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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文化和旅游是形影

不离的“孪生兄弟”，是“灵魂”和“载体”的关系[1]。文

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者到访目的地的动机之一即

体验、品味、欣赏独特的目的地文化，文化使旅游具

有了更加深刻的人文内涵；旅游是文化保存和传播

的载体，文化具有无形性的特征，文化的保存和传

播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而旅游正是保存和传播文

化的一种有效载体。区域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优秀

的旅游人才，旅游人才的优秀之处并不完全在于其

娴熟的业务技能和厚实的理论涵养，更应具有对本

土地域文化的深刻了解和强烈热爱，只有这样旅游

人才才会在自己的服务工作中自觉地运用文化内

涵，将文化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山西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以人文类景观为主

体。人文类旅游景区的游客体验中，导游对地方文

化的认知和讲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在一

篇关于山西旅游感知形象的文章中发现，“导游”和
“讲解”都属于高频特征词统计结果里排名前 80 位

的高频词，从游记文本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游客对山

西文化的关注和对导游讲解的需求，如平遥古城的

游客在游记中写到“参观平遥古城的时候，建议请

一个当地正规的导游讲解员，因为平遥古城属于人

文类的景点，晋商文化底蕴深厚，没有人讲解是很

难看懂里边的内涵的”，五台山游客在游记中也表

示“五台山是全国唯一汉传、藏传佛教并存的名山。
因此来五台并非游山玩水，而是拜佛礼佛。如非佛

教徒，五台山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及特色古建筑也是

不可不看。但是要请个导游，不然根本看不懂。我们

没请导游就进去了，后悔了也没办法，只能蹭别人

的导游，如果安排三四天，慢慢溜达，跟着导游听听

讲解，才是最好的。”可见旅游者在旅游中对地方文

化有着非常高的需求，导游在传播景区的文化内涵

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在山西 5A 级

景区五台山的实地考察，结合游客的文化需求和导

游讲解现状探讨将山西地域文化纳入山西旅游人

才培养的必要性，并初步探讨将山西地域文化纳入

山西旅游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

一、地方旅游人才是弘扬地域文化的关键要素

从行业发展的需求层次来看，地方旅游人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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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文化与区域旅游业相互促进，关系密切。旅游人才是传播地域文化的关键要素，通过五台

山的调查发现,山西旅游人才文化底蕴不足和旅游者对地域文化的高需求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迫切需要

高校在山西旅游人才的培养中引入山西地域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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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负责开发规划和管理的旅游规划人才、行政

部门从业人才以及负责接待服务的旅游企业从业人

才等等。地域文化是地方人们在漫长生活岁月中创

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汇，地域文化类型丰

富、博大精深、是一个地域最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地域文化的弘扬需要不同类旅游人才的共同努力。

（一）地域文化的呈现需要旅游规划人才的精

心策划和设计

从旅游者的角度来看，旅游产品的核心是旅游

体验。为了给旅游者留下美好的旅游经历和体验，

目的地在规划的过程中都特别强调市场导向，强调

旅游产品的创新功能，但是这样的规划思想往往带

来目的地旅游产品的雷同，使旅游者到达任何一个

目的地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目的地要想

给旅游者留下独特、难忘、愉悦的旅游体验和经历，

就必须在目的地的规划中想方设法注入本土的地

域文化，尽可能地寻求可传达本土地域文化精髓的

视觉载体，通过各种文化元素载入目的地的旅游环

境中，而要做到这样独一无二的规划设计，需要旅

游规划人才对本土地域文化的精准把握和解读，这

样才能将本土地域文化以最有效的方式呈现给旅

游者，供旅游者体验和消费。
（二）地域文化的传播需要旅游企业从业人员

的精心编排

旅游规划人才精心策划和设计的文化元素大

部分都是隐含在旅游产品载体上的，这些文化要素

没有企业一线从业人员的精心编排很难被游客看

懂并消化吸收。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历史悠久，

文化荟萃，自古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2]。山西拥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从其分布和类型来看，既有以

佛教文化著称的忻州五台山和大同云冈石窟等知

名旅游资源，也有以晋商文化闻名海内外的晋中平

遥古城、乔家大院和王家大院等景区，还有洪洞大

槐树、长治地区的发鸠山等都蕴含了丰富的山西本

土文化。以历史建筑遗址为主体的旅游资源承载了

中国博大精深的建筑、壁画、雕刻等文化类型。所有

这些文化的传播都需要旅游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对

客服务中精心编排。旅游景区的从业人员可以在和

游客的互动中依据服务对象的不同，灵活选择文化

传播的内容和运用不同的文化传播艺术与手段，将

山西地域文化中最核心、最灿烂、最闪亮的部分传

递给服务对象，提高游客鉴赏山西地域文化的能

力，让游客在轻松、愉快、互动的氛围中学习山西地

域文化，增强对山西地域文化价值和观念的认同。

二、五台山景区的地接导游现状和游客文化诉求

为了了解山西旅游从业人才对本土地域文化

的认知和把握，笔者选择五台山景区进行了初步的

实地考察。五台山景区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

是佛教文化旅游圣地。在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中，

五台山是唯一一处兼有汉传和藏传佛教的宗教旅游

圣地，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成为中国

继江西庐山之后的第二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3]。五台

山作为宗教旅游胜地，其文化价值不仅在于其汉传

和藏传佛教文化，还有五台山的建筑文化及蕴含在

建筑中的三雕文化和壁画文化等。五台山博大精深

的佛教文化、建筑文化、三雕文化和壁画文化等要想

传播给旅游者，需要五台山地接导游的精心策划和

编排。因此实地考察中主要通过和五台山导游接触，

了解其对五台山地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及其对五台

山地域文化的把握，同时通过和游客接触了解游客

到访五台山的文化诉求及其对导游服务的满意度。
（一）五台山地接导游现状

据笔者实地考察，五台山景区现在运营有 48
家旅行社，29 家位于景区内，19 家位于景区外，每

个旅行社内都有导游数十名到六七十名不等，且大

量导游都是兼职的在校大学生。通过调查，发现五

台山地接导游具有以下特征：

1.大部分导游业务技能娴熟，文化底蕴不足

五台山旅行社在导游的招聘中特别强调和旅

行社利润密切相关的导游业务技能，平时培训中也

以业务技能的培训为重点，但是对五台山博大精深

的文化内涵并不重视。而大部分导游在前来五台山

工作之前对佛教文化并无信仰，对佛教文化的了解

也仅限于导游基础知识中的佛教通识文化知识的学

习，来到五台山景区工作又很少接受佛教文化的相

关培训，因此大部分导游对五台山景点的讲解都是

在仅有的一些导游词之上，道听途说其他导游员讲

解内容自行加工进行讲解，不会深究讲解内容的对

错，文化底蕴严重不足。工作中他们更在乎如何引导

游客烧香拜佛，赚取回扣，并不以传播五台山博大

精深的佛教文化、建筑文化和其他文化为己任。
2.导游人员队伍不稳定，学习意识不强

五台山作为佛教文化旅游圣地，一般游客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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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在五台山景区工作的导游

亦不能脱身，他们同样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希望从

善，然而工作的原因又迫使他们必须利用游客的敬

畏心理诱导游客花钱，善的向往和“恶”的行为会使

导游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虽然五台山景区的

导游收入颇丰，但是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留在五台

山，致使景区导游不能长期地继续学习五台山博大

精深的文化，无法产生文化认同，因此也就不能精

准地传播五台山的文化内涵。
可见五台山景区讲解导游存在仅关注五台山

旅游基础设施和导游技巧，对五台山文化渊源了解

不透彻、对五台山文化的综合性掌握不全面、对五

台山地方特色文化把握不准等问题，更谈不上对五

台山地方文化的认同。
（二）五台山游客文化诉求和满意度现状

1.游客文化需求程度高

常亚楠等在五台山游客的满意度调查中，发现

五台山“历史文化底蕴”和“建筑文化价值”两个因

子的期望值以 4.81 和 4.65 得分排在游客需求的第

一和第二位[3]，充分证明了五台山景区游客高程度

的文化诉求。在和五台山游客的聊天中也了解到，

五台山游客和其他景区游客相比差异显著的特征

之一即重游率高，重游率高的大部分游客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佛教信仰，本身对佛教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和研究，他们期望每次来五台山都可以有不一样的

文化体验，因此对导游的要求很高，期望导游的文

化底蕴深厚，能给他们带来新的文化体验。
2.游客类型多样，对导游讲解的需求千差万别

在实地考察中了解到，五台山游客的旅游诉求

千差万别：有单纯烧香拜佛的，五台山是中国四大

佛教名山之首，很多游客到五台山是为了求官、求
财、求学业；有避暑度假的，五台山气候清凉兼有五

顶，有游客仅受五台山自然气候因素吸引而来度

假；有参观游览的，五台山作为山西的 5A 级景区之

一，成为来山西旅游的外省游客的必游景点；还有

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为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所吸

引，来五台山是为研究活化的佛教历史、佛教文化

等。游客类型多种多样，对导游讲解的需求程度也

千差万别。
3.满意度低，对导游的需求程度降低

在问及游客对导游讲解工作的认可度时，部分

重游率稍高、对佛教文化有了解或者有点佛教信仰

的游客毫不讳言地说，导游讲解就是胡说八道，还

不如他们自己了解的多，很多讲解都是错的，讲解

毫无新意，让人乏味。而且导游很明显就是引导游

客花钱烧香拜佛，一旦游客不花钱就会出言不吉

利，威胁游客，严重的甚至出现甩单现象，素质低，

和五台山佛教文化圣地的形象极不相符。
导游人员文化底蕴不足和游客文化需求程度

高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导游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

文化底蕴和知识储备，更精准地把握五台山地域文

化，热爱山西，热爱五台山，自己首先认同五台山地

域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才能更好地传播五台山博大

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样既可以缓解导游员的心理压

力，让其为自己传播了五台山丰厚的文化而自豪，

又能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文化体验需求。可见，加强

五台山旅游人才的文化底蕴和地域文化知识储备

迫在眉睫。这就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在旅游人才培养

中重视地域文化知识的传输和引导，使旅游专业的

学生在校就能很好地把握地域文化知识，毕业后为

山西旅游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将山西地域文化引入山西旅游人才培养的

路径选择

（一）将山西地域文化纳入山西旅游人才的培

养方案中

山西地域文化在山西旅游人才培养中的引入

途径应该是多渠道、多途径的，需要各种各样、千变

万化的导入形式，但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应该

是引入山西旅游人才的培养方案中。目前山西开设

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院校共十所，受教指委《旅游

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约，各院校都普遍

开设了教指委要求开设的通识课程、基础课程和专

业课程，片面强调管理类和经济类课程的重要性，

对山西本土地域文化重视不够。因此山西旅游人才

培养方案要从培养目标、课程设计、实践教学环节

和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等多方面体现对山西地域

文化教育的要求和导向性。
如山西高校导游人才的培养应该首先服务于

山西龙头景区景点的讲解需要，第一步即是服务于

5A 级景区讲解的需要，所以基于山西地域文化的

山西导游人才培养目标应该以适应山西 5A 级景区

发展人才需求为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既

掌握旅游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又具备丰厚

的山西旅游资源文化知识，能够在山西各旅游景区

从事导游讲解和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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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实训基地建设以山西重点旅游景区景点为主体，

引导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加强对山西地域文化的调

查分析，拓宽视野，提高文化品味，扩大头脑中山西

地域文化知识储备，提高对山西地域文化知识的认

同，这样才能达到“学以致用、灵活运用”的目标。以

五台山景区需求为对象，在旅游人才的培养中，需

要将五台山景区蕴含的佛教历史、佛教文化、佛教

建筑文化、佛教造像文化和佛教音乐文化等纳入导

游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将山西地域文化引入到旅游专业课程设

置中

山西省大多数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

开设目前还是偏专业理论，轻人文基础。如管理学、
经济学、会计学、营销学等课程开设偏多，且课程内

容分散，重复内容多，内涵把握不够。这种教育模式

培养出的旅游专业人才必然缺乏文化底蕴，不能完

美地传达旅游的文化灵魂。因此将山西地域文化引

入山西旅游人才培养需有相配套的、合理的课程设

置体现在正常的教学工作中，如开发《山西本土文

化教程》、《山西名胜古迹及其文化内涵》、《山西饮

食文化》、《山西地理民俗》、《山西风物特产》等教

材，将这些课程作为山西本土旅游人才培养的核心

必修课程，合理培养和引导学生。通过教材引导，增

强学生热爱家乡的意识，为今后从事旅游工作奠定

丰厚的文化基础。
山西旅游人才的培养不可能细化为山西各旅

游景区培养人才，但是针对五台山景区的导游人才

需求，地方院校可以在引导学生兴趣的基础上，在

导游模块的课程设置中增加与五台山佛教文化相

关的专业选修课，如首先利用现有的书籍将《五台

山》、《五台山旅游揽胜》等作为学生必读书目要求

学生阅读，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将与五台山有关的研

究文献进行梳理，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中为五台山

博大精深的文化所触动，自觉地积累相关知识。
（三）将山西地域文化引入到学生的各类课堂

学习中

博大精深的山西地域文化知识需要结合地方

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引入到各种类型的课堂上。首先

旅游专业课程老师需要将山西地域文化渗透在常

规的课堂教学中，随时将山西地域文化拿来点缀课

堂，让山西的地理、经济、政治和历史等文化充分融

入旅游专业的课堂教学中；其次，充分利用大学的

第二课堂，将山西地域文化知识引入各种竞赛、主

体活动和校园文化节中；再次，邀请精通山西地域

文化知识的知名人士或本院校研究山西地域文化

的历史专业老师给学生做专题讲座，讲座嘉宾对山

西地域文化知识内涵和精华的诠释将激发学生的

文化知识学习兴趣。
针对五台山景区导游人才的培养需求，我们可

以在现有的许多活动中穿插五台山文化引入，如学

校每年的导游讲解大赛专门指定五台山为讲解对

象；传统文化知识竞赛中设置专门的佛教文化知识

竞赛，通过知识竞赛活动帮助学生掌握五台山文化

知识；定期邀请五台山佛教协会的研究人员到学校

做各种专题讲座，激发学生自主探索学习相关文化

知识。
（四）将山西地域文化引入到学生实践活动中

实践教学是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

节，并在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占有一定的比

重。将山西地域文化知识引入到学生实践活动中，

可以让学生在运用中真切地感受到山西博大精深

的地域文化知识及其重要作用。如通过安排社会实

践或实习，选择山西的 5A 级景区为定点实习基地，

让学生通过参加顶岗实习，担当景点讲解员和导游

员，检验其所学理论知识是否能够指导实践，并在

第一现场感受本土地域文化知识的价值。

四、结语

综上可见，将本土地域文化引入本土旅游人才

的培养中，既促进了本土地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

又有益于促进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和旅游形象

的塑造。解决了地方地域文化与旅游专业课堂教

学相融合的问题，实现了教育教学与社会经济发展

的相对接，有利于高等教育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所需的专业化人才、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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