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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导游员讲解中故意用停顿和"吊胃口"或"卖关子"来故弄

玄虚，以吸引游客，请看实例： 一位导游员在讲解虎丘塔的

建造年代时说： "虎丘塔究竟有多少年呢，几百年还是几千年

？说法一直不一致。这事直到50年代初才弄清楚。"导游员停

了下来，大家在想，是怎样搞清楚的呢？"有一次，建筑工人

在加固塔基的时候，他们在塔内一个窟窿里，发现了一个石

头箱子。"导游员停了下来，然后说："工人们把它搬出来，

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个木头小箱子，大概有这么大⋯⋯"导

游员比画着，"再把小木箱打开，里面有包东西，是用刺绣的

丝织品包着的，解开一看，是一包佛经，取出这包东西，只

见箱底写着年代，你们猜是什么年代？"游客纷纷猜测，过了

一会儿，导游员说："这年代是中国北宋建隆二年，也就是公

元961年。由此可见，虎丘塔距今正好是一千多年的历史，而

苏州的丝绸刺绣工艺至少也有上千年的历史。" 玄虚式的导游

讲解把本来不怎么吸引人的建塔年代说得有声有色，令人着

迷。 8.悬念法 悬念法，就是根据不同的导游内容，有意识地

创造连环套似的情境，先抑后扬地提出问题，以造成"欲知结

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使游客由被动地昕讲解变为

主动探寻，以激起欲知其究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例如： 在

导游定陵时，可分为门前、展室和地宫三大部分。在门前，

讲概况，未尾点出发掘年代，要想知道发掘过程吗？请到展

室来；在展室，主要讲述发掘过程，末尾点出地宫内所葬何



人，要想知道是怎样入葬的吗？请随同一起下地宫。这样整

个导游过程就环环相扣，引得游客非听非看不可。 9.类比法 

类比法，就是用游客熟悉的事物进行类比，帮助游客理解和

加深印象。由于地理的、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以及宗教

信仰的差异性，导游员要把每个游览点解释得使游客容易理

解，一听就明白，并不是易事。因此，导游人员有时必须借

助类比的手法。比如： 一批日本客人在参观乾陵壁画时，指

着侍女壁画对日本客人说："中国盛唐时期美女的特征和在日

本高松家古坟里发现的壁画非常相似。"到此的日本客人仔细

一看，发现的确如此，经过对比，从而对乾陵壁画有了具体

的了解。 在讲解西安半坡文化村时，如果导游员加上这么一

句话："半坡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和当今美国居住在‘保留

地’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性很相似。"这样讲解，美国客人就

会恍然大悟。又如： 在讲解北京故宫的建造时间时，对外国

游客，如果只说"它始建于明代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

。"他们并不会有多少印象，一下子也难以感到北京故宫历史

的悠久。如果采用类比式，对美国游客说："故宫在哥伦布发

现新大陆七十年之前就已建成。"对英国游客说："故宫的建

造时间是在莎士比亚诞生之前的一百四十年。"这样一比较，

他们就能更好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 10.引用法 引用

法，就是引用客人本国本土的谚语、俗语、但语、格言等进

行讲解。这不仅能增强讲解语言的生动性，而且能起到言简

意骸，以一当十的作用。 一位导游员带日本旅行团游览苏州

拙政园，当客人们走过石桥之后，就问他们是否忘记了过桥

的一道手续，游客们一时不知其解，于是导游员说：“贵国

不是有句叫做‘敲打一下石桥，证实其坚固后再走过去！’



的俗语吗？刚才各位虽然忘记了‘敲打’，虽然也平安地过

来了，这说明中国的石桥坚实，无须‘敲打’，就能平安地

走来。”这位导游员引用了日本的俗语，借题发挥，取得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又如另一位导游员接待一些德国客人时，

由于天气炎热，客人们的情绪低落，导游员便说了两句德国

俚语，“要是神仙来旅游的话，那么他也会笑的。”“口渴

比思乡更难受。”顿时，气氛活跃起来，有的客人又一连说

出了好几句俚语，炎热的天气给大家带来的倦意也消失了。

11.模糊法 模糊法，就是运用不确定的或不准确的语言进行导

游讲解的一种方法。例如： 桂林阳朔鉴山崖壁上有一个草书"

带"字形的石刻。一位导游员在讲解时说："那个‘带’字形

石刻像‘带’又不是‘带’，似一个字又不是一个字。这是

清代王元仁的手笔，他写的这字到底有什么含义呢？有人说

它包括一带山河，少年努力‘八个字，也有的说包括’一带

山河，举世无双，少年努力，万古流芳‘十六个字，还有的

说是由’一带山河甲天下，少年努力举世才‘十四个字组成

，其笔意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大家若有兴趣，可以仔

细琢磨一下。"导游员故意采用模糊法进行模棱两可的讲解，

让游客在观赏中进行选择性思考，以增添游兴。康德说过："

模糊观念要比明晰的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康德传》商务

印书馆）此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这位导游员只确切地讲一

种"带"的说法，其导游效果就平淡得多了。 当然，在运用模

糊法时，要掌握好模糊的程度，如果一昧地"模糊"下去，就

会收不到良好的导游效果。 12.变换法 变换法，就是将外国游

客难以理解的词或句子意译成或变换成他们所熟悉的易懂的

词或句子。例如："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如果直译



成日语，有的日本人不一定懂，若意译成日本民谚："三人凑

一块，可顶上文殊菩萨的智慧。"效果就好得多。再如， "This

is Dinling， the one of Zhu Yijun and his empresses， Xiaoduan

and Xiaojing （这是定陵，是朱翔钧和他的皇后孝端和孝靖的

寝陵。）英美客人很难一下理解这句话的实质意思，因为他

们不熟悉，若变换一种表达方式："This is the tomb of the

thirteenth emperor of Ming Dynasty where he was burried with his

two empresses."（这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的陵寝，他与他的两

个皇后葬在这里。）他们一听便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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