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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国伦敦举办《东方休闲之都──印象杭州》大型

图片展，吸引更多的欧洲客人到杭州旅游。2005 年，

欧洲游客比上年增长43.3%。

旅游企业的公关应该成为让顾客满意的沟通活

动。酒店企业是以公众为对象，以酒店对外的美誉度

为目的，扩大影响面，提高知名度。酒店的公共关系应

以互惠互利为原则，以诚心实意为真谛，打造公众信

誉，巩固公关成果，注重保持与公关对象的联系，使之

成为相互间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当前，中国的国内旅游市场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竞争态势，旅游企业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关键

是在经营管理理念、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使顾客满

意，树立品牌形象，在此基础上得到利润回报，所以旅

游企业实施CS战略是现代营销的趋势，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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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旅游论坛》2009 年第3 期发表了《论人

类表演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一文，简要阐述

了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欧文 •戈夫曼的“拟剧理

论”、麦克内尔的“舞台化真实”理论、朱迪 • 阿德勒

和蒂姆 •艾丹瑟的“作为表演的旅游”研究[1] 190-193、

谢彦君的“旅游体验”研究，到谢克纳的“环境戏剧”

等，实质都是运用了人类表演学理论来研究旅游活

动，因而人类表演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几乎和

自身理论的发展同步，涉及旅游研究中“舞台化真

实”、文化商品化、保护传统、旅游体验研究等诸多旅

游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相应的成

果。鉴于人类表演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理论基础、

实践与成果都已经相当成熟，笔者在此拟提出旅游表

演学范畴，作为旅游研究中一门新的学科，本文探讨

旅游表演学的理论基础、内涵与内容及其实践。

一、旅游表演学的理论基础

旅游表演学的理论基础是人类表演学，人类表演

学始于人们对自身的活动当做“表演”来认识，如“人

生如戏”、“生活就像大舞台”、“天地大舞台”，人们生

活在其中就像舞台表演，并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等

等，这些都是人类表演学中表演含义雏形。学术上人

类表演学从20 世纪50 年代就有了萌芽，经历了欧文•

戈夫曼“拟剧理论”、维克多• 特纳“社会戏剧”、克

里福德 • 格尔茨“文化文本”以及格莱格雷 •贝曾关

于仪式、游戏和表演三者之间关系理论，最终由维克

多 • 特纳和理查德 • 谢克纳在20 世纪80 年代形成人

类表演学理论，并由理查德• 谢克纳不断修正。人类

表演学（Performance studies）正式得名于1979 年

美国著名戏剧学者理查德 谢克纳在纽约大学成立

的人类表演学系，该学科是谢克纳突破传统戏剧的框

架，提倡反百老汇、非商业、非主流的后现代先锋戏剧

主张与诞生欧洲的人类学一开始就常考察非西方原

始部落仪式表演，把重点放在前现代人群的研究相结

合的产物。

人类表演学理论在谢克纳的《在戏剧与人类学

之间》一书中得到比较系统阐述，后来有了进一步发

展。2004 年谢克纳在上海戏剧学院作了《什么是人

类表演学》的讲演，进一步阐释他的人类表演学，他认

为人类表演学中的“表演”不仅包含了戏剧影视中

表演（狭义的表演），而且包含了舞蹈、仪式和日常

生活中的表演（广义的表演）。谢克纳认为对广义表

演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这个表演是

永远不会结束的，也是不断变化的，也发生在我们身

边，凡是自我指涉的行动就是表演。从理论上说，谢克

纳的人类表演学是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表

演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2] 4 存在(being)，行

动(doing)，展示行动(showing doing)，对展示行动

的解释(explaining showing doing)。第一个方面从

哲学角度讲是最复杂的，being 就是存在本身，而存

在的东西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存在就是行动，

存在的东西其实是一种运动，非静止的存在。人的存

在（human being）也是一样的，无论是从心理、生

理、个人、社会上讲也是这样的。表演并非只是戏剧影

视中的表演，而是包括演讲、在咖啡店喝咖啡、和孩子

说话、各种的庆典或一些世俗的活动等日常生活中的

表演，即展示行动。前三个方面的表演就是人类表演

学中的表演，第四方面对展示行动的解释就构成了人

类表演学。谢克纳人类表演学的总体思路和理论框架

是：一切人类活动都可以当做表演来研究。

由于旅游涉及面过于宽泛，以至于很难为旅游

下一个公认的、最具有概括性的定义，尽管关于旅游

的概念和词汇多不胜数，但是都围绕一个行为和活

动: 离家到外面旅行。作为具有具体行为的“旅行”

（travel）和作为现代社会行业的“旅游”(tourism) 可

以区分为：“前者偏向于具有特定空间转换的具体行

为和现象，后者则更集中指示在现代社会的旅游行业

中的特定活动和行为。”[3] 15 不管是“旅行”还是“旅

游”，都包含了人类自古有之的旅行行为活动，这些活

动就可以运用以一切人类活动为对象的人类表演学

理论来研究。

二、旅游表演学的内涵与内容

人类表演学理论对旅游研究的介入，主要是以旅

游作为现代社会具有消费性质的大众旅游层面为对

象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舞台化真实”理论、文化商品

化、传统保护、旅游体验研究等诸多方面，是旅游研究

者不自觉运用人类表演学理论的结果，既是旅游表演

学提出的前提与基础，也是旅游表演学的雏形。

什么是旅游表演学？笔者所提出的旅游表演学

是人类表演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指建立在人类

表演学理论基础上，把旅游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

分并当做人类表演学中的“表演”来研究的一门学科,

其对象是人的整个旅游活动，既包括旅游活动中戏

剧影视的表演，即狭义上的表演；也包括旅游活动中

人的一切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已经关注到的旅

游真实性、文化商品化、传统保护、旅游体验等诸多问

题，还有将会拓展开的研究旅游活动中各种角色行为

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导游员的教育与培训、景区空间

设计等方面问题，即广义上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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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旅游活动中狭义上的表演和广义上表演为对

象的研究，就构成了旅游表演学研究的内容。就狭义

上的表演而言，旅游活动中的确有各种各样的表演一

方面吸引着游客，同时很好地展示了旅游区的民俗风

情与文化。研究旅游活动中狭义上的表演，重在研究

表演在旅游业中运作模式、经济效益、表演空间范式

等，以及旅游区许多表演本身存在的庸俗化、不尊重

艺术规律的现象等负面因素及其探讨对策。如对旅游

景区戏剧表演空间范式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目前

旅游区戏剧的表演空间范式形式上虽然存在，但是和

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戏剧表演时间有了变化，内涵

也发生了变化……旅游业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戏剧这一艺术样式的继续保留的同时，

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保留很大程度上只是形

式的再现，戏剧艺术或仪式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被改

变，完全不是古老的祭祀、娱乐和祈福避害的活动，明

显带有使之成为旅游商品的努力色彩，旅游业下如何

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是仍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4] 303

广义上的表演而言，是以旅游活动中人的一切行

为和各种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比狭义上的表演要广

也更为复杂，除了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外，还要拓展用

人类表演学理论对导游、游客和东道主之间的角色关

系、导游员的教育与培训、景区空间设计等方面的研

究，这里仅以景区空间设计为例：

在旅游活动中，游客活动的食、住、行、游、购、娱

等六要素的旅游活动空间都是经过人重新建构的空

间。以游客活动的重要活动空间旅游景区为例，旅游

景区可以界定为：“由一系列相对独立景点组成，从

事商业性经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娱乐、科考、探

险等多层次精神需求，具有明显的地域边界，相对独

立的小尺度空间旅游地。”[5] 1 旅游景区按照旅游资源

可以分为自然类、人文类、复合类、主题公园类和社会

类等，按照景区主导功能可以分为观光类、度假类、科

考类、游乐类等[6] 2-3，但是不管是怎样分类，还是哪一

种类型，也不管是人工造区，还是自然风景区，旅游景

区都是一个经过人“改变的空间”，是旅游活动的“表

演环境”。在这个空间里，导游通过语言讲解（类似剧

本）或者借助自身姿体、景区布景等方式表演给作为

观众游客看，导游和游客之间，建立起演员和观众之

间的关系。游客也充当了演员的角色，是在充当演员

（兼导演）角色的导游带领下，一起在景区这个“表演

环境”中上演这场戏。在旅游表演学的范畴里，导游和

游客的角色在演员（兼导演）与演员、演员与观众之

间转换，所有人都是参与者或旁观者，所有人的行为

都是表演，都在旅游活动的各种空间进行。

在谢克纳《环境戏剧》的空间观念中，除了提倡

“改变的空间”外，创造表演环境的另外一种方法是

“发现空间”，其侧重点不是“改造”，而是“协商”和

“对话”， 或者对发现的空间稍微加以改造，赋予发现

的空间新的意义。发现的空间大部分被发现于户外或

者那些不能改变的公共建筑里。这种发现的空间来源

于美国的抗议游行或者示威——为人权，妇女权力，

反战，劳工，特殊利益集团等等，这种表演的美学结果

是，游行或示威的街道不再只是使行人从这里走到那

里的地方，而是变成了公共圆形舞台、试验场地、演出

说教戏剧的剧场。在旅游活动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发

现空间”，以桂林阳朔西街为例，当国内游客和国外游

客都还没有来到西街时，它和其他的街道没有两样，

只是作为商品交换、居民居住或给行人行走的地方。

一旦国内外游客都来到西街时，西街就变成了东方传

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融合、交流的处所，成了一块

神奇而又浪漫的地域。其实发现的空间在中国戏曲舞

台上体现得非常突出，当空荡荡的舞台上出现三五个

士兵时，舞台的空间就变成了战场；当舞台上包拯坐

在那里判案时，舞台的空间变成了法庭；当老船夫在

舞台上做摇船姿势时，舞台的空间变成了江河或者湖

泊。同样的舞台，因为人物和动作赋予不同含义，成了

不同的发现的空间。英国导演彼得 •布鲁克就很重视

舞台空间易懂又意味深刻，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之

外，几乎是一篇空白，是“空的空间”， 把空间留给观

众和演员去想象，去发现，这样做法对景区空间设计

也很有启发。

三、旅游表演学的实践

人类表演学运用的工具来自不同的社会学科，如

社会学、历史、性别研究、心理分析、符号学、博弈论、

大众文化研究、传播学等，所要提供的是对社会政治、

宗教、仪式、体育等各个行业的表演的理解，通过教人

们一种批评理论和批评能力，教人们对已经接受的知

识和权威提出问题，鼓励对真理的自由追求和讨论。

人类表演学作为一种研究的学科，教育或训练人们既

要学会利用表演性行为，又要学会质疑表演性行为。

目前，人类表演学理论在国外已经运用于各种职业表

演的培训，如帮助演员克服怯场，帮助医生、律师、商

人如何更好地解决他们与病人、当事人和谈判对手的

关系等，我国则有些学者将该理论用于教育培训，如

研究、探讨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7] 上海戏剧学院的

孙惠柱教授则将人类表演学理论延伸发展，建立适合

我国现代都市社会里各行各业的社会表演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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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学与人类表演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重视个人表

演的同时，还要强调社会的规范。”[8] 59 可见人类表演

学运用发展的空间还很广阔。

旅游表演学是以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为前提的，

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人类表演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

的运用与成果，表明旅游表演学在雏形阶段就显示出

两种鲜明的特征：即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

理论研究如“舞台化理论”、旅游真实性、文化商品化

等都是热点问题，应用研究可以在导游、游客和东道

主之间的角色关系研究、导游员的教育与培训、景区

空间设计等方面都是旅游表演学研究方面的实践，行

动上的实践可以追溯到波兰著名导演格洛托夫斯基

的“类戏剧”实验。

格洛托夫斯基在20 世纪70 年代后进入“类戏剧”

（或称为“参与戏剧”）的时期，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

种“实践人类学”，“类戏剧”是要彻底打破演员和观

众的界限、使演员和观众在一起活动，就像生活中的

普通人相处。这种共同活动或“相处”可以是三小时，

可以是三天；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也可以在露天

空地或者路上。这种被人认为带有夏令营性质的实验

和旅游活动颇为相似，“类戏剧”都有一个主题并围绕

这个主题活动，表面上没有人指挥，但实际上有一位

像导游那样的人负责安排，暗中将任务告诉每一位参

加者，而参加者就按照这种“指示”自觉地去活动。 
[9]503-504 格洛托夫斯基曾举办过一次著名的“登山”活

动，参加者们为了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全都住进营

地，集体在森林中度过，在一起唱歌、跳舞、攀登高山，

举行夏令营式的篝火晚会。格洛托夫斯基认为这样的

活动与戏剧不同在于戏剧情节没有了，只有象征的戏

剧境界，所有人都是体验者和参与者，事实上这种活

动和今天的旅游活动没有多大的区别，所有旅游者都

是体验者和参与者，他们的行动是人类表演学中广义

的表演，活动的目的都是发展人的个性、恢复人的本

性，获得精神上的更新。

“类戏剧”产生于波兰并非偶然，早在19 世纪上

半期，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就提出关于场外剧场的思

想。“密茨凯维奇确信，伟大的戏剧既是对整个大自然

开放的，也是对苦难的人世间开放的，将来在某个时

候一定会在欧洲、在全世界产生。”[10] 504 今天的旅游

活动，和格洛托夫斯基的“类戏剧”已经没有多大的

区别。“类戏剧”中活动参与者就是游客，活动中暗中

负责安排的人相当于导游，但是观众和演员的角色是

没有明显界限的。尽管密茨凯维奇的话有着争取民族

解放的背景，但笔者认为今天的“大众旅游” 正是密

茨凯维奇所说的对整个大自然开放的“伟大的戏剧”

的实现，在这种重在每个个体的表演行为的活动中，

演员与观众角色的划分已经不清晰也不重要，目的是

使人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不怜惜自己、不隐瞒自己

又善于和人交往的人。

四、结语

以上阐述了旅游表演学的理论基础、内涵与内容

及其实践，旅游表演学作为一种新兴学科的提出有坚

实的理论基础和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是一门有着广阔

前景的学科。鉴于一门新学科的提出，以及笔者学识

的有限而不免存在稚嫩之处，笔者将会继续对此问题

作更深入的研究，也希冀广大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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