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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诗意地栖居:
“前台-帷幕-后台”模式下主客的凝视与对话

———评杨振之教授新书《东道主与游客:青藏高原旅游人类学》

逄 礼 文
(四川大学 旅游学院,成都61004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一直

集中在民族旅游上,其投射焦点主要在于“旅游开发规划”与
“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二元矛盾。自此,民族文化成为旅游

人类学研究的进入视角和核心内容,并引发了许多有关旅游

开发背景下文化商品化、文化舞台化、文化真实性、文化变迁

与传承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的研究为旅游人类学的中

国本土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将“文化”等同于“人本身”,以“文化研究”代替“人的研

究”,导致旅游人类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仍然不自觉地复制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无法充分体现出“旅游”与人类学的

关系及其意义,也使得国内旅游人类学研究难以突显出自身

应有的情景性与独特性。

然而,众所周知,旅游是一种由人所发起的文化实践活

动,文化也是一种被人创造出来的思想表达。因此,要想揭

示旅游人类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旅游开发对东道主社会

文化的影响,具体包括对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则需

要关注创造文化的“人”———“东道主与游客”这一对旅游人

类学中的经典二元关系。恰在此时,《东道主与游客:青藏高

原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给予了我们“雨后逢甘露”的相赠,

重新从“人”的视角出发,以其深厚的哲学人文知识与扎实的

田野调查工作为基础,批判性地对旅游人类学中的“主客关

系”这一传统命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思考,系统而深入地揭

示出“旅游的符号化与符号化旅游”、“旅游真实性”、“凝视与

对话”、“前台-帷幕-后台”、“旅游的本质”等几个基本旅游

研究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它们对东道主社会空间重塑

与有效管理的意义和价值。这无论是对旅游人类学从“西

学”走向“东渐”,还是对旅游基础学从“实践”走向“理论”,都

是一次思想和实践双赢之成果。

本书选取了以藏族文化为主体、地处民族文化走廊的青

藏高原旅游业发展为实地案例调查对象,全面有代表性地撷

取了云南丽江古城、西藏山南手工艺、四川九寨沟歌舞表演、

汶川地震前后羌族村落等几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

化、不同阶段的旅游发展空间片段,借鉴性地运用了海德格

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论、卡西尔的符号创造论、戈夫曼的“前台

-后台”等理论,由点到线到面,以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维视

角勾勒出了青藏高原旅游业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区

域社会的影响图景,再次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这一传统议

题做出了创新性的研判与思考,其中一些概念、观点和思想,

无论是对旅游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发展,还是对提升民族旅

游体验质量及其目的地有效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东道主问题的研究。首先,关于“东道主”概念的

重新定义。传统意义上的东道主,通常指的是旅游目的地的

原住民群体。而本书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旅游人类学

中“主客关系”中的“主”这一角色,已不再仅限于原住民群体

的讨论,而是除了原住民之外,还有属于非原住民的长期居

住的旅游业的参与者,如云南丽江的“从陌生人到旅居者再

到客栈经营者”,如九寨沟来自不同地区民族歌舞表演者的

加入,如西藏手工艺品生产的本地化与外来者等等。这些成

份各异的参与者和原住民群体共同组成了所谓的“原住民社

区”,并扮演了“主客关系”中“主人”这一角色,甚至于其中的

非原住民东道主比原住民还要更活跃。作者敏锐地捕捉到

了在旅游供给越来越多样化的大环境下,旅游目的地“东道

主”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演变问题,这对当前旅游目的地

空间管理与秩序重建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更高的要求。其次,

东道主的文化变迁问题。文化变迁,一直是以往旅游人类学

讨论频次最高的问题之一。本书依然是从真实性角度出发,

但不再拘泥于旅游目的地文化“是真是假”的传统二元论争

辩,而是创新性地从事实的、认识的、信念的三个层面出发,

在逻辑层面上理顺并构建了一个“真实性”的体系,形成了旅

游中的事实性真实性、相对性真实性到绝对性真实性的“真

实性”体系,同时将以往学术界提出的舞台化真实性、客观性

真实性、存在性真实性、自然生成的真实性等理论进行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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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纳入这一体系,通过对大量旅游案例的研究,提出对事实

性真实性和相对性真实性的讨论,在本质上并无多大意义;

而从存在主义角度出发的自我真实存在,却可以使得游客在

旅游目的地完成找回自我、回归自我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以
此突显旅游的本质———“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前所

未有的新理念。再次,东道主的成长问题。作者有针对性地

辨析了“旅游的符号化”与“符号化旅游”这两类不同概念,指
出当前大多数被批判的文化过度商业化、文化表演肤浅化、

文化景观舞台化等问题,均属于旅游的符号化这一概念范

畴,并认为那些以虚假、拼凑、混乱的文化符号碎片来敷衍游

客的做法,根源于东道主对自身文化不自信的事实。在此基

础上,又很有见地地提出了“前台-帷幕-后台”的保护与开

发模式,通过“前台”对“后台”的经济补偿方式以及“后台”为
“前台”提供原汁原味的食品、手工艺品等获利方式,慢慢等

待东道主社区一小部分文化先知先觉者传承文化以及他们

在文化上的自信和自我强大之后,方可构建起平等的主客关

系。

第二,游客问题的研究。首先,游客的体验问题。本书

从存在主义角度出发,对传统的游客体验问题进行了拷问,

以更高的哲学视野角度对旅游的本质问题进行了俯瞰式审

视,新颖地提出了“人,诗意地栖居”这一有关旅游体验本质

的问题,认为“旅游虽然是人在形式上的空间移动行为,但本

质上却是走向遥远生活的居住,是获得自身显现的诗意地居

住”,“人,因此获得存在的意义”。这一观点可谓是对“旅游

的本质是体验”这一早已被公认言论的理论升华与醍醐灌

顶。同时,也创新性地诠释了“人为何旅游”这一常规性问

题,有助于我们从旅游需求的角度来帮助优化旅游相关供

给。其次,游客的参与问题。作者凭着对符号学理论的深刻

理解与大量的旅游行为案例调查,提出了与旅游符号化相反

的“符号化旅游”这一新概念,指出游客通过参与旅游地社区

的文化创造而完成与原住民共同创新其原有文化价值的奇

妙过程。在这里,作者第一次突破游客不仅仅是“看”的主

体,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存在,也特地指出为东道主社会创

造符号与生产符号的主体,是一类充满了活力与热血的客

人,以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理想与东道主进行不知觉的互

动,在那么一个或几个“阈限”的时刻里反“客”为“主”,为旅

游目的地增添了新的文化因子与元素,也为东道主传统文化

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与意义,充分诠释了“人”的主体性与互动

性。再次,游客的成熟问题。符号化旅游要求旅游活动从只

满足于表演性的“前台”体验到一种深层的、对具有丰富涵义

的文化内涵的“后台”文化的追问和互动中去。本书不仅看

到了东道主的成长问题,也阐释了游客的成熟问题。在游客

不成熟的前提下,游客对东道主社会文化的消费,是一种高

高在上的殖民心态,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优越感存在。然而,

随着游客消费心态的成熟,对于部分散客、文化旅游者来说,

他们需要深入了解原生文化的内涵,希望可以长时间停留,

或去“深入调查”。因此,对于“后台”的规划,就更加有必要

和重要,只有让游客以适当的方式走进“后台”,才能真正实

现与旅游地原生文化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旅游地社

区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觉醒与创造。因此,以“前台-帷幕-
后台”的有效空间分隔管理来实现对游客行为的规范与引

导,有助于实现主客的共同凝视。

第三,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作者以深具人性化光辉的

思想,对传统的“旅游凝视”理论进行了反思及其批判,并以

“对话理论”为起点,提出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应该从“凝
视”与“被凝视”,通过地域性资源的资本化策略、民族文化在

旅游开发中的空间重构、符号化旅游的创造与激励、前台-
帷幕-后台不同空间管理策略等方式,最终走向东道主与游

客之间的平等对话阶段。特别地,以云南丽江古城文化调查

为基础,提出了对话应该包括“对话传承文化”、“对话创新文

化”,剖析了来自广阔社会背景的游客,是如何在对话过程中

完成了从陌生人到旅居者再至旅游地社区新主人的华丽转

身。同时,作者还深刻指出,对话,不仅仅限于传统文化层面

上,同时那些跨越时间、空间、方式的限制而进行主客情感平

等的交流与表达,其实质可促成精神上的相遇,为展开新一

段主客关系和社区旅游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源泉动力。并且,

旅游社区和他们日常生活之间明显的界限也会逐渐消解甚

至于完全消失,以至于旅游业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完全融

于一体,游客的旅游空间与居民的生活空间并不总是那么泾

渭分明,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勇于打破固有的二元论僵化思

维、尝试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野来对旅游目的地新出现的主

客关系给予理论经验性总结与升华。在此基础上,作者还提

出旅游目的地新型的主客关系,应该是从“殖民”走向“尊
重”,从“优越”走向“平等”,从“垄断”走向“共享”。如何真正

实现呢? 作者并未空喊口号,而是以西藏手工艺生产调查、

汶川羌族文化空间重构等为例,在借助旅游场域和资本、行
动者、惯习等理论概念基础上,通过分析其中的资本空间分

布、利益分配体系、地域文化生产等场景,提出以调适机制来

引导旅游场域中的主客关系,让传统的不平等主客关系逐渐

摆脱权力和资本的威慑,以国家话语、知识资源、地域资本等

新元素的渗入来帮助东道主社会的原住民群体实现其文化

自信、建立文化自尊与自豪感。最终,让东道主与游客在旅

游场域中实现主客之间平等、友爱、共享、共创的生活空间构

建,以体现出旅游目的地主客关系中“人”的情感性与精神

性,方可实现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游客“诗意地栖居”体验之

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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