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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青海地处世界屋脊的东北端，是三江源所在省，生态地位

重要，生态资源丰富，有利于青海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如何更

好地把青海生态旅游推向国际，使青海旅游更好地融入到“一带

一路”战略中，促进青海经济的发展，同时达到青海生态保护和

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话题。语言是沟

通的桥梁，其实旅游实际上一种感受，包括言语交际的过程，故

如何从语言学层面来推动青海旅游更好地深入“一带一路”战略

更值得青海社会各层关注。

1  青海生态旅游研究述评

随着青海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对青海生态旅游的研究也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近十年青海生态旅游研究主要关注于生态旅游

内涵的阐释、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对策、经济学角度的生态旅游，

特色景区的生态旅游发展问题思考、生态旅游与精准扶贫的相关

问题、生态旅游资源评价和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生态旅游形象定位

研究以及相关城市生态旅游对比研究等方面。这些研究都涉及了

生态旅游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但从语言学角度分析青海生态旅

游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从语言学角度研究青海生态旅游将会拓

宽青海生态旅游研究的新思路，同时也拓宽了语言学的跨学科、

跨领域研究，希望有助于青海生态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推进青

海生态旅游更好地融入青海“一带一路”战略。

2  旅游语言研究述评

语言学的研究是多领域、多学科的，近年来从语言学角度

研究旅游话题的文章也是层出不穷，涉及认知语言学角度的旅游

语篇翻译，生态语言学角度的旅游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角度的

旅游产品的英语宣传及旅游语言景观构建，功能语言学角度下的

旅游外宣材料和景点翻译研究等方面，这些研究对旅游话语研究

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但系统研究生态旅游的文章还不多见，

研究青海生态旅游的更是少之又少。

3  青海生态旅游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现状

青海省正在打造生态旅游大省、生态旅游强省。2019 年 8

月青海召开了首届国家公园论坛，系统介绍了青海生态文明建设

的新成果，也对青海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新规划和新定位。

青海将进一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品牌，助力青海融入“一带一路”

战略。2019年青海举办了藏毯展会和国际生态产业博览会，期间

举办了“一带一路”(青海)国际生态产业发展论坛，国内外专家就

青海生态现状探讨了青海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与不足。总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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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利用自然优势和区位优势发展生态旅游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青海生态旅游存

在景区管理模式单一、陈旧、落后、外部竞争力下降，内部开放

力不足、人才储备量短缺、同类地区竞争疲软，可持续发展不强

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青海生态旅游实力，更好地融入“一带

一路”值得青海深思，马耀峰（2015）在青海日报发表了题为青

海旅游要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文章，强调提高可进

入性，打造主体吸引物、选用远交近攻战略、深化PPP模式，成

立旅游发展机构等畅通青海旅游发展的渠道[1]。张锦良（2016）

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青海丝路旅游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这

些前期研究为青海生态旅游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奠定了基

础[ 2 ]。

4  青海生态旅游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语言学思考

4.1青海生态旅游的社会语言学思考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社会便是人类用语言和文化交流

的一个整体，各种社会活动也是语言文化交际的产物。生态旅游

作为一种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旅游方式是人类与自然的对话。

Dann(1996)是最早利用社会语言学理论研究旅游话语的研究者，

他认为旅游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交际类型，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种语

言，是基于语境、语篇的语言运用[3]。旅游景观研究对于促进旅

游业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尚国文（2018）从宏观社会语言

学的角度对旅游语言景观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旅游语言景观的信

息功能和象征功能，探讨了旅游语言景观的四个研究维度，并提

出了旅游语言景观的构建策略，对旅游语言景观研究者和相关规

划部门提供了参考[4]。青海省旅游景观蕴藏丰富，尤其是生态

旅游景观，如何把这些原生态的旅游景观与旅游语言景观创建，

透过语言景观来提升原生态自然景观的吸引力，根据尚国文

（2018）的观点，作者建议青海生态旅游应构建多语体系，即突出

地方语言特色与普通话、英语等其他语言的结合，在设计一些公

示牌时考虑旅游语言景观的指示功能、行为调节功能、互动功能

和认知功能，在青海应更加注重生态旅游语言景观的行为调节作

用，告知游客参与到青海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增强游客的生态保

护自觉意识，提升游客的原生态旅游感受。具体来说，在藏族、土

族、回族、撒拉族、蒙古族等民族聚居地，可以把当地的一些关

于生态保护的俗语、谚语等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放到公示牌或者旅

游宣传册和景点指南中，第一时间从视觉上给游客以反应冲击，

种下意识的种子。青海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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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宝地，充分挖掘自然和人文环境下的语言文化内涵有助于游客

更好地了解与融入青海原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旅游品质。在青海

发展生态旅游，深化提炼青海的生态文化，挖掘青海生态语言的

内涵有助于青海生态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4.2青海生态旅游的心理语言学思考

旅游是一种心理过程的体验，如何更好的吸引游客，我们应

着力于去揣摩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心理。张晓虹（2007）探

讨了语言在提供旅游优质服务中的贡献问题，重点强调了有声语

言和肢体语言在旅游服务中的作用，为我们研究旅游语言提供了

参考[5 ]。在青海发展生态旅游，打造青海生态旅游国际品牌，

我们应了解国内外游客的生态旅游心理过程、抓住主要聚焦点，

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用恰当的语言结合特色的旅游资源来与他

们进行高品质的对话，有助于旅游目的的实现。如：青海撒拉

族地区可以借助其民族特色的哭嫁歌等多种途径来衬托当地的原

生态特色。

4.3功能语言学角度的青海生态旅游思考

也有研究者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研究旅游语言，研究发现语

言在旅游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可以塑造旅游语篇，打造

旅游形象，使旅游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化的文化产业。青

海发展生态旅游应重视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提高生态旅游参与者

的生态保护意识，故在旅游宣传话语中应强调生态的重要性，用

语言来激发大众保护青海生态的意识，塑造青海良好的生态形象。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研究旅游话语的多注重旅游景点的翻

译研究，杨林秀（2013）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了山西省部分

旅游景点的翻译情况，唐小爱（2015）把系统功能语言学运用到

旅游景点的翻译中，重点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功能在旅

游景点翻译中的作用[6][7]景点及宣传材料翻译对景区的对外吸引力

提升至关重要，青海正在打造国际生态旅游名省，因此需进一步

加强旅游外宣文本的翻译进程，提升青海生态旅游外宣材料的质

量，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争取做到

符合目标读者的文化审美情趣。其次应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高质

量的外语培训，据调查显示，青海在“一带一路”进程中急

需各类外语人才，对于生态旅游更需要具备旅游知识和生态学知

识以及较高外语水平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是推动青海生态旅

游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筹码。

4.4青海生态旅游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服务思考

语言规划和语言服务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作用不可或

缺。旅游业有旅游语言规划和旅游语言服务规范。如何更好地推

进青海生态旅游融入“一带一路”战略，青海省应加强语言规

划和语言服务。建议青海省高校规划外语类学科发展，增设相

关语种，尤其是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非通用语种，转变

现有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采取传统加创新的模式，培养专

业加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和高水平英语翻译人才。建议青海文化旅

游部门、青海语言文字部门、青海外事部门以及青海生态环境

部门联合，多部门联动，进一步制定出有青海和国际特色的生

态旅游语言规划和语言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国内外游客青海生

态之旅的满意度，扩大青海生态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

步拉动青海地方经济发展。

5  结语

青海生态旅游在青海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已渐

趋国际化，为打造青海国际生态旅游品牌，青海对于生态旅游建

设的投入也在不断攀升，对于青海生态旅游的研究也不断涌现，

本文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了如何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展现青海生态文

化，创建生态旅游语言景观，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分析了构建游客、

旅游从业者、社会等各方参与生态旅游的心理，从功能语言学角

度梳理了青海生态旅游资料的翻译，从语言规划和语言服务角度

提出了建议，希望能进一步促进青海生态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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