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坛D07
旅游2012年5月9日 星期三

责编 许晓静 图编 高玮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王心

●董翔，中旅日本旅游部部长
中国不少城市可以赏樱，

为什么还要到日本赏樱？我
认为，到日本赏樱花，就像到
荷兰看郁金香，到云南看昙
花，到北海道看熏衣草，到洛
阳看牡丹一样，本身就包裹着
文化的因素。

说到“花见”，中国游客要
亲身体验着实不易。在日本，

“花见”的位置常常需要提前
一周占好，甚至有的日本公司
会安排员工不分昼夜轮流看
管“花见”的位置，以防被别人

占去。“占位难”是中国游客体
验花见的制约因素之一。

日本能剧中国游客其实很
难看懂。我曾带中国游客去看
比日本能剧通俗的日本歌舞
剧，中国游客落座不到半小时
就走光了，演出场地剩下几排
空着的座位，场面甚是尴尬。

我们只能在大众“喜闻乐
见”的基础上去展现文化。比
如在给游客的解说中特别注
重中日两国文化比较。我们
会给游客讲为什么京都在日
语里称作“洛阳”，而且仍有

“洛北”、“洛东”的叫法。我们
也会讲东京的命名和中国的
关系，日本京都艺伎和中国唐
代艺伎的关联等，使游客了解
中国古代语言文化对日本的
影响。

此外，日本街道的干净整
洁，日本人在排队、过红绿灯
时遵守秩序的行为，都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普通游
客，这不也是一种感受日本文
化的途径吗？

本版采写/实习生 张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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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强调文化可能“曲高和寡”
●詹建军，中青旅日本旅游负责人

从我们游客的情况来看，
80%-90%的人都是第一次去日
本，他们知道日本最著名的山是
富士山、日本的国花是樱花，希
望身临其境。大多数游客对日
本文化的认知程度并不太高，日
本文化犹如“阳春白雪”，过多地
强调旅游的文化功能，可能导致

“曲高和寡”。
当然，在服务大众的同时，

让旅游产品融入高层次的文化
体验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
也为有特殊需求的游客设计适
合他们口味的特色旅游路线。
游客如果通过首次的日本游对
日本文化产生了兴趣，可以再次
选择深度游、自由行等方式。在大众“喜闻乐见”的基础上展现文化

●张婧，众信旅游日韩操作经理
从目前的市场反映看，国内

多数游客在挑选旅游产品时讲
求实惠，更倾向于选择性价比最
高、感觉最值的旅游产品。不喜
欢走马观花的游客则会选择“一
地游”进行纵深体验，观看艺伎
表演、吃艺伎午餐等项目，可让

游客从中感知日本的文化气韵。
日本的“花见”需提前很早占

位置，旅行团很难这样做。在赏
樱景点中，有一些卖食物的小摊，
游客如果愿意花钱买小摊上的食
物，就可以坐在樱花树下的小摊
上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樱花，这
也算是一种改良式的“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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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可以体验改良式的“花见”

日本人在樱花开放时节在树下“花见”。 图/CFP

“花见”礼节遵循有难度
●张勍，携程旅游日本产品经理

我们的日本赏樱路线有高中
低不同档次，且有专门针对 80
后、90 后等年轻群体的旅游路线
设计，也为一些文艺界名人量身
定做过赏樱路线。设计产品时我
们会考虑，怎样在结合日本文化
的同时，又能和中国人的心理、心
情相呼应。

体验“花见”这一日本传统习

俗对于想深入了解日本文化的游
客来说确实不可或缺，但“花见”
的礼节和规范让普通中国游客遵
循起来是有难度的。大众路线的
观光日程都排得很紧，大部分中
国游客不可能像日本人“花见”时
那样一坐几个小时。此外，“花
见”对女孩的坐姿有严格要求，中
国女孩不习惯跪坐，让她们跪坐
几个小时更是不切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