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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研究如何在旅游活动中使用语言的专著，包括使用哪种语言（如本族语或外

来语）进行交流、如何使用这些语言宣传旅游景点和吸引游客、以及怎样通过语言树立良好

的旅游目的地形象等问题。之所以将这些看似普通的问题上升到科学研究的高度进行深入探

讨，并非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就像传说中把老妇卖鸡蛋说成是“老妪将鸡卵兑换成货币的活

动”那样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相反，对旅游活动中的语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源于我们对实

际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旅游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现象，很多读者也都有过旅游的经历。然而，

当我们被一则词不达意的翻译弄得莫名奇妙的时候，当我们由于听不懂旅游目的地的语言或

方言而无法交流或造成误解的时候，当我们被导游的某个笑话或段子搞得非常尴尬的时候，

当我们在网上得不到任何想要得到的旅游信息而非常失望的时候，还有，当我们被旅游宣传

忽悠得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会切身的感到语言在旅游中是多么的重要。可以说，参与旅游

活动的各方面人员正确地、准确地、得体地选择使用语言（包括方言和外语）不仅关系到意

义的表达，而且关系到人际关系的建立、行为的实施以及整个旅游活动的顺利与成功。 

当然，研究旅游活动中的语言问题也是我们从语言角度对旅游活动进行的理论思考的

结果。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概念，旅游一般指人们为了休闲或消遣从一个地方短时间移居

到另一个地方的活动。这样的一个关于旅游的定义显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人的空间

位置的移动，2）旅游的动机，如商务、教育、健康、宗教等出游目的，3）一定的交通基础

设施、住宿、营销系统以及景区服务的支持。然而，不论旅游是人们经历的一种活动，还是

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概念，旅游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的使用问题。人们在旅游过程中都要使用

语言，如阅读旅游手册、听导游解说、与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交谈等等。而且，随着旅游空间

的扩展，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听到和读到的语言也不止一种，例如，中国游客到国外旅游或者

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都会形成一种多种语言交流的局面。旅游与语言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奠

定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旅游的必要性。或者说，旅游活动中语言使用的问题理所当然应该是旅

游研究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 

尽管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确定研究旅游活动中的语言问题是必要且重要的，进

行这样的研究也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

借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多个学科的研究课题。可以确切的说，研究

旅游活动中的语言问题至少要涉及两个方面：1）语言本身的问题，2)语言以外的其他问题。

就语言本身的问题而言，研究旅游活动中的语言要关注词汇、方言、甚至外语的使用问题。

例如，对来天津旅游的福建游客来说，讲解天津的名胜古迹是使用天津方言呢还是使用闽南



话，抑或使用普通话？就语言之外的其他问题而言，所涉及的问题就复杂多了。例如，谁在

使用语言，是游客还是旅游组织者，抑或是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换言之，研究旅游活动中的

语言使用问题也像研究社会生活中其他领域中语言的使用问题一样，至少要涉及语言的使用

者，因而也要涉及这些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语言使用者与

所使用语言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鉴于此，我们在研究中引入“话语”的概念，强调我们对旅游中语言使用问题的研究

不仅局限在语言使用本身，如不集中在语音、词汇、方言等方面，也不侧重外语使用中的不

规范现象，而是拓展到与语言使用相关的社会问题方面，如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以及彼

此之间的关系等等，涉及这些问题对语言使用的制约和对语言使用后果的影响等方面。在更

广的意义上，我们的研究还要涉及旅游中的语言使用对旅游景点的构建问题以及对旅游业发

展的推动问题。 

需要指出，尽管本书中交替使用“语言”和“话语”两个术语，只有从超出语言结构

本身的视角考察旅游中的语言使用问题时我们才采用“话语”这个术语，这也是本书致力于

从话语的角度研究旅游中语言使用的出发点。我们认为，语言与旅游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往

往体现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旅游活动中离不开语言的使用，因而研究旅游不可

避免的要研究旅游中的语言使用问题；另一方面，旅游中使用的语言（如旅游地的方言、外

语或游客的本族语）可以帮助构建旅游活动中游客身份、服务质量以及旅游资源，进而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因而研究这些语言在旅游活动中的作用对发展旅游业有着一定的意义。本书

中对语言与旅游的关系研究从这两方面入手，但更多地侧重研究后者，即语言使用对旅游业

发展的推动作用问题，或者说，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旅游资源如何通过多语建构来推动旅游业

发展的问题。这实际上已超越了对旅游中语言使用本身的语言学研究，甚至超越了对全球化

旅游中多种语言相互交融的翻译学研究。基于此，本书取名为“旅游话语研究”，一方面表

明侧重研究“旅游话语”而不是“旅游语言”，另一方面强调从“话语研究”的视角来探讨

旅游活动中具体的语言使用问题。 

采用一种话语研究的视角研究话语与旅游的关系问题，即是运用话语研究的成果并以

话语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行旅游研究，包括研究如何通过旅游资源的话语建构推动旅游业发

展的问题。采取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不仅由于话语研究的理论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指导，

也因为话语研究的实践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参考。我们认为，旅游是一个经济系统，也是

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因此不可避免地应成为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在这种跨学科研

究的视角下，旅游研究不仅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统计学、管理学等一系



列被公认的与旅游密切关系的学科，而且也应涉及与普通语言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话语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旅游研究的跨学科性奠定了从话语研究的视角研究旅游问题的必要性。 

基于此，本书对旅游的研究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两部分。在理论篇的三章里，我们在第

1 章讨论旅游研究的现状和第 2 章讨论话语研究的成果基础上，在第 3 章提出一个基于话语

的旅游研究模式，用以指导旅游话语的实践研究。在实践篇的四章里，我们从基于话语的旅

游研究模式出发，在话语与旅游网站、话语与旅游服务、话语与旅游景点以及话语与旅游营

销等方面进行实践研究，探讨从话语的角度进行旅游研究的方法。下面我们简要说明各章的

内容要点。 

第 1 章讨论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现状，梳理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目前旅游研究领域

所关注的对旅游资源、旅游开发、旅游方式、旅游市场、旅游管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从

旅游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两个方面归纳出我国旅游研究的一些特征，如在研究方法方面我国旅

游研究以运用描述性方法和概念性方法为主，在研究内容方面我国旅游研究十分关注经济和

管理等领域中的具体的、表层的现象问题，等等。第 1 章的讨论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看

到目前我国的旅游研究还没有从话语的角度进行，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从话语的角度进行旅游

研究存在着广阔空间。 

第 2 章介绍话语研究的关键概念和可以借鉴的成果。首先，通过讨论话语与语言、篇章

以及言语等概念在话语研究中的区别，指出话语与旅游研究相关的两个特征，即话语的实践

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之后，讨论话语研究的一些方法，包括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话语分析方

法和在欧洲盛行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第 2 章提出一些话语研究应用于

旅游研究的结合面，如话语参与旅游活动、再现旅游经历以及建构旅游景点和旅游参与者之

间的关系，等等。同时提出话语研究与旅游研究相结合要注重运用的话语研究方法，如通过

对旅游话语进行语言学分析，发现一些语言模式和体裁结构等话语策略，并运用这些话语策

略建构旅游景点、提升旅游资源的价值、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第 3 章提出基于话语的旅游研究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用以指导实践篇中对旅游

实际问题的研究。首先将基于话语的旅游研究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讨论其理论视角问

题，强调话语所具有的建构功能在从话语视角进行旅游研究中的主导作用；之后讨论从话语

视角进行旅游研究需要涉及的方法和内容等问题。简言之，基于话语的旅游研究，其内容包

括话语建构旅游产业及游客经历以及旅游话语（如有关游客及旅游地的话语）如何随着旅游

业的发展而产生并发展变化的问题，其方法主要是基于语言学的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旅游

话语的语言学分析探索话语对旅游活动的建构和对旅游事业的推动。 



第 4 章从话语的角度讨论旅游网站的建构问题。旅游与互联网已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紧

密联系，一方面，网络技术的普及向旅游业提出了利用旅游网站发展旅游业的问题，另一方

面，旅游网站的话语建构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努力空间。这一章从实际调查出发，通过虚拟

旅游网站与游客的互动讨论旅游网站为游客服务的问题，并结合对具体网站的分析从旅游服

务网站的标志、网站的多模式设计、以及不同话语间的互动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旅游

网站的话语建构策略。 

第 5 章讨论话语在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主要集中在宾馆酒店和导游的

旅游服务上，而且以宣传册和导游词体现的旅游服务为分析研究对象。就宾馆酒店的宣传册

而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目前宣传册中存在的诸如外语语种少和词不达意等问题，

并提出宾馆酒店宣传册的话语设计策略。就导游服务而言，通过对典型导游词的文本分析，

提出一些可操作的话语策略，指出导游员在介绍旅游景点时通过使用合适的动词和代词能够

增强解说效果，还可通过灵活编排叙事结构增强与游客的谐和关系。 

第 6 章讨论话语建构旅游景点的问题，包括不同语种的旅游话语和不同地位的旅游话语

对旅游景点形象的建构。景点与话语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不仅体现在景点因话语而富有意

义，更体现在景点因具有意义才为游客所向往。以此命题为出发点，我们首先通过分析各种

景点的宣传册，总结出汉语景点宣传册的特点，并且对英语景点宣传册在话语建构方面的不

足提出改进建议。之后，通过对盘山景点的官方介绍和游客博文两篇旅游话语进行语言学分

析，归纳出景点话语建构的策略，如指示语策略、互文性策略、及物性策略、行为施动者策

略、情态策略和标记性主位策略，等等。 

第 7 章讨论话语在旅游营销中的作用，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通过讨论旅游资源的

话语特征，说明旅游资源的话语建构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语言旅游环境，这对提升旅游资源

的价值具有重要作用。之后，通过讨论旅游市场的话语属性，说明话语在以游客为中心的旅

游市场中变顾客为游客的潜力。最后，通过对刊登在报纸等媒体上营销旅游产品和宣传酒店

服务的具体旅游广告进行文本分析，包括多模式话语分析和互文性分析，提出一些可操作的、

对无形的旅游服务进行有形包装的话语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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