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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境外航班上侮辱空姐，在名胜古迹刻下“到此一
游”，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对此，中国公民国内
旅游文明公约、出境旅游行为指南、新《旅游法》对文明
出游的规定陆续出台。我们离旅游素养、文明出游还有
多远？记者专访复旦大学旅游管理系顾晓鸣教授。

恶性行为是小概率事件
记者!游客不文明行为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顾晓鸣!游客的偏激行为在全球都会发生，这一方
面基于自身的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旅途中的
特殊情境。人与环境有着互动关系，物理环境的改变，
也引起心理的转变。在陌生的城市与国家，很多人会本
能地担心被轻视，期望得到重视与照顾。这时，如果空
姐没有提供“微笑服务”，如果餐厅侍者“爱理不理”，游
客就会产生被看低的偏激心理。不熟悉带来不适与自
卑，难免有鲁莽、草率的行为，加上语言障碍、表情误
读、文化差异，就容易引起更深的误解。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游客在海外的形象!

顾晓鸣!中国游客在外的形象是吊诡的。一方面，
伴随国际地位的提升，全世界都欢迎中国人；同时由于
一些极端事例，海外对中国人、中国大妈以讹传讹，有
所戒备。
这里，我也要为“中国大妈”说句话，恶性行为是小

概率事件，中国游客在海外的表现已经改进很多。有
时，本来是游客间简单的冲突事件，我们也不应过度解
读和放大，更不能一味指责、幸灾乐祸、以“上头条”夸
张放大。

旧习惯与新向往的断裂
记者!您认为旅游的意义与内涵是什么!

顾晓鸣!旅游是如何发生的？其实，旅游最初是从朝
圣开始。因此，“寻找神圣”是旅游的内涵，去一个陌生的
地方，陶冶性情、观赏景点，寻找出乎意料、与日常生活
有别的神圣、美丽和愉悦。而现在，很多景点是没有神圣
感的，旅途变成买打折货、占小便宜，消灭了旅游的本
质。其实，即使有些不愉快，想到此行是为了寻找美好和
幸福，就不会因为一件小事影响心情，把旅途给搅黄了。

记者!您认为"近年境外游升温的原因是什么!

顾晓鸣!旅游和所有的物质消费品一样，代表人们
对生活方式的追求，对身份提高的渴望。就像现在很多
人喜欢喝下午茶，并不是在乎糕点咖啡，而是向往气氛
情调。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一种好势头，海外旅游代表
生命空间的放大，代表生活情调的提高，代表个人身份
的提升。但是，现在旅游素养处于过渡时期，高端的心
理追求和粗糙的生活方式不匹配，心理向往与长期习
惯的断裂。既然觉得境外游很酷，那怎么能将在国内小
菜场的行为举止搬出去呢？既然大钱都花了，何必为小
钱与别人争吵呢？如果表现得更加谦和有礼，情调不是
更高吗？游客需要成长与转变的过程。

心理与知识的双重准备
记者!对提升游客的文明素养"您有什么建议!

顾晓鸣!在有文化差异的环境，游客要做好心理与
知识的双重准备，避免造成误读。这门功课的缺失，游
客的责任只是一部分。面对勃发的境外旅游，社会相应

的理论和措施跟上了吗？旅行
社是否履行告知义务，是否开
展相关培训？现在，很多旅行
社、导游对文化差异都是泛泛
而谈，宣传手册、旅游须知等过
于笼统，例如旅游时遇到 !种
特殊情况时游客该如何应对，
没人专门解释。

风气不是一夜之间就能
改变，道德水平也不是一下子
就提高，要创造良好的环境。
这需要多方配合，现在国外也
更注重对中国游客的服务，航
班配备会讲中文的乘务员，景
点培训应对中国游客的技巧，
相向而行，文明是一面镜子。
倡导旅游素养和精神文明，首
先要避免造成对游客先入为
主的刻板印象，应该心平气
和、设身处地分析与解答，告
诉游客，他们的“一念之差”可
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加强心
理辅导，而不是道德审判。

! ! !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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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
除游客自身素养外，矛盾更归结于长

期习惯与文化差异。“我自认为并不是个没
素质的游客，但有时看到壮丽风景，或是与
伙伴分享感受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提高音
量，这就需要自我克制、互相提醒。”
“摸小孩子的头，用左手递物件，将脚朝

向他人，这些国内习以为常的举动，在印度
都意味着无礼与亵渎。”提起文化差异，刘小
顺坦言不胜枚举。对于印度教徒，牛是神圣
的象征，有些游客事先没做功课，将牛皮钱
包、腰带作为谢礼，也让当地人无所适从。
“随心所欲，盲目好客，是很多中国游

客的通病。”想起国内盛行的“劝酒”之风，
他有些哭笑不得。穆斯林不能喝酒，但他时
常听到汉族人劝说“喝一点不要紧”“我周
围的回族朋友都喝”，自认为是一番好意，
却不知其实是伤害感情。
入乡随俗，是刘小顺反复提及的关键

词。在国外，裸跑、日光浴并不稀奇，但如果
平移到国内，恐怕就欠妥当。在中国，游客
给动物喂食很寻常，但换至欧洲一些地区，
不仅让人不悦，甚至可能被罚款。
“最好的方式，是心怀尊重地走近与感

受，这也是旅行的意义所在。”他解释，很多
游客每天就是在酒店、景点、购物三点一
线，“一直在‘游客通道’，从头至尾没接触
过当地的风土人情，哪怕花一个下午、晚
上，去体验他们吃什么、做什么、买什么，这
趟旅程就会不一样。”
不过，并不只有中国人遭受文化差异

的困扰，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刘小顺记得，
某回他与日本男孩、匈牙利女孩同住青年
旅社三人间，有次女孩洗澡时忘拿浴巾，请
他们帮忙递到门口。“谁知开门时，她竟半
裸上身，我和日本人顿时惊呆了！”经过沟
通，女孩坦言东欧比较开放，且将他们当成
熟悉的伙伴，“如果按照我们的标准，她不
穿上衣，不也是很不文明的行为？”

携宠旅行
伴随旅游外延的扩大，旅途也被赋予

更多的内涵。唤醒更多尝试，暗藏更多隐
患，无疑是一柄双刃剑。
“携宠旅行”，就是其中典型。支持者强

调“宠物是我的家人，想带它一起看世界”，反
对者则坦言这是“快乐了自己，妨碍了别人”。
“症结，还是在于宠物主人本身的素

养。”报名旅行者大会时，刘行将主题瞄准
“携宠”，计划踏上“三名队员、两只猫和一
条狗”的旅途。然而，最终出发时，他还是选
择了放弃。
“带着宠物旅行，比想象得还要难！”刘

行解释，一些饲养者毫无管束措施地携宠

旅行，对宠物约束不严任其随地排泄、肆意
吠叫，无疑对当地环境与他人造成干扰与
危险，引起外界的不满与恐惧。在国内大多
数城市，几乎没有任何景点、餐厅和酒店愿
意接待宠物，公共交通的限制则更多，也加
重了携宠旅行的难度。
“"#$$公里的距离，自驾太不现实，搭

乘公共工具就必须托运，而且只能选择具
备有氧舱的飞机，或是挂有行李车厢的火
车”。此外，宠物并不算在行李份额内，托
运价格是“机票的全价!%&'(!小动物及其
容器重量（公斤）”，“从北京到丽江，飞机
票是 )$$$元，如果多 *只宠物，就要增加
%'$$元。”

在海外留学时，刘行发现周围人携
带宠物出行很常见，无论是市内交通还
是城际火车，经常可见猫狗的身影。“当
地人习以为常，并不会带着有色眼镜。”
他印象很深，加拿大一条宠物犬罹患骨
癌晚期，在走向终点前，主人特地为它制
定一份“遗愿清单”，包括看日落、办派
对、坐警车等，还专程带着小狗去美国旅
行，完成最后的冒险。
“养宠者提升自身的文明素养，恰是为

自己的爱宠争取更多的机会与可能。”刘行
记忆中，与爱犬鲜有的几次相伴旅游，是在
北京附近自驾出行。去年，他带“库柏”到河
北乐亭和北戴河，看着它在田野边纵情奔
跑、在山林内淘气扑蝶、在小河里游泳戏
水，就像置身电影场景。“狗是有表情的，我
能从‘库柏’的眼睛和嘴巴看出它在笑，而
我想通过努力，争取和保护这份快乐。”

家乡名片
刘小顺在柬埔寨出境时，就遇到签证

官索贿，“只找中国护照讨要，起因是过关
时，一些中国游客不想排队，就挥着护照嚷
道‘我这有美金，先给我办’，签证官便认为
是惯例。”
但刘小顺不以为然，轮到他时，签证官

将护照从第一页翻到末页，又从最后翻到
开头，“确认没有夹钱后，他就把我的护照
放在一边，开始数之前收到的钱来暗示。我
就和他耗着，他是政府官员，不是餐厅服务
生，因此这不是小费，而是行贿。如果助长
对方的违法行为，以后遇到中国游客，只会
变本加厉！”
“很多老外，可能一辈子都没来过中

国，游客就是家乡的符号与名片。”华东师
范大学旅游系教授楼嘉军指出，游客是国
家的脸面、形象与窗口，将直接影响当地
对华人的评价。
在意大利留学 +年，刘行发现各种省

钱攻略与分享充斥中国网络，扒火车、逃门
票、蹭沙发等一应俱全。令他心酸的是，在
欧洲如果自己有些礼貌、付点小费、打个招

呼，就会被询问是不是日本人、韩国人。
刘行回忆，自己也接待过国外的沙发

客，他们会分享经历与知识，或是承担力所
能及的家务，用劳动换取住宿，而不是“混
一天是一天”。国内一些游客的目的就是到
此一游，管不了那么多，“但形象一旦破坏，
需要十几年甚至一代人才能修复。”
“游客作为个体，是自由而独立的，但

作为国家的使者，必须有意识地约束自
我。”楼嘉军补充，国家形象与游客待遇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外，强大的国家是
游客的后盾与支撑，遇到问题使馆会提供
帮助，反过来讲，游客也要反哺国家，享受
权利同时履行使命与职责。”

没那么糟
近年，游客综合素质已有显著提升，发

生恶性不文明事件的情况非常少见，比例
低于万分之一。旅行者大会的主办方，携程
在近日发布的《文明旅游行动报告》中如是
指出。据悉，大会旨在鼓励外界近距离地了
解中国游客，为“什么是中国旅游好素养”
寻找答案与样本。
“一切都没你想象得那么好，也没你想

象的那么糟。海外没有那么好，国内也没那
么糟。”刘小顺总结。
“旅游只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生活有好

有坏，旅游也是如此。在生活中遵守的素
养，旅游中更要遵循。”楼嘉军认为，游客通
过旅途与外界产生关系，在获得自身愉快
过程中，不要损害他人、破坏环境，就是文
明的体现。

出行前补一堂
旅游文明课

!

攀
爬
上
树
拍
照
#留
下
的
真
是
$倩
影
%吗
&

图

!
"
#

! 一些景区外有'请勿携带宠物(的标识 刘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