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实用导游英语

陈洪富摇 译著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实用导游英语 / 陈洪富译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206-09904-5
Ⅰ.① 福… Ⅱ.① 陈… Ⅲ.① 导游—英语 ② 导游—解说词—福建省
Ⅳ.① H31 ②K928.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7055号

福建实用导游英语

译 著：陈洪富

责任编辑：郭雪飞 王 静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7 字 数：35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9904－5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书书书

前 言

前 言

2009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

干意见》，明确把海西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同年国

家旅游局编制《海峡西岸旅游区发展总体规划 ( 2010—2020) 》，进一步确

立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旅游区的发展战略。这些政策为福建旅游业迎

来了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福建旅游业的发展已经被提升到国

家战略高度，福建省旅游局及时制定了《福建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专

项规划》，提出了要把福建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国

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培育成福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

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福建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除了具有 “温泉古都”美誉的有福之

州、海上花园温馨厦门、“海上丝路”文化泉州、“浪漫九曲”的仙境武夷

等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之外，近年来在福建省旅游局和各级政府相关部门

的努力下，被称为“东方古堡”的福建土楼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泰宁丹霞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和宁德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园，使福建省

世界遗产数位居全国前列，不仅促进了福建旅游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和旅游

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福建旅游产品体系，使福建旅

游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福建省旅游业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与旅游业快

速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开拓欧、美、澳、新等境外客

源市场方面，外语导游人才的匮乏成为制约福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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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主要表现在: 外语旅游人才有效供给不足; 整体素质偏低，专业化程

度不高; 职业发展通道不畅; 教育培训支撑不足等。以科教兴旅，人才强

旅战略为指引，着力实现旅游人才发展从满足旅游业展需要向引领旅游业

发展转变，强化旅游人才发展环境建设，着力提升旅游人才基本素质成为

今后福建旅游业发展工作的一个重点。《福建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 年) 》专门列入“旅游人才培养工程”，作为福建未来人才规

划的重大工程之一，计划到 2020 年培养外语导游 1000 人，中高级导游

2000 人。

要实施福建“人才强旅”战略，解决外语导游紧缺的困扰，首先必须

从基础入手，有一套能够结合我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旅游强省的目

标，又有八闽地方特色的外语旅游教学材料，为福建旅游人才培养提供必

要的前提条件。然而与福建旅游专业蓬勃开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针对福

建旅游资源的相关优质外语教材却几乎付诸阙如。目前省内大中专院校旅

游外语用书基本上使用全国通行的教材，缺乏旅游专业应具有的福建区位

特点，严重制约了福建外语导游人才的培养，也影响了福建旅游对外宣

传。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促进福建外语导游人才的培养，促进旅游翻译走向

成熟、规范，提高整个福建旅游服务行业的品质，提升本省的整体旅游形

象，推动福建旅游业更健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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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福建旅游概况

一 、历 史

1. 发展史

五千年前，福建境内已经有比较稠密的原始氏族聚居，位于闽江下游

的昙石山遗址就记录着这段历史的变迁。大约在公元前 16 至 17 世纪的商

周时期，三苗部落的后裔迁居于此，他们是福建的早期居民，也称古闽

人。春秋战国时期，福建分属楚、越管辖，境内聚居着古越民族。随着秦

朝郡县制的实行，福建划入闽中郡。汉朝时，属扬州管辖。“福建”这个

名字最早出现在唐朝，各取福州与建州的这两个地名的首字。

4 世纪初，西晋覆灭，中原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群雄争霸的战场。西晋

贵族、地主、商人为避战乱纷纷迁往南方，其中一部分在福建落脚。从此

中原汉文化与闽越文化逐渐融合并成为福建的主导文化。迁入福建的中原

人主要有八大姓: 林、黄、陈、郑、詹、邱、何与胡，他们对福建的发展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有 “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之说。第二波迁居

福建的移民潮出现在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在福建建立了闽国，定都福

州，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在此期间，泉州发展成为一个

海港，并且在宋元时期发展成为亚洲第一大港。宋朝以后，福建归属中央

政府的管辖。

由于交通不便，山脉众多，经济发展缓慢，福建曾是中国东部地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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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隔绝的省份。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与台湾优良的地缘与文化

关系给福建带来了发展机遇。随着 “三通政策”的逐步实行，福建经济上

升到一个新的层面。福建政府在 2004 年发起建设海西经济区的项目，希望

能充分利用与台湾的地缘优势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近年来，福建经济迅

猛发展，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春天”。

2. 移民史

素有“侨乡”之称的福建有着一段悠久的海外移民史。早在汉朝，福

建居民就开始向东南亚的菲律宾与越南等国家移民。在宋元时期，随着泉

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越来越多的福建居民前往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

家经商。数据显示，到 17 世纪为止，移居海外的侨胞达到 50 万人。从 19

世纪到 1949 年，由于国内饥荒与战乱，一大批目不识丁或者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福建劳工前往美洲、大洋洲、东南亚、南非等国家务工，希望能出人

头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定居下来并且通过努力取得了经济财富。目

前，福建籍的海外侨胞已超过 1000 万人，其中 80%定居于东南亚。根据

2002 年的统计数据，在港澳地区的闽籍侨胞人数也超过 80 万人。另外，

80%的台湾同胞祖籍在福建。由于闽台地缘关系，闽南人在很早前就发现

台湾是个充满机会并且适宜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3. “闽”与 “八闽”的来源

福建简称为“闽”。关于 “闽”字，民间有几种不同的解读。大家普

遍认同的一种说法是: “闽”字的简称可以追溯到大约两千年前的汉朝。

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古代的福建人 ( 古闽人) 以蛇作为图腾来崇拜，

认为蛇是智慧与重生的象征。根据汉语构词法， “闽”字的含义为屋内关

有一条蛇。这个“闽”字生动地描述了福建的真实情况，即福建众多的山

区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蛇类。因此，“闽”字被采用为福建省的简称。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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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专家提出一个新的看法，福建之所以简称为 “闽”是由于早期有许多

华南虎 ( 也称厦门虎) 栖息在福建，因为在汉字里， “闽”字中间的

“虫”字也可指虎。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里就把虎称之为“大虫”。

民间也称福建为八闽。八闽中的“闽”与前面的简称“闽”的历史含

义不一样。八闽中的“闽”指的是州、府，或者现在的市。关于八闽的说

法有以下两种: ( 1) 福建简称为闽，从北宋开始划分成八个行政区划，包

含福州、建宁、兴化、汀州、延平 ( 即现在的南平) ，邵武、泉州、漳州，

因此得名“八闽”; ( 2) 八闽之说来自公元 4 世纪初迁入福建的中原地区

的八大姓。

4. 福建四大古都

根据史料记载，福建历史上有四大古都: 福州、泉州、漳州与长汀

( 也称汀州) 。

福州

现作为福建首府的福州，素有 “榕城”的美誉，是福建四大古都之

首。福州坐落在福建省的东北海岸地区，是福建省历史上首个城市，建立

时期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福州早在那时就是闽越国的首府。因此，福州具

有超过 2200 多年建都的历史。历史上的福州，经济、政治、文化繁荣

兴旺。

泉州

坐落在福建东南部的泉州在宋朝和元朝时便成为亚洲最大的港口，同

时也是福建四大古都之一。它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地位使其成为元朝时福建

的行政中心。泉州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曾被誉为 “东方的亚历山大

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十分丰富。

漳州

早在一万年前就有居民在漳州繁衍生息。公元 686 年，也就是在唐朝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福建实用导游英语

的垂拱二年，人们在漳州河沿岸建立起漳州府，后正式定名为漳州。由于

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明朝时期，漳州成为福建重要的港口。

长汀

长汀地处偏远山区，与江西、广东毗邻，是客家首府。早在汉朝，长

汀就设县，公元 736 年，设汀州府，成为当时省内五个行政区之一。现在，

长汀居住着省内大多数的客家人。

二、地 理

福建省坐落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北与浙江接壤，西邻江西，南靠广

东，与台湾仅隔着一条台湾海峡。除了闽南平原与福州平原等几大狭小的

沿海平原外，福建境内山岭耸峙，几大高山自西向东延伸开来。高山险

阻，丘陵起伏，河谷与盆地错综交杂，构成一幅美丽的八闽大地风景图。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福建是个多山的地区，境内山

地丘陵占总面积的 85%。众多山脉中，世界双遗产武夷山因其旖旎的自然

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最负盛名。武夷山坐落于福建的西北部，在福建与

江西之间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福建境内河网密布，全省总共有 663 条河

流，其中最大的江为闽江，其他的江比如九龙江、晋江等相对来说规模较

小。因其有限的平原资源与山脉众多的特点，福建可耕地面积稀少，梯田

是福建境内最常见的农田形式，遍布福建山区。

福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温暖湿润，相当适合居住。全省年平均

气温在摄氏 17°到 21°之间，有利于农作物与林业生产。沿海地区的温度略

高于内陆地区。雨季三四月到来，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水分。然而，福建

在夏季也易遭遇台风与酷热的袭击。由于气候温和，在省内绝大多数地区

不会降雪，全年无霜期为 240 到 3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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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与文化

1. 语 言

闽语是福建省方言的总称，可以分为众多语支: 闽东、闽南、闽北、

邵将 ( 指南平与闽西北) 、闽中、莆仙与客家方言。具体而言，福州话被

认为是闽东话的代表方言; 闽南语或者福佬话指的是闽南一带包括厦门、

泉州，漳州等地居民讲的略有不同的方言; 闽北语支指的是南平与建瓯一

带的人使用的方言，其中建瓯方言被认为是闽北语的代表。传统意义来

说，邵将语是被认为是闽北语支的一部分，它主要指的是南平东部人们所

使用的方言; 莆田和仙游人使用的是莆仙语; 客家话主要为闽西与少数闽

南的客家人所使用。

闽南语是闽南地区人们使用的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是福建影响最

大的方言。随着许多闽南人迁居台湾或者海外，闽南语也漂洋过海。

2. 宗教

宗教在福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世界三大宗教的庙宇在福建境内随处

可见。除此之外，福建是妈祖信仰的发源地，妈祖被民间尊称为“海神与圣

母 ( 妇幼保护神) ”。本章节将为大家介绍一些福建颇负名气的宗教庙宇。

( 1) 佛寺

福州地藏寺

坐落在福州市东门外的金鸡山麓，相传建于南朝 ( 大约公元 527 年) ，

是福建省内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寺庙建筑风格独特，布局清晰，赏心

悦目。

涌泉寺

素有“闽刹之冠”之称的涌泉寺，坐落在鼓山海拔为 455 米的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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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在建寺初期，寺前有一泉水喷涌而出，故名涌泉寺。涌泉寺始建于公

元 908 年，已有 1100 多年历史。涌泉寺建筑独特，有“进山不见寺，进寺

不见山的说法”。它气势恢宏，工艺精巧，寺中有三件国宝: 千佛陶塔，海

底木供案，古版佛教经书。

开元寺

开元寺是福建最大的佛寺，坐落在泉州西街，占地面积约七万平方

米，气势恢宏。寺内古榕与刺桐树众多，两座佛塔林立，风景极为优美。

( 2) 教堂

厦门新街礼拜堂

素有“中华第一圣堂”之称的新街礼拜堂坐落于厦门老城区的繁华地

带台光街 29 号。它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供基督教徒做礼拜的教

堂。现今，仍有许多基督教徒在里面做礼拜。它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具

有重要地位，被福建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真神堂

福州真神堂建于 1856 年，是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差会在东亚建的第一个

教堂。教堂位于福州台江区茶亭街 661 号，地基高于地面五英尺。真神堂

长期被卫生院占用。不幸的是，由于茶亭街改造工程，真神堂已经成为

历史。

( 3) 伊斯兰教寺庙

泉州清净寺

寓意纯洁之寺，清净寺是我国最古老的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伊斯兰

教寺庙。清净寺建于 1009 年北宋时期，坐落在泉州鲤城区的涂门街，现已

被列为重点保护文物。清净寺仿照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建筑风格建造，主要

由花岗岩堆砌而成，已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化与友谊的象征。

( 4) 民间信仰庙宇

湄洲妈祖祖庙

妈祖原名林默娘，救助过许多渔民与商人，她死后，人们感念她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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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将她奉为海神，并在各地修建妈祖庙。亚洲各地妈祖庙数量众多，但

祖庙在莆田湄洲湾，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到这里朝拜。

古田临水宫 ( 陈靖姑祖庙)

相传福建古田县中村临水洞内有一蛇精，不时祸害生灵，陈靖姑用高

超的道术杀死蛇精，为民除害; 她还为民祈雨，救民于旱，死后被奉为妇

幼保护神，称临水夫人。临水夫人在闽台两地有很多信众，两地共有一千

多个临水宫，位于福建宁德古田县的中村临水宫是临水祖庙。中村临水宫

建于公元 729 年，唐代建筑风格，在明清时期得以重修扩建，现被列入省

级保护单位，为闽台的宗教与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在这里，每年都

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祭祀临水夫人。

3. 戏曲

戏曲是中国民间广受欢迎的传统艺术形式，给观众带来丰富、精彩的

文化盛宴。福建是多种戏曲的发源地，其中包括高甲戏、梨园戏、闽剧，

莆仙戏与木偶戏，由于台湾人多是福建移民后代，这些戏曲在台湾也很受

欢迎。

高甲戏

高甲戏出现在明朝末期，角色行当众多，是福建地区较受欢迎的戏剧

形式。高甲戏源于民间的化装游行，后期发展成为文武戏兼备的表演宋江

故事的宋江戏，清朝中后期吸收了徽剧、京剧、梨园戏和弋阳曲精华后，

高甲戏逐步成型。

梨园戏

梨园戏起源于福建，历史比京剧还要悠久，是南方戏剧的宝贵遗产。

就其语言、乐曲、历史、曲调和美学表演形式来看，梨园戏可被认为是中

国戏剧发展史上甚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了保护梨园戏

这一传统瑰宝，福建政府在 1957 年成立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该剧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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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梨园戏发展研究中心，为梨园戏演员提供许多培训资料与项目。

闽剧

也称福州戏，兴起于 400 年前，是唯一用福州话表演的地方剧种，给

人们提供一个了解福州戏剧与文化的绝佳窗口。闽剧主要由横笛、唢呐、

头管、二胡、椰胡、清鼓、战鼓、锣、铙钹和磬演奏，有十二类角色，表

演时间较长，场面宏大。然而，由于现在人们可选择的娱乐活动较多，闽

剧正处于濒临灭绝的紧要关头。在福建的农村地区，欢庆重要节日时，人

们偶尔也会邀请闽剧演员表演助兴。

莆仙戏

莆仙戏原名兴化戏，使用莆田与仙游的方言，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莆仙戏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迁入莆田地区的中原人引

入古代的百戏。后来，结合当地的文化，百戏逐步发展成为兴化戏，1954

年百戏改名为莆仙戏。莆仙戏受木偶戏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包含七种角色: 生、旦、贴生、则旦、靓妆 ( 净) 、末、丑。竹笛和唢呐

是莆仙戏常用的两大乐器。

布袋木偶戏

也称掌中戏，是闽南地区特别是泉州和漳州地区受欢迎的一种艺术形

式。它起源于汉朝初期，在唐宋时期得到繁荣发展。木偶通常高约 1. 1 尺，

易于表演者掌控，并且方便其用单掌或双掌表演一些绝活。表演者利用自

己的技艺可以让木偶表演很多比如骑马射箭，旋转盘子，头上顶碗，翻墙

等绝活。

四、手工艺品

脱胎漆器

福州脱胎漆器距今已有 200 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的髹漆技术和脱胎

工艺的结合。福州脱胎漆器可做成日常生活器皿或屏风、花瓶等大型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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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美观精致，坚固耐用，耐温，不怕水浸。福州脱胎漆器的最大特点

是: 轻。脱胎漆器首先是用泥土，石膏或者木屑等塑成胚胎，然后用粘剂

将夏布或者绸布在胚胎上逐层裱褙，待阴干后脱去原胎，留下漆布雏形，

再经过上灰底、打磨、髹漆研磨，最后再施以各种装饰，便成了光亮如镜

的脱胎漆器成品了。

寿山石雕

寿山石雕有 1500 年的历史，是福州传统手工艺品之一。石雕艺人以福

州寿山乡所产的寿山石为原料，根据石料的天然造型和色泽进行构思和艺

术加工，雕刻成鸟兽、山水等陈设品和印章、文具等实用工艺品。寿山石

种类繁多，其中“田黄石”最为珍贵，清朝时期常用来雕刻皇帝的印章。

惠安石雕

惠安石雕融合泉州当地文化与丝绸之路引入的外国文化元素，近年来

取得快速的发展。惠安石雕主要是石碑，园林景观雕塑，建筑构件，工艺

品与日用器皿。惠安石雕主要采用圆、浮、透、线、沉、影等多种雕刻技

艺。雕刻的主题主要围绕人物与花鸟等。

德化白瓷

德化白瓷在宋代就远销海外。明朝时期，由于其质地优良，外形美

观，被欧洲人和日本人誉为 “东方艺术的精品”。近年来，德化陶瓷融合

了现代革新技术与传统工艺，以其晶莹润泽的外观赢得了更多美誉。

纸伞

纸伞是“福州三宝”之一，采用优质棉纸，经桐油裱褙精制而成，轻

巧耐用，是遮雨避暑的实用工具。伞面还绘有山水、花鸟、动物等图案。

由于携带不便，纸伞已退出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藏品。

牛角梳

牛角梳已有七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以牛角为原料，用传统技艺加工而

成，美观耐用，梳齿滑润，解痒而不痛，不产生静电。

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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