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行的異義

讀後心得

    旅行，被視為與自己對話的過程，也是探索世界的方式，然而

在經濟成面來看，旅遊背後代表了龐大的資本流動和經濟利益，更

是當今世界各國爭相競逐的發展重點。旅行的異義這本書，試圖拆

穿觀光產業美好的包裝，透過作者自身旅行多國經驗，揭開旅遊產

業黑幕。

柬埔寨的貧窮。

    多年前我曾踏上柬埔寨的土地，試圖探索這個舉世聞名吳哥王

朝建立的璀璨文明，然而遊覽當地，看到的是多數貧窮人民，以及

廢弛落後的國家規畫發展，多數人民依靠著吳哥窟相關觀光活動營

利維生，此書關於柬埔寨的章節點出貧窮國家對於觀光業的指望，

然而柬埔寨多數人並未享受光發展帶來的成果，甚至造就更多傷

害，回顧歷史發展:柬埔寨長年飽受外敵與內戰的戰火蹂躪，困於美

國、越共與赤柬三個對戰陣營之間，國家多次陷於覆滅邊緣。直到

冷戰末期，越南終於從柬埔寨完全撤軍，柬埔寨才慢慢走上和平之

路。數十年間的戰亂與恐怖時期，柬埔寨國家基本建設和發展條件

都遭受重創，百廢待舉。政府又缺乏人力、經濟資源、制度和能力

為柬國人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教育機會或基礎建設。柬埔寨發展受

限於政府提供的規管和扶持不足、不均，加上政府貪腐狀況嚴重。

人民期望旅遊業帶動柬國經濟成長，可惜多數人民未能受益於觀光

發展，本書作者提及，知名的世界遺產吳哥窟每年為柬埔寨吸引世

界各地無數遊客，觀光業為柬埔寨帶來豐厚的外匯收入。然而，這

對底層階級的實質幫助並不大，觀光地區周圍的貧窮與失業問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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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嚴重。作者

出這是因為柬埔寨觀光發展先從農民手中奪走土地，然後再變賣給

與官員關係密切的私人企業，這些企業再從度假村、飯店的投資中

獲取利益。因此受益者主要是統治階級，一般的柬埔寨人民則被排

除在獲利範圍之外。

    此外，由於觀光客人數毫無限制，加上附近飯店過度開發，都

威脅吳哥窟的存續維護，書中提到「就如同觀光業能讓一個國家脫

離貧窮，它也可能污染環境，降低窮人的生活水準，因為獲利都進

了連鎖飯店和貪腐地方菁英的口袋；此外還可能發生那些最不堪的

觀光負面現象，包括兒童被迫遭受性觀光剝削。」對於曾經到柬埔

寨旅遊的我更體會到其中點出的觀光亂象，如同當地人不滿且悲憤

的，土地被剝奪讓財團蓋了飯店，卻無法享受開發的成果。

    至於所謂公益旅行及兒童醫院參訪，柬埔寨這樣一個由善心人

士、志工仲介、旅行社、孤兒院所建立的公益旅行產業鍊，正是造

成當地孤兒數目迅速成長的重要原因，當時造訪柬埔寨就曾被各式

各樣的兒童醫院參訪行程所迷惑。俗諺說：「通往地獄的道路，是

由善意所鋪成」。往往我們自認善心所從事的行為，並不保證必然

獲得善果。像柬埔寨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與發展，還有人道危

機等等，都是重要的議題，這些議題需要我們認真嚴肅的面對，以

及發展各種長期的工作試圖改善與解決。對於各種方法，也需要更

謹慎小心的評估與使用。否則當參訪孤兒院兒童醫院當成觀光生

意，出賣的是當地兒童的權益與他們的未來。

中國崛起與觀光客的衝擊。

    中國的改革開放，企圖以觀光重返世界強權國家，對其本身或

世界各地旅客來說都是衝擊，書中提到「從經濟改革開放之初開

2



始，中國領導人便相信觀光業對其經濟發展至為關鍵，可扮演主要

的「外交」角色，以中國作為世界最偉大古文明之一的不凡成就吸

引外國觀光客，同時展現出令眾人讚嘆不已的現代化轉變。他們會

監督觀光業的近乎所有面向，以掌控外國遊客接收到的訊息。中國

政府很認真看待觀光產業向來自誇的說法─每個外國遊客都是潛在

的平民大使。鄧小平是讓中國對世界開放的最高領導人，沒有人比

他更能清楚展現這個走向。一九七八年末取得政權不久後，鄧小平

就針對觀光業的核心角色發表了五次談話。談話的題目訂得不是太

好：「觀光業應該成為全面性產業」，以及「透過觀光可達成許多

目標。」不過整體上傳達出的訊息十分清楚。觀光業對中國「門戶

開放」的新政策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如此一來才能重返世界，再

度成為受人欣賞與尊敬的強權。鄧小平認為觀光業的獲利可觀，甚

至設定看似遙不可及的目標，希望中國到新千禧年時可從外國觀光

客身上賺進一百億美元。結果中國在一九九六年就達到這個目標，

比預計時間提早四年。」作者在書中用大篇幅解析中國在全球觀光

產業的重要地位與其發展脈絡，北京奧運更是把中國的觀光業推向

高峰，然而作者從自身到中國旅遊經驗也點出中國境內因工業發展

而造成的環境汙染、文革時期對古蹟的破壞以及國家對人民的政治

掌控等，對觀光發展並無益處。

    近年來中國也以高消費能力為號召向世界各地輸出大量觀光人

潮，對岸的我們迎來中國觀光客多年，許多新聞報及社會輿論提及

以中國觀光客為主的觀光發展模式，或許會衍生問題。有人會擔憂

中資的參與，中國資金因為語言相通、金主相通，在觀光產業上可

以先藉由一些人帶路後，很快地把這些帶路人換成自己人，讓在地

的產業與人僅有極少的收益，不過實務上，中資尚無法進入台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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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跨海峽政商集團的觀光壟斷，卻無止盡上演，不過這是資本世

界的邏輯，國籍並非主因。但針對大量觀光客，或許應該從源頭關

注，我們是否需要如此大量中國籍觀光客進入，相對排擠到其他國

籍觀光客的問題。如果台灣要發展觀光產業又只鎖定單一國籍的客

人，那就是雞蛋放同一個籠子的概念，而且這個籠子還是一個專制

的籠子，要開要關都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透過這本書提供的視野

跟觀點，這都是我們可以思考的。

    中國觀光客的湧入是否會讓我們的生活、環境、土地資源受到

影響甚至剝奪？對文化又會造成何種衝擊？有許多學者呼籲觀光業

的發展，應該是注重品質而非數量。如何吸引欣賞我們文化脈絡與

景觀特點的旅客，是我們必須留住的目標族群。觀光的發展應該回

歸到保存既有文化資產與自然景觀上，做長遠且整體的經營。以中

國為借鏡，不是如同北京奧運之時興建大量沒有整體性的現代建

築，用破壞生態環境的建設來追求虛幻的發展數字，用光鮮亮麗的

建設硬體來取代人才養育。再者，我們發展觀光，試圖滿足各地觀

光客的需求，大量觀光客的導入皆造成當地文化、環境的衝擊，這

衝擊要由誰來承受？

    觀光產業鏈的組成是包含政府、產業、當地住民及遊客，如何

在觀光發展時平衡各方的需求且讓多數人一同享受發展的美好果

實，是我們必須審慎思考面對的課題。

台灣的旅遊產業。

    此書的作者最終將議題拉回他的故鄉美國，對於生長於台灣的

我們如何權衡觀光業帶來的利弊得失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政府強

調觀光的發展足以成為挽救景氣低迷的解藥，然而許多觀光發展的

背後夾雜複雜的政商關係及利益分贓，生態環境往往經常成為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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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犧牲品，例如台東美麗灣開發案就曾經引來許多爭議跟討

論，有部分人支持美麗灣渡假村興建並認為台東需要經濟發展，而

且美麗灣渡假村可鼓勵人口回流，促進在地工作及就業機會，並平

衡長期重西輕東的區域發展，改善當地居民生活。反對美麗灣渡假

村興建之意見主要則是認為台東經濟發展緩慢之主要原因是由於過

去掌權者的傲慢。這是觀光業發展背後牽扯文化政治複雜的關係，

美麗灣只是個案，有太多以觀光發展糖衣包裹的環境議題都需要我

們逐一探討拆解。

意義與異義。

    關於旅行，有人說旅行不只是看風景，而是不歇止地改變我們

對於生活的想法，深刻又長久；也有人提到「旅行可使人們變得謙

虛。因為人們在世時所立足的地方，不論是多麼渺小，也都能夠痛

切地去試著完全暸解」；世界之大值得我們去發掘探討，也試圖在

每趟旅途中學習避免陷入觀光發展的利益陷阱。「天朗氣清，惠風

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暢懷，足以極視聽

之娛

，若能回歸本質，用心檢視便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旅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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