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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伟军导游，一个需要用才情丈量远方的职业

行业声音行业声音

宋韵文化里的神秘西湖之旅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面对诸多无奈，浙江省中国旅行社从事入境接待的从业

人员不停地尝试新的经营生存可能。结合原来入境地接的资源优势，通过挖掘当地

文化的内涵，让枯燥碎片的知识，变得有体系、有温度，让艺术和历史可亲近可体

验。于是，文旅主题一日游产品——寻城记就诞生了。

文旅融合和发展十分艰难。旅行社的收客渠道，只有从朋友圈、专业销售、领队

导游、旅行社同业、研学服务机构、文博系统、图书馆、酒店集团、民宿、演艺服务机构

开始推广产品。但是收效甚微，勉强能维持每个月成2个团已属不易。项目很难维

持盈利或部门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省中国旅行社坚持与政府和党政国企合

作，配合政府和企业机构做好文旅定制服务。每个月都要安排多场的南宋文化主题

之旅。目前已经有北宫德寿、行在临安、凤山怀古等6条南宋主题线路，我们不仅要

为此行为点赞。

文旅观察·专家评

虎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因为舞蹈《只

此青绿》，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画笔下的

《千里江山图》再度出圈。这幅传世名画

比我们熟悉的《清明上河图》还要长一倍

多，山河辽阔、层峦叠翠，让人惊艳。

杭州之美，美在西湖。南宋临安都

城，也有一幅描绘当时西湖全景的超长

写真画卷，画幅更大，长约 16米，几乎是

《清明上河图》的三倍。这幅古画就是

《西湖繁胜全景图》，现藏于美国收藏中

国古画最多的弗利尔美术馆。很长一段

时间里，杭州人不知晓这幅画的存在。

2022年 1月，由陈珲撰写的《南宋西

湖全景考——<西湖繁胜全景图>解读》

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

包含一幅近12米长及加标注的彩印长卷

《南宋西湖繁胜全景图》折叠本和63万字

的考据书。长卷是西湖最鼎盛时期的画

面，折叠本印制得美轮美奂，清晰入

微。在看到这幅画卷之前，没人能想到

南宋西湖会如此美丽繁华，胜景叠出。

如今，这幅唯一幸存的南宋西湖写真画

卷的考证认定，让杭州寻回了西湖早已

失落的一段最重要时光面貌，真是珍贵

无比。

“寻城记”文旅项目自 2020年创立，

一直提倡“人文、艺术、行走”相结合的生

活方式，经过 1年多的积累，已经形成文

化游学、展览讲解、私人定制、企业文化

顾问、文创体验等多元立体的文旅项

目。为大家提供更专业的文化产品服

务，做好文化的桥梁。让枯燥碎片的知

识有体系、有温度，让艺术和历史可亲近

可体验，让文化的力量走进生活。

寻城记每一次从0到1的背后，从规

划、设计、踩线，到文案呈现、内容制作、

学习资料整理，再到解说专家的实景走

读领讲…都凝结了中旅“寻城记”工作人

员不忘初心、坚持认真务实的文化传播

精神。2022年，寻城记在一直在寻找宋

韵文化文旅融合的切入点。当看到《南

宋西湖全景考》时，我们兴奋了，一个新

的宋韵标识，一个曾经神秘的南宋西

湖，全展现在大家的眼前。随即南宋西

湖探秘之旅研发进入了寻城记的重点

项目。我们和陈珲女士开始了 2个多月

的交流与探讨。从交流中得知：考虑到

书是由“画卷”展开的，所以她特选择以

“导游画卷”的引人入胜方式解读，力求

以明白畅晓的语言深入浅出，让人追古

抚今地在形象具体的古景中”目游”，细

细观赏，慢慢品味，深深浅浅留意，多多

少少领略，感怀早已失落的昔日光景；如

若兴趣浓厚，欲刨根问底，更可向文中再

作求索……那么，寻城记如何将书与画

完美的呈现以文旅方式展现给客人，我

们研发人员仔仔细细地将书籍，在作者

的指导下，认真研读作品，边读边寻找亮

点，读完一章节，约上陈珲女士西湖实景

处再走一走，由此反复多次。

寻城记首席文史专家仲向平先生也

加入了针对这本书和画的文旅研发。他

认为这不仅是第一部对南宋《西湖繁胜

全景图》进行标注并全面研究考述的开

山之作，也是历史上第一部对南宋西湖

进行系统考证全面介绍的专著。因南宋

亡后，南宋繁胜的西湖也随之消亡了，记

忆也慢慢消失了，故宋后从未有书能对

南宋西湖全面介绍过，这次，是得益于这

幅将南宋西湖重现的写真长卷！书，虽

为一幅画而写，却意在挖掘出真实的南

宋西湖全景，画文交融，将优雅美丽的”

南宋西湖全景”图文并茂地展现出来，以

让杭州曾经有过的美轮美奂人间天堂，

再回眼前，重放光彩。有了仲先生的指

导，我们的南宋西湖探秘之旅更加有趣

生动，做到了有温度的传播。

在书籍作者和文史专家的指导下，

寻城记经过2个多月策划、历史遗迹的踩

点、线路编排、讲解词的梳理、导游服务

的规划等。3月中旬成功打造宋韵主题

线路。把 800年前的古画中精工细画的

每一处场景透彻解析，还原出一幅南宋

临安城繁华熙攘的西湖游画卷，破解多

处千古谜团之人物事件和场景，主题包

括“钱塘门外”、“十三间楼”、“栖霞岭

下”、“苏公堤上”、“南屏望祭”、“聚景御

园”等。

3月16日和19日，寻城记“南宋西湖

探秘系列”陈珲与仲向平两位专家千年

西湖对话沙龙，以及“南宋西湖之钱塘门

外”走读，参加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

（杭州方志馆）的“典籍中的杭州，史志中

的宋韵”活动，获得了来宾和客人的好

评。此次沙龙对话和南宋西湖走读活动

将由专家结合画书向市民揭秘 800年前

的西湖全景，带领大家行走于西湖山水

之间，探秘南宋西湖的繁胜风貌，沉浸式

体验和近距离互动交流，让神秘的南宋

西湖变得可亲可感。

专家评专家评 ◎ 徐 辉（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副教授）

提起“导游”这一职业，在进入新世

纪以来的 20多年中，其社会美誉度可谓

一再下降。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

的一点，就是随着大众化旅游时代的来

临，旅游市场的低价竞争，最终让执行旅

行社产品落地业务的导游，成为了与旅

游消费者起争端最为聚焦的一个节点。

当导游变成代购，工作重点已然改变；而

当导游变成导购，冲突终将无法避免。

不过，冲突毕竟都是暂时现象，代购

和导购既不是导游工作的全部，也并非

是导游职业的本质和初心。导游职业从

他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在旅途中用

学识服务旅行者，以赚取一定的报酬，这

是一个用才情去丈量着远方的职业。

导游职业在国外的起始
导游职业到底出现于何时何地？目

前常见的说法是：上个世纪的英国。英

国人托马斯·库克，被称为是“近代旅游

业之父”。他既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旅

行社，也组织了第一个团队旅游业务。

1846年，托马斯·库克为一个前往苏格兰

旅行的团队，配备了专门的向导，这被认

为是导游职业诞生的标志。

将托马斯库·库克首次“为旅行团配

备向导”当作导游职业诞生的标志，主要

是这一行为中蕴含着的“旅行社、旅行

团、商业性向导、知识传播”等因素，已经

与今天旅游企业操作团队旅游的模式几

乎一样。但是，如果撇开“旅游社”这一

成分，只用“旅行团、商业性向导、知识传

播”这几个因素作为判断依据的话，导游

职业在西方的出现，至少还可以再前推

三四百年。

据史料的记载，早在 15 世纪，在英

国的上流社会就有了一种共识：他们认

为，在孩子20岁前后，就应该前往欧洲大

陆游学两三年，学习语言、舞技、剑术、骑

术等多种功课，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增进

人生阅历。17 世纪 30 年代，英国著名

诗人弥尔顿和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就

游览过意大利，其中霍布斯就曾做过贵

族家庭教师，并以贵族导师的身份伴游

过欧洲大陆。如果用今天的行业术语

来定义，霍布斯就是典型的小包团定制

导游。

1670年，一位叫理查德·拉塞尔斯的

天主教神父，创作了一本旅行指南书

——《意大利游记》，这是一本欧洲文化

史和旅行史上的重要著作。根据拉塞尔

斯在《意大利游记》中的记载，他出生于

英格兰约克郡，在法国接受教育，之后就

长期在欧洲大陆各国游历，进行过3次长

期旅行，6次游览法国，5次探访意大利，

分别到过荷兰和德国各一次。在这些出

游当中，他大多数的身份就是英国贵族

游历欧洲大陆的伴游向导。因此在后世

基本认为，17世纪的欧洲已经进入“大旅

行（Grand Tour）”时代，“旅行指南书的

流行、导游行业的产生和旅游业的发展”

这三大要素一起，构成了一条成熟完备

的欧陆旅行服务链。

导游职业在国内的出现
1927 年 6 月，上海商业储备银行总

经理陈光甫先生，将其原先隶属于银行

管辖的旅游部独立出来，成立了中国旅

行社。于此同时，也就诞生了我国第一

批导游人员。于是学界认为，导游职业

在我国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然

而，翻阅典籍却能发现，早在宋代，“导

游”这一职业就已出了。

在知名宋史研究者吴钩所著的《宋》

一文中提到：宋人热爱旅游，南宋临安常

是“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因为旅游业的

兴盛，在临安就出现了一群靠导游为业

的市民，当时叫作“闲人”。他们“能文、

知书、写字、善音乐”，专精陪侍涉富豪子

弟郎君、游宴执役，“乞觅赡家财”，也即

替富豪子弟打探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

此赚取养家的费用，这就很像今天的导

游职业。他们在当时不但可以自由执

业，也可以挂靠在一种名叫“四司六局”

的官方服务机构，以便在盛大宴会之后，

为宴会人员提供延伸性的导游服务。这

些临安的“闲人”与15世纪出现在欧洲的

贵族伴游可谓异曲同工，二者皆是陪伴

者需“有所擅”，被陪伴者身居上流社会，

且有着高品质出游的要求。

对未来导游工作的设想
探寻国内外导游职业的萌发历程，

既在于为这个职业正本清源，也在于启

迪导游职业在未来的发展。综合上述

分析，可以发现东西方导游职业的最初

功能，是“用专业知识引导游客”以实现

实践教育，“以独特才情娱乐游客”以提

供休闲服务。这启示我们，该认真思考

究竟何为导游工作的初心？是业走心

的服务？还是讲好旅游故事？设想，在

大众旅游的当下，导游服务能否再次进

行细分。一方面，提升导游服务的品

质，将导游服务发展成基础型和“高定

型”的旅游消费品，以形成迎合“简单服

务、廉价消费”的低端旅游服务市场和

“高端服务、高额酬劳”的高端导游需求

市场。

◎ 谢喜（浙江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文旅总部“寻城记项目”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