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阕 内 生 态 话 语研 堯 中 ３Ｎ 术语

使 用及正 读
＊

亓 元 郜 宣

【提 要 】 归 类分析国 内 学界对 于 ３Ｎ 术语的 ５ 种解读 ， 并结合丹恩教授 《 绿色话语 ：

对生态旅游术语的 分析 》 原文 ， 可将 ｎａｔｕｒ ｅ 、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 ｎ ｉ

ｒｖａｎａ 分别 翻译为 自 然 、 杯旧 、

涅槃 。 对 ３Ｎ 术语进行正读 ， 能够厘清该术语在原文 中使用 的 内在逻辑 ：

“

怀 旧
”

是旅游

者始发的旅游动机 ， 连接着旅游 目 的 地的
“

自 然
”

特征 ， 最终给旅游者达成
“

涅槃
”

体

验
，
从而将

“

绿 色话语
”

置 于批判 与 反思的 时代 背 景下 ，
进一步彰显 ３Ｎ 术语的 生 态 学

价值 。

【关键词 】 生态旅游 生态话语 ３Ｎ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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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１ ９８３ 年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特别顾问谢在望文生义的层面 ， 没有回归论文的原意 。

贝洛斯对
“

生态旅游
”

术语的提出 ， 关于生态ｒｉ士 山 —

膽的研究在 国 内外学界甚为火热 ， 其中关于
―

、 Ｓ 内生
十

、

、

子和生心
、

旅游研Ｋ

生态旅游中 ３Ｎ 术语的細更是屡见不鲜 。 国内中 ３Ｎ 术语使用综述

学界达成共识 ： 以 ３Ｎ 为核心内容的生态旅游话本文查询 了 国 内 （不含港澳 台 ） 生态学和
语逐渐成为国际旅游的新潮流 。 而关于 ３Ｎ 的概 生态旅游研究中对于 ３Ｎ术语的使用情况 ， 并对

念来源和具体含义 ， 国 内多数文献及相关学者其做了归类及比较研究 ：

语焉不详 。 ３Ｎ术语最早的提出者为英国学者格１ ． 将 ３Ｎ 翻译为
“

自然 、 怀旧 、 天堂
，，

的有 ：

雷厄姆 ？ 丹恩 （ＧｒａｈａｍＭＳ ．Ｄａｎｎ） 教授 ， 他

任教于英国卢顿大学旅游和休闲专业 。 １ ９９ ６ 年

９月 他在
“

Ｐｒｏｇｒｅ ｓｓ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Ｈｏ ｓｐ ｉ ｔａ ｌ ｉ 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杂志发表 了论文
“

Ｇｒｅｅｎｓｐｅａｋ ：Ａｎ＊ 本文为庄岩主持的 ２０ １４ 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Ｅｅｏ
￣

ｔａｕｒｉｓｍ
”

，

①《 国际旅 游 岛 游客进 人 的 生 态影 响 及 修复 机制 研究 》

（本文翻译为 《绿色獅 ： 触絲游术语的分
① （

ｊｒａｈａｍＭ ． ０．
Ｄｓｍｉ

ｙ（ｊｒ ｅｅｎ ｓ
ｐ
ｅａｋ ：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０１ ｔｈｅＬａｎ

－

析 》 ， 以下简称 《分析 》）
， 首次提出了３Ｎ术语 。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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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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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 ， 国 内大多数使用该术语的研丸成果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Ｖｏｌｕｍｅ２

，
Ｉｓｓｕｅ３

－

４
，

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 ｒ１ ９ ９ ６

，

都没有注明 引用 出处 ， 并且对 ３ 个单词多停留ｐｐ
． ２４７

－

２ ５ ９ 。 文章提供单位 ： 新布伦瑞大学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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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启 宏 、 王 金南 曹凑贵 张 训 李长发理念和外来者对乡村遗产开发 、 投资的渴望 。

荣 王 缇萦 魏振枢 等＃ 王衍 用 、 曹诗

图 ；

？ 王来喜 杨京平 季静 ；

？ 杨荷 卿

吴殿廷 ；

＜？ 部统轩 、 王欣等 。
？① 孙启宏 、 王金南主编 ： 《可持续消费 贵州科学技术出版

、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２ ２ ８ 页 。

２ ． 将 ３Ｎ 翻译为
“

自 然 、 怀 旧 、 回归
”

的 ② 曹凑贵主编 ：
《生态学概论》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有 ： 王晓云 、 张帆 ５

？
郑元同 李峰等 。

？第 ３４４ 页 。

３ 将 ３Ｎ 翻译为
“

自 然１

＊

不 乡 海盤
”

的③ 张训 ： 《 生态旅游与中 国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 ， 王泽

＾＾Ｉ．ｒ光等主编 ： 《中 国旅游饭店的机遇与发展 ： 论加人 ｗｔｏ后
有 ： 刘少和等 路浩文等 ；

？
陈扬乐等 。

？
旅游饭店的走向 》 ， 中 国鎌出版社 ２ ００２ 年版 ， 第 ４ ０８ 页 。

４ ？ 将 ３Ｎ 翻译为
“

自然 、 怀恋 、 天堂
， ，

的④ 李长荣 ： 《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〇〇４

有 ： 《海洋经济知识读本 》
；

？ 张贤平等。

？
＾扣

一 、＃丄＾⑤ 王缇萦 ： 《旅仃社经 营与管理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 ００ ６ 年
５ ＿ 其他对 ３Ｎ 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有 ： 汪宇版 ， 第 １ ５ ４ 页 。

明 翻译为
“

自然 、 怀旧 、 超脱
”

；

？
薛领等翻译⑥ 魏振枢 、 杨永杰等 ： 《环境保护 概论 》 ，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为
“

自蛛 怀乡 天堂之乐
，， ？ ２〇〇 ７年版 ， 第 ２ ４８ 页 。

°

⑦ 王衍用 、 曹诗图 ： 《旅游策划理论与实务 》 ， 中国林业出版

＿

士
、

五的求姬 亡
－

ｐ
、辛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７ ６ 页 。

＿ ＮｄｉＮ７Ｓｈ＝
ｉ
ｆｆ＾＾：

／ｊＭ
－＝

Ｊ ｄｒ ．ｍ⑧ 王来喜 ： 《 内蒙古经济发丽究 》 ， 民族出版社 ２〇〇８ 年版 ，

＾第 ８ 页 。

本文通过对 《分析 》
一

文 的研究 ， 将 ｎａ
－

⑨ 杨京平 ： 《生 态农业 工程 》 ， 中 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 ２ ００ ９ 年

ｔｕｒｅ
、
ｎｏ ｓｔａ ｌｇｉ

ａ
、
ｎ

ｉ
ｒｖａｎａ 分别 翻译 成为 自 然 、版 ， 第 ２０７ 页 。

Ｗ
［

〇
ｍｍ

⑩ 季静 ： 《福兮？ 祸兮 ？ 论我 国发展旅游对 自 然环境 的影
ｍ ｔｕ响 》 ， 周武忠 、 邢定康主编 ： 《 旅游学研究 》 第 ４ 辑 ， 东南

（

―

） 丹恩教授 《分析》
一文的主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２３ １ 页 。

丹恩教授在 《分析 》
一文中开宗明 义地 ｉ井？ 杨荷卿 ： 《 海洋文化与滨海旅游资源 的融合 》 ， 张开城 、 马

到 ： 作为旅游业术语的
—种 ，

“

绿色话语
”

是针
与海洋社会建设研究 》 ’ 海洋出版社

对新一类绿色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而设计的促销？ 吴殿廷 ： 《旅游开发与规划 》 ，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话语 ， 并且形成了只针对环境描述的独特话语版 ， 第 ２ ４ 页 。

ＲＴ ｉｆｅｍ ．ｕ， 阳甘灿也被 〖 丨 ，
Ｉ

、

五 任沐？ 部统钎 、 王欣等 ： 《旅游 目 的地管理 》 ，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

风格 。 因此 ， 跟其他旅游业术语一样 ， 绿色话社 ２ ０ １２ 年版 ， 第 １４ １ 页 ，

语
”

也是具有多层次的 。？ 王晓云 、 张帆 ： 《旅游学导论 》 ， 立信会计 出版社 ２ ００４ 年

丹恩教授的 《分析 》
一

文引 用大量旅游宣版 ， 第 ６ ２ 页 。

传与广告 ， 用来巧
“

绿色话语
，，

具有的多层
？

＾
同

页 。

麵经济学 》 ’ 西細经大学出版社 ＿ 年 版 ，

次性 。 在承认语言是既可 以用图案表示也可 以？ 李峰 、 李萌主编 ：
（（旅游策划理论与实务 》 ，

北京大学 出版

用文字表示的前提下 ， 丹恩教授更关注后者 。社 ２〇 １３ 年版 ， 第 ５ ５
？

５ ６ 页 。

苦出“娃 五 ，， 虫而姑笛 曰 詉市 丨

、
丨 丢？ 刘少和等 ： 《广东旅游休闲产业空间布局模式的构建 》 ， 《热

首先 ， 从 绿色话语 表
＾
的第

一

层次可Ｗ看２ ００７＾ ２ Ｍ 〇

出 ， 广告人通过
一系列 的标题或头条 （其中

一

？ 胳浩文等 ： 《基于循环经济的城 乡旅游产业功能互补共生圈

些附有简短的解释性文字 ） 来吸引 重视生态的的构建研究 》 ， 《广东农业科学 》 ２ 〇〇８ 年第 １ ０期 。

拖被甚 ＣｎＥｌ ｌｐｔｔｔ？ 陈扬乐 ： 《旅游策划 ： 原理 、 方法与实践 》 ， 华 中科技大学
膽者 。 耐仔義读賴 品 的媒体广告 ， 可出脈 ２＿年版 ， 第 Ｕ ５ 页

。

以发现广告人想通过对 比旅游地点 的质朴好客＠ 海洋经济知识读本编委会 ： 《海洋经济知识读本 》 ， 浙江大

与客户所在城市的冷漠 复杂来吸引旅游者 。 因学出版社 ２〇 １ １ 年版 ， 第 Ｉ ３ ３页 。

此 ， 旅游成了
一

种解放 ，

一

种具有无限可 能性
？

＝
平

页 。

《旅游广告的麵 》 ， 广东经济出版社腦 年版 ，

的逃离 。 其次 ， 从
“

绿色话语
”

的第二层次可？ 汪宇明 ： 《

“

围城
”

效应与区域联动 》 ， 潘立勇主编 ： 《人文

以看出 ， 它试图与生态旅游的各种理念联系起旅游 》 第 １ 辑 ，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〇〇 ５ 年版 ， 第 ｍ？

ＩＳＯ

■ 来 ’ 并且在广告人表面强调 的生态 ｆ曰 息中 隐藏
？ 薛领 、 翁谨等 ： 《转型升级与区域服务业发展 ： 理论规划与

了其他的动机
即 当地人对旅游 目 的地的开案例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３ 年版 ， 第 ３ ９ ３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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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从
“

绿色话语
”

第三层次可 以看出 ，

“

绿火 山 ） ， 它的旅游业可以说是对环境无害的 。 可

色话语
”

是从传统的大众旅游 （崇 尚
“

太阳
”

、 见 ， 丹恩教授所强 调的这种
“

自然
”

是远离城
“

沙滩
”

、

“

大海
”

和
“

性
”

） 向生态旅游 （追求市化 、 现代化并且环境未受破坏的
“

自然
”

。

“

自然
”

、

“

怀 旧
”

和
“

涅槃
”

） 转换的过程 。 丹（
三

） 关于
“

怀旧
”

的正读

恩教授强调
“

自然
”

并不是 以其原始的形态显丹恩教授对于 ｎｏ ｓｔａｌｇｉａ 的使用 ， 也是基于

现 ， 而是以
一种被

“

人化
”

的
“

原始 自 然
”

形前文对于
“

自然
”

的旅游胜地的追求 。 在他看

式出现 ， 即
一种文化的

“

自 然
”

。 此外 ，

“

绿色来 ， 那些由后现代旅游者构成的社会里 ， 生活

话语
”
一直想要更换的

“

性
”

仍然以一种 自我居住的环境正在退化／所以寻找
“

原始或淳朴
”

陶醉的语言形式存在 。 同样 ，

“

怀 旧
”

也是
一

种的 自然环境就只有通过时 间倒流 的方式实现 。

基于浪漫的并得到生态原教 旨主义者支持的 、 而这种试图捕捉过去时光的行为其实质就是怀

以群居为模式所构造的现实 。 最后 ， 丹恩教授旧 ， 这就是 ｎｏｓ ｔａ ｌｇｉａ 翻译成
“

怀 旧
”

的原因 。

用
“

涅槃
”
——这个

“

绿色话语
”

来替代
“

天其实 ， 按照周宪教授的说法 ， 从词源学的角度

堂
”

的表述 ， 完成了三部曲 。来讲 ，

“

怀旧 （ ｎｏｓ ｔａ ｌｇ ｉａ ）

”一词源于两个希腊词

（
二

）
丹恩教授关于

“

自然
”

的论述根 ｎｏ ｓｔｏｓ 和 ａｌｇｉａ 。

① Ｎｏｓｔｏ ｓ 译为 回 家 、 返乡 ；

丹恩教授通过分析
“

绿色话语
”

第一层次ａｌｇ ｉａ 译为痛苦的状态 。 １ ６８８ 年 ， 瑞士医生霍福

引发对生态旅游者的注意 ， 以及第二层次之直尔将这两个词根连接起来 ， 创造了ｎｏ ｓｔａｌｇｉａ
—

白的生态信息对生态旅游者的诱惑 ， 最后提出词 ， 专指
一种众所周知 的 、 痛苦而强烈的思 乡

关于第三维度的 讨论 ： 传统的大众旅游 主题病 。 自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以来 ，
ｎｏｓ ｔａ ｌｇ ｉａ

—词才

（

“

太阳
”

、

“

沙滩
”

、

“

大海
”

和
“

性
”

） 被
“

绿色从
一

种精神病态转 向心理学概念 。 在美国学者

话语
”

转换为新的生态旅游的主题 （

“

自然
”

、 查尔斯 ？Ａ
？ 茨温格曼的解读下 ，

ｎｏｓ ｔａｌｇ ｉａ—词
“

怀旧
”

和
“

涅槃
”

） 。又从心理学概念转向社会学研究范畴 ， 强调怀

前文所列举 的 国 内研究者将 ｎａｔｕｒｅ
—

词翻旧是现代人思 乡恋 旧 的情感表征 。 它 以不满现

译为
“

自然
”

的方式大多没有差别 。 但在原文实为直接驱动 、 以寻求 自我的统一连续为 目 的 ，

中 ， 丹恩教授强调在旅游广告宣传中所涉及到是现代人为弥补生活的不连续性而 自行采取的

的词语
“

自然
”

或
“

自 然地
”

， 是以一种被
“

人 一

种 自我防御机制 ， 是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问

化
”

的
“

原始 自 然
”

形式 出 现的
“

文化 的 自题紧密联系的社会学 、 美学现象 。

然
”

。 这种
“

自然
”

并不是以其原始形态显现的（
四

） 关于
＂

涅槃
”

的正读
“

天然
”

。 丹恩教授提到 ， 相关研究者认为使用国 内学界对于 ３Ｎ 的使用 ， 争议较多的就是
“

原始 自然
”

宣传会给具有异国情调的热带 目 的对于 ｎｉｒｖａｎａ
—

词的翻译 。 其实如果阅读丹恩教

地带来不利 的影响 ， 如热带地区暴雨 、 飓风 、 授的原文 ， 就不难发现 ， 丹恩教授对于 ｎｉｒｖａｎａ

蟑螂 、 毒蛇等负面因素 的存在 。 出 于这个原 因 ，

一词的原本用意就是佛教涅槃 。 原文是这样说

这些会令人不愉快的元素常常被省略 ，

“

自然
”

的 ：

“

第三个元素
——涅槃

一

词的使用加深了 自

被展示成一个抽象地描述 。然和怀旧 之间的联系 ， 使这三个词在
‘

绿色话

丹恩教授举多米尼加 国家发展部旅游局的语
，

的使用 中更为完美并相辅相成 ， 并最终形

宣传广告为例 ， 强调与其他被大众旅游选择的成一个三部曲 。 涅槃
——

尽管这个词是在旅游

加勒 比岛 屿不同 ， 多米尼加相对来说还未受到广告中很少遇到 ， 但对它的间接 引 用 ， 至少在

高层酒店 、 连锁餐厅、 污染水质等破坏 ， 也还意象上看 ， 要比
‘

天堂
，
一词在大众旅游 中 的

未受到如宽体喷气飞机 、 旅游 巴士 、 噪音和其使用效果要好 。 虽然涅樂是
一个佛教的概念 ，

他各种标志着大城市存在的符号的干扰 。 就其

本身来说 ， 这是
一

种
“

自然的
”

岛屿 。 多米尼 ① 雕 ： 《文化现代性与美学 问题》 ，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加提供了其 自 身能提供的东西 （河流 、 湖泊和２〇〇 ５年版 ， 第 ２
？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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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在英语里常常被用作描绘至上幸福的状态 、 旧行为 ， 而非怀 旧本身 。 也就是说 ， 怀 旧不过

解除个体和 自 然的异化矛盾 ， 从而使得它相 当是
一

种无意识的心理状态 ， 在某种诱因下产生 。

适合地用在生态旅游的词汇 中 。

”

可见 ， 丹恩教这些诱因起到
“

叫醒
”

的作用 。 诱因所
“

叫醒
”

授本身认为 在
“

绿色话语
”

中 ， 涅槃
一

词要 比的怀 旧变成 了 主体的旅游动机 ， 而在这种动机

天堂一词更为合适 。 因此国内 同行将 ｎ ｉｒｖａｎａ
—下产 生 的 旅 游 活 动 不过 是

一

种
“

旧 境 体

词翻译为
“

天堂
”

， 是对丹恩教授原文本意 的叛验
”
——

即主体的怀旧 真实性不是基于 时间 、

逆 ， 因为涅槃
一

词是指旅游者通过怀 旧 ， 追求地点 以及人物的现实吻合 ， 而是通过旅游这种

到一种 自然的景象 ， 进而呈现一种至上幸福 的行为 ， 在非 日 常生活领域内对过去的重构和对

状态 。历史记忆的再造 ， 将过去和 当下在意识层面上

＿达成一种心理真实 。 这种心理真实是因 为旅游
三 、 ３Ｎ 术语的 内在逻辑与目的地与主体的 日 常生活拉开 了时空距离而造

价值回 归成的心理差距 。 主体通过对旅游 目 的地有意识

＋ｔ
， ■地赞美与粉饰 ， 使旅游 目 的地的

“

自 然
”

因这

？种心理差距变成 了－种心理真实 ， 进而使挪

麵 了酿酸购赴報的状态 。

到一词间 的内在逻辑 ？ 一词是针 情 色其二 ， 诱因对怀 旧 的
“

叫醒
，，

是产生生态
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而设计的促销话语 ， 是与现二

代性与现代社会问题相联■社会学 、 美学范
而＝

＾＾ ＾ 曰是对于生态旅游者的王要旅游吸引物 。 而这个

旅游吸引物如何能够全面满細日的心理寄托 ？

二
丹恩教授强调

“

自然
”

时列举了多米尼加未受

干扰的 自然 、 纽约 乡村的苹果采摘等案例 。 而
Ｓ为与充满享乐 主 乂的传统大众旅游的主题

这对于旅游者 与其说是为 了找到—个新的 国

：

太阳
：

、

，

‘‘

性
”

＿ 相比 ，

家或新的环境 ，
不如说是为 了找到一个新的生

＿＇Ｍ命体验 。 多米肋仍处于膽撼开发阶段 ，

，
度与审美范式 ， 并暗合

“

绿色话语
”

业已确
还未受酿层酒店 连锁餐厅 、 污水等的破坏 ，

以及相对来说还未受到宽体喷气飞机 、 旅游巴
“

怀旧
”

是膽者始发瞧翻 １机 ， 它趙
士 、 赌減祕嘛志着大獅存在符号的

干扰 。 麵 乡 村醉果雜是传统风俗体验 ，

者达成
＂

Ｓ槃
”

体验 。 而
“

自然
”

、

“

怀 旧
”

ｆｎ

苹果麵是美国 的象征 。 苹果采摘是－个需要
“

涅槃
”

Ｈ词中 ， 核心 的词汇是
“

怀 旧
”

。 在孙
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 。 通过 回归到

“

自然
， ，

， 亲
明贵教授看来 ：

“

怀旧源于
‘

历史的记忆
’

， 其
手从树上摘下苹果 ， 城市人可 以享受一个具有

中孕育＿个重要的问 其
－

’ 所有＿史
原汁原味的传统体验 。 可见 ， 心理寄托的满足

记忆转化 日
是因細过旅游这种途径能娜成旅游者和其

些
‘

唤起媒介
’

。 换言之 ， 怀旧产生过程中存４麵时代的时间差或所处环境的物理空间位移 ，

一

种
‘

叫醒
，

机制 ； 其二 ， 怀 旧 心理的寄托有 进而产生心理时空 ，
以及 自觉地凸显旅游吸引

多种表现形式 ， 购买某种产 品 （服务） 只是其 物的
“

自然
，，

特征 ， 满足被
“

叫醒
，，

的怀 旧 行
中之一 ， 那么就需要解释怀旧心理向怀旧消费为 ， 完成怀旧的心理寄托 。

转化的机理这一 问题 。

”①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 ，其三 ，

“

怀旧
，
，

作为旅游者的始发动机 ， 使
应做如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

其
一

， 怀 旧是Ａ 的意识行为或
‘

清绪状态 。

① 翻贵 ： 《怀旧消费研究 ： 起源 、 成果及其核心 问题 》 ， 《浙

当怀旧出 现在生态旅游中 的时候 ， 这
一

定是怀江工商大学学报》 ２０ １０ 年第 ６ 期 。

１０８



亓 元 郜 宣 ： 国内生态话语研究 中 ３Ｎ 术语使用及正读

生态旅游的旅游主体同普通的旅游者区别开来 。 消费的大众旅游者转换成了
一

个高消费 的绿色

生态旅游主体不仅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方面旅游者 。 然而 ， 尽管旅游运营商们使用了
一个

与普通旅游者有差异 ， 在文化身份 、 生活空间 、 看似环保的词汇 ， 但已经可以看出 这种宣传炒

价值判断等方面差异更为 明显 ： 生态旅游的旅作只是强化了天堂的旧神话和未受污染 自 然的

游主体应该是城市化生活程度较高 、 异化感较谎言 。 由此也可 以看出 ，

“

绿色话语
”

引领的生

重的群体 。 其对现实生活 的焦虑感与 日 俱增 ， 态旅游 ， 在丹恩教授看来 ， 其价值意义并不被

主体的生活空 间扁平化 。 以上特点直接决定 了认可 ， 或者说其消费意义要远远大于生态保护

生态旅游的旅游主体经济收人和旅游花费 比 一 的价值意义 。

般旅游者高 、 在旅游地的停留 时间较长 、 文化前述学者虽然对 ３Ｎ 的解读存在误区 ， 但引

程度比较高等特征 。 生态旅游者的 出 行 ， 不在起了 国内对于生态话语的相关维度与观念的思

于对 自然风景的眷恋 ， 也不是发现那些未受污考 。 本文对于 ３Ｎ术语的解读 目的在于运用术语

染的景观 ， 更不是单单地怀旧 与感伤 ， 而是通所依托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与其文本所产生的

过旅行 ， 发现 自 己 、 认知 自 己 、 了解 自 己 。语境 ， 将
“

绿色话语
”

置于批判与反思的时代

最后 ， 由于商业资本对于利益追求的原因 ， 背景下 。 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 ， 有助于彰显 ３Ｎ

生态旅游所营造的 ３Ｎ 氛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 术语的生态学价值 ， 从而使其更为有效地推动

种平庸的体验 。 正如丹恩教授在其文章的结尾生态旅游新业态的发展 。

提出 的观念 ： 由于认识到生态旅游的潜力和实

际需求 ， 旅游运营商们都力求最大限度地从这本文作 者 ： 亓 元是黑龙 江大 学研 究 生 院

个市场上扩大他们的利润源 。 通过一个被称为２０ １ ３ 级博士研究 生 ，
三 亚 学 院副教授 ，

“

绿色话语
”

的宣传语 ， 旅游运营商们 已经建立黑龙江大 学
一三亚学 院联合研究生 院硕

或创造了这样的
一

个需求 ， 同 时他们还对客户士生导师 ； 郜 宣是硕士 ，
三亚 学院酒 店

隐瞒了 自 己 的物质 目标 。 经 由这种多层次的语管理学院 院长助理 、 讲师

言 ， 旅游运营商们已经成功地吸引并把
一

个低责任编辑 ： 左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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