在公共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忙千自

然的追求，如散步、登山、宿营等；那些私营企业的管理者相反却

忙于追求如划船、钓鱼、航行或打高尔夫球。 (Urry, 1995b: 212 

—3; Savage, Barlow, Dickens, Fidding, 1992) 

表面上看乡村的吸引力对后现代没有关系，实际上正相反。

后现代和当前对乡村的着迷之间确实有复杂的关系。

乡村的吸引力部分是由千对现代生活的失望，特别是战后整

个城市的大规模重建。乡村体现了部分或所有以下特征的：缺乏

计划和管制；具有奇特本土风格的建筑；有弯曲的小道和整个迷

宫式的道路系统；具有传统美德，缺乏社会干预。其实，英国的乡

村，同样受到了大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特别是大规模的农



业建设。（见Cloke, 1989) 

但仅仅某些类型的乡村才会吸引游客，特别是那些执若于

“美泉“理念的人。科斯格罗夫 (Cosgrove)在英国总结 r这样一

个观念：

在破坏大自然赋予人类共同的资源的过程中，这种景观理念

是积极的、活跃的。它是寻求个人主义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

区分了主题和对象，给予一个单独的观察者观看的权利。这些对

美景的看法否认集体体验，神化美景的超验性。 (1984: 262; 

Schama, 1995) 

这种“乡村美杲＂掩盖了乡村原来的面目 ： 农场机器化、劳作

者、拖拉机、电线、死去的动物、混凝土的农场建筑、必速公路、荒

地、污水、核电站等。因此淄游客看到的是经过挑选的、很理想的

凝视。威廉斯(Williams) 说：“一个劳作中的乡村几乎不能弈作是

风烘，风杲的概念暗示了隔离和观察。”(1973: 120; Heiman, 

1989 ，关于哈得逊峡谷）

服务阶层是引领对乡村浪漫旅游的主力军，但这种旅游越来

越复杂而且随意，就如同乡村形象已经成为主流大众文化的核

心，尤其是这样来陈述的：

从这种后现代观点来看，风景不像羊皮纸 ． 它的纯正和正宗

可以由正确的技术、理论和意识形态所掩盖。闪现的光芒，即按

一下按钮就能被创新、改变、精心制作然后最终毁灭。 (Daniels 和

Cosgrove.1988: 8 ; Macnaghtcn 和 Urry, 1998: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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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在乡村休闲．其中“风景”这个术语已经不

适合了。 (Cosgrove, 1984: 267 — 8) 。英国内战时期来自 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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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入阶级走路或骑自行车进入野外高地。这种运动的核心是阶 叫I

级斗争，反对历史上苛刻征税的地主。最著名的运动发生在 1932

年在峰区 (Peak District) 的 Kinder Scout(D。组织者的目的不是

要看风景，而是去亲身体验－~去散步、爬山或骑自行车。

(Cosgrove, 1984: 268) 塞缪尔 (Samuel)认为，对千对北方漫游者

来说，”乡村是兴奋剂，他们不是要去看风景从而去感受自然，用

各种感觉去触摸它“。 (1998 :146)这些新的多方位感知的行为却

忽略了乡村农活。在内战期间，村庄是“带有潮湿、裂缝的瓦、小

窗户和肮脏的内部布置的破屋子“，而不是被当作吸引人的美景。

(Samuel, 1998: 146)那些散步、爬山、骑自行车、宿营爱好者忽略

了村民的生活和习惯。

在一定程度上，目前对乡村的喜好包括把它看做是一个美

景，一个“主题“，这是后现代对乡村的态度，这与强洞”用途”和居

住意义形成对比的。 (Macnaghten 和 Urry, 1998)对于前一种态

度，许多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已经以一种比较让人能接受的方式包

装和美化其环境，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生活被创造并呈现在旅游者

的面前：

我们似乎发现对那些消极凝视的人，我们制定出时间表保护

乡村远比授权重新创造、设计在那儿生活、工作的人要容易得

多……这些受保护的自然景区事实上已经为国家商品，被旅游产

业宣传并远销国外了。 (Cosgrove, 1984: 269) 

在乡村，旅游者指的是拥有一定特权的人。有这样地位的人

应该是富有的白人，他们拥有汽车，而且能够购买住宿设施（旅店

O 译者注：在德贝郡的中部，也就是位于曼城和谢菲尔德之间。它以英格

兰最高峰 Kinder Scout (636ml 2087ft) 而闻名。



的床铺、大篷车或认可露营的地点） 。 （见 Rojek, 1988) 他们还应

有特定的行为举止 。

下一章我们将简述后现代不同的建筑风格。一种是在一定

真实性的基础上亟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以适应现代风格及后

现代的玩乐性质 。 在近年的乡村游的建设中有一种类似的风格，

被贴上 r“绿色旅游”的标签。 （见 Jones, A. 1987) 人们想要见到

的乡村是愉悦的而非令人生厌的 。 威尔上 (Wales) 的研究表明

游客在乡间找的乡村是保存完好的“自然的“乡村，而不是在自然

保护区内隔离起来的孤立品 。 (Joncs,A.,1987:355 )绿色旅游的

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那一地区的人文和自然的保护，以及当地野生

动物的保护 。 这种新型的旅游强调与现代生活，尤其是现代交

通、能源、工业及农业的隔绝 。 森林保护委员会及一些私人地产

已经表现出对现代化大面积森林种植的反感。 这种种植方法对

环境及社会有不良的后果：有特色的野生动物包括一些原生鸟类

灭绝；减少『就业机会；减少了大址的浪漫的湿地（但这会带来很

多旅游机会，同时增加就业） 。 旅游者的施压有可能有利于保护

大屈的湿地，避免其遭到开发和种植杉树 。 （见 Shoard, 1987: 223 

- 5 ; Macnaghten 和 Urry, 2000 ) 

因此，乡村旅游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大址发展促进了环境保护

的政策，以及对“现代化”的抵制 。 下一章将讨论这种反现代的倾

向对城市及乡村发展的重要性 。 (Lowe 和 Goyder, 19-33 , 

Macnaghten 和 Urry, 1998) 

前面简要提到的后现代的一个特点就是玩乐 。 法菲 (Feifer)

用”后旅游者”这个概念发展了这一观点 (1985 ) ，她突出了三个特

点 。 第一 ，后现代旅游者不一定要离开家才能够“看“凝视的对

象，它可以用电视、录像、互联网等凝视各种景点，还可以进行比

较，反复观看，想象自己置身于景色中，看日出日落、山脉森林或

多姿多彩的大海 。 这里，典型的旅游者的经历是看知名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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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宾馆的窗户、从汽车的玻璃看） 。 但是，现在一切都可以

在家里体验到，只要打开电源就行．而且还可以不断地重复 。 真

实的感觉少了，更多地凝视在屏幕的闪烁之间，没有了“旅游者凝

视＂的特点，这种凝视不可避免地成为后现代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

第二，后现代旅游者在大趾的选择中感知变化和快乐：“现在

想看一些神圣的东西，一些信息址大、能够拓宽他的视野、提高他

的层次的美景；他还想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巳经烦透

了 。 ”(Feifer, 1985 : 269)一方面，后现代旅游者不受高雅文化的约

束；另一方面，他们无止境地追求快乐原则 。 他们毫不费力就可

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并在对两地的比较中获得快乐 。 世

界是一个舞台，后现代旅游者在这个舞台上从无止境的游戏中获

取快乐 。 当一个后现代旅游者购买了一座埃菲尔铁塔的小复制

品，他既可把它当作一个低级的朋品，也可把它当作一个几何模

型，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件具有社会性的艺术品 。 后现代旅游者对

此不需要准确的理解，因为他们以玩乐的心态对待这一切 。

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 一点，后现代旅游者知道他们的旅游

只是一系列的玩乐加上一大堆书本，没有唯一的、真实的旅游者

的经历 。 千是他们知道他们得一次又一次地排队等候，他们得在

机场的混乱中换取外汇，他们手里华丽的册子只是一种流行文

化，旅游目的地看似真实的娱乐其实只是仿造的民族吧台，看似

传统奇异的渔村如果没有他们的到来将无法生存。 他们知道在

历史名胜地时他们并没有穿越时光；在热带的海滩但他们并不是

部落的贵族；在餐馆土著的院落时他们并不是隐形的观察者 。 他

们非常现实，他们无法逾越作为外来者的沟壑 。 (Feifer, 1985: 

27l;Crick,1985) 

游客还有一个有趣的游戏 － 把自己当作“小孩”。 这在海

滩游中尤为明显，导游会告诉他去哪儿、待多久、什么时候吃饭、

上洗手间的时间有多长，等等 。 游客还会问一些愚笨无聊的问



题。 这样的旅程好像他们知道他们是“玩乐为之游客” (playing

at being a tourist)而被接受，他们的游戏之 －便是乐意被视为＂孩

子”(being a child) 。

如果后现代旅游在当代具有重要性 ．那很明显｀它会对现代

的旅游者的实践产生影响 。 旅游的乐趣来自生产和消费的复杂

过程 。 我已强涸旅游者凝视的特点是山社会构成的 ，旅游中的生

产和悄费都是社会组织的；凝视的对象必须是有特，点的，与其他

烘点不一样的 。 一般情况下，烘点必须有独特的实物魅力 一虽

然这种美杲常常是建造的 。 但有时它的独特之处就是一些历史

的或文学的联想（例如达拉斯那栋刺客刺杀行尼迪总统的建筑） 。

后现代旅游的发展转变 f生产和消费中旅游者凝视的过程。

例如，梅希尔 (Mercer) 注意到通俗的娱乐盂要“全身心地、尤意识

地投入到某一项文化1i件、文化形式或文化文本中“ (1983:84) 

旅游者在寻求快乐的过程中，他们会在消费中打破一些日常生活

中的禁忌 ，例如多吃多喝、不多加考虑地花钱、大胆地穿衣服、完

全打乱生活常规，等等 。 如汤普森(Thompson) 所说 ： ”他们鼓励

游客没有节制地花钱．进行一些常规下不可接受的消费 。 ”(1983 :

29)然而，后现代旅游者强调游乐，他们的自我意识使其难以在这

种温和的、可以被社会接受的破规行为中寻得快乐 。 后现代旅游

者自我意识强、酷、不愿定位自己 。 因此 ，他们所期担和经历的快

乐与以往不同，有很多变化

在发达的西方社会里随处可见的视觉媒体极大地提升［人

们对于“普通”与“独特”的理解 。 而且，媒体造就[“三分钟“文

化，人们可以通过媒体随意地变换娱乐的形式和地点 。 人们肯定

难以从他们（或他们的家人）每天都做的事中找到快乐 。 因此，度

假更多的是寻求即时的快乐，而非增加回忆或经历。 人们不断地

要求走出日常生活，去寻找新的刺激和快乐 ． 如新西兰的冒险游、

缅甸的门本死亡铁路游等，现在人们还着迷于太空游。 梅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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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r)认为以这种玩乐的方式体验快乐，将会使很多快乐都黯

然失色，使这些旅游者难以享受“简单的“快乐形式（如海滩度

假）。

后现代旅游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它打破了群体之间的界限

（“格栅”与“群体”)，这可以从海滩旅游的衰落看出其中的影响。

海滩旅游是以“格栅“和“群体”为基础的，主要以家庭的形式，同

一阶层的和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会在海滩聚在一起。但是，后现代

打破了这种社会认同感，以时间和空间为群体认同的方式不存在

了这就减弱了那些以阶层为模式的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同

时，发展起来了大址的各种旅游群体，很多都不是以家庭为基础。

“格栅”也变了。这种后现代的旅游建立在快乐和痛苦的划

分上— 远离单调、乏味、痛苦的工作，去寻求快乐。快乐可以在

很多地方找到，不一定非要在海边。我们可以凝视无数的对象，

甚至可以从媒体中找到快乐。越是旅游的，就越是文化的 ，就越

是界限不清的。快乐和痛苦无处不在，不是在某一段时间集中于

某一个空间和地点 。 ( Urry, 1994) 

度假地如果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变化。广告“马恩岛“( Isle

Of Man)可以作为回答 。 （见 Urry,1988) 广告中说：“要回去，你

必须向前看 。”一次海滩度假成了终生的记忆，在“马恩岛”中，时

间似乎已停止，广告勾起了我们对孩时的回忆，这时快乐体验如

此直接，没有被世故的玩乐所站污 。 下一章我们将详细地讨论旅

游中的怀旧与历史 。



第六章

凝视历史

遗产

旅游地可按下列三种二分法进行分类——它们是浪漫情调的

还是普通的公共旅游目的地？它们具有历史内涵抑或只是现代的

创造？以及对它们的展示是真实还是不真实的呢？ （参见第八章）

以这样的方式概括旅游地的特征显然并不明显 ，而且以真实或不真

实进行分类的第三种二分法通常会引发许多众所周知的困难。然

而这些二分法对千明确旅游地之间的区别却非常有用。

比如，英格兰西北部湖区(the Lake District) 的特征可概括为

浪漫情调的 、有历史内涵的和真实的。 (Urry, 1995a)相比较而

言，同在西北部的奥尔顿塔 (Alton Towers) 休闲公园，却是一个

普通的公共旅游地一现代但不真实。以这种方式概括旅游地

的特征显得非常直截了当。然而，有些旅游地的特征却要复杂得

多，比如翻修整新后的古巴＂殖民时代的“哈瓦那（见图片 6. 1汃英

国兰开夏郡 (Lancashire) 的威根 · 皮尔 (WiganPier)遗产中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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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 哈瓦那的＂殖民＂餐馆，古巴

及马塞诸塞州的美国第一个工业小镇洛厄尔 (Lowell)上重建的

工厂 。 这些遗产业发展以来才兴起的旅游地曾引起了广泛的争

议 。 虽然它们都是普通的公共旅游目的地，但对于它们是否也如

有人所声称的＂具有历史内涵”和“真实＂，意见却存在很大的分

歧 。 另外，就当代游客对历史遗产关注的各种原因而言，人们的

意见也并不一致 。 （参见 Lowenthal, 1985 ，第一章：十七世纪后期

以来作为生理折磨的“怀旧”)

在英国，列入保护名录的 500 000栋建筑， 17 000座受保护的

纪念碑和 5 500 个保护区都是这一现象的具体体现。 据说，每两

周就有一家新博物馆开放；现在已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就有 78

家铁路博物馆， 180 家水力和风力发电厂 。 (Samuel, 1994: Part 

II) 在 1987 年全国 1 750 座博物馆中，一半都是自 1971 年以来才

开放的 。 许多遗产中心的情况也很类似：泰尔福德(Telford) 附近

的铁桥峡谷 (Ironbridge Gorge汃威根 · 皮尔遗产中心、达德利



(Dudley)附近的黑色乡村世界 (Black Country World) 、纽卡斯尔

(Newcastle) 附近的比么什(Beamish) 野外博物馆以及约克的约

维克维京(Jorvik V如ng) 中心 。。 科学博物馆的一位前任主任曾

这样谈及遗产业的发展，“你还来不及计划加快这种增长速度，整

个国家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博物馆 。 只要在希思罗机

场一下飞机，你就进入了博物馆” 。 (Hewison 引 ， 1987:24)

一些最不具备旅游价值的地方现在也已成为遗产旅游开发

的中心 。 曾一度给莫凯么 (Morecambre)输送度假者的布雷德福

(Bradford)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观光地，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这里的游客巳从 150 万增加到了 500 万人次。 (Williams, 1998 : 

186- 9)在南威尔士的朗达(Rhondda) 山谷，一个博物馆和遗产公

阳已经在刘易斯 · 默瑟 (Lewis Merthyr) 的煤矿遗址上建成。

(Dicks, 2000)儿乎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以遗产的名义

而得到保护 。 在兰开夏郡，环境保护主义者积极寻求各种办法去

保存英国煤炭资源部曾一度想移走的国内最大的熔渣堆。 新闻

播音员迈克尔 · 伍德(Michael Wood) 斡写道：

因为现在的生活中似乎到处都充斥着痛苦……我们怀旧情

绪的充盈和表露……不仅表明当前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着

的遗失感……也表明了一种放弃的态度，一种对现在的真正意义

上的抛弃 。 (1974 : 346)

如日情绪自 17 世纪产生以来似乎已成为当代社会中的一种

流行病 。

当前，遗产／博物馆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私有化程度的增加 。

20 世纪 80 年代开放的 56% 的博物馆基本都是私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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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 ： 英国约克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兼具娱乐和教育性吸引游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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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ison, 1987 上第四章； Thrift, 1989)许多这样的私营项目

通过以新颖的方式、营销过去而激发了人们以各种全新的方式去

表述历史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尽管开放的遗产地增多而参观者有

所减少，仍有很多人去参观博物馆和遗产地。参观此类博物馆和

展览馆的人数每年大约有 6 800 万人次。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website) 每年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英

国人参观历史建筑物，三分之一的人参观历史公园，近三分之一

的人参观博物馆，四分之一的人参观教堂，近四分之一的人参观

一座古老的纪念碑，Ji分之一的人参观一次艺术展览 。 相比较而

言，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人去观看足球比赛或四分之一的人去听

歌剧 。 (English Heritage Mori Research website) 

每年参观博物馆和遗产中心的服务业从业人员的 比例是体

力劳动者的三倍。 大约三分之二的参观者都拥有白领的职业。

(Myerscough, 1986 : 303 - 4) 对遗产地的参观也与族群身份有

关，白人更愿意去参观历史建筑物或博物馆，而黑人和亚裔人士

则希望去了解各种不同的，并非仅仅是英国的遗产 。 C English 

H eritage-Mori Research website)然而，英国的遗产文化有着非常

广泛的社会支持，四分之三的人都认为，有机会参观各种遗产地

能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上富 。 90％ 的人都支持利用公共基金来保

tSl 护遗产 。 近来并没有到过这类遗产地参观的很多人士都对目前

国内正在进行的遗产保护工作持卜分肯定的态度 。 C English 

Heritage-Mori Research website ) 

其他许多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很类似。（参见 Lumley,

1988)洛温撒尔(Lowenthal)谈到美国的情况时说 ， “现在，历史的

饰物已将整个国家装扮得花枝招展”。 (}985 : XV) 列入美国国家

历史遗迹注册名录的遗产已由 1968 年的 1 200项上升到 1985 年

的37 000项。 (Frieden and Sagalyn, 1989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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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遗产业的评论家比如休伊森(Hcwison)或赖特 印叮n

(Wright) ，都认为英国的遗产业远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广泛和誓 l 讨

及，虽然实际验证这样一个说法充满 r方法论方面假设的种种困 心

难。 (Hewison, 1987; Wright·,'1985) 已＼必 ~t:'.J汹叭凡 l“i 飞 r l;!＼， i' ｝、. 1'.` 

在英国，如前一章所示，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就开始形成了

一个参观／保护乡村的传统。这体现在人们对某些风泉（包括乡 扰

村风光），特别是那些坐落在迷人的乡村田野中的大型衣舍的观 'lt1 

赏。“非洲之外还没有哪个地方的乡民能如此乐意穿上｀传统~ 矗犬

服装来取悦外来的参观者……这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行业J;臼＼

年复一年，英格兰就这样被改变成了. -r个更加如诗如画的快乐胜 史

地”(1986:194— 5) ，雷班 (Rabin) 的这种描述展现的是人们乐千从寸1,

向我们介绍的乡村英格兰的典型印象。 :),. I 勹i I',;1--'I\. + 1A, J_..I· 从· lIl 

现在，英国负责保护遗产地的主要机构一4 英国遗产委员 甘怕

会 － 以“服装戏剧”的形式组织此类活动。人们参观大型乡村 廿j

农舍的愿望至今仍非常强烈，每年都有1 200万人来参观国家信托 ｀ iL

托管的各种遗产。 (National Trust website) I I I l.II ;\, r 

人们对千衣业生产中使用的设备和机械以及衣业的生活方式 凶｀

一直都有较广泛的兴趣。 800 多个博物馆都陈列有农业展品，有些 l 

博物馆还被称为“模拟的农场＂，因为在这样的博物馆中，参观者可

以看到轮匠、铁匠、马夫、蹄铁匠，等等。（参见 Vidal, 1988) ~." 1:11叹 l 汁

人们对产业工人和矿工真实生活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对于这 !i 

种变化，马康纳(MacCannell) 曾讽刺道，“现代人正在失去他一度可 灼

以称作｀他自己的＇对于工作凳、邻里、小镇和家庭的亲切感，但同时 l·早

他对别人的｀真实生活＇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999: 91) ~l'ti沁卢尸A.

这种兴趣在曾为重工业聚集地的英国北部表现得特别显著归fll中

这些工业能引起参观者的兴趣主要是因为这种工作 .....一 比如矿 凶＼

工或钢铁工人的工作一 所体现出的英雄品质。当然，我们对此 ·且义

不宜过多强调，因为人们似乎对妇女所从事的繁重，但毫无英雄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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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而言的家务劳动同样也有兴趣。 对他人工作方式的迷恋与

后现代社会边界的打破，特别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前台和后台之间

边界的打破，密切相关 。 这种情况也是后现代博物馆文化的一部

分，其中的任何事物都能够成为参观者好奇的目标 。

英国工业的快速解体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方面，它导

致了一种深层的遗失感，既有的某些技术（蒸汽发动机、大烟囡、

矿井技术），也有伴随这些技术而发展起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的遗

失 。 这种变化的速度在英国远比其他地方快得多，而且主要集中

在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南部和苏格兰中部地区 。 另一方面，从历

史上来说英国的工业主要是从维多利亚时代以城市为中心的产

业发展而来，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现在可作为其他用途来加以利

用。一些建筑物本身就很有吸引力 ［如利物浦的艾伯特(Albert)

船坞］，保护性整新之后可将它们用作住房、办公室、博物馆或餐

馆 。 风化后的墙壁、更新之后的窗户和临街的家具摆设可提高这

些建筑的观赏价值。

当英国工业解体时，许多地方当局正致力于在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 。 他们认为旅游业可以带来大屈的工作机会，就

开始增加了对旧工业基地的宣传力度 。 威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我们可以从一本《从未去过威根，但我知道它像什么样 》的宣

传手册中看到这一点。［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威

根，未注明日期］头五张黑白照片上是成阶梯状排列的住房、矿井

以及在狭窄的过道上行走的老年人 。 接下来的十二张彩色照片

呈现了当代的威根，它拥有无数的景点：威根 · 皮尔遗产中心，多

姿多彩的集市和优雅的商店，上好的体育设施，浪漫情调的酒吧

和餐馆，以及令人心旷神怡的运河边的小道 。 向游客推销威根成

为了向潜在的投资商营销威根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投资商越来越

关注他们的雇员能否方便地得到各种日常所需的服务 。 威根现

在每年能吸引 17 万名参观者，创造 3 400万英镑的旅游收入。



(Guardian Unlimited website) 

这一时期，许多小型企业开始快速发展 。 中央政府的政策也

重视小型企业的发展并鼓励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项目 。 在旅游

领域，发展小型的新兴企业成为英国 20 世纪 80 年代普遍的经济

现象 。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第三幸和第八萃曾论及）的推进．不同的

国家开始专注于假 U 旅游市场的不同部分，比如西班牙片注千发

展价格低廉的背包旅游、泰国发展”异国情调的“旅游、瑞典发展

滑古和登山旅游，等等 。 英国为海外旅游者专门提供具历史内涵

的访古旅游（北美游客常将英国称作那个＂占老的“国家） 。 这也

可以从海外游客倾向于呆在英国内陆，而很少去参观其海岸或乡

村风光中可见一斑 。 除了伦敦、牛t肛剑桥、斯特拉特福、约克、爱

丁堡以及一些工业旅游泉点之外，游客知道的有价值的其他尿点

并不多 。 英国在这种全球旅游划分中的定位进一步推动了它的

遗产旅游业的发展。

由千（到 20 世纪 90 年代止）其现代建筑缺乏吸引力，英国对

建筑遗产的保护特别关注。 战后典型的现代建筑是那些以钢筋

混凝土为主要建筑材料、必无特色的办公大楼和塔式公寓楼 。 这

类“美国式的“现代建筑一直都不受人们嘉爱 。 因此，在英国传统

建筑与商业中心区美国式的府天大楼之间的对比非常鲜明 。 此

外，英国仍保留了大址的 1914 年前建盖的房屋和公共建筑。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人们对现代建筑的推崇开始消退，这时传统

建筑很适宜于以遗产的名义而得到保护 。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一

个有趣的例子中看出人们对遗产保护态度的变化。 虽然切尔滕

纳姆(Cheltenham) 的大部分地方曾一度计划要“重新开发＂，但却

因该城的乔治三世之子摄政时期的建筑风格外观，所以人们不遗

余力对此加以保护 。 (Cowen, 1990 ) 

因此，遗产在英国的旅游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对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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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业的重要性远比其他一些国家重要得多。但是，从其与历史

和真实性观念的相关角度而言，到底什么才是遗产？ （参见

Uzzell, 1989)有关遗产保护的原因和后果的评价，一直是英国公

众公开辩论的话题 。

这场辩论由休伊森写的一本副标题为＂衰退氛围中的英国”

(1987)的遗产专著引发 。 在书的开头，他提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评

论：”与其说英国在制造商品，不如说它在制造遗产”。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人们已感觉到英国已处千不可逆转的衰退潮流之中。遗产

业的发展不仅涉及一些反民主价值观的重申，也涉及现在文化价值

的窒息所导致的衰退的加深。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建立在理解历史

基础之上的一种批评文化，而不是一套关千遗产的幻想。

休伊森一直致力于分析产生怀旧情绪的各种社会条件 。 他认

为人们普遍感到怀旧的时代正是社会上到处都充斥着骚乱的时期 。

此外，怀旧式的回忆与对过去的彻底回顾截然不同，因为它是一种

社会建构 。 问题不在于我们应该还是不应该保存过去 ，而是我们选

择保存过去的哪部分。 罗伊 · 斯特朗(Roy Strong)写道：

我们都清楚各种问题和麻烦，社会结构的变化，旧价值和标

准的消解……遗产代表了一种安全感 ， 一个参照点，或许一个难

民营，看得见摸得着的、稳定而不变的某个东西 。 在我们的社会

中，我们的环境遗产起着极大的稳定和团结的作用 。 （休伊森引，

1987 :46 - 7) 

巧合的是，据说马克思和尼采对“怀旧”也有类似的批评态

度 。 （参见洛温撒尔， 1985:65)对于当代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新情

况，休伊森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特别之处 。 当代的怀旧很大程度

上是对过去工业化时代的怀念 。 在英国，第一次观念战役就是在

1962 年围绕火车站入口处的新古典主义式的拱门而展开的 。 虽



然最后失败了，但这引发了英国考古委员会对工业纪念碑的普查

以及 1969 年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 四年后，工业考古委员会成

立，到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北部各地的博物馆都得到了发展。

休伊森对比米什工业博物馆的发展和十英里之外的康塞特

(Consett)钢铁厂关闭后所产生的毁坏做了很多对比 。 对过去的

保护掩盖了对现在的破坏 。 在真实的历史（正在继续因而危险）

和遗产（过去的、死了的和安全的）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别 。 简而

言之，后者掩盖了社会的和空间的不平等，遮蔽了一种肤浅的商

业主义和消费主义，而且至少可能部分地破坏了本该加以保护的

建筑或人工制品的一些要素 。 休伊森说：“如果我们对历史有其

正的兴趣，那么我们不得不将它从保护主义分子手中拿来加以保

存 。 ”(1987:98)遗产无非是伪造的历史。

显然，休伊森的言论很有价值。一位评论员曾说过，英国将

“很快任命一个博物馆部长而不是一个首相” 。 (Lowenthal 引，

1985 :4)最近，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也同样认为，全体英国

人在为外国游客提供一个全国性的迪斯尼乐阳 。 这类奇想可以

从朱利安·巴恩斯CJulian Barnes) 的小说《英格兰 ，英格兰》中略

见一斑，该书建议将整个怀特岛 (Wight)建成一个主题公园 。 这

个主题公园将命名为英格兰公园，其中将呈现的是按比例微缩的

几乎所有著名的英格兰的历史建筑 。 (Barnes, 1999) 

然而，对遗产的这类批评与对所谓的大众社会议题的批评极

其类似 。 确实，社会科学家很可能倾向于对某个黄金时代的怀

旧 。 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大多数的人还未被那些新的，更扭曲

的文化形式所欺骗 。 （参见 Stauth and Turner, 1988) 当然，这样

的时代并不存在 。

休伊森也同样忽视了遗产保护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广泛的

社会基础 。 比如，他将（英国）国家遗产托管机构视为一个为过去

的上流社会人士保持其宏伟的家园提供救济的组织。 国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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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机构现有约 270 万名成员，是目前英国最大的群众组织。

（参见 Mccane, Kiely, Morris, 1995) 此外，早期的遗产保护很大

程度上是平民性质的，比如在英国经济衰退的迹象显现之前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铁路保护、工业考古、蒸汽牵引集会，等等。甚至

连一向被批评为最后的”遗产球场”的科文特花园剧院 (Covent

Garden) J)，也是由于一次由当地居民推动的遗产保护运动才被改

造为一个旅游景点的。（参见 Januszczak, 1987; Samuel, 1994) 

同样，在威尔上一些废弃的煤矿矿井也是在当地矿工和他们

家人的积极努力下才得到保护的。这些矿T一直在寻求保护”他

们真实的“历史的方方面面；确实，据说在南威尔士的大矿井(Big

Pit) 参观者会惊喜地发现这个矿井并没有因为有人参观而被弄

得”更好看一些＂ 。 （参见第八章； Urry,1996)作为原有 66 个深

矿、很有威尔士风格的朗达山谷来讲，唯一仅剩的煤矿建筑现在

也已成为朗达遗产公园。 (Dicks, 2000)它的基础是原来的刘易

斯 · 默瑟矿。该遗产公园的产生得益于当地矿工以“纪念＂的话

语而展开的广泛的斗争，它成为朗达山谷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矿产

业唯一重要的公共纪念物。（参见 Dicks, 2000 :第六章和第七

章）在矿工社区的记忆中 ，口传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就这个遗产公园的修建规模、形式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将它由一个纪念物转变为更大意义上的旅游／遗产项目这一

问题上曾有过较大的意见分歧，因为据说它没有体现出多少当地

居民的心声。

一般而言，遗产行业的批评者也没有将民众对保护的压力和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政治的发展

联系起来考察。因此，对苏格兰国家遗产托管机构成员数的研究

@ 译者注：伦敦最负盛名的老牌剧院，也是全世界数得上的大歌剧院之一，

之所以叫“花园”，因为先前它是一家女修道院的花园。



表明，苏格兰的遗产似乎是文化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的要素。 (Mccone, Kiely, Morris, 1995)从他们的研究中看，遗

产中隐含漪一种强烈的世系感和继承感。它具有一个身份赋予

的地位。对于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而言．他们有着极大的热情去

保护苏格兰的遗产。因此，麦科恩(Mccone汃凯利 (Kiely) 和莫里

斯(Morris)是这样描写苏格兰国家遗产托管机构的成员的：

地方活动群体，外出旅行和通过自愿劳动积极参加遗产保护

结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现有成员可以得到的是通过协作而荻

得的一种协调的生活方式……“坚持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永恒组

织”。 ( 1 995 :1 55)

休伊森将人们对工业化的怀旧和后现代的发展联系起来看。

但即使它们之间有联系，也需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在切斯特(Chester).I ，一个罗马中心 ("Diva”) 的

扩建将牵涉到一个已列入保护名录的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房质

的拆毁。当地的保护主义者力图拯救这栋房屋，同时也阻止罗马

主题公园的开发。（配有罗马硬币、罗马食品等；参见 Stamp,

1987)休伊森混淆 f这两个问题，但他的主要批评则集中于对博

物馆和遗产中心所作的学术性的保护。

可是，这些保护通常都要雇用历史学家来研究遗址的背景。

（参见 Rose, 1978)如果仅针对卡米洛特(Camelot)®主题公园或

已经得到提议的切斯特的罗马主题公园，那么休伊森的情况可能

要轻松得多。在美国 ，类似的区别也存在于将洛厄尔学术性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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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译者注：柴郡最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切斯特拥有两于年历史 ， 是欧洲最

佳古迹城市之一。

© 译者注：英国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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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为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与迪斯尼乐园主街道的建造之间 。 另一

个需指出的是“手艺”和“行业”的区别。前者似乎是建构的遗产

业的一部分，甚至手艺人自己也成为展览的一部分。但是，这类

建构与各种不同的“行业”以及缰绳制作者或轮匠使用的方法和

技艺的历史性重构都有区别。（参见 Vidal, 1988)休伊森的批评

对前者比对后者更为贴切。

此外，休伊森假设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模型．通过它，某些意

义 一 比如对过去时代的怀旧一－ 能够被遗产地清晰地传达给

参观者。这丝毫不复杂，不同的参观者能够凝视同一组物件，却

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和摆弄它们。（参见 Urry, 1996) 确实，参观者

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解读遗产地，也不会被动地接受它们。麦克唐

纳 (Macdonald) 以科学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为例说明了参观者建构

和韶读展览的方式往往在设计者的预料和计划之外。 (1995:21)

他们将设计者原本没有打算联系在一起的展览品联系到 r一起，

他们将展览斛读为一种规定，但其实设计者的本意却并不如此，

他们在绝大多数悄况下都不会以设计者预想的方式描述展览。

（参见 Shaw, Agarwal, Bull, 2000: 276) 

对利物浦艾伯特船坞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人们非常愿意利用

这些遗产地作为怀旧的根基：”作为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记忆的

出发点，这样他们曾逍受的经济困难和被剥削的经历就可以被一

种社区感，邻里关系的亲密和相互扶助的经历所抵消 。 ”(Mellor,

1991:100)“怀旧”在这些遗产地确实是一种重要的“行为＂。而且

怀旧的过程也包括表演 既有那些“真正的”表演者在那里激

发人们的记忆，也有那些通常要与别人合作才能生产自己的记忆

的参观者的表演。怀旧的表述行为绝不是一种视觉消费的被动

过程。在一些方面，它与其他各种在旅游地发生的空间行为相类

似，比如散步、聊天、闲坐、拍照，等等。（参见 Edensor, 1998) 

对遗产的如此表述不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读，或者参观



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愉悦的经历，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对遗产的表述

也不可能具有教育的性质 。 休伊森的这个观点似乎有点说不通 。

纽 · 塞伦(New Salem)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在那里参观

的游客想法不一定一样，而且遗产地的意义也并非是规定好了的

或固定不变的 。 (Bruner, 1994:410— 1)许多游客玩弄着时间幅

度，并尝试与各种可供选择的现实相联系 。 即使这类遗产地具有

明显的娱乐和戏耍的性质，他们也可以自己的方式重构他们的历

史感 。 布旮纳 (Bruner) 总结说，”许多游客总是将他们在遗产地

看到的和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联系起来”(1994:410) 。

毕竟威根 · 皮尔中心本质上是学术的和教育的；它呈现了一部

激烈的大众斗争的历史；它指出矿场老板们该为矿难负些责任；它

颂扬的是非精英的大众文化；而且部分地是由一个以让人们记住

“英勇的劳动生活”为目标的委员会来组织的（参见附图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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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 威根 · 皮尔遗产中心，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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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人对历史的理韶相比较·它表达了历史所包含的各

种社会过程的一些方面，即使我们很难看到将来怎样在那段历史

上增加点什么 。 确实，我们根本不清楚大多数人对“历史”的理斛

是什么 。 如果没有遗产业，那么过去通常被怎样地利用？但可以

肯定的是，绝不会是通过像这样的对“历史”的学术研究 。 （参见

Lowenthal, 198 5 : 411)对许多人而言，他们的历史知识是通过阅

读传记，历史小说和观看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获得的 。 我们并不清

楚遗产业的描述是否更使人误韶历史 。 洛温撒尔对怎样看待各

种历史的总体评价看起来是正确的：“我们必须给占人腾点地

方……可是他们的地方并不是就在那里 ， 在某一外国的某处；这

个地方已经化入了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且已经在不断变化着的现

在中得以复活”，包括通过“遗产业”。 (1985 : 412)

然而，需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对视觉想象的强调，遗产历史

一直问题不断 。 参观者看到一系列的人工制品，包括建筑物（要

么“真实“要么“仿制”)，然后他们不得不去想象与这些看到的物

品相联系的生活模式 。 （参见 Bruner, 1994)这是一个“人工制品

的“历史，因为其中的各种社会经历实际上巳经被忽略或弱化了，

比如与战争、剥削、饥饿、疾病、法律等的关系。（参见 Jordanova,

1989) 

下面三个部分将更详细地探讨 ： 遗产如何成为地方经济发展

策略的一部分 ；它与后现代建筑设计的各种新潮流的内在关系；

以及它在我所说的后现代博物馆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旅游与地方政府

在此前对遗产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谈到地方对遗产保护的大

力支持 。 我在这里将更全面地探讨地方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 。

在这一关系中，有三个关键要素 。 首先是经常注意去保护在某些



方面能代表他们社区环境特征的当地人。其次是各类私营业主和

潜在的与旅游相关的各类服务业业主的存在。第三是由地方权力

部门以及国家级机构在地方／区域的派出机构组成的地方政府。

莫尔坎贝镇(Morecamble) 冬日花园剧院 (Winter Gardens) 

的例子能说明这种地方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剧院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关闭 ，要修复它的话，将耗费一大笔资金。

大家认为， 1897 年修建的这一剧院的建筑风格卓越非凡。比如，

英国遗产委员会就用“精妙绝伦”一词来描述它，而剧院托管机构

则将它比作英国北部的艾伯特大厅 。 尽管还不十分确定，但它可

能会得到保护。如果这样的话，人们亳无疑问将用它来上演旧时

的音乐节目（包括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由此人们就可以表达他

们对前电视娱乐时代的怀旧情绪。

显然，恢复整新可能会使它成为遗产业中遭受批判的又一对

象。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当地人对遗产保护的支持，这

个剧院早巳经被拆毁。该镇一个异常活跃的行动团体深信，作为

莫尔坎贝镇象征的这一目前半遗弃的建筑，如果被拆毁的话，那

么将是该镇的末日。可以肯定的是，对千增进莫尔坎贝镇的旅游

吸引力来说，有着广泛的民众支持。确实，不能指望任何到遗产

地旅游的游客表现出对环境的关切，这种关切只能由当地居民来

表达。尽管这栋建筑是私人所有，但只有通过公共机构的支待才

能得到修复。地方政府的作用也由此显得非常关键。这一例子说

明了当前旅游发展中的两个重要要素：一是地方遗产保护团体的影

响，因为他们的行动通常会促进一个地区的旅游发展，尽管他们的

初衷有时并非如此；二是地方政府所起到的重要的协调作用。

就第一方面而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不同地方遗产保护团体

的不同。比如，就英国整体来说，在 1980 年，每 1 000人中有 5 . 1 

个“生活福利协会”的成员，在汉普郡(Hampshire) 每 1 000人中有

20 多个，在伦敦附近各县，在德文郡 (Devon汃北约克郡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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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shire)和坎布里亚 (Cumbria) 每 1 000人中有 10 个。（参见

Lowe and Goyder, 1983: 28- 30)显然，这类团体的部分目标在于

阻止损害地方公认“特色”的各种情况的发生（特别是英国东南部

低成本住房计划所引起的各种情况）。此类团体中的服务阶层和

中产阶层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成为那些拥有象征地位

的商品（如一个不错的村子中的一所不错的房子）的人士赖以保

留他们优势地位的主要手段。可是，遗产保护运动通常都有更广泛

的目标：不仅阻止开发，而且还要促成现有公共建筑物的修复整新

以及使乡村或城镇风光“博物馆化”。此外，即使运动的目的与旅游

业毫无关系，最终的结果也肯定增加了地方对游客的吸引力 。

在新西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反面例子。利特尔顿

(Lyttleton)港是与克赖斯特彻奇 (Christchurch) 的南岛镇 (the

South Island)相邻的最大城市。因其所在位牲周围是一座死火

山，该港口的天然码头异常漂亮，而且整个港口的背景景色宜人 。

整个城镇中的建筑物虽多为低层，但其临街建筑却都非常濮亮。

对欧洲人来说，它看起来有点像两战期间的典型小镇。利特尔顿

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的落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尽管它有

成为优秀的旅游点的潜力。它并不显得古老，仅只有些旧（正如

当代哈瓦那的大部分地方）。按休伊森的话说，它并没有得到保

护，仅只得到保留。要使它成为旅游景点，需要有一次遗产保护

运动来确保这类临街建筑不被拆毁，并注入资金将其中一些改造

为游客喜爱的商店和咖啡馆，地方权力部门也要制定一个战略性

的计划来协调各项事务。

在英国，服务阶层男性成员的低迁移率似乎也是推动遗产保

护运动的一个因素。（参见 Savage, 1988)很可能是低迁移率使

得这些人养成了一种较之先前来讲更强烈的对地方的归属感。

人们因此可以将之概括为“服务阶层的地方化“，而且在遗产保护

这一层面上，地方福利团体的结成将会带来一些影响。



(Bagguley et al., 1989: 151-2)如果这些团体的行动成功，将会

使他们的城镇对游客更有吸引力。因此，通过中产阶层的共同行

动，对古老的乡村，特别是城镇风光的保护，肯定会增加游客的数

扯以及当地居民所体验到的拥挤感。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地

方是切尔滕纳姆镇(Cheltenham) 。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民众要求

遗产保护的呼声使政府千 1974 年被迫废弃了它的开发政策。自

此以后，政府采纳了遗产保护的政策，摄政时期的建筑遗存被大

规模地修复，并改造为住房、办公室以及零售／娱乐设施。（参见

Cowen, 1990) 

在谈及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民众遗产保护的呼声，以及近年来

他们如何试图重构旅游地之前，我先谈谈地方政府近年来积极参

与推动与发展旅游业的原因。

在工业快速解体的时期，随着许多地方权力部门介入地方经

济，旅游似乎成为少数几个能够带来就业机会的行业之一。我们

也已谈到许多权力部门发现它们拥有一种特别的财产，即弃置的

建筑物，如利物浦的艾伯特船坞，或弃笠的土地，如曼彻斯特劳里

(Lowry)艺术大厦的所在地索尔福德码头 (Salford Quays沙（见

附图 6.3)。将这些弃胜的财产改造为可以发展旅游的景点几乎

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参见 Dicks, 2000) 

此前我谈到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特别是所有的地方都在想

尽各种办法来吸引越来越挑剔的后游客 (post-tourist) 的情形。

与其他许多商品一样，旅游市场的区分度更加明显，一些地方被

迫在我所谓的“旅游自反性”的基础上制定旅游发展策略。这种

自反性涉及对当地设施的清查，制订行动计划，为其业已确立的

市场定位实施适当的营销策略。在某些情况下，这使得地方政府

第
六
章
及
视
历
史

1 4 1 

@ 译者注：曾是曼彻斯特的运河码头，曼彻斯特最美丽的城市风光坐落在

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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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乎从零开始发展其旅游业，布雷德福的情况即如此。（

Williams, 1998)特别是在一日游的数批大显增加的情况下，在英

国东南部的一些地方已经有一种自觉的”后游客“经营策略。

(Landry et al., 1989) 

旅游城镇现有的所有权结构使得地方权力部门的作用也十

分重要。这种所有权很分散．因此从地方的整体角度来讲，很难

得到当地的资金来采取适当的行动。唯一有能力投资基础设施

（比如海岸防护栏、会议中心、港口），或提供旅游中心所必须具备

的各类设施（娱乐、博物馆、游泳池）的，通常只能是地方行政委员

会。在一些老的旅游胜地，比如塞恩特岛［杉奈特(Thanet)］的各

景点，这种管理方式导致了“市政遗产保护形式”的发展，即小规

模的企业经营方式与委员会介入旅游发展的联合。（参见 Buck

ct al., 1989 :188-9)在英国，许多劳动委员会曾一度取消了只能

提供＂棉花糖式工作岗位的“旅游，但在过去儿年，它们开始热衷

图 6.3 劳里艺术大厦，索尔福德码头，英国



于发展地方旅游项目［格拉斯哥(Glasgow)就是最好的说明］。

最后．地方行政委员会一直都愿意积极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囚为在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限制的时期．旅游业这一领域有足够

的资金来源来启动一些可以使当地居民也受益的工程项目（特别

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通过英国的彩烘基金）。此外，这类设施

成为各行业吸引潜在雇员和管理者的重要因索。 1980 年代威

根 · 皮尔遗产中心建成后｀威根的情况即如此。西北旅游委员会

主席认为：

旅游业的增长与其他行业的增长密不可分：将一些地区作为

观光点来开放意味看它们更适宜于生存，也因此更适宜于在其中

工作……高品质的生活可使雇员受益。 (Reynolds 引， 1988)

对任何旅游项目经济效益的评估都是有问题的。问题来自

评估经济增队的困难。如果我们要考虑增收这一问题，旅游业发

展带来的影响就不能简单地从“游客”在宾馆、营地、餐馆、酒吧等

地消费的方式中得到评估。它也取决于那些消费的受惠者，比如

宾馆的供应商、酒吧的服务员，在哪里花这些钱，进而挣到这些钱

的人又在哪里花这些钱，等等。评估地方经济的增屈还涉及另一

些问题：由于涉及的小型企业数狱较多，公司之间的联系特别复

杂和校糊；经济的漏损通常也很难评估；对千到底谁才是“游客”

也没有清楚、一致认可的界定，因此，旅游消费的概念亦不清楚 ；

“地方经济”的定义也极易引起争议，使得地理单位越大 ， 经济增

址也越高。尽管难千评估，但与其他在地方发生的消费相比，游

客消费在地方的经济增址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在英国所做的

大多数研究都表明，近一半的旅游消费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留在

了地方。（参见 Williams and Shaw, 1988c: 88)可是 ，这种收入分

布极不均匀，因为在很多旅游地区人员工资水平都很低，即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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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旅游从业人员中亦如此 。 （参见 Taylor , 1988) 

英国的许多地方政府启动了很多的相关项目，将地方整块地

进行重构并重新介绍给旅游观光者。 (Houston, 1986; 关于美国

的情况，参见 Frieden and Sagalyn, 1989) 这一点在英国中部地

区、英格兰北部地区和威尔士表现得尤为显著，苏格兰、北爱尔兰

和东南部则不太明显 。 最近许多地方权力部门，特别是英格兰的

地方权力部门，在旅游业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在北方 ， 约克

郡西部的小镇赫布登布里奇(Hebden Bridge)就是一个有趣的例

子。（参见Waterhouse, R., 1989)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它的

旅游业尚处于最低谷。 而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 33 家服装厂的

关闭，近一半的本地人巳迁居他处。人们制定了一个与工业化的

过去决裂的发展战略，将赫布登推荐为一个观光地，并吸引一些

参观者成为当地的新居民。原来曾打算进行大规模经济开发的

计划于 1967 年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遗产保护为主导的

增长战略 。 这一战略是在该城早期发动的一次环境保护运动和

艺术家、设计师、音乐家等的影响下而形成的 。 它现在巳发展成

为一个非常繁荣的城镇，住房相当紧张；新来者的人数达到了原

居民人数的两倍 。 英国其他一些寻求类似发展战略的地方也巳

经得到了旅游发展行动项目 (TDAPs)计划的支持。这些都是政

府资助的旅游业自反性的形式（参见第八章），包括持续一至三年

的，以研究、开发和市场营销为一体的各种项目 。 (Davies, 1987) 

曾实施过这类项目的地方有布雷德福、泰恩河 (Tyne) 、威尔

(Wear) 、兰开斯特(Lancaster汃戈斯波特(Gosport) 和朴次茅斯

(Portsmouth) 这样的城市，有埃客斯穆尔 (Exmoor) 和凯德尔

(Kiedler)这样的乡村地区以及布里德灵顿 (Bridlington) 和托贝

(Torbay)这样的海边疗养地 。

兰开斯特旅游发展行动项目 TDAP 由两个相关地方权力部

门之间的合作，以及一个公共资金企业委员会和西北旅游者委员



会组成 。 目的是推动和实施一种营销策略以增强和改善遗产旅

游地的条件，发展与乡村和海岸之间的联系，增进游客对兰开斯

特的良好体验，扩大和改善住宿设施 。 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增强

兰开斯特的观光条件将使其同时能吸引更多的内向投资。项目

的立场声明这样写道：

除能够在本地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外，兰开斯特旅游业的发展

将有助于提升地方的环境和改善利于工业发展的各种设施。 城

市的外观以及它提供的各种设施对于吸引外来投资非常重要。

（特别项目组，兰开斯特城市委员会， 1987 : para. 1. 20) 

有趣的是，这份立场声明以《遗产城市 一－兰开斯特 》为标

题 。 如果它要建成一座遗产城市，似乎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 第

一，它应该具有许多相对保存完好并有吸引力的不同历史时期的

建筑物 。 就兰开斯特的情况而言，它有一座中世纪时期的城堡，

乔治王朝时期的海关和市镇救济院，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老

磨坊。

第二，这类建筑物的用途应该在很多方面与旅游观光业相一

致。 有一扇诺曼底风格大门的兰开斯特城堡是个很有趣的例子 。

目前城堡的大部分地方都不对外开放，因为它被用作监狱。 尽管

在历史上城堡都常被用作监狱（兰开斯特城堡里确实有一些著名

的地牢），可是人们觉得让游客来参观一个目前仍被用作监狱的

建筑物不太合适 。 这座城堡也因此没有能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而

得到充分的利用 。

第三 ， 建筑物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代表

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兰开斯特因而在其旅游发展行动项目

的 TDAP 中被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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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古老的、充满历史沧桑感的人类聚居地．有着古罗马的

渊源和一段重要的中世纪的历史……兰开斯特的王室直辖领地

使其与王朝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城市中的许多景点 ． 因其丰

富的“历史“内涵、华美的建筑、与皇家的关系，使兰开斯特成为一

个值得大力推荐和营销的重要遗产资源 。 （特别项目组．兰开斯

特城市委员会， 1987: para. 4. 3 ; 4. 4) 

加引号的“历史”的用法值得进一步思考：因其“ 丰富＂的历

史，华美的建筑物不仅行起来古老．而且历史意义重大；这此建筑

物进而表明这个地方的“古老＂，即它确实充满了历史沧桑感 。 因

此，在现有的建筑环境和为开发景点、而设想的地方特色之间必须

有一致的关系 。

发展所讷的文化旅游是一些城市成功地构建相对一致的旅游

地形象的另一途径 。 （参见 Craik, 1 9 97) 比如，在 20 1ft纪 80 年代的

伦敦， 14％的博物馆参观者是旅游者． ．而伦敦之外的地方只付 21 % 。

在伦敦剧院和音乐会的观众人数中，游客占[ 40% 。 据测符立5%

的游客消费 与艺术相关 ( Myerscough, 1988 ：第五节）

可是在英国，文化旅游发展最好的例子也许是格拉斯哥市叭

在被指定为"1 990 年欧洲文化城市”之后．格拉斯哥进行［ －系列

的改造：“格拉斯哥的革新以艺术为主导、五月文化节的举办以及

Burrcll 艺术收藏馆的开放将它由一个衰败的工业城市改变成一

个充满活力、经济增长快速的地区（对游客充满了吸引力 ）。 ”

(McKcllar, 1988 : 14) 

三分之二的游客认为，格拉斯哥市有各种有趣的博物馆和艺

术展览馆值得参观。 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格拉斯哥市文

@ 译者注 ： 苏格兰最大的一座城市 ， 人口 75 万 ． 位于苏格兰西部 ． 以其辉煌

的文化和传统闻名于世。



化活动多｀他们希望能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 。 只有不到五分之一

的人认为，格拉斯哥市还像过去一样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

(Myerscough, 1988: 88 - 9)神秘但又戏剧性的是，格拉斯哥市现

已发展成为一个人们乐千驻足参观的地方 ·一个许多游客偏爱的

观光地 。 结果是，服务业就业岗位的比率已由 68％上升到 84 % 。

(The Industrial Society websi tc) 格拉斯哥的旅游立市是经济重

组、社会变迁、政策介入以及文化重估所带来的结果 。 而且格拉

斯哥市发展战略的这一改变已经使旅游业在该市中具有重大的

经济和社会意义。

另一成功地利用其特别＇｀受青眯的“文化遗产来发展旅游的

英国城市是利物浦。 在《发现默西寒德郡(Merseyside) 1988 》这本

旅游宜传手册中｀最有特色的是甲克虫应幻历史一 日游。 手册中

提到的这个“甲克虫的故乡”拥有卡文 · 沃克斯 (Cavern Walks) 

购物中心、约翰 · 列衣 (John Lennon) 纪念俱乐部、甲克虫商店、

汤米 · 斯蒂尔 (Tommy Steele ) 的埃莉诺 · 里格比 (Eleanor

Rigby)雕朔，等等 。 手册中也包括甲克虫年会等细节内容 。 默酉

塞德郡旅游促销中的另一优势体现在其足球文化上．这点再一次

说明了在前文曾述及的去差别化的过程中不同活动之间的边界

正在悄解的过程 。 利物浦自称是“IIt 界足球之都”，它的 ＂足球城

市周末“背包游组织得作常好．重要的观光地主要是古迪逊公园

球场(D(Goodison Park)和安 l卡尔德CAnficld) 。

布雷德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因为直到 1980 年它才开

始发展旅游业。 它曾是一个满是漆黑可怖的磨坊的工业城市 。

当本地人意识到布雷德福也有许多吸引度假者的文化要素时，他

们便自觉地发起了一项旅游发展项目 。 除拥有大屈的床位，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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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译者注 ： 位于利物浦市 、 为埃弗顿的主场 、 建于 1892 年 ， 是聂全世界聂古

旧的球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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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的诸如霍沃斯 (Haworth) 、戴尔 (Dales) 和穆尔斯

(Moors)这样的景点外，它的文化要素有保存较完好的工业建筑

遗产、铁路和运河（这些都是因布雷德福作为“精纺毛料之都”的

地位而修建的）；它位于约克郡内的区位优势；促使数趾众多的小

型企业得以产生的亚洲文化的存在。 此外，市政委员会也认识

到，将布雷德福改造为一个旅游胜地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

件 。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他们得到了大址的免费宣传。 后期的

促销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亚洲文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卖

点加以宣传 。 还单独制作了一本名为《 亚洲风情》的旅游宣传手

册，详细介绍了许多“亚洲＂餐馆，欧洲最大的亚洲商店，各种咖喔

风味游，十多个莎丽销售中心，以及各种亚洲宗教和布雷德福移

民模式的历史 。 （参见 Davies, 1987) 

许多城市的旅游发展项目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它们海滨的区

位 。 此类海滨旅游发展项目的典范是美国巴尔的摩港口的修建。

甚至到 20 世纪 80 年代，它每年都能吸引2 900万名游客 。 世界范

围内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波士顿的芬优堂的昆士集市 (Fanueil

H all Marketplace汃纽约的港滨走廊 (Harborwalk) 和南街海港

(South Street Seaport汃悉尼的达令港 (Darling) 。 悉尼的达令港

由悉尼遗产发展商默林(Merlin) 开发，该发展商曾参与过曼彻斯

特和格拉斯哥市的郡司法院时尚中心 (Sheriff's Court Fashion 

Center) 的开发 。 （参见 Wilsher, 1988) 在英国，当前的海滨项目

包括利物浦的艾伯特船坞、伯明翰运河、格洛斯特(Gloucester)船

坞，以及曼彻斯特的索尔福德码头 。 曼彻斯特的索尔福德码头曾

一度被认为是英国最没有发展前景的地方，但现在劳里艺术大厦

就建千其中（参见前文附图 6. 3) 。

私人发展商在听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对美国城市商业区外

观的改造方式给英国很大的启发 。 美国的主要特色是它的”节日

市场“，特别如发展商詹姆斯·劳斯(James Rouse)在波士顿芬优



堂(Fanueil Hall)开发的项目；历史遗迹保护，如马萨诸塞洲的洛

厄尔(Lowell) ；广场的开发，如巴尔的摩；海滨项目，如纽约的炮

台公园 (Battery Park) ；文化中心，如洛杉矶的艺术表演中心；旧

饭店的改造，如华盛顿的威拉德洲际酒店 (Willard

Intercontinental)。；住房的整新，如波上顿比肯 (Beacon) 山上的

住房；甚至还有洛杉矶的新公共交通系统 。 （参见 Fondersmith,

1988; Frieden and Sagalyn, 1989: 210—2; Zukin, 1991) 

在下一部分，我将更详细地探讨各种发展项目的设计和建筑

风格 。 旅游业就是去寻找某些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以及应对建

筑设计中的各种困难和协调它们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 。 没

有恰当的设计，地方政府投入再多的努力也难以吸引游客 。 读者

将存到，这类发展项目的建筑风格大体上是后现代的 。

为凝视而设计

如果我们将旅游消费主要看成是一种视觉消费，建筑物的重

要性在于它们是游客凝视的目标，那么我们有必要考虑这些建筑

物的模式和形式可以体现哪些变化。 此外，如果不考虑整个建筑

环境，那么后现代主义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审视，因为许多人认

为这种环境能最好地展示这样的文化范式 。

我认为，第一 ，存在一系列的后现代建筑样式；第二，这些不

同的建筑样式的影响取决于我们考虑的是私有还是公共建筑物；

第三，建筑师和建筑实践在塑造当代游客凝视的兴趣方面起着重

要的作用；第四，建筑设计的评论者们也应该更认真地思考游客

的旅游活动；第五，由于游客的社会身份的不同，他们选择凝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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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注 ： 190 1 年巴黎美术学院风格建筑 ． 有一个新建 的占地 460 平方米

的 spa ， 距白官一个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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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样式也有所不同 。

第一点牵涉到“后现代“一词中”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 我想

有三方面的意义：现代之后，对前现代的回归，以及反现代。我简

要地概述一下与上述三个意义相联系的建筑样式（参见 Harris

and Lipman, 1986) 。

我们也可将“现代之后”一词称作“消费主义者的后现代主

义＂。 这受到文丘里 (Venturi)“向拉斯维加斯(Las Vegas)学习”

的号召的影响 。 (1972; Jencks, 1977; Frampton, 1988) 拉斯维

加斯的凯撒宫(Caesar's Palace)或迪斯尼乐园是这类以炫耀其商

业的通俗性的建筑样式的典范 。 （参见 Harris and Lipman, 

1986:844— 5)艺术和生活在这种戏耍和无耻的对装饰样式的借

用中混合［近来英国此类“最好的＂例子当属曼彻斯特附近的特拉

福德中心 (Trafford) ，它拥有一个“ 巨大的“食品广场，参见附图

6.4] 。 上层文化中的一些旧有要素都是规模化生产的结果，不再

图 6. 4 “新奥尔良”在特拉福德中心，英国



表示任何单一的风格。这是一种强调表面和外表，兼有戏耍成分

和混合要素的建筑风格。它是风格主义的作品 似乎历史上

的各类建筑样式和规范被不断地吸取、并置和再次吸取和利用。

然而，我们应该在拉斯维加斯严格的消费主义和一些后现代的建

筑师搬用此类风格以建构某种吸引行家的建筑样式的方式之间

做出区别［如詹姆斯 · 斯特灵 (James Stirling) 的斯图加特

(Stuttgart)艺术展览馆］。

关千后现代主义的多数争论主要集中于一些重要的公共建

筑物，比如特里 · 法雷尔 (Terry Farrell) 的 TV-AM 总部、菲利

普 · 约翰逊(Ph山p Johnson) 的 AT&T 大楼和詹姆斯 · 斯特灵

的斯图加特艺术展览馆。 此类风格对某些城镇和城市日常建筑

样式的影响还少有调查。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历史上绝大

多数建筑样式或多或少都是兼收并蓄的，反映在它们常借用早期

的建筑传统，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所崇尚的哥特式建筑风格

或装饰派艺术运动期间一直受欢迎的埃及图案。 (Bagguley,

1990 : 第五章； Lowenthal, 1985: 309-21)一个例外是现代运动

以及其独特的对先前所有的建筑风格的摒弃。 有趣的是 ，在现代

主义的全盛时期（比如 20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的英国）另外两

种风格较常见：以红砖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新乔治主义的购物走

廊，以及新都铎式半木材结构的郊区住房 。

关于不同建筑风格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促成这些建筑风格的

不同社会力盐，目前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 （下述内容请参见

Freeman, 1986 ；相关研究请参见 Larkham, 1986)有人对艾尔斯

伯里(Aylesbury)和温布利(Wembley)两个城镇的建筑历史进行

了调查 。 在战后，两个城镇中心占主导地位的建筑是现代风格 。

在艾尔斯伯里，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而在温布利，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建筑风格才有所变化 。 从那以后，绝大多数城

镇中心的建筑都是后现代的 。 在后现代时期，砖已经成为占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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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建筑材料；而在现代时期，混泥土、玻璃和砖都已很常见。

较之温布利，艾尔斯伯里与现代主义更早决裂似乎是相关建筑实

践的性质所导致的结果 ：

在艾尔斯伯里，也许是由于其丰富的历史和建筑遗产，地方

企业，在早期是这种建筑风格（后现代主义）的主要采纳者。因

此，地方推动者和建筑师的持续存在可能是以单一设计样式为主

导的现代主义在艾尔斯伯里比在温布利更早结束的原因。

(Freeman, 1986: 75) 

但是，弗里曼(Freeman)将许多种不同的风格都看成是后现

代的：我之前定义的“消费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和我即将讨论的

“贵族式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平民式的后现代主义”。

贵族式的后现代主义含有对前现代的回归 。 这里所称颂的

是古典形式，即精英的建筑风格 。 利昂 · 克立尔 (Leon Krier) 这

样概括了它的魅力：＂人们从未抗议过古典建筑风格的传统……

在古典的原则和法则中，这种建筑风格已达到了其最高的可能形

式……这些原则和法则与支配自然和宇宙的原则一样具有无穷

尽的力员 。”(1984 : 87,119)

这种重构的古典风格来自这样一些个人，他们相信他们有独

特的洞察力，并认为他们能够回归到华丽建筑的氛围之中 。 这里

所讲的建筑是一种自主的实践，能够复制三个古典法则的一门有

自决力的学科 。 与之相联系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只要人们的选

择并不受到现代主义的扭曲，人们萄要的正是此类古典风格 。 在

英国，查尔斯王子的言论部分地表明了这一立场 。 他似乎是那些

不仅知道自己不喜欢现代主义，而且只想观赏不被破坏的古典建

筑物的人的代表。 罗杰 · 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 的立场有些

类似 。 (1979)正如赖特所言 ：”在斯克拉顿接近日常生活的时候，



他所采取的方式固定了日常生活，最终出现的是一种唯美主义

的，而且确实是极其｀古典的＇对适当的日常生活的界定 。 ”(1985:

30 - 1) 

查尔斯王子委托克立尔来设计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 的西

部扩建计划这件事并非偶然，这一提议实际上将查尔斯王子的理

论付诸实践 。 其中很有趣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城市规划分区活动

想法的摒弃 。 在庞德伯利 (Poundbury) ，人们可以看到商店常坐

落于公寓楼下的拱形建筑物内，工作场所则位千住房隔壁 。

昆兰 · 特里(Quinlan Terry)是英国因坚持古典传统而最著

名的建筑师，他负责里奇蒙(Richmond)发展计划，这一规模巨大

的计划涉及以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建造的十五栋建筑物 。 该计

划耗资巨大，因为建筑物的外部装饰含有大忧的手工工艺，尽管

内部装饰是纯现代的 。 这些建筑体现了“精英式的、严格意义上

的对风格的回归，以及对独特性的推崇＂，然而与现代主义的塔楼

相比，”特里式的气派、昂贵的古典建筑也许确实在一种有限的意

义上形成了｀流行的＇建筑风格”(Wright, 1985: 31) 。

当然，从这类当代古典建筑所反映的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的程

度而言，它们将成为颇受欢迎的凝视目标 。 在英国，如果游客希

望观赏的建筑风格只有一种，那它应该是古典的乡村建筑 。 （参

见 Hewison, 1987 : 第 三章）甚至还有一本名为 The Official 

New Georgians Handbook 的手册指导人们怎样在这类乔治王朝

时代风格的建筑物中装配家具和娱乐设施。 (Artley and 

Robinson, 1985) 

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建筑在英国的许多城镇和城市都有保

留 。 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城镇风光当属巴斯 (Bath) ，那里的建筑群

位置分布极佳。 人们可以这样描述那里的居民，他们生活在一个

博物馆之中，同时又被各种博物馆所环绕 。 这座城市定义了什么

才是上好的品位，城中居民所拥有的部分文化资本就是关于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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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知识以及改善并保护这类建筑的必要技能的知识。巴斯

的当代复兴与新近出现的滑稽的主题公园或购物广场一样是后

现代的一个重要象征（在回归前现代的意义上）。

后现代建筑风格的第三个变体并非是简单的现代之后，或含

有对前现代的回归 它是反现代的。它与弗兰普顿

(Frampton) 的“批判的区域主义“观念 (1988) 和福斯特 (Foster)

的＂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观念有很多共同点。 (1985a; 1985b)后者

将现代主义的批评定义为欧洲中心和男权中心的一套话语。（参

见Hebdige, 1986-7 : 8-9)这种观念认为现代主义（当然像前现

代的古典主义一样）将大都市中心五于地方城镇和城市之上，发

达国家置于发展中国家之上，北大西洋圈置于太平洋圈之上，西

方的艺术形式置于“东方“和“南方”的艺术形式之上，男性艺术置

于女性艺术之上，专业人士置于一般大众之上，等等 。 后现代中

有一种变体含有对这些占主导地位的话语的挑战：在建筑艺术

中，它可被概括为平民式的后现代主义 。 希迪治 (Hebdige)较好

地概括了这种转变中的各种空间关联物。他认为，”与其说存在

着人们期望值的降低，倒不如说存在一个在历史时间之内的向彻

底改变的转移……转向有限空间（即我们所居住的空间）中的零

碎居所 。”(1986- 7: 12) 

平民式的后现代主义中的空间是地方化的、具体的、取决于

语境的和排他的；相对之下，现代主义的空间是绝对的、笼统的、

独立千语境的。（参见 Harvey, 1989)利昂 · 克立尔谈到创造“人

类尊严的空间”的需要 。 (1984:87) 在英国，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

是查尔斯王子一手发动的“社区建筑风格”运动 。 这一运动开始

于罗德 · 哈克尼 (Rod Hackney) 设计的马克尔斯菲尔德

(Macclesfield)镇的布莱克路(Black Road) 的重建 。 这类运动的

主要指导原则是“如果居住、工作、玩耍于其中的人们能够积极地

参与创造和维护，那么环境将会更好”。 (Wates and Krevitt, 



1987:18)这涉及对设计过程而不是对最终产品的重视，减少客户

所面对的建筑设计的权力，将资源导向当地居民和导入社区，重

视对旧建筑物的恢复，或在建新建筑物时，要确保它适合于地方

的历史脉络 。 （要看批评，请参见 Hutchinson, 1989) 

地方社会的特点对此类建筑风格极其重要。一些当代社会

对此类建筑风格有一些重大的抵制活动，这使得地方平民式的建

筑风格至少在大都市中心区之外特别受青眯。 有些地方的人们

希望至少在他们的公共空间中保护或发展某些建筑，借此表达他

们居住地的特殊性。 此类旧式建筑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坚固性，

因为它们已幸免于战争、侵蚀、发展商和城镇规划的破坏；持续

性，因为它们在过去的儿代人和现在之间建立 f联系；权威性，因

为它们表达了占老和传统值得保留；古老的建筑工艺，因为它们

主要是用现在看来比较原始的前现代的技术和材料建造的 。

(Lowenthal, 1985: 52-63)在英国，此类建筑新近最好的例子是

塔特(Tate)现代艺术展览馆，它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一座废弃的发

电厂之内，第一年就吸引了 500 万参观者 。

由于旅游观光的全球化，所有各类地方（确实几乎是任何地

方）都将自已建造成为旅游观光的目的地；换言之，不是将它们打

造为生产中心或权力的象征，而是将它们打造为寻找快乐之地。

当人们参观中心城市之外的地方时，给他们带来快乐的往往是那

些与当地文化氛围相称，并使该地与其他地方有所区别的建筑

物 。 对现代主义的强烈反对意见之一是它带来了一致性，或无地

方感，现代主义也就不太可能生产出能吸引潜在游客的建筑物，

因为游客往往希望能看到反映地方特色的建筑。 人们唯一 可以

看到的一些例外主要在一些重要城市，比如在巴黎，理查德 · 罗

杰 (Richard Roger)设计的技术含卧较高的蓬皮杜(Pompidou) 中

心，该中心目前吸引的游客远比卢浮宫多得多，当然还有比尔巴

鄂(Bilbao) 市由弗兰克 · 盖瑞 (Frank Gehry) 设计的古根海姆

第
六
章
凝
视
历

史

5 5 l 



)- 

。

L̀ 
忑
--t 

灯

视
“

凝
阰

客游
6 5 1 

(Guggenheim) ，它也许是唯一一个全球最知名的新型建筑。在大

城市之外，旅游观光的全球化已经使得绝大多数地方通过重新挖

掘能表达该地方独特历史的平民建筑风格以增强其区别于其他

地方的特色 。 正如林奇(Lynch)所提出的问题所言，”这个地方属

千什么时间？”（1973) 换言之，地方表达着具体的时间或历史，平

民式的后现代主义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显得异常重要 。 赖特也

谈到过“对普通和古老抽象的和人为的唯美主义化”，尽管我们能

够注意到不同的地方表达着非常不同的“古老的”时代 。 (1985 :

230 ) 

此外，人们也将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每一个这样的地方 。 在

参观者和当地人于一个地方“看到的”之间，以及老居民和新居民

的观点之间都将有很大的差别 。 赖特认为：＂人们即使同居一个

地方，但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完全单一性质的社区或

居住区 。 对于某一个人来讲颇觉愉悦的古老的东西对另一个人

来讲就是腐朽的和破败的 。”(1985 :237)

迄今为止，我已谈到各种不同类别的建筑风格以及这些建筑

风格怎样符合或不符合当地居民和参观者可能的观赏要求；此

前，我也曾对国家的可能作用作了一些评论 。 但是，我还未谈到

在不同的旅游目的地的建设过程中建筑师和发展商分别带来的

影响，尽管在对艾尔斯伯里和温布利两地的比较研究中我们看到

了地方建筑师在前者的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 在美国，

也有证据表明在小型和中等规模的城镇建设中有越来越多的建

筑师的参与，因为这些城镇里中产阶级数址的扩大导致高收入、

环境保护意识强烈和对规划设计有着强烈愿望的地方的大扯涌

现 。 （参见 Knox, 1987; Blau, 1988) 同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英

国的一些较小的城市中看到，比如巴斯、切斯特、兰开斯特或约

克，这些城市已经或正在成为重要的旅游点 。 （参见 Bagguley et 

al., 1990) 



我以有关建筑师、发展商和变化中的游客凝视地的要点结束

这一节的内容 。 由千部分地受到一些当地建筑师的影响，地方参

与性更强以及受地方积极参与者影响的规划方式得以发展，”不

仅旨在叫停一些更新改建计划 ，也旨在保存和改善临近地区的生

活世界” 。 (Knox, 1988: 5) 

芍然这种规划方式的效果差别很大，而且对千某一地区预想

的保护计划而言JU设终的结果也通常会于差万别 。 在地方参与

者影响下做出的对科芬园奴Covent Garden) 的改建规划所产生

的结果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旅游点（伴随着拥挤 ，物价上扬，成堆的

未经清扫的垃圾） 。 按塞缪尔 (Samuel) 的说法，伦敦东部的斯毕

塔菲尔德CSpitalficlds) 、也将面临类似的命运 。 他认为，在斯毕塔菲

尔德，正在被规划的是保护主义者和发展商之间的联盟 。 这一计划

可能将斯毕塔菲尔德的部分地方改变为旅游场所。 他写道：

这里进行的保护是一种典型的混合，如同在一场服装戏剧表

演中的情况一样，保护内容因其时段效果而受人们珍视……具有

完美的砖工装饰的＂乔治王朝时期的“斯毕塔菲尔德，恢复了门窗

的过梁和高品位的内部装饰…… 当一栋建筑物的特点被固定在

一个历史的过渡状态时……保护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 19876; 

但可参见 Samuel, 19 8 7 a ; 19 9 4)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英国，自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规划控制体

系一直受到人们的攻击。英国环境部发布的 22/80 号通知声明

『发展商“资助”之于民主的规划控制体系的优越性 。 除某些地

区，如国家公园、自然风光条件优越的地区、保护区等之外，规划

设计都由发展商来做 。 （参见 Punter, 1986 — 7)要建立的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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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体系 。 庞特 (Punter)这样概括了这种体系和保护政策表面

上相冲突的目的之间的遭遇方式 ：

要保留那些美学控制（这种美学控制保护了他们的支持者的

利益和房产价值，我们也可以说还保护了旅游点的房产价值）的

逃避主义要素－~中产阶级移居的乔治王朝时期、维多利亚时

代、爱德华王朝时期风格的郊区，美丽如画的村庄以及远距离的

旅游者挖空心思寻找的“未经破坏的“乡村风光……说得赤裸一

点，整个国家的其他剩余部分全都听任发展商的摆布 。 (1986 —

7:10)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中都出现了一批追求

过分装饰风格的新发展商。 其中一些发展商追逐全球利益，比

如，来自纽约以其后现代风格的川普(Trump)摩天大楼而著称的

唐纳德 ·川普(Donald Trump) CD 。 在英国，出现了一些以区域为

立足点的发展商，充分享用手头日益增加的设计自主权。 其中最

著名的是约翰 · 霍尔(John Hall) ，他负责在英格兰东北部的盖兹

海德(Gateshead) 的一个巳被解除管制的企业区建造大型的都市

中心 。 他将自己看成是这个地区的代表，并利用当地的文化来支

待他的活动 。 他的想法是要突出家庭生活的中心地位，并给家庭

提供一个兼有休闲和商店服务功能的居住中心 ； 在这样一个地

方，人们将有较多的消费活动 。

但并非所有的这类发展项目在经济上都是成功的 。 在美 国，

得克萨斯的购物广场和亚特兰大的饭店一直存在着过分投资的

0 译者注 ： 纽约房地产大亨 ，20 世纪 80 年代崛起于地产业 ， 后来又进军赌

博娱乐业 ，纽约第五大道兴建的六十八层豪宅川普大楼(Trump Tower)标志看他

事业的顶峰。



问题，而弗吉尼亚州的海滨发展项目在经济上看来是一个失败。

哈维(Harvey) 曾提出了一个极尖锐的问题：＂我们还能容忍多少

个博物馆、文化中心、会议和展览大厅、饭店、船坞、购物广场、海

滨发展项目？”（1988)

英国政府已从其修建千年大厦的经验中明白了一个道理，预

想的参观人数通常难以实现（即使在其运作的一年间确实吸引了

650 万的参观者） 。 开放的其他各类千年旅游参观点都没有能够

吸引到预想的游客人数 。

至此，我已经说明了旅游观光的普遍性怎样在英国的几乎每

一个村庄、城镇和城市以及其他许多西方国家收获了其后现代的

成果 。 现在我将转而讨论一种特别的建筑物 － 博物馆 。

后现代博物馆

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国家博物馆数址的显著增长。 这显然是

过去，较之现在和将来，都更受重视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 此外，

由于英国的国际旅游业越来越专注于建构其历史的古老性，过去

博物馆一直都受到特别的重视。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大，博物馆的

吸引力也就与日俱增，因此，西方国家人口的“老龄化”也助长了

博物馆数掀的增多和范围的扩大。

我已经有力地论证了凝视对旅游活动的重要意义。 这并不

是说在旅游体验中其他感官并不重要，但我一直力图要说明的

是 ，一定要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可供人们凝视，否则一次具体的体

验将不可能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体验 。 就凝视而言 ，一定

要有某种特别的东西 。

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相对明了的论题，但它却不是，这

是由视觉感受的复杂本质所决定的 。 我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看

到了“事物 。 特别是作为游客，我们看到的物体只是一些符号。

第
六
章
凝
视
历

史

9 5 l 



i

一
。

l̀ 
一
飞

f3 
_ 

』视凝客游。
6 l 

它们代表着某种其他的东西。当我们作为游客在凝视时，我们看

到的是各种符号或游客所熟悉的老一套东西。 这类符号通过隐

喻而发生作用 。 一个漂亮的英国村庄可能被解读为中世纪以来

英格兰传统的象征 。 相对而言，地中海团体假日旅游广告中使用

的“快乐”一词则是性的隐喻。 其他符号，比如巴黎的悄人，则通

过转喻而发生作用 。 这里所进行的是某个特征或效果或现象的

原因对现象本身的替换 。 现在在废弃的煤矿充当导游的矿工是

结构转型的转喻，它表明地方的经济基础已由重工业转向了服务

业，而在旧式磨坊基础上开发的工业博物馆则是后现代社会发展

的转喻符号 。

吁然 ， 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随若巴黎的卢浮宫、马德里的普

拉多(Prado沙和柏林的老博物馆(Altes Museum) 叶的建成，一直

都有各类搏物馆向公众相继开放 。 而且自 《米其林导游手册》(the

Mich elin Guides) 的首次出现，博物馆就在旅游体验中占据了亟

要的地位 。 雀恩(Horne)将当代旅游描述为一种现代朝圣，游客

手中的导游手册就是他们虔诚的祈祷词 。 (1984)他说 ， 真正重要

的是人们被告知他们自己正在看些什么 。 物体的名气成了它的

意义 。 也因此，就有了一个仪式性的日程，其中安排了我们应该

看什么，甚至有时还规定了这些物体被观看的次序 。

此类博物馆建立在一种非常特别的氛围感的基础之上 。 雀

恩这样概括了典型的旅游体验，其中博物馆成了国家的权力、学

者的知识以及艺术家的天才的隐喻：

对油画作品了解较少或根本不懂的游客往往被期望只能将他

CD 译者注 ： 西班牙语 ， 尤指高级住宅区的林荫大道 ， 或上流人士的散步场。

@ 译者注 ： 老博物馆于 1824 年至 1829 年由申克尔设计廷造 ， 是欧洲新古

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作之一。



们的敬意赋予那些远在相框之中的神圣物体的名气、昂贵和真实

性 。 作为游客必须与之保持距离的“艺术作品”，这些绘画的价值不

可能取决于其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其真实的稀缺性。 “艺术”与

游客自身环境之间的差距也因此得到了保留 。 (1984 :16) 

因此，博物馆以贞实的历史手丁艺品，特别是以那些因其创

造者公认的天才而极其稀缺的艺术品为存在的前提 。 霍恩认为，

对于博物馆而言，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仅仅因为艺术品所具有的

真实性，博物馆就将人们的敬意完全归结千物体本身 。 但是，我

们在博物馆中凝视的方式在 三个重要的方面发生 f变化。 霍恩

所描述的氛围感巳经在我所讷的”后现代的博物馆”的发展中削

弱了 。 ”后现代的博物馆”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表达和表述方式 。

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 。

首先，被认为值得保护的物体的范围有了显著的拓展。 这是

人们的历史观念变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国立博物馆一下所展

现的那种特定的、无可争辩的国家历史的影响力也一直在下降 。

与此相反，各种地方民间性的历史展示与日俱增，包括社会的、经

济的、平民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族群的、工业的历史，等等 。 历史

阐释呈现了多元化趋势．确实可称得上是历史的“当代化” 。 根据

英国旅游部(The British Tourist Authority)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

统计，在英国，博物馆类型的场所多达 1. 2 万处 。 （参见 Baxter,

1989) 博物馆关注的是对历史的＂呈现“，结果是被认为值得呈现

的历史的范围有了显著的扩展。 对此，我在前文中已有所论述，

特别是乡村和工业博物馆的发展情况。 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一个

旅游地先前的历史经历越糟，它的历史感就越真实，对游客就越

有吸引力 。 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欣赏那些著名的艺术品或远古时

代的工艺品 。 人们已似乎越来越受到那些对“普通”的各种展现

的吸引，比如不那么起眼的房屋以及各种世俗的工作方式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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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性＂ 。 玻璃吹制、引笔驱动、店员工作、蜡烛制作、棉花纺织、制

盐、补鞋、化学制造、度假、饰带制作、家务劳动、采煤，等等，如同

以上每种活动所制作的平凡的手工艺品一样，在当代博物馆中都

被认为值得展示 。 （关于 Ironbridge Gorge、参见 West, 1988; 关

于 Beamish, 参见 Bennett, 1988; 关千 Wigan Pier, 参见

Hcwison, 1987)人们已经开始表现出对普通事物的迷恋，以及对

各类物体，不管它是蒙娜丽莎，还是兰开夏郡棉花工人的旧蛋糕

盒，都一样有浓厚的兴趣 。 有人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从圣像走向

怀旧＂，它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反叛 。 （参见 Edgar,

1987) 同时，应该值得注意的还有，现在在博物馆中也保存右其他

的各类物品，包括电影胶片、收音机、电视机、照片、电影院、拍摄

场汰甚至电视肥皂剧 。 （参见 Lumley, 1988; 关于 the Granada 

Musuem，参见 Goodwin, 1989) 

博物馆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参观者不再被期

待杆敬畏地站立在展品之前 。 相反，人们越来越重视参观者能参

与到展品之中 。 ”活”的博物馆取代了“死＂的博物馆，野外博物馆

取代了有遮盖的博物馆，声音取代了寂静．参观者不再被玻璃阻

挡，每种展品都有了多种不同的展现方式。 总之，博物馆和各种

媒体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 泰恩河和威尔博物馆的育传单较好

地说明了这种观众参与的趋势：

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重要的是行动、参与和快乐 。 外面是难

以计数的旧式玻璃柜，你大可安静地观看各种陈列品；里面是各

种专业化设计的陈列，你可以亲自摆弄展品模型，浏览展品的制

作过程，博物馆中的音效将使你的整个参观过程无与伦比、精妙

绝伦 。 （引自 White, 1987: 10) 

博物馆中所发生的一些其他变化使得它们更能考虑到观众



群体的多样性以及怎样才能”改善“参观者的参观体验 。 比如，在

莱斯特(Leicester) ，人们现在已达成这样的共识，既然参观者有

着不同的族群背景，因此，博物馆员下必须特别关注这类参观者

与陈列品之间的各种活动方式，以及注意他们自己对历史的各种

不同陈述 。 ( Hooper-Greenhill. 1988 : 228- 30)博物馆的陈列品

也已经不那么粘英化。 现在已经比较常见的是，博物馆常常展示

一个展品的准备过程，在某些悄况下，甚至还展示展品是如何被

弄得“其实”起来的 。 在一些博物馆中，有演员扮演右各种不同的

历史角色并与参观者互动，有的甚至到了让参观者参与到各种历

史剧目的表演中 。 比如．在比米什，人们在不同的商店中表演若

各种不同的角色，而在威根·皮尔，参观者常被鼓励参与到校拟

的课堂教学之中 。 在其他一些地方．老矿工们给参观者讲述他们

的采矿经历，人们操作杆各类机械，目的并不在于要生产什么，而

是在演示机械的制作过程一 ”工作着的非工作工业”。 ( White,

1987 :11)拉姆利 (Lumley)概括了所有这些变化，认为这些变化意

味若观念的变化，博物馆是一种交流工具的观念取代了博物馆只

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的观念。 (1988:15) 正如鲍曼 (Bauman)所

言 ，博物馆已由“立法者“变成了“解释者” 。 ( 1987)

此外，人们观念中的博物馆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也有

了一些变化。现在，有些社会机构越来越变得像博物馆。比如，

一些陈列若高品质商品的商店现在看来越来越像博物馆，吸引着

人们不时驻足观看 。 在一些地方，比如利物浦的艾伯特船坞，它

拥有塔特北方艺术陈列馆、一个海洋博物馆和许多时髦的商店，

已经很难看出商店与博物馆的区别．因为人们似乎巳将商店中的

商品看成了“展品” 。 来自伦敦博物馆设计中心的斯蒂芬 · 贝利

(Stephen Bayley) 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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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去看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而且我认为，逛商店正在成为 20 世

纪后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体验……两者正在混合。 所以，你可以

看到博物馆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而商店则变得更具智慧以及更富

文化意味。（引自 Hewison, 1987: 139) 

也有人建议，应该大力发展”工厂旅游＂，工厂应该被看成是

类似千博物馆的机构。 当然，当工厂组织各种“开放日”时，它们

确实非常成功 。 坎布里亚郡(Cumbria)的谢拉费尔德核后处理工

厂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地，每年的接待批达到 17. 8 万人次 。

人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就是工厂的博物馆化。 同样，英国的酒吧也

评遍出现了博物馆化的趋势，其中的许多酒吧已经表现出『“维

多利亚帝国时代的“特点，经历了一个“不断占老化”的过程 。 （参

见 Norman, 1988)现在，在一些酒吧和餐馆都可以看到表面上看

上去很真实的陈列品 。

同时，博物馆也日益成为商业化经营的机构：

伦敦街上的冒险精神和进取心正在博物馆领域扩散……包

装意味着确立一个经营者的身份……购物不再只是去买点什么，

它指的是整个体验过程，包括商店的环境、店员的待客方式 。

(Pemberton, 引自 Lumley, 1988:22) 

这给博物馆员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必须得给博物

馆确立一个不同于商业企业的身份。 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游

客数址的增加和休闲工业的发展 。 （参见 Morton, 1988) 主题公

园、购物商场和遗产中心都迫使博物馆参与到竞争之中，使其更

加市场化，当然不仅要经营一个著名的博物馆”商店”和＂咖啡

馆”，而且还要陈列出类似在新建的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的历史重

构中一样引人注目的各种展品 。 像约克的约维克维京 (Jorvik



Viking)或坎特伯雷(Canterbury) 的朝圣之路(Pilgrim's Way)这

样的遗产中心都是现存博物馆的竞争者，并挑战着关于真实性的

固有观念。这类中心兼有博物馆和剧院的特点，其中的一切都被

认为是真实的，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真正是某个远去的时代的

遗物，正如麦克唐纳在谈到盖尔 (Gaelic)遗产中心时所说的一样。

(1997)这些中心是约克一家公司遗产项目的产品，这家公司的主

要任务就是挑战那些被迫需进一步调整的现存博物馆。（参见

Davenport,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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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关于凝视历史的许多这类要点可以在柴郡(Cheshire)斯泰尔

(Styal)这个地方的夸里班克纺织厂 (Quarry Bank Mill) 中看到

（该厂于 1784 年由 Samuel Greg 建立）。工厂的四周是整个社区

的各种建筑，有两个小教堂、一所学校、一个商店、工人的住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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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 大屠杀纪念馆，华盛顿，美国

及一间学徒车间。所有这些建筑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博物

馆建于 1976 年，被称作是“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工厂型博物馆”，旨

在再现当年产业工人和格雷格(Greg) 家族的作用以及触发纺织

行业产业革命爆发的各种社会情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主要是

关千纺织制作和水能利用的。演示者，穿着得体的服装，给参观

者表演怎样在珍妮纺纱机上纺织棉花，怎样手工编织，怎样操作

毛棉梳理机，走锭精纺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做饭、清洁、为童工洗

湖等各类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日常生活场景。专业历史学家做了



大量的相关研究，制作出各种陈列品和相关文献，送给或卖给参

观者。 (Rose, 1978)工程师们也积极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主要负

责那些破旧机械的正常运转。

工厂为参观者们制作了各种各样能帮助他们了解工厂的相

关材料，包括一个“资源和文献包＂，还雇用了 100 多名导游给参

观者讲解工厂方方面面的情况。博物馆还举办了许多其他类型

的教育活动。工厂开设的课程有纺织、拼缝和缝被、绣花和花边

制作、实验性纺织、时装和布料、纺织设计、染布和印花以及编织。

纺织厂通过增加陈列物品的娱乐成分来吸引“非博物馆参观群

体”。这部分地是由演示此类生产过程以及与参观者互动的人员

来实现的。各类特别事件的举办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周日母亲

午餐、帐篷制作计划、圣乔治生日庆祝活动、神奇怪异的旅行活

动、为学徒举办的圣诞晚会，等等。然而，其间一个显而易见的危

险是，这不仅被认为是过度商业化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过度商业

化了。

纺织厂不得不努力解决真实性的问题。尽管建筑物是“真实

的“，而且也没有经过特别的整新，但是其中的机械并不是来自 18

世纪。工厂中的很多物件都是 19 世纪或 20 世纪初期才有的。

同时，很多物件，包括大水车，都是从其他地方，通常是更破败的

工业遗址地买来的。纺织机械的操作基本都是一些“传统的”技

艺，而这些技艺都需要特别的学习才能掌握。纺织厂试图在向参

观者说明什么才是真实的，尽管这一工作并不那么轻松，因为真

实取决于人们谈论的是哪个时间段。当然，现存的“真实的“工厂

也都拥有多个时期的机械。夸里班克纺织厂给我们最终揭示的

是，不可能有对历史简单而又“真实的“重构，历史的重构往往都

含有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调和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解释。

最后，纺织厂并没有给参观者呈现一幅过度浪漫化的工人阶

级的生活图景。工厂内也有很多遗存表明当时工人恶劣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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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和肮脏的工作环境。然而，纺织厂也非常关注当代人的一些

观点，并将这些观点融入到了对工厂的介绍之中 。 比如，很多当

代人就认为，乡村工厂社区的条件要比那些大型工业化城市（比

如，斯泰尔地区周围的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的条件要好得多 。

因此，乡村工厂社区的骚乱程度要低得多，尽管这也与当地采取

的监督和控制措施有关 。 博物馆的馆长也认为，如果给参观者展

示一幅过度压抑的工厂生活图景，参观者将不会再次来访。 但

是，必须承认的是，夸里班克纺织厂并不是一个工业技术的圣

坛 一－在参观者看来，纺织机械很可能是喧闹、危险和肮脏的代

名词 。

值得人们思考的是，我们现在是否可能去建造一个试图保留

任何物件的博物馆或遗产中心 。 这种想法看来当然可能。 而我

们现在却可能会看到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博物馆：凯斯维克

(Keswick) 的铅笔博物馆、韦尼斯 ( Widnes) 的化学工业搏物馆、

各种类别的大屠杀博物馆、伦敦的牙科博物馆和街边的鞋业博物

馆 。 可是，此类博物馆还能够运转，主要是因为“地方性”给它们

提供了联结过去和现在的手段 。 职业、行业、名人或著名事件有

时也可以成为这种手段 。

因此，我们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去创建关于任何事物的博物

馆 。 但是，一个有关几乎某一任意主题的博物馆却可能在某个地

方创建起来，尽管它们是否应该仍被称为“博物馆”还很值得怀

疑 。 因为，“博物馆”一词产生于一个十分重视高雅艺术和精英文

化的时代，那时，”遗产”和“多媒体”这样的词汇还远未发明，更谈

不上传遍全球 。



第七章

看与主题化

介绍

我之前已经谈到了游客行为与许多其他社会现象之问的一

些关系 这此关系很复杂、部分是因为旅游业性质的多样性，部

分是由于其他社会现象越来越涉及游客凝视的要素 。 在后现代

的各种文化中．存在祚－ ｛个游客凝视的普遍原则—— 这一许遍性

的原则通常以地方化的、遗产的以及对乡村和城市风烘主题化重

塑的形式而得以体现。

第 一幸所列的各种理论中．没有哪一种理论足以抓住旅游业

的“实质”，因为旅游业的实质是多面的．而且常与许多其他的社

会和文化要素纠缠在一起 。 认为可以建构“游客行为的贞正理

论”这样的想法不太恰当 。 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整套观念和论

点，这些观念和论点不仅要能抓住旅游业的各个具体要素，也能

抓住游客和某些非游客社会行为的共同特点 。 旅游业的关键要

素是关千远离本地的观念，特别是在人们 H 常所看到和体验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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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日常的体验之间存在看显著的差别，非日常的体验有时往往

只能在阙限的区域才能获得。 下列各项有助于理解游客凝视社

会机理的变化：不同地方的社会风情；游客凝视的全球化；消费旅

游服务的过程；游客的意义和信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

史、遗产和地方性；以及后旅游业和游戏 。 不同的凝视方式以及

由此导致的不同的游客行为在多种文本中都得到了充足的论证

（参见第八章） 。

在这一章，我将更深入地探讨游客凝视观念的两个重要方

面 。 第一，我将审视观看以及随后的被看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

是通过摄影这一媒介 。 另外，我将重新思考当代文化经验模拟的

特点，即所谓的“高度写实主义”和等待被那些什么都喜欢看的视

觉消费者建构的“主题化的“环境 。

看与被看

大众旅游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 大众旅游之所以得以发

展是因为在 19 世纪各种经济的、城市化的、基础设施的以及态度

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欧洲大多数人门的社会经验。 通过分析海滨

度假旅游这一新兴的城市化的旅游形式的原因和结果，我们可以

看到这些变化在英国得以发生的具体方式 。

但是，在 19 世纪的各种发展中仍然有一方面我没有详细论

及 。 这涉及相对新颖的视觉体验方式的出现，这种视觉体验成为

现代生活体验的一部分，即对新城市中心的参观，特别是大型的

省会城市 。 这里我将揭示这种新型视觉体验方式的本质，它与游

客凝视兴趣增长之间的联系 ， 以及影像作品在这些变化过程中的

中心作用 。 19 世纪后期影像技术的日益普及表明了这些新型视

觉体验方式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塑造这一时期正在兴起的游客

凝视兴趣中所起的作用 。 伯曼 (Berman)对这种新型的视觉体验



方式作了十分稍彩的概括，他从 19 世纪中期第二帝国期间巴黎

的重建中看到 f为现代生活体验所建造的各种条件。 （参见

Berman, 1983: section 3) 巴黎的重建也是最著名的游客凝视的

兴趣点之一。

对伯曼来说，这一时期对巴黎最重要的是，城市空间的重构

能够实现新型的观石与被石的方式。 城市空间的重构是从朵斯

曼 (Haussmann)对巴黎大规模的重建开始的．他在这一古老的中

忧纪城市的核心地带修建 f－个庞大的林荫大道的网络 。 巴黎

的重建迁移 r 35 万人；到 1870 年为止，五分之一的巴黎中心地

带的街逍都是豪斯曼的作品；在高峰期，首都五分之一的工人都

被雇用到了重建工作中。（参见 Clark, 198'1: 37) 

对这一＇µ先规划好的重建来讲，林荫大道尤为重要 一－它们

如同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中的动脉，如此规划至少是为了方便部

队的快速流动 。 但是，这些林荫大逍也重新定义了什么可以被看

或观货 。 豪斯曼的计划引发了市场、桥梁、公园、剧院和其他文化

中心的建造，大多都位于各条林荫大道的两头 。 这些林荫大逍引

导着巴黎人和之后的参观者的凝视方式 。 在一个大城市中，人们

第一次能够目眺远方，既可以石到自己从哪儿来，也可以看到自

己要到的地方 。 长条形街逍景色的设计门的是为了人们的每次

没步都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 正如伯曼所言：

所有这些特点使得巴黎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极富吸引力

的景观，一次视觉和感官的盛宴……在经过几个世纪作为分散的

居民住所的杂乱聚集地之后，巴黎成为了一个统一、协调的自然

和人类的生存空间 。 (198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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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林荫大道以相对新颖的方式将数以万计的人们聚集到

一起 。 街道两旁到处是小商铺、商店和咖啡馆 。 其中的咖啡馆已

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巴黎生活方式”的标志，特别是自 1860 年代

印象派艺术家开始，几代的画家、作家和摄影师的作品都展示了

这种以咖啡馆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参见 Berman, 1983: 151; 

Clark , 1984) 

特别是伯曼，他曾谈到林荫大道和咖啡馆给情侣们创造了一

种新型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情侣们可以“在公众场合中私密地相

处＂，不再孤独寂寞 。 (1983 :1 52)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在生

活节奏 飞速的现代巴黎坠入爱河的情侣们可以尽情地体验他们

对对方的情感承诺 。 正是人和马的快速流动改变了这一现代都

市社会的社会体验 。 都市生活既丰富又充满各种可能性；同时，

它又危险和可怖 。 正如波德莱尔 (Baudelaire)所言：＂在这移动着

的喧闹中，我急匆匆地穿过林荫大道，路的两边，死神正向我飞速

奔来。”(Berman 引用， 1983 :159) 

在危险和喧闹中独处成为现代社会完美的浪漫场呆；每天都

有数以百万计的参观者试图在林荫大道和咖啡馆中重新体验那

种生活乐趣 。

面对林荫大道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陌生人，这种浪漫体

验更加强烈 － 他们凝视的正是这些陌生人，同时他们自己也被

这些陌生人凝视。 因此，在巴黎这一新型的现代都市中，凝视点

部分地集中于熙熙攘拫的路人，这些路人不仅使悄侣们意识到他

们自身的存在，同时也成了他们抒发好奇心的无尽源泉 。

围绕这些难以计数的路人，他们能够编织起各式幻想的面

纱：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到哪里去，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爱谁？看

的人越多，并展示给越多的人，即他们参与到这个扩大式的“眼睛

家庭＂的程度越深 － 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认识也就会越加丰富。

(Berman, 1983: 152) 



当然，豪斯曼对巴黎的重建并非没有批评者。（参见 Clark,

1984:41 — 50)他们指出，拆毁旧的居住区就意味着工人群体的一

大部分都得被迫迁出巴黎市中心，特别是由于林荫大道两旁的公

寓高昂的房租。因此，重建带来的是居住区域的快速隔离，对穷

人的残酷剥夺，以及将肮脏从相对更富有的巴黎人和之后参观者

的视野中清除出去。其次，人们认为巴黎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罪

恶、粗俗和炫耀的城市——卖弄但不奢华、俗丽但不时尚、消费但

没有贸易 。 （参见 Clark, 1984: 46 - 7) 巴黎成为一个充满不确定

感的城市，有太多的外表而又太少的边界 。 城市中到处是四处游

荡的闲人 。 城市中人与人互不相识的特点给那些生活在社会边

缘的人群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他们能够四处游荡而不被注意，并

从不真正地与所遇之人交往。 闲荡者是现代社会的英雄，能够没

有目的地东游西荡，能不为人知晓他们是谁，能够处千一个阙限

的区域 。 （参见 Benjamin, 1973 ; Wolf, 1985 ; T ester, 1994) 

闲荡者毫无例外的总是男性，这使得人们无法看到妇女被局

限于私人空间，以及在 19 世纪晚期妇女逐渐占据新兴的公共空

间特别是超市的方式。（参见 Wolff, 1985, 1993) 闲荡者是 20 世

纪游客的先驱，尤其是现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游客标记的活动：

拍照的先驱—-－被观看与被记录，以及看他者与记录他者 。

苏珊 · 桑塔格(Susan Sontag)在闲荡者和摄影之间建立了明

确的联系 。 摄影：

最初是作为中产阶级视野延伸的一种手段而得以发展起来

的 。 ……摄影师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孤独的漫步者，搜索、潜近并

巡视着可怖的城市景象；他又是一个患有窥淫癖的闲荡者，将城

市视作一片到处充满着声色犬马的风景。 善于享受观看和移情

所带来的快乐，闲荡者发现这个世界“风景如画” 。 (1979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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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闲荡者将目光投向城市阴暗的角落，而 20 世纪

的摄影师则对任何地方、任何可能的物体、事件和人都饶有兴趣 。

同时，摄影师自己也被观察和拍照。一个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

观察者 。 在 20 世纪要想做一个摄影师，也就意味着被观看和被

拍照 ．这是旅行和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自 1839 年摄影术发明以来，照片的数扯急剧增长 。 在之后

的一个半世纪中，摄影机的镜头一直虎视眈眈地搜寻着可能的目

标，这种饥饿感使人们学会了如何以各种全新的途径来看待世界

以及获得了这样做的各种全新的理由 。 目前摄影术的发展已导

致视觉图片的充溢，每年拍摄的照片大概有 600 亿张 。 (Crang,

1999:243)此外，它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观察和记录方式，有许多重

要的特征，我现在将这些特征列举如下 (Sontag, 1979; Berger, 

1972; Barthes, 1981; Albers and James, 1988; Osborne, 

2000): 

1．摄影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所拍摄物体的窃用 。 它反映了一

种权力／知识之间的关系 。 拥有某—物体的视觉知识，在某种意

义上是对其施加权利控制，尽管只是短暂的 。 摄影术驯服了被观

看的物体，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有关异域文化的图片 。 在美

国，铁路公司不断制造“印第安人风格的“景点，并精心地选择那

些特别拥有“好看和古老的“外表的部落供游人拍照 。 （参见

Albers and James , 1988:151) 

2．摄影术似乎只是一种转录现实的手段 。 所制作的图片显

然不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声明，而仅只是有关这一世界的一些碎

片，甚或是现实世界的微缩切片 。 因此，照片似乎提供了某种证

据，证明某件事确实发生，即某人确实在那里或那座山确实是那

么大，因为人们认为摄影机不会撒谎。

3．然而实际上，照片只是摄影师个人积极操纵的结果，因为

他们在拍照过程中会选择、编排和调整要拍摄的事物 。 特别是，



摄影师总是试图制造理想化的图像，这就美化了所拍摄的物体。

桑塔格总结说：＂摄影师美化拍摄对象的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千

表达苦痛的媒介也因此失去了意义 。 ”(1979:109)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谈到专业的摄影师如何美化拍摄对象

(the Lake District) ，以至于在图片中人们看不到汽车、人、糟糕的

天气、垃圾等 。 (Grawshaw and Urry, 1997) 

4．因此，照片的影响力来自它微缩真实的能力 。 它既不暴露

它建构、编排的本质，也不透露它的思想内容 。 （可以参见 Martin

Parr 在 Small World 这一刊物中发表的照片；以及参见 Taylor,

1994) 

5．如同每个人都可成为摄影师一样．每个人也都可以成为业

余符号学家 。 人们知道一间门边栽满玫瑰花的茅草压代表杆“古

老的英格兰＂；撞击着岩石的海浪表示“狂野的、未驯服的大自

然”；或者一个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人明显就是一个“游客” 。

6．通过将一切事物拍成图片，以及促使每个人都能够拍照，

照片带来了所有人类体验形式的大众化，特别是随右一次性照相

机的发展 。 因此，摄影术成为后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 。 所拍摄的

每一个事物或人与其他事物或人等同， 一样有趣或一样毫无趣

味 。 巴特斯(Barthes)谈到，摄影术从拍摄著名的人或事物开始．

并最终将一切拍摄的东西都弄得有名气。 (1981:34 ；也可参见

Sontag, 1979:111)摄影术是一种将粕英们无法独享的事物杂乱

地视作艺术的手段，桑塔格曾谈及摄影术”驳斥过去的上层文化

的热情……它一心一意地追求粗俗……它长于调和商业化的回

报与先锋派的抱负之间的关系……它将艺术改造为文化的文

献”。 (1979:131)

7．摄影表达了什么才是旅行 。 摄影成了人们停留、拍照，然

后继续前行的理由 。 摄影中隐含着某种义务 。 人们觉得他们不

应该错过观看某些特别的场景，要不然他们将错过拍照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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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通常都会花费一些时间，告诉游客应该在哪里拍照（所谓

的拍照点） 。 旅游的一大部分实际上成为了对适宜于拍照景物的

搜寻；旅行是累积照片的一种策略，因此也是一个将个人的，特别

是家庭的记忆商品化和私人化的过程。 (West, 2000: 9) 这对那

些有着严格的工作伦理要求的文化特别有吸引力 。 日本人、美国

人和德国人似乎”都得“拍些照片，然后通过照片来帮助记忆 一

这类休闲方式等千是对严格的工作文化义务的曲韶 。 （参见

Sontag, 1979) 

8．旅游中隐含若一个解释学的怪圉 。 人们在假日寻找的不

过是一组摄影图片，而这些图片人们早已经在旅游公司的旅游宣

传手册中或电视节目中肴过 。 （参见 Selwyn, 1996) 一旦游客踏

上行程，他就开始亲自搜寸并捕获那些图像 。 旅行结束时，他们

便拿出自己拍摄的图片（其实都是他们在出发前就都已经看过的

图片），宣称他们曾到此一游 。

因此，大众摄影的发展在普及各类流动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它使得被人们拍摄的，而不是精英们规定的事物显得重

要起来 。 另外，摄影塑造着旅行过程，以至整个旅途就成为了胶

片上捕获的一个个“好风泉＂。 旅游目标、照相机和胶片技术构成

了旅行的真正本质，正如遗址可以成为景点一样，它们决定着什

么可以值得人们“观赏“，以及哪些图像和记忆应该带同家。

(West, 2000; Osborne, 2000 ) 通过将自然和社会事物转变为可

以控制的物体，照相机可以实现这一目的（正如摄影术可以将女

性转变为纸张或录像带上的物化的物体一样）：

相机拍照可以将大自然中人类难以控制的方面转化为某种

人们熟悉和倍感亲切、某种我们可以在手中和记忆中把玩的东

西 。 这样，相机就使我们荻得了对我们文化中的视觉环境的某种

控制 。 (Wilson, 1992: 122) 



自然、其他环境和人就被转化成为可以由一人传给另一人观

赏的物体。可以将它们贴在墙上来装饰房子，它们构建着人们的

记忆，并创造着某一地方的各种形象。 ( Spence and Holland, 

1991; Taylor, 1994)相片的本质显得既主观又客观，既个人化又

似乎在诉说着事物的某种真实 。 确实，旅游者的相机镜头创造了

一种既痪括又排斥某些事物的美学。在明信片或游客拍摄的照

片上，我们很难看到垃圾、疾病、动物尸体、贫穷、污水沟和抢劫的

“风呆"。 (Crawshaw and Urry, 1997; 也可参见 Taylor, 1994; 

Parr, 1995)韦斯特(West)也曾谈到 Kodak 胶片公司的广告是怎

样将“家庭摄影中的一 切悲痛和死亡的痕迹洗涤干净的＂。

(2000:l;Hutnyk, 1996, on "photogenic Calcutta") 

野外风烘和城市风景的拍摄都涉及“控制”的观念。摄影师

以及风呆观赏者往往站在高处、处于控制地位，而风景却静静地

处千被支配的地位．懒洋洋地等待杆人们的视察 。 此类拍摄活动

表明环境是怎样被人们观赏、支配以及怎样屈从千人类控制的过

程的。 (Taylor, 1994:38-9) 

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摄影极其重要；旅游与摄影互为因

果，互相促进，是两个难以分离的过程，用奥斯本 (Osborne) 的话

说，它们就是一个“整体” 。 (2000) 如果摄影术在 1840 年前后没

有被“发明“以及此后通过 Kodak 公司廉价的照相机而得以迅猛

发展，那么当代的旅游观光方式将彻底不同。（参见 West, 2000) 

19 世纪晚期的埃及可以说是一个旅游业和摄影术结合的早期范

例，它们的结合所带来的影响非同一般。 格雷戈里(Gregory) 曾

描述过＂柯达化”(Kodakisation) 的过程 。 ( 1999 ；亦可参见 West,

2000)埃及成为了一个被构建的景观，展览馆镜框中的图片等待

着“欧洲“参观者的视觉消费。开罗“无非是伦敦的一个避寒郊

区”。 (Lofgren, 2000: 162)这给视觉消费的参观者们创造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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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埃及“ 。

这样的一个埃及，拥有苏伊士运河、“尼罗河上的巴黎＂、托马

斯 · 库克(Thomas Cook) 和桑斯 (Sons)旅游公司、面貌一新的

“古埃及＂、异域东方的”他者”以及方便的旅游观光和拍照的有利

位笠 。 （参见 Brendon, 1991: 118) 韦斯特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

为在美国，一个柯达(Kodak)公司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它

“教会了现代的美国人怎样看、怎样记和怎样爱”。 (2000:xv)

确实，如果没有摄影术，也就不会有当代全球的旅游业 。 奥

斯本这样写道：＂摄影这一媒介无法与旅游业的整个文化和经济

分开，也无法与现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分开 。”(2000:70)

主题公园与购物商城

在这一部分我将探讨游客凝视的一个方面，即各种环境是怎

样被制造、营销、流通和消费的 。 我先谈主题公园的一些情况，之

后再谈当代零售业主题化的特点，特别是无所不在的购物商城 。

首先，根据新的空间分类以新的地名来分隔地区的趋势现在

已日益明显 。 比如，在英格兰北部，就有“最后的夏季葡萄酒之

乡”“艾玛达尔 (Emmerdale)农场之乡”“詹姆斯 · 赫里欧(James

Herriot) 的故乡”“罗宾汉 (Robin Hood) 的故乡”“凯瑟琳 · 库克

森(Catherine Cookson) 的故乡”“勃朗特(Bronte)的故乡”等 。 人

们根据能表达某个特别主题的符号来划分空间 — 这些主题不

一定与实际的历史或地理的过程有关。 在加拿大，我们也可看到

类似的情形 。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 

的地方政府和私人资本力图围绕＂滨海”这一主题发展现代旅游

业 。 麦凯(McKay)将之描述为“一片独特的、到处都是大虾、渔

民、码头和帆船的小资情调的华丽风景……一个经济上完全依赖

于旅游业的地区所上演的黄金时代的神话”。 (1988:30)特别是



这几年来，佩吉湾(Peggy's Cove)已经发展成为一副越来越纯的

图景，一副世上从未有过的繁荣但又安宁的渔村景象。

曼彻斯特格林纳达(Granada)摄影棚的情况更为奇异。陈列

的展品中有著名肥皂剧《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 中某些场景

的仿制，其中包括一家船员归来时歇脚休息的酒吧。这一景点很

受参观者的青眯，他们非常喜欢在这里拍照。但正如一位评论家

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冲洗着那家酒吧的图片时 ，我们消费的是

表演的表演的表演“。 (Goodwin, 1989)这一组照片是肥皂剧《加

冕街》“体验的＂一部分，在这种体验中 ， 酒吧被赋予了一个建于

1902 年的假想的历史。

在英国，主题化的景点还有约克的约维克(Jorvik) 中心、兰开

夏郡的卡米洛特主题公园、皮克 (Peak) 区的美国冒险乐园、牛津

故事、温彻斯特(Winchester) 的十字军体验乐园(“再现的历史”)、

坎特伯雷的朝圣者之路。其中朝圣者之路在广告中被描述为“通

向过去的朝圣”。可是，个中的历史感却有些怪异，因为 ：

小孩电视节目中的男人只不过是个不会言语的人的模拟，他

是中世纪宗教诗歌中并不存在的场景中的附属物，你根本听不到

他讲的话。 (Faulks, 1988) 

另一典型的例子可以在威尔士的兰德林多德(Llandrindod)

看到。在这里，绝大多数人每年一次都要穿上爱德华国王时代的

服装。可是，近年来却有人提议，人们可以全年都穿这样的服装。

整个城镇因此就将成为一个以爱德华国王时代历史特征为主题

的城镇。而在瑞典维斯比 (Visby) 的波罗的海 (Baltic) 的一个小

岛上，人们可以体验到“中世纪一周”的风情。在这一周内，每个

当地人都穿上中世纪的服装，再现了中世纪的“主题”。

用德博德 (Debord) 的话说，主题是＂景观社会”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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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或用Eco 的话说，“超写实主义的旅行“(1986) 。在这类主

题化的旅游区，参观者看到的物体看上去必须绝对地真实。负责

开发约维克或牛津故事 (the Oxford Story)旅游的人士通过采用

嗅觉、视觉以及听觉等模拟手段力图使参观者的体验显得真实。

这些场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比原样更显真实，可以说是超真实。

或至少其外表，在人们刚刚接触时，要显得更真实一些。洛温撒

尔说过，”对仿制品的习以为常往往会使人们相信古董应该看上

去是完整的和｀新的'”。 (1985:293) 因 此，仿制品更加接近人们

对真实的期待，对我们手中等待说明的符号的期待：＂迪斯尼乐园

告诉我们假造的自然比我们日常梦想的要求更为贴近……迪斯

尼乐园告诉我们技术比自然能给我们创造更多的真实。”(Eco,

1986 :44) 

在新西兰，这种对景点加以主题化的过程显得更为极端。罗

托玛哈那 (Rotomahana)湖上端粉白相间的台地是 19 世纪一个颇

受游客喜爱的景观。 1886 年火山喷发时，台地被毁，但有关台地

的相片却自此一直很受欢迎。即使已经消失了一个世纪，该台地

仍然是一个著名的景点。可是，人们目前在另一个地点建造了一

组流淌着地热水的人工台地（其中只有一个台地临近原来的景

点），重新恢复了这一景点的魅力。这一组”主题化”的台地要比

原样看上去更真实，因为人们只能通过近百年前的老照片认识到

它过去的模样。

通过技术手段创造比原样更显真实的新型主题化的景点现

在已经开始风行起来，从迪斯尼乐园开始，之后是购物中心或大

型的购物商城。现在，许多购物商城已经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

点，正如第五章中所讨论的一样，它们代表了一个极其了不起的

文化去差别化的过程。请看下面韦斯特 · 埃德蒙顿 (West

Edmonton)购物商城的宣传材料（参见附图 7. 1): 



请您想象一下，在一

个周末……在一片蓝天白

云下，去参观迪斯尼乐园、

马利布 (Malibu) 海滩、圣

地亚哥动物园、比弗利山

上的罗德欧街 (Rodeo

Drive) 和澳大利亚的大堡

礁 (Great Barrier) 暗礁的

情景……号称为世界上最

大的购物商城，它占地 110

英亩，拥有 828 个店铺、

110 家餐馆、 19 家剧院

…… 19 层高的玻璃圆顶

之下是一个 5 英亩的水上

公园……想想看，在购物

商城室内修廷的湖中有四

' 

图 7. 1 韦斯特·埃德蒙顿

购物商城，加拿大

艘潜水艇，你可以在那里

看到鲨鱼、章鱼，热带海洋生物以及大堡礁暗礁的复制品……梦境

饭店的房间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其中一层拥有古典罗马式的

房间，另一层上是一千零一夜故事中阿拉伯风格的房间，还有一层

是波利尼西亚风格的房间……(Travel Alberta, 未注明日期）

该购物商城经营得非常成功：早在 1987 年就吸引了 900 多

万参观者，使其成为继两个迪斯尼乐园之后第三个北美最受欢迎

的旅游景点。一般人所理解的世界地理中有着遥远的中心区，而

埃德蒙顿却处于边缘。这个购物商城代表了对这种理解的象征

性抛弃。这里所主张的是建立在超越距离和地方等地理障碍基

础上的新型的、共同的地方感。地球上真实的空间关系因此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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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空间关系取代。 (Shields, 1989:153) 

这只有在旅游符号无所不在、摄影图片快速流通的情况下才

成为可能。符号的这种互换使得对模拟化主题的建构成为可能，

每一主题都显得比原样更加真实，特别是在购物商城强调新颖和

整洁的方式上：＂在这个世界中，西班牙大帆船驶上主街，穿过马

克斯和斯宾塞海湾，最后停靠在｀新奥尔良＇，那里的一切都显得

温顺，快乐的购物者中夹杂若嬉笑的海豚 。 ”(Shields, 1989:154) 

在英国，与此最类似的要数曼彻斯特附近的特拉福德中心以

及东北部的超大购物中心。 后者所在的地方通常被认为处在英

国和欧洲生活方式的边缘。 它建在一片废弃的土地上，所有的购

物商城连起来长达三英里，有 300 家店铺、40 家餐馆、一座拥有

10 个屏幕的电影院、一个保龄球场、 二个主题区域以及一个巨大

的儿童游乐园，其中拥有各式儿童骑具、娱乐设施和托儿所。三

个主题区域分别是：有一个仿制的大水车和池塘中装点着塑料鸭

子的“古代村庄”、一个拥有罗马风格建筑的“罗马集市广场”和一

个“地中海村＂ 。 在婉蜓曲折的古式地中海风格的街道两旁排列

着意大利的、希腊的、黎巴嫩的餐馆 。 在这里，购物仅是购物商城

魅力的一部分，因为购物商城也提供了休闲和旅游设施。 在儿分

钟的步行中，游客就可以消费到各种各样主题化的活动，游客在

漫步中凝视和被凝视，仿佛就在“度假“，并能体验到各种类型的

娱乐服务 。

购物广场成了消费者社会成员资格的象征 。 出席“商品的宫

殿”就意味着确认自身的存在。 如此，自己也就被确认为是当代

社会的一个公民，即一个消费者。 但是，近年来的营销哲学却一

直在推广“多样性和市场分割＂的景观 ，尽管这在诸如超大购物中

心之类的广大中产阶级的购物商城所中不太明显 。 在某些购物

中心，延展市场区分度是由于差别的展示能够增加它们对同一市

场”部分“中来自其他地方的游客的吸引力 。 比如，纽约的川普大



图 7.2 甘姆购物拱廊，俄罗斯

楼(Trump Tower)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最典型的中上层白种人

的购物广场（俄罗斯同类型的购物广场可参见附图 7.2) 。

此类购物广场的发展也代表了当代社会中公共空间性质的

变化 。 私人拥有和控制的消费中心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这

涉及对人们行为方式、衣着和言谈举止的更高层次的期待，例如，

不能坐在地板上，等等 。 购物商城的入口和通道被“严加行管起

来“,“行为不那么得体的“某些人，比如无家可归者，将被拒之门

外 。 超大购物中心吹嘘说，它是英国最安全的购物商城所 。 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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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姆(Bentham)环形监狱中的牢房和购物商城到处可见的视觉和

电子监视设备之间可以找到一些相似之处。购物商城的整洁和

崭新显而易见，垃圾、破烂和废旧物品毫无容身之处。购物商城

必须引领时尚和潮流，所以就不得不经常刷新。（参见 Fiske,

1989 :39-42) 

购物商城吸引着“后现代的购物者“，即那些怀着复杂的、自

我嘲弄的心情假扮为消费者的人。不应该将购物商城的使用者

简单地看成是消费主义的牺牲品、有“信用卡消费癖的人“，他们

能够主张他们的独立地位，而不完全依赖千购物商城发展商。闲

逛的旅游者就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在购物商城中闲荡、凝视和被

凝视：”他们闲逛的脚步，他们群体的行为方式构成了城市的某种

氛围：待续不断地主张着他们的权利和在商场中闲荡的自由，尽

情地向人们传达着他们的快乐。”(Shields, 1989:161) 

在澳大利亚所做的一项研究中，普莱斯迪 (Pressdee) 告诉我

们，尽管在购物商城中有这样那样的控制措施， 80％的无业青年

至少每周都要光顾购物商城一次，而近 100％的无业妇女是购物

商城的常客。 (1986)周四深夜的购物者多是些不打算买多少东

西的青年人。青年人消费的是图像和空间而不是商品。菲斯克

(Fiske)谈到：

一种不产生利润的感官消费。荡来荡去、冒犯“真正的“消费

者和守法的绅士，在消费主义的大教堂中主张他们的不同所带来

的快乐成为了一种对抗性的文化行为 。 (1989:17)

菲斯克也曾指出商店作为公共的，或至少是半公共的，特别

能吸引女性的空间的重要性。早些时候我也曾谈到 19 世纪百货

商店的发展在这一方面的重要性，以及百货商店对于未婚女性来

说既令人尊敬又使人觉得安全。左拉 (Zola)将百货商店描述为
吵．



“一个女性的寺庙，有众多的店员给她烧香磕头”。（引自 Pevsner,

1970 :269)购物商城的情况亦类似，确实在购物这一社会活动领

域女性的力且得到了增强。 它将公共空间和家庭空间连接了起

来，并使妇女拥有了充分展示她们能力的机会 。

最后，人们也应该注意到主题化环境的另一场烘，这一场景

在过去几十年特别受背眯，即世界博览会，它已经发展成为国际

性的旅游大盛会 。 比如， 1992 年在赛威 (Seville) 举行的博览会

上，每天的参观人数都超过 f 50 万 。 (Harvey, P.. 1996:155 ) 国

际博览会的发展和受欢迎表明休闲、旅游和美学对城市风烘的日

益影响 。 它们再次证明 r休闲、旅游、购物、文化、教育、饮食等去

差别化的过程 。

博览会往往根据不同国家展示品的特点来组织 。 (Harvey,

P., 1996 ：第 三：准）根据不同国家的固有特征，可以组织许多主题

化的环境，比如英国的酒吧、美国在体育方面的成就、德国的啤酒

乐园以及南海岛屿异域风味的舞蹈 。 此类主题的设计旨在在文

化活动中展示相关国家的民族自豪感 。 通常，这种自杂感要么通

过重新包装该国的传统和遗产，要么通过展示其所达到的高水平

的现代技术来获得 。

如同温哥华博览会一样，博览会不会传达出任何带有彻权意

味的信息 。 确实，对千博览会这类后现代社会的现象来讲，彻权

是难以得逞的 这类博览会可以算得上是国际旅游业的微型版

本 。 与其让旅游者到全世界各地体验与观光这些不同的符号，还

不如通过博览会很方便地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只不过这个地

方的规模要比韦斯特 · 埃德蒙顿购物商城大得多 。 哈维说的更

通俗一些：“现在我们已经能够通过一种代表性的方式来假想地

体验世界地理 。 ”(1989:300) 这一点可以从世界博览会上提供的

各种娱乐节目中看得出来 。 在温哥华博览会上， 8 万多名表演者

给参观者带来了 4. 3 万场免费的现场演出 。 (Ley and 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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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203)尽管也有如 La Scala 给 4 万多名观众演出的上层文化

的节目，绝大多数的表演都采取了通俗或流行音乐的形式，简言

之，就是一场后现代文化的混成曲，有点像在美国大多数的主要

城市人们很容易吃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一样 。 (Pillsbury,

1990)观众很容易辨认出是哪个国家的表演，因为这些表演都带

有明显的民族性（这些节目通常是表演给到该国旅行的人看的）。

这里唯一不同的则在于参观者只要从一个帐篷走到下一个帐篷

或从一个陈列摊位走到下一个摊位说就可以观赏到代表另一个国

家的文化节目。

1992 年在赛威举办的环球展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

这些过程的机会 。 这类展览以国家形象包装技术的方式运作，给

我们提供了一些想象国家文化以及国家”品牌”的可能性。

(Harvey, P., 1996: 第三章）通过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形象、象征

符号和圣像，民族国家们就被表述为拥有稳定性、连续性、独特性

和和谐团结的大仓库 。 可是，赛威也是一个充满国际资本的地

方，它给各种类型的国家展览、整个博览会以及博览会的展览场

地提供资金，特别是给它们提供了最先进的能超越国家边界的通

讯和信息工具 。 在这些展览中，重点放在了悄费愿望、个人选择、

世界主义以及穿越国界的自由市场上（游客穿越国界这一点也可

以从他们在展览护照上收集邮票这件事上乔到）。环球展览成了

人们庆祝全球风景和人口流动以及发动此类流动的公司的场所；

而国家在那里则成了景观以及此类博览会建构和庆祝的品牌化

过程中的符号。 （关于品牌苏格兰 ，诮参见 McCrone, Morris, 

Kelly, 1995) 

博览会中的许多展览都声称有教育意义，确实，在校学生是

参观博览会的一个重要的人群。 而且这也是文化领域去差别化

的又一特征 。 文化与娱乐正在融合，在两者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的视觉和电子媒介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过程。确实，主题化公园也



可以提供“教育—娱乐”功能，这一点可以从伦敦的千年圆顶公园

(Millennium Dome)中看到 。

因此，假日也不再像过去一样与教育和学习格格不入。 旅游

的许多方而与学习的过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同归

到了大旅行时代(the Grand Tour) 。 我已经谈到了越来越受欢迎

的博物馆 ，特别是人们对产业工人生活的浓厚兴趣；以及超写实

的历史再造物的流行 。 人们 H 益增长的在假 H 学习一项体育项

H 的愿望（滑古、蹦极跳、水上运动、悬挂式滑翔运动） ； 艺术和文

化旅游的发展；一些不寻常的工业遗址地（比如谢拉费尔德核处

理厂）日益上升的吸引力以及（学校、大学和宾馆饭店）教育假日

的增加 。 现在许多饭店在各类主题化的酒店中提供各种各样的

教育休闲活动 。 在各类主题化的周末所学习的科目有艺术和古

亚、桥梁、水彩画、射箭、射击泥制鸽子、用蝇钓鱼、高尔夫球和骑

马旅行 。

结论

在这一章，我重点阐述了游客凝视的两个方面，即它与报影

行为的联系以及它主题化的本质。 这两个方面将当代旅游业推

向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符号经济时代。

总之，我谈到了阶级、性别和族性划分旅游体验的一些途径 。

在更早一些的讨论中，我强调了社会阶级划分的重要性，因为它

决定抒旅游业怎样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发展。 这些影响

包括 ：不同避暑胜地各自独特的社会氛围和土地占有的方式；与

上流社会的关系在建构地方时尚方面的重要性；中产阶级家庭假

日的增长和已发展为海边专业化建筑形式的带阳台的平房 ； “浪

漫观光”的重要性以及它将自然建构为绝对重要的区位商品中的

作用；“集体＂凝视的特点以及其他人在建构某些地方魅力中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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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服务阶层业已增强的文化资本以及它在提高乡村和工业

遗产和后现代主义吸引力中的作用 。

但是凝视与主题化的过程也同样受到性别和族性划分的影

响 。 这些内部联系在塑造不同社会群体的旅游偏好方面，以及在

决定这类凝视给东道主人群和不同旅游地的时尚带来何种影响

方面都很重要 。 这里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游客的社会构成和旅

游目的地人群的社会构成。这两点很重要，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

的旅游行为都要进入和穿越各种类型的公共空间，比如主题公

园、购物商城、海滩、餐馆、饭店、水泵房、滨海人行道、机场、游泳

池和广场 。 在这些地方，人们既凝视他人也被他人凝视（以及给

别人拍照，也被别人拍照） 。 人们心中逐渐发展起了对合适的他

者的兴趣，不同的社会群体总是希望在不同的地方凝视和拍照他

者；而且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自已被什么类型的合适的他者凝视

也有不同的期望。 对某种主题化体验的购买就是旅游行为的一

部分，而且这取决千与游客共享体验的他者有怎样的社会构成 。

在第三章，我曾谈到在某些东南亚社会，世界各主要城市以

及一些加勒比和非洲社会中性旅游业的发展。 在东南亚，在性别

和族群上的从属地位一起将年轻的亚洲女性变成了来自其他社

会的男性参观者（在族性意义上居于支配地位）旅游／性凝视的目

标 。 因此，最终形成的旅游模式不能抛开它与性别和族性的从属

地位的关系来加以分析。 （参见 Hall, 1994; Kinnaird and Hall, 

1 99 4)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性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加以观察。 在几乎

所有的人类社会中，男性的生活水平要比女性的高得多 。 在英

国，这产生于男性在家庭食物、热能和其他物质资源的分配中所

受到的优待；也产生于他们逃离家庭，并在酒吧这一“男性共和

国“中消磨闲暇时光的能力 。 （参见 Hart, 1989)在休闲更加“私

人化”并与家庭成员共同分享的当代社会，家庭收入和闲暇时间

的不平等可能会有所减少 。



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假日时间的增加有关。 19 世纪之前，

旅行更多的是男人们的专利 。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女士旅行者”

的大行其道，悄况才有些变化 。 在丐时来讲，一些女性所游历的

国家，尤其对女性来讲，是“野蛮的“和＂陌生的＂。 （参见 Enloe,

1989 ：第二章）其他一些妇女参加了库克先生组织的旅行。一位

妇女这样写道：＂我们会和库克先生这样的向导和卫士到任何地

方去忖险 。”（引自 Enloe, 1989: 29)从那时开始，假 1J 与其他形式

的休闲方式不再像以前一样分配不均匀 。 夫妻们开始利用工休

假日一起到英国海边的避暑胜地旅游 。 此外，此类假日首先在工

业化程度较高的兰开夏郡发展起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妇女在棉

纺织工业，特别是纺纱行业中的大址就业。 这意味右她们的家庭

收人要比其他行业的家庭要高，妇女也因此在决定家庭收入分配

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早期的大众旅游形式主要以异性夫妻为主；在 19 世纪期间，

度假单位越来越多地由夫妻和他们的子女组成（这可从无数的照

片记录中看到） 。 在两战期间，家庭假日已经以孩子为中心来安

排。 20 世纪 30 年代以小孩为中心的假日营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推

动了这种度假方式的发展。 这对妇女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它意味

着由专职的工作人员来负责照料孩子。 自带伙食的节假 n 活动

增长迅速，相反，在英国现在只有少部分的假日活动给孩子们提

供食宿条件 。

注意到度假旅游的宣传主要是围绕异性夫妻展开这一点非

常重要，宣传图片中要么是带小孩或不带小孩的图片，要么是未

婚夫妇的照片 。 旅游运营商的宣传手册上主要有三种形象：一为

“家庭假日“，即带有两三个活泼健康的学龄儿童的夫妻；二为“浪

漫假日之旅“，即独自欣赏着落日余晖的异性夫妻（落日余晖确实

代表着某种浪漫情调）；三为“快乐之旅＂，即通过寻找异性伴侣以

寻求“快感”的游客 。 当然，对男性来讲，正如我们所谈到的，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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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假日之旅”。 大家都清楚，不属于以上几个类型的社会群体

难以得到旅游工业的良好服务。 有许多批评曾指出单身人群、单

亲家庭、同性夫妻或群体以及那些残障人士度假所面临的各种困

难（尽管对阿姆斯特丹或旧金山来讲，同性恋旅游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很显著的增长，特别是主题化的同性恋者的酒吧） 。

被排除在常规假日旅游之外的还有另一社会群体，即黑皮肤

的英国人 。 我们可以从假日旅游公司提供的广告材料上看到，旅

游者基本都是白人；在度假者之中很少有黑皮肤的旅游者。 如果

照片上有一些非白种人，那么人们一般都会认为他们不过是被游

客所观赏的“异域风味的土著” 。 在英国的那些外国游客较集中

的旅游地区．，情况亦很类似 。 在那些地方如果有黑人或亚洲人，

人们一般都会认为他们要么是海外的参观者，要么是当地从事旅

游服务的工人，并不会认为他们是正在度假的英国本地人。 如同

泰勒(Taylor)通过对旅游宣传照片中占主导地位的形象的研究中

所指出的那样，乡村被特别地建构为“白色” 。 (1994)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少数族群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了西

方形式的度假方式 。 在西方式的度假方式中，人们的出行动机往

往是为了寻找阳光、酒店或风景 。 这类文化行为，至少对那些近

来才移居到英国的人上来讲，似乎显得非常怪异 。 （关千日光浴

的模糊性请参见Ahmed, 2000)有些移民至少会认为旅行应该有

一个更严肃的目的，而不只是去寻找工作机会、访亲会友或参加

到民族大移居的过程中 。

一些新近发展起来的旅游方式，比如前一章中所谈到的遗产

工业，很可能将许多少数族群排除在外。我们曾谈到，参观遗产

地的绝大多数游客均为白种人。 可是，在英国的旅游工业中，少

数族群的地位很重要，在一些方面．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特

别在一些大都市中，他们在旅游企业中为游客提供各种服务。

（相对于非白人在总劳动人口中 5％ 的就业率而言，餐饮业中



10％的劳动力均为非白种人 ：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website) 

此外，近年来，某些少数族群已被建构成为一些地方旅游“吸

引力”或“主题”的一部分。这一情况在亚洲族群中特别明显。在

曼彻斯特，集中于某一区域的中国餐馆增添了它的魅力，这当然

得益千战后英国烹调口味的国际化过程。（参见 Frieden and 

Sagalyn, 1989: 199-201)到 20 世纪 80 年代，城市规划师们开始

致力于新”中国城”的规划建设，将其保护和建设成为目前极受旅

游者关注的旅游地之一。（关于温哥华的情况，参见 Anderson,

1988) 

有必要对那些亚洲民族风格的旅游观光目标的社会影响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看它们是否会给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带

来负面影响。令人意犹未尽的是它们对白人社会造成的正面影

响：白人已不再将那些亚洲民族风格的旅游观光目标视为某种威

胁，甚或低劣，而是已经将它们视为具有异域风味的、文化上令人

着迷的、拥有丰富而且极具吸引力的文化。有关文化的这种争论

是在不同地域的文化共处的过程中发生的，也正是通过这种方

式，各种不同的文化才被“主题化”“拍照“以及在全世界得以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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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全球化凝视

旅游和全球化

当《游客凝视》 (The Tourist Gaze) 这本书于 1990 年首次出

版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人们口中常提到的“全球化”这一进程将

会变得多么重要。 确实，当时互联网才刚刚发明，没有任何迹象

能表明它将怎样以比先前的任何技术都要快的速度改变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 。 还在人们刚刚感受到互联网的影响的时候，另一

“移动技术＂，即移动电话，也开始改变着以往人们的通讯方式 。

总体来讲， 20 世纪 90 年代使我们见证了”时空大压缩＂的过程，因

为全球各地的人们通过各种技术辅助手段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

起 。 对一 些社会群体而言，距离感消失了，用凯恩克罗斯

(Cairncross) 的话说，就是＂距离的死亡” 。 (1997)鲍曼则描述了

从一个固态的、固定不变的现代性到一个更加流动以及更快速的

“液态的现代性”的转变过程 。 (2000 )

这种空间压缩感部分地产生于旅行者和游客从一地到另一



地的流动，特别是从一个航空集散地到另一个航空集散地的快速

流动 。 在一些文章中，我曾讨论过通过互联网而进行的虚拟旅

行，通过电话、收音机和电视的想象旅行和通过全球旅游丁』业基

础设施的身体旅行。 (Urry, 2000, 第 三章）这几种旅行方式的

“交通“流址在这刚过去的十年中急剧增大，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虚

拟和想象旅行将取代身体旅行 。 相反，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旅行方

式之间出现了各种复杂的重叠，表明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

微软公司曾这样发问：“今天你要到哪里旅行？”对于到达“那里“,

人们有了各种各样、相互依托的途径 。

因此，我所谓的身体旅行就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并

包含了最大址的跨越国界的人群（参见第一章） 。 由于这种流动

性，全球几乎所有社会之间的关系都由游客的流动米协询，因为

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都变成了这种流动的接收者 。 在世界各地，

都有着无所不包的生产和“地方的消费＂。 （参见 Urry,1995) 现

在，酒店餐台、游泳池、鸡尾酒和海滩(Lcncek and Bosker, 1998), 

机场休息室 (Gottdiener, 2001) ，以及古铜色的皮肤 C Ahmed, 

2000) 已成为当代全球文化的核心要素 。

这种无所不包的特性以“旅游自反性”(tourism reflexivity) 、

相关的规章制度、操作程序和标准的增长为前提，它们能够在 H

益兴起的全球旅游模式之内促使每个地方都能监控、评价和发展

它的旅游潜力 。 这种自反性关注的是在地理、历史和席卷全球的

文化之内发现某一地方的位笠，特别是发现地方现实拥有的以及

潜在的物质和符号资源 。 这种“旅游自反性”的其中一个要素就

是旅游研究、专题研究报告、课本、外国会议、部门和期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包括 International J ounzal of Tourism Research 、

Tourism Studies 、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 Journeys 、

Tourism Geographies) 的机构化 。 还要有许多与地方的、国家的

和国际的政府、公司、志愿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有内部联系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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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 旅游人类学家鲁珀特·谢尔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 提

出的数据以及大卫 · 洛奇 (David Lodge) 的 Paradise News 一书

都很好地把握了这种“旅游工业”的兴起。

这种自反性不仅与个人及他们的各种生活可能性有关，也与

一组系统的、规则化的和评价性的程序有关，因为这些程序能够

促使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在动荡的全球秩序中监控、修改和最大化

其位置。 这类程序可以通过全球电视和互联网”发明“，生产，营

销，流通新的或不同的、或重新包装的、或因圣人而知名的地方以

及它们相关的视觉图像。 这类图像的流通进一步发展了地球自

身作为一个远古遗留物的想法 。 （参见 Franklin, Lury, Stacey, 

2000) 

当然，并非所有的地球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到全球旅游之

中 。 在许多“空无一物的会见地点”或现代性的“非地方“(non

places) ，比如机场休息室、火车站、铁路终点站、公路维修站、港口

等地方，与全球旅行者和游客肩并肩行走的是无数的流浪者 。

(MacCannell, 1992; Auge, 1995 ) 这类流浪者正在逃离饥荒、战

争、苦难、迫害和种族清洗，因为经济和社会的许多不平等以及由

此导致的人口的迁移近年来日益严重，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 最

近“人口走私＂的快速增长催生了一个数十亿英镑的行业，在世界

各地，任何时候都会有数百万英镑的这类交易正在进行 。

但对于“游客凝视”来讲，重要的是一系列的新发展将“旅游”

从全球秩序的边缘，特别是学术研究的边缘，带到了“流动的现代

性”这一新兴世界的中心。 首先，旅游基础设施已经在过去人们

认为最不可能发展旅游的地方建立起来 。 尽管全球各地的绝大

多数人并不能作为旅游者到世界各地参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

赖以生存的地方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自然、国家、殖民主义、祭祀、

社区、遗产等形象并不是贪婪的全球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全球旅游业的模式中，阿拉斯加、奥斯威辛集中营



(Auschwitz-Birkenau) 新千年的南极、新加坡的樟宜(Changi)监

狱、切诺群岛 (Channel Islands) 的纳粹集中营、达朵 (Dachau) 的

废弃煤矿、古巴与它的＂殖民的”和“美国的“遗产、冰岛、蒙古、珠

穆朗玛峰、北爱尔兰 、土耳其“控制下”的北塞浦路斯、珍珠港、后

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南非的罗本岛 (Robben Island) 、萨拉热

窝的“大屠杀遗迹＂、太空、泰坦尼克、越南等都是重要的旅游目的

地。（关于“黑色旅游”，参见 Lennon and Foley 2000 ；关于“地狱

假日“，参见 ()'Rourke 1988)在某些悄况下，成为旅游尿点的过程

就是自反性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过程各社会和地方进入到全

球秩序之中（或＂亟新进入＂，如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古巴，在营销其

旅游地的过程中就部分地运用了前共产主义时代的美国汽车；参

见附图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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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国家外出旅游的人数都有大批的增加，特别是那

些东方国家，以前它们只不过是西方旅游者参观和消费的地方。

现在，亚洲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还有学生的学习旅行和“背包族

旅游”)已经诱发了他们到西方（似乎决定着全球文化的走向）旅

游观光的强烈愿望 。 中国大陆庞大的中产阶级旅游市场的发展

将使其称为下一个重要的旅游发展地区 。 亨德里(Hendry) 曾谈

到充满“西方“异域风情的主题公园在亚洲各国大址建立的情况 。

(2000 )他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东方的反击》 (The Orient Strikes 

Back) ，东方国家将富有西方文化特色的东西展示给它们的国人，

使他们在不离开自己国家的情况下就可以欣赏到西方的异域风

悄 。

另外 ， 在这些全球旅游的发展陇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各

种类型的努力，而且我们很难不受到一个或多个这类发展圈的影

响，因为这些发展圈越来越和一个更为广泛的、遍及各种消费空

间的＂符号经济”重叠在一起 。 (Lash and Urry, 1994) 这类努力

包括：交通、礼仪、旅行、设计和咨询，全球旅游场地的”形象”、全

球热门景点（埃菲尔铁塔）、热点旅游地（全球的海滩）和平民化的

旅游风泉（巴厘的舞蹈）的生产；通过印刷品、电视、新闻、互联网

等手段对旅游地形象的推介；以及通过政治和抗议活动支持或反

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它也涉及几乎无所不在的性旅游

业；克里克(Crick)将卖淫描述为一个“大众旅游的共同副产品“,

在一些南亚国家妓女的人数高达 100 万 。 (1989: 323; Craik 

1997, 131-3; Clift and Carter, 1999) 

另外，整个地球上越来越充斥着极有影响力和无所不在的商

标或品牌。（参见 Klein, 2000)它们液体般流动的力批来自过去

二十多年最有成就的公司从产品的制造到品牌制造的转型，其间

含有大扯营销、设计、赞助、公共关系和广告的费用支出 。 此类品

牌公司中也有一些是从事旅行和休闲业的： Nike 、 Gap 、 Easyjet 、



Body Shop 、 Virgin 、 Club Med 、 Starbucks 等公司生产“观念”或

“生活方式”。他们“从商店和产品制造的现实世界的负担中解放

出来，这些品牌自由翱翔，与其说像商品和服务的传播，还不如说

像是集体共有的幻觉形象”。 (Klein, 2000: 22) 克莱因 (Klein) 阐

明了这一“全球少儿市场”的重要性，在全世界大约有十亿的年轻

人都在消费相似的消费品牌。 (Klein. 2000: 118—21) 

因此，大队的人群和地方卷入全球旅游这个旋涡的途径难以

计数。并不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因为“全球”和“旅游”之间

也有一些外部联系。它们都是同一组复杂而又内部有联系的过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此类集中的基础设施、形象和人群的

流动以及正在涌现的“旅游自反性”的行为应该被概念化为一个

“全球性的混合物”。 (Urry, 2000 : 第二存）说它是混合物是因为

它由技术、文本、形象、社会行为等集结而成，所有这些要素使它

能够在全球的范围内扩大和复制自己。这类似于诸如互联网、汽

车、全球财经之类的其他全球混合物，它们在全球扩散，重塑并重

演着“全球”的概念。

在这一章中，我将多处谈到全球旅游业中的这类新兴的模

式，并对过去近十年来“思考旅行“(thinking-travel) 中新出现的一

些变化作一个总结。从对可视性的观察入手，我认为我们不仅需

要认识当代旅游业中涉及的各种感官，也需要思考全能型视野中

所发生的一切。之后，我将思考表演、身体和有关身体旅行中的

快乐的一些问题，并特别谈及许多旅游活动中隐含着的心理动觉

的运动。最后，我将思考一个“移动文化”中的一些隐喻和特征，

并思考这样一种文化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对“旅游“自身根本不可

能进行有效的研究，因为游客凝视似乎无处不在，在某种特别的

意义上又似乎无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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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论证了旅游体验中最根本的视觉特性。 凝视成为『

参观者与“他者＂遭遇的手段，能使参观者产生某种成就感和快

感，并编排着他们的各种体验 。 凝视给特定时间和空间之内生发

出来的一系列令人愉悦的品质界定了范围 。 正是凝视调整右旅

游者各种感官体验之间的关系和顺序，对哪些东西从视觉上来说

不一般，哪些差别与出发地相关以及哪些是“他者”的贞正特点加

以识别 。

已有对作者的“游客凝视”的观念提出了各种批评 。 有人说，

从它与福柯的观点，特别是与医学疑视的相关观念的关系上来

讲，它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 (Hollingshead, 2000; 也可参见

Urry, 1992; 2000: 第二章）也有人说，这一观念与有关视觉历史

的大批文献并没有联系 。 （参见 Jay, 1993)还有的说，绝大多数的

假 H 体验是身体或肉体的，并不仅只是视觉的 。 (Vcijola and 

Jokinncn, 1994)凝视的观念太静态化、太被动，忽视了表演和冒

险 。 (Perkins and Thorns, 1998) 马康纳认为，游客凝视这一观

念，尽管在有些方面很有启发性，但是没能识别出一种“二次凝

视＂，即知晓外表的欺骗性，无法看到和无法言说的事物的存在以

及每次凝视都会产生对凝视自身的“超越”。 (2001) 也有人认为，

凝视的观念没有抓住看或“瞥视“他者的移动、流动、飞逝的特

征 － 它只聚焦于那些静止的、“正在放松的“游客，而不是那些

在自然和社会世界中积极移动的游客 (Larsen, 2001) 。 在这一部

分，我将对“凝视“这一观念所要表达的一些要素作进一步的说

明，然后在下一部分，我将通过对游客凝视这一观念的形象表述

和具体例证对上述各种观点做出回应 。

首先，游客凝视这一概念的目的不在千说明个别的旅行动

机 。 相反，我强调的是各种凝视系统化的和秩序化的本质，每种



凝视都取决于各种社会话语和行为以及取决于能够孕育一个地

方或一种环境的必要“外观”的建筑、设计和重建等方面。 此类凝

视在一组动态的、系统化的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中将凝视者及被凝

视者连接起来 。 这些关系被许多专业人士散乱地组织 f起来：摄

影师、旅行书籍的作者和导游、地方行政委员会、”遗产工业”的专

家、旅行代理商、酒店老板、设计师、旅行运营商、电视旅游节目、

旅游发展官员、建筑师、规划师、研究旅游的学术界人上，等等 。

在当代旅游业中，这些技术的、符号的和组织的话语一起“建构”

了旅游景点 。 （关千位千一个废弃煤矿中的朗达遗产公园的情

况，参见 Dicks, 2000) 

凝视在直接看到的景物与景物所表示的意义之间也没有一

个简单的关系 。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马康

纳描述了发展和复制这样一个“景点”所涉及的复杂关系；这些关

系发生在一个“标忐物”“景观”和“旅游者”之间 。 (1999:41) 马康

纳也曾审视过一个景点历时的变化发展过程。 他描述了景点神

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物体通过一系列的阶段可以转

变为旅游工业的一个神圣景点 。 其中一个阶段就是景物的“机械

复制”，即通过微缩的纪念品，特别是通过无休止的照相复制 。

( MacCannell, 1999) 

此外，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不同感官之间互有联系，产生出

一种时间和空间中分布着的人群和物体的一个感官化的环境 。

不仅有陆地风光（和视觉的城镇风光），也有与之相联系的音响风

光（如当代古巴旅游业中的情况，特别是继电影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放映之后），＂嗅觉风光”（如人们穿过某些树林时所体

验到的情况，参见 Macnaghten and Urry, 2000a) ，"味觉风光”（特

别是继 18 世纪晚期餐馆的发明之后；参见 Spang, 2000 ) ，以及触

觉地理（如攀登者的手所体验到的情况，参见 Lewis, 2001) 。

对凝视的集中关注说明在旅游业中典型的旅游体验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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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是视觉 。 这反映了在西方社会的长期历史进程中眼睛所享

受到的普遍特权。视觉被认为是最高贵的感官，是人类与他们的

自然环境之间最具有区别能力和最可靠的感官中介 。 在西方的

认识论中，在宗教和其他的象征系统中，以及在有关社会对政府

来讲应该是可视的、透明的各种观念中，这种对视觉的重视随处

可见。 (Urry, 2000：第四章）

然而，对于视觉的这种组织力址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

避免或自然而然的。确实，视觉是通过了几个世纪的斗争才从其

他感官的羁绊中脱离出来的 。 “游客凝视“这一观念也正是从过

去几个世纪在知识、政府和宗教思考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 。 费夫

尔(Febvre) 认为，在 16 世纪的欧洲 ： ”与他们敏锐的听觉和嗅觉

能力一样，那个时代的人们亳尤疑问都有若敏锐的视觉 。 但情况

仅只如此 。 他们并没有将视觉从其他感官中分离出来给以更多

的重视。 ”(1982:437; Coopcr,1997) 因此，有人说，人们生活在一

个流液的世界中，其中的实体快速改变着形状和大小，边界被很

快改变，在那里，社会或自然世界根本没有系统化的稳定性 。 ”相

互影响”一词概括了 16 世纪生活中最有特点的这种流动的、不断

变化形式的感官。 (Cooper, 1997) 

从那时起至 1800 年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 人们逐渐接受

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视觉观察，而不是先验的中世纪宇宙观的知

识，是科学合理性的基础 。 这进一步发展为西方科学方法的根

基，建立在主要由视觉生产和确保的感官数据之上。 福柯在《事

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一书中给我们揭示了自然历史

怎样涵括了可视世界的可观察结构的过程，而不是感官无法看到

的功能和关系 。 (1970 )许多此类”可视自然”的科学围绕着各种

视觉分类学而发展起来，其中也包括林耐 (Linaeus) 的分类学 。

(Gregory, 1994: 20 )这种分类建立在单一主体，观察的眼睛以及

人眼能够做出的观察、区分和分类的现代认识论的基础之上。



(Foucault, 1970) 

因此，旅行研究的学术重心发生了转移，即从将旅行看成是

通过耳朵获取话语的机会转变到将旅行看成是一个目击者的观

察过程。而且随着科学探险的发展（第一次于 1735 年被记录 ：

Pratt, 1992:1) ，旅行者不再可能期望他们的观察将成为科学本

身的一部分。 旅行也因此并不是通过科学而是通过“训练有索的

眼睛”（有关鉴赏力的思想）得以合理化。 (Adler, 1989: 22) 特别

是在 18 世纪的晚期，随着英国，之后是整个欧洲“观光旅游”的增

长，对建筑物、艺术品和风景的鉴赏也很快发展了起来 。 “旅游观

光巳成为一项更洋溢着热情的活动，同时也成为了一项更私人化

的活动 。 ”( Adler, 1989:22)这种鉴赏包含若新型的观看方式：＂－

种有所延长的、若有所思的观看，在整个寂静的间歇，就视野而

言，感觉上有点疏远和解脱。”(Bryson, 1983:94; Taylor, J., 

1994:13)18 世纪 ． 在摄影机、镜头、导游书的使用，更广泛的线路

知识，素描艺术以及素描书籍的出现~阳台等的基础之上，一种更

专业化的视觉感发展了起来。 (Ousby, 1990)这一情况可以在瑞

典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17 世纪 30 年代林耐科学探险的目的在

于收集花草和矿物，而在 18 世纪 80 年代林奈海姆(Linnerhielm)

的旅行中却以收集观点和情绪为目的。后者表达了旅行性质的

这种变化：＂我旅行是为了观察而不是为了研究。”(Lofgren,

2000:17; Pratt, 1992) 

这种视觉能够使人们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拥有物体和环境。

（如同齐美尔 Simmel 所坚持的那样；参见 Frisby and 

Featherstone, 1997: 116)它使人们能够很容易地从远处控制”他

者”的世界，将分离和控制合二为一。 正是通过对距离的寻找使

人们得到了一个适当的“视野＂，使之从日常生活经验的纷乱中抽

象出来 。 （参见普拉特 Pratt 对“帝国眼睛＂的叙述： 1992)狂野、贫

痒的地区，过去一度是极度恐惧和害怕的来源，如今已经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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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充满着“景色、风泉、形象、新鲜空气”的地方，在远处等待着

那些来自到处都是“阴暗的、地狱般的工场的“城镇和城市的参观

者们的视觉消费。 (1972: 160; Macnaghten and Urry, 1998: 114 

-5)我在另外的文章中也曾描述过英国湖区复杂的多层构造，正

是通过这一构造，荒凉的恐惧转化成了美丽和对它的向往。

(Urry, 1995a) 同样，在 18 世纪末之前，阿尔卑斯山脉曾被认为是

充满 r荒凉、丑陋和恐惧的地方。但瑞(Ring)描述了它“文明化”

的过程：它“不只是单纯的阿尔卑斯山。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视

觉的、文化的、地质的和自然的现象，与欧洲历史密不可分”。

(2000:9)另外，到 18 世纪末“热带自然”也被旅行者浪漫化，他们

开始将这种风光看成是一幅“油画”。 (Sheller, 2002) 

下一个世纪之内，所有类别的自然都将逐渐被广泛地行做是

景色、风光和永久的感官刺激。这部分是浪漫主义者努力的结

果 ：“自然与人类的休闲和快乐有很大的联系 － 旅游业，壮观的

娱乐业，视觉的享受。”（关于 19 世纪中期的法国，参见 Green,

1990 : 6)沃兹沃斯(Wordsworth)在 1844 年曾谈到，人们关千风景

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当然，他将阿尔卑斯山和英国的湖区都

描述为极富魅力的风枭。他说，以前谷仓和外屋常被建在房子的

前面，”不管风杲有多么的漂亮，房子的窗户却难以俯视这样的风

光”。 (Wordsworth, 1984: 188)到 19 世纪中期，房子的修建考虑

到了它们的“远景“，房子似乎成了一种＂摄影机”。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 79)视野的语言因此限定了一个特别的自

然体验的视觉结构。 (Green, 1990: 88)码头、海滨散步小道以及

家内海滩的修建使人们能够对原本狂野的、未驯服的和“自然的＂

大海进行视觉消费。 (Corbin, 1992) 

在 19 世纪的西欧，视觉占有感逐渐发展起来，尽管这完全取

决于对“热带自然“以及“文明自然”的观赏。（参见 Sheller,

2002)感官之间的分离不断加大，特别是视觉从触觉、嗅觉和听觉



中分离了出来 。 闲荡者角色的出现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 按照

波德莱尔(Baudelaire) 的观点，闲荡者就是那些只看但并不触摸

的人 。 （参见 Tester, 1994)凝视的各种新技术开始不断地被生产

出来，并在市场上流通，有明信片、导游书、照片、各种商品、连环

走廊、咖啡馆、透视图画陈列室、镜子、平板玻璃窗户以及建立在

“不受妨碍的凝视帝国“基础之上的监禁地。 (Foucault, 1976: 

39; Urry, 1992) 

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所谈到的那样，摄影在现代游客凝视中占

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西方，可以说旅游业和摄影的现代形式大

约是在 1840 年形成 。 路易斯 · 达盖尔 (Louis Daguerre) 和福克

斯 · 塔尔博特(Fox Talbot)二人分别在 1839 年和 1840 年宣告 f

他们不同类型的照相机的“发明” 。 在 1841 年，托马斯 · 库克组

织 f现在被认为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队”旅行＂，也正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铁路修建狂潮时期，第一家铁路旅馆在约克开业。

在 1841 这一年，出现了第一张全国铁路运营时刻表 － 火车时

刻表(Bradshaws) ；丘纳德 (Cunard) 开办 r第一家海洋蒸汽船服

务公司，美国特快服务的先驱韦尔斯 · 法戈(Wells Fargo) 在美国

西部开办 r驿站马车公司 。 (Lash and Urry, 1994: 261) 也是在

1840 年，著名的橄榄球(Rugby) 学校的校长阿诺德(Arnold)博士

宣布说 ：＂瑞士对于英国来讲……好比是一个避暑旅游胜地。 ”

(Ring 引用， 2000 : 25) 因此， 1840 年是整个世界在飞速变化的伟

大时刻之一，在这一年， 一种新型的关系模式巳经被不可逆转地

建立了起来 。 在这一时刻，“游客凝视＂、集体旅行方式的独特组

合、对旅游的渴望以及照片复制的技术成为了西方现代性的核心

组成成分。

至此，我已经谈到在旅游发展的特征中视觉的那种可怕的支

配地位 。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景观的社会之

中 。 （参见 Debord, 1994)几乎所有的全球环境已经改变成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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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改变成为各种各样可以收集的景观，这些景观通常都有“大

门＂，参观者付费才能进入来消费它们 。 费恩斯坦 (Fainstein) 和

贾德(Judd) 曾对这类”供人们玩耍（和付费）的地方”的生产过程

进行了研究，现在这类地方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坠延 。

(1999) 

同时，因为这类视觉呆观的飞速发展，在许多有关旅行的文

章中．视觉凝视普遍受到了坻毁 。 （正如 Buzard 从历史的角度所

揭示的那样，1993)那些仅让视觉感官自由驰骋的人士受到了嘲

笑 。 这类旅游者，特别是那些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旅游者对环

境、人和地方的欣赏通常都被认为是肤浅的 。 马丁·帕尔

(Martin Parr) 的照片集 Small Worlds 揭露了人们对这类带着照

相机的旅游者（通常是男性）的郘视。 (1995 ；参见 Osborne,

2000: 第七章）

只注重景物的观光对旅游者来讲很可能是一个缺陷 。 视觉

被认为是最肤浅的感官，妨碍着人们的旅游体验。 要获得真正的

体验，旅游者应该使用其他的感官，并有足够的时间使自己全神

贯注 。 （参见 Lewis, 2001) 沃兹沃斯认为，对湖区 (the Lake 

District) 的体验需要一种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不应受到相对狂

野和未驯服的自然的威胁或恐吓。 它要求“一种缓慢、逐渐发展

的文化的过程”。 (Wordsworth, 1984: 193) 当人们对“超写实的＂、

模拟设计的地方，即那些表面上比原样还要“真实”的地方提出批

评时，对只注重景物观光的旅游者的批评达到了极端的地步。

(Baudrillard, 1983, 1988)景观的超写实性使参观者的视觉只能

捕捉到一些有限的可视特点，视觉的作用也因此被夸大并支配着

其他的感官。 超写实地方的外表特征无法对参观者做出回应或

直观的吸引 。 视觉被压缩到景物最直接和最显眼的方面，比如迪



斯尼乐园主街极富诱惑力的正面设计或曼彻斯特特拉福德中心°

(Trafford Center) 的海轮环境，尽管这些地方也当然可以以不同

的方式来加以“使用“。（参见第七章；关于“一个｀真实的＇主题公

园——迪斯尼“可参见 Bryman, 1995; Fjellman, 1992) 

至此，我已对视觉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作了充分的分析。

特别是从 1840 年开始，旅游业和摄影开始不断结合，在发展中难

以分离。在一个不可逆转的、重要的双重螺旋形结构中，旅游行

为和摄影行为相互塑造。从那时起，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游

客凝视”的时代，并创造了一个流动和现代的世界。（参见

Macnaghten and Urry, 1998 : 180—5; Lofgren, 1999) 

然而，虽然游客凝视在这一个意义上出现，但显而易见的是

不同的话语认可了很多不同类别的视觉凝视。这些不同的话语

有：教育，如 18 世纪欧洲四年级的教学课程和当前的研究旅行计

划；健康，如目的在于使旅游者”恢复“身体机能的旅游［比如瑞士

的阿尔卑斯山之旅或新西兰的卢多路亚 (Rotarua) 之旅］；团体精

神，如很多日本或台湾地区的旅游形式（关于在尼亚加拉瀑布的

此类团体旅游，参见 Shields, 1990) ；快乐和玩耍，如在无所不包

的加勒比避暑胜地只为 18 岁至 30 岁的人士开放的＂顽皮“旅游；

遗产和记忆，如土著历史、博物馆、再造的节日、宴会、舞蹈等的发

展（有关印加遗产的制造，参见 Arellano, 2001) ；民族，如品

牌 苏格兰这一越来越盈利和自治的观念(McCrone, Morris 

and Kiely, 1995) 。

此外，这些不同的话语中所隐含的是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

就我第一章中所谈到的浪漫的凝视来讲，突出的是独处、私密以

及与凝视对象一种个人化的、半精神化的关系。在此类情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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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注：欧洲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之一，于 1998 年 9 月份开业，华丽的

罗马式外饰，以富丽堂皇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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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期望能够独自观赏目标或至少只和“重要的他者”相处。

如同在泰姬陵的情况一样，大量的陌生人的造访只会干扰和破坏

西方参观者所希望实现的静观。（我们可以从戴安娜王妃在泰姬

陵游览的影片片断中看到这一点；Edensor, 1998: 121-3)浪漫化

的凝视意味着人们进一步寻求新的能够独自凝视的对象、废弃的

海滩、空无一人的山顶、无人居住的森林、没被污染的山间溪流，

等等。特别是在“西方＇勹浪漫化凝视的概念被无休止地运用于旅

游点的营销和广告中 。

相比较而言，我所谓的集体的游客凝视的突出特点是对宴饮

交际的喜爱。很多人同聚一个旅游点这一现象能够使参观者体

验到一种狂欢或运动感，说明这正是人们应该到的地方。这些运

动的、四处观赏他者的旅游者对地方的集体消费来讲是必需的，

如同伦敦中心区、伊比沙岛 (Ibiza Island汃拉斯维加斯、悉尼奥林

匹克运动中心、香港等地方的情况一样。（有关 Baudelaire 的闲

荡的概念：＂居住在嘈杂、忙乱、匆忙和快速变化之中“，请参见

Tester, 1994: 2)到泰姬陵的印度参观者常和家人或朋友一起来

凭吊这一国家级的纪念碑 。 (Edensor, 1998: 126)相比较而言，北

欧和北美的许多海滨避暑胜地已不再拥有能构成集体凝视的游

客人数 － 它们已经成为消逝了的集体凝视的景点。（参见

Walton, 2000) 

然而，除上述两种形式的凝视之外，许多作者最近还谈到其

他类型的凝视形式，即参观者以或静止或运动的方式视觉消费地

方的其他途径。它们在社会交往的方式、所需时间的长短以及视

觉观赏的特点方面有所不同 。 因此，就有旁观者的凝视，即共同

注视和收集行进中瞬间看到的视觉符号，比如通过旅游车的窗户

所看到的符号。 (Urry, 1995a :191)其次，还有恭敬地凝视这一观

念，比如，它常被用来描述穆斯林怎样精神消费泰姬陵这一神圣

遗址。穆斯林参观者边停边看，将注意力集中在清真寺、坟墓和



古兰经之上 。 (Edcnsor, 1998: 127-8)人类学的凝视这一概念描

述的是单个的参观者怎样扫描各种类型的景点／遗址，并能够在

一系列历史的意义和象征符号的框架中解读它们 。 有些导游他

们自己也可能提供各种叙述，从历史和文化内部关系的角度来解

读这些景点／遗址 。 （如巴厘岛的例子；有关人类学家充当导游的

情况，参见 Bruner, 1995) 

相关的概念还有环境的凝视。 这里突出的是学术的或非政

府组织授权的话语，关注的是旅游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 在这种

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游客因此就可能选择对环境影响最小的方式

旅游，并通过媒体将这种方式推荐给有相同想法的、热衷环境保

护的旅游者。［如英国环境保护促进机构旅游业关注组织

(Tourism Concern)所做的工作那样； Urry, 1995a: 191]最后，还

有媒体化的凝视这一集体的疑视形式 。 因其“媒体化的“性质而

知名的一些特别旅游点常以这种方式被凝视。 凝视这类场景的

旅游者再现了媒体事件的各种要素或方面 。 这类例子有：作为很

多好莱坞影片拍摄场地的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和威尼斯海滩

(V cnice Beach) ，肥皂剧《加冕街》的拍摄场地，流浪者回归客栈

(the Rover's Return pub) （实际上此类“酒吧“共有三个），现在已

不堪大批 BallykissangelCD 游客重负的威克洛郡 (County

Wicklow) 的阿沃卡(Avoca)村，以及作为“Masala“电影拍摄场地

的泰姬陵，在这里游客可以看到电影中很多场景的重现 。 （有关

"《加冕街 》 超现实主义的 一面”可参见 Edensor, 1998: 127; 

Jeffries, 1998) 

每种情况都会涉及其他的感官，尽管只是在以这种或那种凝

视方式组织的旅游体验中处千从属地位。 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

要 。 此外，我已从凝视者的角度思考了凝视的过程 。 但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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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关注的是被凝视的各种结果。比如，研究者在一个“游

客储蜜罐＂（译者注 ： 有大批游客的地方）中的研究以及研究者被

局限于一个类似于全景监狱之中的凝视角度。（参见 Urry,

1992)表演的真实性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一方面将人们观念中

的侵扰性的眼光拒之门外，一方面又给参观者提供了“真实化了

的“景象 。 但是，这是否可能则取决于很多决定因素 ： ＂主人“社区

的权利关系、参观者的各种时空特征以及所涉及的凝视类别 。 例

如，旁观者的凝视可能是最不具有侵扰性的一种凝视方式 ， 因为

它很可能是流动的，而且很快就过去（尽管无休止的、不知名的交

通流本身就有很大的影响力） 。 而人类学的凝视则可能是最具有

侵扰性的凝视方式，因为旅游者会坚持在主人的社区停留较长的

时间以便了解它的“真实＂ 。 需要注意的也许还有，当地人会全方

位地打址“旅游者“，因为游客的服装 、 习俗和照相机都可能引起

他们的兴趣和偶尔的厌恶。

在下一部分，我将思考“身体“本身为何常受到凝视的关注，

特别是其间所涉及的明显的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在有关旅行

进入和穿越英帝国“未开发的“国土的历史中，麦克林托克

(McClintock)就男性权利与殖民化的性质和女性身体的纠缠作

了精彩的描述。男性通过“淫秽热带“看到的是无止境的窥淫癖 。

因此 ，决定一个社区自身在凝视帝国所感受压力程度的因素中不

仅有参观者的数址，而且还有他们流入和穿越”当地人“社区的形

式 。 在这一章的剩余部分，我将思考流动这一更为广泛的问题。

在下一节，谈谈它的具体体现，在最后一节，谈谈它与“流动的文

化”的关系。

具体化与流动化的凝视

在这一章中我曾多次将旅行称为肉体旅行。 这是为了强调



通常被遗忘的某种显而易见的东西。 （根据 Veijola 和 Jokinnen

的观点，通常被包括我在内的男性理论家遗忘， 1994) 正是那些从

一地移动到另一地的游客构成了粗壮笨拙的、脆弱的、年老的、被

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身体。 这些身体通过各种感官方式与其他身

体、物体和自然世界遭遇 。 （有关“白“皮肤的占铜色化，参见

Ahmed, 2000)旅游总是涉及肉体的移动和寻求快乐的各种形式，

而在任何类别的旅游社会学中，这些都必须处千绝对重要的位

嚣 。 在这个意义上，游客凝视总是涉及身体之间的关系，这些身

体本身至少处千周期性的移动之中 。

此外，身体在“他者”的直接感觉与各种感官风杲之间表现着

自身(Rodaway, 1994) 。 身体来来回回地巡行，一端是它们在进

入和穿过感官风景（或懒洋洋地躺着期待者被占铜色化）时所直

接感知到的外部世界，另一端是代表若社会品位和地位、意识形

态和意义的散漫的处于居中地位的感官风泉。 这类被感知的和

感知的身体关注的是各种各样的行为表述方式。 身体并不是固

定的和被限定 r的，而是容纳了将各种移动的观念、自然、品位和

愿望凋入身体的各种行为表现 。 因此，在各种身体感觉与话语和

语言所代表的社会文化“感官风景”之间就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 。

（有关具体化的休闲风景，参见 Crouch, 2000 和 Macnaghten and 

Urry, 2000b)这可以从很多热带旅行的情况中看到，比如在加勒

比，早期的旅游者能够品尝到从未见过的水果，闻到各种花香，沐

浴着太阳的热能，隐身于热带雨林潮湿苍翠的树林之中以及看到

各种新奇的呆色。 （参见 Sheller, 2002) 

当身体移动时，它会感知 。 它天生就有一种肌肉运动感，即

第六感 。 它会通过关节、肌肉和腿等记录的各种运动感告诉人们

身体在空间中正在做些什么 。 这种运动感中特别重要的“空间力

学”就是那种触摸感、脚在人行道或山路上的踩踏感、双手在岩石

表面或方向盘上的感觉 。 (Gil, 1998:126; Lewis, 2001) 各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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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现世的技术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肌肉运动感，因为它们将人类

的能力延展到，甚至使之穿越，整个外部世界。因此就有了能够

偶然生产流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各种人类、物体、技术和文字

的集合体。此类混合的集合体能够漫游乡村和城市，并通过它们

的运动重造陆地风景和城镇风景。用于移动的此类现世的技术

包括汽车（参见 Sheller and Urry, 2000汃自行车（参见 Rosen,

1993汃登山鞋（参见 Michael, 2000汃帆船(Matless, 2000) 、摩托

雪橇(Ingold and Kurttila, 2000) 、个人立体声音响 (Bull, 2000), 

等等。

此类移动技术的一个结果就是要改变视觉的本质。游客凝

视的“静态”形式，比如从阳台的观察点所进行的凝视，集中千二

维空间的形状、颜色和各种随着眼睛的转动而进入视野的细节。

(Pratt, 1992: 222)此类静态的凝视犹如通过静止的照相机所捕

获的图像。不同的是，就席维巴赫(Schivelbusch)所谓的“视觉的

流动性”而言，人们看到的是飞速消逝的景象，一种多维空间的流

逝之感以及地方、人物和各种可能性之间流动的内部联系。

(1986:66；类似于电影和电视上流动的图像）游客瞥视 (tourist

glances) 的种类繁多，如从火车车厢、通过汽车的挡风玻璃、蒸汽

船的舷窗或摄像放像机的取景框所捕捉的流动的景象。（参见

Larsen, 2001)如席维巴赫就认为 ：

旅行者通过将他带到世界各地的仪器来观看。机器和它所

创造的运动一起进入了他的视觉体验；因此他只能看到移动的景

象。 (Osborne 引用， 2000 : 168)

在这种流动性更大的凝视形式的发展中， 19 世纪铁路的发展

至关重要。从火车车厢看到的风景是一系列快速飞逝的框中的

景象，一种“全景的视觉“，而不是某种得要慢慢消遣、素描或绘画



或以任何方式捕获的东西 。 (Schivcl busch, 1986)尼采曾讲过这

样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旅行者，从火车车厢中了解

一个地方和它的人民 。 ”(Thrift 引用， 1996:286)铁路的发展对美

同边沿地区旅游业的初期发展有若特别重要的影响 。 旅行者常

提及铁路通过其惊人的速度将空间压缩的各种具体情况，但由于

火车车厢的舒适，人们通常不能够充分地注意到这种速度 。 铁路

旅行使人们对千火乍穿越的风烘产生一种广袤、巨大和被支配的

感觉 。 (Rctzinger, 1998:221 -4)一个人在 1888 年曾宜告说，乘

坐火车旅行就像是“穿过树林到达海洋的 一 次飞行”。

(Lofgren, 2000: 3) 

类似地，通过汽车挡风玻璃乔到的风呆对视觉＂瞥视”的性质

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使人们能够对城市或风景的物质性进行仔细

的欣赏 。 （根据 Larsen, 2001) 我在其他地方也已经谈到汽乍发

展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时刻，包括两战期间欧洲汽车业的发展带来

的一种“穿越（一地）生命和历史的旅行”。 (Urry, 2000 ：第二章）

越来越热爱家庭生活的中产阶级坐上他们安全舒适的莫里斯·

迈纳(Morris Minors)汽车，开始周游英国和疯狂拍照。 （关于英

国风杲的＂柯达化”，参见 Taylor, J., 1994: 122 和 136-45)而在

战后的美国，一些风泵被彻底地改造，成为一种能”取悦于驾驶者

的“休闲风景……“使用土地的方式要能确保驾驶者｀从路边能拍

到漂亮的照片'” 。 (Wilson, 1992: 35)美国将自然改造成了“只能

用眼睛来欣赏的东西”。 (Wilson, 1992:37)通过汽车的挡风玻璃

观赏意味着：＂车开得越快，地球看起来越平坦 。 ”(1992:33)鲍德

里亚(Baudrillard)认为，美国的沙漠构成了一个无止境的未来性、

过去的灭迹和瞬间喜悦的隐喻 。 (1988:6)驾车穿越沙漠就是将

自己的过去抛千身后、一直向前行驶以及通过挡风玻璃的框框看

到不断消逝的荒凉景象。 (Kaplan, 1996: 68 — 85)沙漠的这些荒

无人烟的风景是通过长距离的驾驶，即沿着一条进入正在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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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航线”而得到体验的。

然而，这种运动的肉体性确实产生了身体邻近的周期性时

刻，使游客的身体与某种风杲或城镇风景同处一个空间，或处于

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之中或与朋友、家人、同事、伙伴在一起或确

实是由一些自己期待的＂陌生人“陪同（滑笘者、单身的、年龄在 18

至 30 岁之间的人或桥牌玩家） 。 旅行动机大多源自一种强大的

“强迫邻近的力扯＂，这种强迫使旅行变得绝对的必要 。 (Boden

and Molotch, 1994)旅行成为必要是出于与人联系的重要性以及

遭遇、鼓励他者以及维持自己人际网络的需要 (Henley Centre 

website) 。 亲自到某地这一点在绝大多数旅游中都至关重要，不

管这个地方在全球的旅游业中占据着一个关键的位咒还仅是一

个朋友曾经提到过的某处。 人们需要“亲自“看到和直接体验到

地方 ：在一所特别的童年时期的房子中相聚或沿着某条河谷漫步

或爬某一座特别的山或给自己拍一张好照片。 因此 ，共同现身某

地(co-presence)就意味着对这个地方或看或触摸或听或嗅或品

尝 。 （有关流动中涉及的多种感官，参见 Urry , 2000) 

另一种旅行发生在可以看到一场“现场的”事件的地方，这一

事件通常安排在某一具体的时刻进行 。 这类情况包括政治的、艺

术的、庆祝的和体育的场合 ｀体育事件特别有“现场”的意味，因为

它的结果（有时甚至是持续的时间）很可能事前难以知晓 。 每种

情况都会产生共同现身某地的激烈时刻，不管是为了参观戴安娜

王妃的葬礼、麦当娜的音乐会、世界博览会还是 2000 年悉尼奥林

匹克运动会 。 每一事件都不容错过，它们在“全球的各城市“造成

了人口的大扯移动，目的是为了现场”目睹＂一次重大的事件。

（参见 Roche , 2000)罗奇(Roche)将这种有计划的大型事件描述

为“社会时空的｀聚集＇和｀中转＇……引导、混合和分流全球的人

口流”。 (2000 :199) 此类事件是地球压缩过程中的重大时空时

刻，隐含着“在上演独特事件的独特的地方之中“，此类全球事件



特别剧烈的“地方化过程”。因此，这些地方具有“将它们自身从

世俗之地……转变成特别的｀主办城市＇地点的能力，并使这些地

点在全球旅游业中占据着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地位”。 (Roche,

2000:224) 

此类共同现身某地几乎总是包含着穿越别地的旅行，到达那

些视觉意义上独特的地点去观看一场现场事件，爬上一块特别的

岩石，＂像白云一样独自“闲荡，乘筏漂流，蹦极等 。 这类肉体意义

上的行为可以在具体、专业化的＂休闲空间“（从地理和本体论的

意义上远离自己的工作和居住地点）中找到 。 确实，这些地方（在

这里身体从肉体的意义上来讲是活的，表面上看是“自然的”或充

满活力的）的部分魅力源自它们从感官的角度而言“异千“日常的

生活经验和常去的地方 。 瑞曾描述过阿尔卑斯山怎样在 19 世纪

期间演变成一个专业化的空间，英国绅士能够在那里感觉到活力

四射 。 (2000 ： 第四至六章）

在这类地方的旅行常潜含着“冒险“，即激烈的身体唤醒，成

为运动中的身体在时空中寻找复杂道路时而产生的生命之岛 。

（关于 Simmel 的＂冒险者“，参见 Frisby and Featherstone, 1997; 

关于登岩的＂冒险者“，参见 Lewis, 2001)一些社会行为隐含着身

体的抗拒，即身体将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物理化的过程。 在 18

世纪后期，道路”自由“和从容散步（散步发展为一种反抗）的发展

是两种反抗既定的社会等级秩序的温和行为 。 （关于＂剧烈散

步“,Jarvis , 1997 ：第一章和第二章）同样地，新西兰极端＂冒险旅

游“展示了各种对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身体抗拒形式。 （参见

Perkins and Thorns, 1998)通过对新教伦理、妇女的家庭生活和

“合乎情理的娱乐”的抗拒，获得古铜色身体的享乐主义的欲望发

展了起来 。 （参见 Ahmed, 2000)我们也可以从疗养旅行（在这种

旅行中身体静静地躺着并受到异国情调的、过度奢华的治疗）的

增长中看到一种类似的对“新教伦理”规范的抗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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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千分析这些流动的身体至为重要的是“赐予“(affordance)

的概念 。 吉布森(Gibson)认为人们并不是遭遇一组可能或不可

能被感知的环境中的客观”事物”。 (1986 ：第八章）相反，是某种

与人类有机体和它的技术相关的一些表面和物体提供了这种赐

予 。 这些赐予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都是环境和有机体的一部

分 。 赐予产生于在它们自己特别的世界中通过肌肉运动而产生

的相互性 。 赐予沿着几种可能性限制着行为：

存在一系列的选择……隐含在一个自然环境之内而且这种

隐含与身体的能力以及（人类）有机体的各种局限直接相关 。

(Michael, 1996:149) 

那么，如果人类自身是凭感官而体验的、肉体的、技术上可延

展的一种流动的存在的话，在某些过去的和现在的社会关系下，

环境中的特别“物体”就会赐予各种可能性和抗拒 。

此类赐予的例子有：能够吸引人们沿着它散步的小径，可把

一个人的皮肤晒黑的海滩，有着清晰的攀登路线的一座山，孩童

喜欢做冒险游戏的树林，以及能给视觉有陓碍的人士很方便的

＂触摸“展品的博物馆 。 就上述最后一个例子而言，赫瑟林顿

(Hetherington) 曾谈到博物馆怎样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观看、”制

造可视性”和游客凝视的地方 。 (2000 ) 因此，它们在给视障参观

者提供赐予的过程中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 触摸陈列品（一种视障

人士喜爱的、替代式的感官方式 ）最终会使陈列品”摸上去黏手”

并被腐化，这样，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物理性质上来讲，展品已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 。 如果旅游活动是以这种凝视方式而加以组织，

那么博物馆中视障人士参观的地方常使人困窘不安 。 而在其他

感官的作用更显重要的场合，比如听音乐会，或登山，或在花园中

闻花香，其他类型的潜在参观者就会被剥夺了赐予 。



至此，我已经从身体观察者或身体移动者的角度探讨了身

体 。 但旅游业的特点通常在于，被观看中的身体运用技巧、魅力、

力掀、性感等来展示、表演和引诱参观者 。 德斯蒙德(Desmond)

也确实谈到了旅游业中现场表演和身体展示的普遍性。 (1999)

当“景观的肉体性”逐渐成为全球旅游业的特点时，移动的身体常

成为了被凝视的目标 。 舞蹈中被表演的身体已经很普遍，比如毛

利人的战争舞、巴厘人的庆祝舞、巴西人的桑巴舞和夏威夷的呼

拉舞。

这些例子涉及马康纳所谓的”重构的族性”和”表演的真实

性”。 (1999,1973)在呼拉舞中，半土著、半白人的女性身体的某

些概念被用于视觉消费 。 此类舞蹈看上去是“真实的表演“，它们

的吸引力来自游客在旅游地所获得的偶然遵适的印象。 他们往

往认为他们看到的是一次古老传统的真实演出而不是一次只为

『参观者而进行的表演。 这类舞蹈的表演者成为游客所相信的

符号 。

在一些情况中，这类舞蹈因其强大的符号力址而使得表演成

为了某种文化的支配性的符号 。 因此，就毛利和夏威夷的文化来

讲，舞蹈就是文化，它不仅遮蔽了其他的文化符号，而且在全世界

范围内都很容易得到识读 。 德斯蒙德概括 r从上世纪初年一直

到当前女性呼拉舞蹈者种族和性别的制造历史 。 现在每年都有

六百万的参观者被吸引到一个以“自然的“女性呼拉舞蹈者所符

号化的自然主义的伊甸园，这个伊甸园已经成为了全球都知道和

不断被再次传播的地方形象 。 (1999: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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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世界

我们从上一节中看到，在流动的世界中存在着的“旅游”和

“文化”之间极其紧密的内部联系（参见 Rojek and Ur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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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ng Cultures, 1997) 。 不仅游客在旅行，物体、文化和图像也

在旅行 。 由千“强迫流动“，一种“流动的文化”也正在生成 。 卡普

兰(Kaplan) 的《旅行的问题》(Questions of Travel)一书对这种流

动的文化作了精彩的描述(1996) 。 她的扩大式“家庭＂的模式在

各大陆都可找到 。 对她而言，旅行和旅游是“不可避免的、无可争

议的，而且对千家庭、爱情、友谊以及工作来讲总是必要的＂。

(1996:ix)她“生于一个视旅行于国有利为当然的文化”，而且她还

预测“美国公民（可以）到他们喜欢的任何地方旅行”。 (Kaplan,

1996:ix)她的言外之意是，每个人都有权旅行，因为旅行是个人生

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文化变得如此具有流动性以至于人们

认为当代的公民（不仅仅是美国人！）有权进入其他地方和其他文

化之中 。 此外，如果家庭成员总是处千流动之中，那么家庭之间

的差别和距离就失去了影响力 。 文化暗含若流动形式的多样性，

并使这些广泛的形式成为必要。 可是，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和 2001

年 1 月 24 日在印度阿拉哈巴德举行的印度教的贡卜·梅拉

(Hindu Kumbh Mela)节娘美 。 它可能创下 f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之内，涌入人数最多的纪录：这一天， 全世界有3 000万至5 000万

的印度教徒来到了恒河两岸 。

确实，成为任何文化中的一部分几乎都要涉及旅行。 发展和

传承文化的旅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到文化圣地的旅行；到

重要的书面或视觉文本所在地的旅行；到重大事件发生地的旅

行；拜访某些重要人物或参观有关他们的文献纪录的旅行；参观

其他文化以便加强对自身文化归属感的旅行 。

我们可以从民族的本质看到旅行对文化的重要性和文化自

身如何旅行 。 其中重要的是民族对自身的叙述方式。 民族的历

史讲述着一个民族从时间的薄雾之中开始如何穿越历史的故事。

(Bhabha, 1990)这一有关民族传统和圣地的大部分历史都将被

“发明“，并在一方面忘记过去，另一方面记住过去之中产生。



(McCronc, 1998: 第三章； Boswell and Evans, 1999)欧洲 19 世

纪后期是民族传统发明的重要时期。比如在法国，冉 · 达克

(J canne d'Arc)也只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天主教会的努力下才得

以知名。 (McCrone, 1998:45-6)马赛曲于 1879 年成为国歌，巴

士底纪念日是 1880 年的发明，也就在这一年 7 月 14 日被指定为

国庆日。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法国”这一思想是被“一个类

似于通过交通通讯（道路、铁路以及最为重要的报纸）而实现的殖

民化过程“延展开来的，由于多种流动的存在，”到 19 世纪末大众

和精英文化合二为一”。 (McCrone, 1998: 46)其中的关键是公共

纪念碑的大扯修建、特别是在重建后的巴黎，这些纪念碑被人们

观看，谈论并通过绘画、照片、电影和欧洲的旅游业而得到传播。

这种集体参与，以及更广意义上的国家的引导．肇始于 1851

年在伦敦水品宫举办的大展览，这是第一个国家级的旅游盛会。

尽管英国的人口只有 1 800万，但 600 万人参观了展览，而且很多

人都是使用新建的铁路第一次参观国家的首都。在 19 世纪下半

叶，类似的大型盛会在欧洲各地纷纷举办 ． 有些展览会的人数达

到了约3 000万人。 (Roche, 2000) 1888 年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

办了百年国际展览会，有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人参加了这次盛

会。 (Spillman, 1997:51)通过这次盛会，来自本国及国外的参观

者加深 r对澳大利亚成就和文化特征的了解。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以观看重要场所、文本、展览、建筑、风

景以及一个社会的成就为目的的旅行发展了人们对一个民族的、

想象的势力的文化感。在民族主义的系谱中特别重要的是国家

博物馆的建立，民族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剧作家小说家、历史

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培养以及参观人数众多的世界展览会上陈列

的各种民族的成就。 (McCrone, 1998: 53 - 5; Kirshenblatt-

Giblett, 1998; 和本书第七章）

在最近一段时期，人们目睹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舞台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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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舞台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登台表演，相互竞争以吸引

大批的参观者 。 这种舞台场景通常是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

杯和国际博览会等这样的大型事件而得以运作的。 (Harvey,

1996)这些以大众旅游和大都市化为前提的国际事件意味着人们

越来越以一个民族在全球舞台之内和之上的地位来想象它的民

族身份 。 正是这种舞台化便利了人们对全球秩序中此类大型事

件的肉体和想象的旅行，特别是“在全球文化的发展中出现的奥

林匹克运动会和世界博览会”。 (Roche, 2000) 

这与变化中的民族性质有了联系 。 ( Maier, 1994:149—50 ; 

McCronc, 1998) 民族曾一度以一个同质的和地图上标有边界的国

家领土为基础 。 在这片领土的边界之内，法律得以制定，权力得

以伸张，忠诚得以追寻 。 但是现在，边界已不再不可逾越，在全球

范围内，通过广泛的肉体的和想象的旅行，文化生活的互换成为

了可能 。 因此，“领土对于一个民族的自我界定来说越来越不重

要“，更重要的是各个具体的地方，风景以及包括食物、饮料和艺

术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 。 ( Maier 1991:149; Lowenthal, 1985)也

就是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各种象征符号，即那些在确保某种

文化在全球旅游业中的地位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符号 。 比如在法

国，起着重要作用的符号是它的点任术，法国烹任是世界上目前

最受欢迎的旅游目标。（参见 Cscrgo, 1997) 

但是此类符号一直受到争议 。 比如，在 1988 年举行的澳大

利亚建国 200 周年的纪念会上，民族精英的力址在激烈的争论中

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参见 Spillman, 1997: 第四章）土著居民

对庆祝活动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 他们将“澳大利亚日”这一盛大

的旅游事件称为＂侵略日” 。

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旨在保护“土著历史和遗产＂的地方化的

土著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大益涌现出来 。 在英国，塞缪尔记录

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民主、家庭、工人主义、女性主义、消费主义和



家庭化的各种遗产，土著社会组织对这些遗产加以保护、陈列展

览并积极吸引游客来参观、触摸、聆听和记忆 。 (1994; 关于 Skye

岛上的 Aros Gaelic 遗产中心，参见 Macdonald, 1997)正如我们

从上一萃中所看到的那样，前威尔士采煤社区的悄形也表明 f 平

民遗产“体验“地的质要性 。 还有各种“替代性的遗产“旅行，比如

在黑大酉洋旅行中，旅游者将参观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有关的遗

址 。 因此，遗产和历史的角色本身已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 遗产

的各种问题，甚至涉及历史商品化的问题，使得“历史”成为对特

定文化的性质而言至关重要的要素 。 同时，这些问题也表明 r遗

产无法与各种“记忆的技术“截然分离、其中许多的记忆技术涉及

旅游地、节 H 、事件等 。 （参见 Arellano, 2001) 

此外，对许多文化来讲，多数旅行都要穿越国家边界。 发展

中国家的家庭，当它们的收入增加时，就会发展出各种流动的橾

式 。 对于家庭成员遍居各地的家庭或家族而言，“全球大散居＂的

发展延伸了所有旅游方式的范围、程度和重要性。 据说，在特立

尼达岛，一个人只有出国才可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特立尼达

人＂。 大约 60％的核心家庭都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居住在国外。

(Miller and Slater, 2000: 12, 36) 翁 (Ong)和诺尼尼 (Nonini) 也

以华人大规榄散居为例说明 r跨越边境流动的重要性，有人认为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在2 500万和4 500万之间 。 (1997) 克里福

德CClifford)做了这样的总结：

散居各地的人们曾一度被大洋和政治障碍阻断了和家乡的

联系 。 现在由于交通、通讯和劳务迁移等现代技术手段使相互往

来成为了可能，他们越来越发现他们自己和自己出生的国度处于

一种边境关系之中 。 飞机、电话、录音带、摄像放像机以及流动的

就业市场减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并便利了世界不同地方之间双

向的、合法和非法的交通。 (Cohen, 1997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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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时间性而言，此类大移居式的旅行毫无限制。不像以有

明确的时间段划分(“在家“和“离家”)为基础的常规旅游，大移居

的旅行者通常没有明确的时间边界，固为一次活动总是趋向于流

入另一次活动，柯沃纳 (Cwerner)通过对在难以确定长短的各时

段内居住在伦敦的巴西人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 (200 1 )

面对这一系列的过程，评论家们现在通常提及当代社会生活

的漂游特征。杜 · 盖伊(Du Gay)等人也因此描述了索尼牌随身

听的重要性：

它的设计制造是为了移动，即流动，为了那些总是外出、四处

游荡的人，也为了使他们能够轻松地旅行。它是现代“漂游族“必

不可少的装备的一部分……它是现代性后期文化置于流动性之

上的价值观的最好例证。 (1997 : 23-4 ； 也可参见 Bull 对城市中

声音景观的描述，2000)

牧本次雄(Makimoto)和曼纳斯(Manners)也同样认为，我们

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漂游时代。在下一个十年，随着数字化技

术的发展，绝大多数家用和办公设备都可带在身上或至少装进—

个小袋子中，使那些能买得起这类物件的人士“能够在地理的意

义上独立“。 (Makimoto and Manners, 1997: 2)他们认为这些人

将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居住和旅行的地方”— 他们将不得不

考虑他们是要定居还是要在“全球漂游”。 (1997:6)可是对鲍曼

来说，流浪汉和旅游者两个词都是对后现代时代的恰当比喻 ： 他

说，流浪汉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朝圣者，而旅游者则是一个没有旅

行计划的漂游者；同时“整个世界都是旅游者可以随心所欲的地

方……它要被快乐地享受“。 (Bauman, 1993 : 241)流浪汉和旅游

者都要穿越他人的空间，他们都要将身体的邻近与道德的接近分



开，而且两者都要制定幸福和良好生活的标准。 按照鲍曼的观

点，所谓良好的生活，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然类似于一个“连续的

假期” 。 (1993:243) 因此，并没有单独的游客凝视，因为根据鲍曼

的观点，至少对于新的全球秩序中富裕的三分之一的民族来讲，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

女性主义的分析家批评了这些比喻中所隐含的大男子主义

思想，即可能贞的存在着无根据的、毫无边际的移动 。 然而，明显

的是，不同的人，无论在现实意义上还是在比喻的层面上，都有不

同的＂踏上旅途＂的途径 。 (Wolff, 1993) 此外，乔凯 (Jokinen) 和

维乔拉(Veijola)也论证了许多”大男子主义思想的＂漂游比喻的

缺陷 。 (1997)如果将这些比喻的喻体改为偷拍名人照片的摄影

者、无家可归者、酗酒者、寻找性快乐的游客和女人味的男人，那

么它们将失去它们在上述大男子主义漂游理论中曾一度拥有的

正面评价 。 确实，一些人的流动总是以其他人的不流动为前提条

件 。 流动的游客凝视以不动的身体（通常是女性的身体）为前提，

因为这些不动的身体要给那些流动的和路过的身体提供服务并

展示她们自己的身体。

所以最后，莫里斯建议用汽车旅馆这一比喻来表示当代流动

生活的本质 。 (1988)汽车旅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接待大厅，它成

为了公路网络的节点，它的作用在千接送旅客而不是给各种连贯

的人类主题提供场景，它的目的在于为流通和移动提供服务，而

且它消解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和地点感 。 汽车旅馆”只记忆移

动、速度和永恒的流通”一一它们“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地方”，而

且它们之间的区别仅只发生在“高速的、经验主义的一瞬间” 。

(Morris, 1988: 3, 5)像机场的转机休息室或公共汽车站一样，汽

车旅馆既不表示到达也不表示离开 。 它表示的是旅游者沿若＂液

态的现代性”之路在到达下一个停止点之前的＂暂停＂，将那些不

动的、被高速行进的游客瞥视的身体远远抛在身后 。 （比如，在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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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哥的 O'hare 机场就有 5 万名员工： Gottdiener, 2001 : 23 ; 

Morris 1988: 41) 因此，对于那些一直在流动、断断续续停顿的身

体和对千那些在新世界秩序的一些“奇怪遵适“中不动的身体来

说，全球化引入了游客凝视的一些重要变化。 这类避适包含了极

高程度的“非互动性”，或城市的匿名性，特别是在机场这类”被高

墙包围的城市”之中 。 (Gottdicncr, 2001: 34—5) 

从 19 世纪或多或少单一的游客凝视到现今游客凝视无数的

话语、形式和具体体现，期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从一个简单

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谈论游客凝视的全球化过程，因为多重

凝视巳经成为横扫世界的全球文化的核心 。 在具体和独特的时

空类别中“旅游＂固有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在更广泛的＂符号经济”

中存在若的是被我称作“旅游的终结”的东西 。

相反，有着无数的流动，有身体的｀想象和虚拟的，自愿和被

迫的 。 在“在家”和“离家”的行为之间有竹越来越多的相似性 。

（参见 Shaw, Agarwal, Bull, 2000 : 282) 当旅游业广泛传播的时

候，全球各地的旅游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 H 常活动的

地点也以“旅游”的橾式重新得到设计，如同许多主题化的环境一

样 。 对于许多年轻人，移居的人以及很多相对富裕的、能够以流

动为生的退休人群来讲，流动性已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核心因

素 。 （关千“消费世界”的富裕的年轻人，参见 Desforges, 1998) 而

且，“旅游的自反性”几乎使每一个旅游地，不管它有多么的乏味，

都能够在全球秩序蜗旋的边界之内找到某个适当的位置。 （参见

Martin Parr 的《乏味的明信片集》 ， 1 9 99)

在其他文章中我讨论过混乱和复杂的观念怎样有助于说明

目前席卷全球的社会和自然的过程那无法预测和极不均衡的运

动 。 （参见 Urry, 2002)这些运动无意中将“旅游”从这个新兴的

全球秩序的边缘提升到了中心地位，尽管它与休闲、购物、艺术、

文化、历史、身体、体育等的差别在消失 。 差别消失的过程中，这



里那里总会留下一些装满混乱的口袋，有小洞和裂口，记忆和幻

想，运动和边缘 。 （马康纳”二次凝视”的概念所论证的与此类似，

2001)对于新兴的全球秩序而言，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至多只是

一个偶然和临时的秩序安排，这种秩序安排会引起大规模和复杂

的无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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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瑞的这部著作《游客凝视》是一个集体协作完成的成果。

在如今无数繁杂之事缠身的时代 ， 使得个体无暇专事一书的翻

译 ， 唯有群策群力 ，才得以尽早付梓，公诸于世。

该书的翻译分工如下 ：

刘永青 第一章 ；

杨 慧 第二章以及全书的审阅及统稿 、校订 ；

王庆玲第三、四、五章 ；

赵玉中 第六 、 七 、八章。

在完稿之际，我对纳尔逊 · 格雷本师 (Nelson G rab urn) 和兆

荣兄独具慧眼选出这本颇有时代意义的西方名著奉献给国内读

者，以及本书的责编赵礼寿先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劳 ， 在此一

并表示真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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