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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WTO与中国旅游高等教育
邓 绍 辉

(四川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O068)

摘要 :WTo对 中国旅游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会引进国外先进的旅游教学内容、方法和理论 ,也

会带来许多新的压力和挑战,如 生源大战、师资缺乏、经费不足等。在加入 WTo后 的两三年 内,中 国旅游高等教

育 ,只 有抓住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对专业人才需求扩大的历史机遇 ,转 变观念与机制 ,采 用
“
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

好人才
”
的教学新理念 ,努 力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 大教学经费投入 ,更 新教学设备和教学手段 ,把 旅

游专业人才的培养 ,特 别是旅游商务、会展策划、宣传促销、景区规划、学术研究等紧缺人才的培养 ,作 为 自己的发

展方向,才 能在未来旅游教育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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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三条有关
“
教育服

务
”
的条款规定 ,除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外 ,凡

带商业性的教育活动 ,所有协定签署国都有权参与

服务竞争 ,有权涉足各级各类的教育与培训活动。

参与的方式有远程教育、国外机构独资、合资办学、

放宽出国留学政策、专业人才自由流动等。

中国旅游教育 ,尤其是旅游高等教育 ,是带有商

业性的教育活动。中国在加人 WTo后 ,将逐步允

许外国教育机构涉足中国旅游教育。那么 ,外 国教

育机构涉足中国旅游教育领域 ,将会对中国旅游高

等教育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 ,有利于中国旅游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旅游教育 ,特别是旅游高等教育起步比较晚 ,直

到 gO年代才开始发展。gO年代中后期 ,随着国家

把旅游业当作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予以重点挟植 ,

各大学才陆续增设旅游专业。据统计 ,现今中国几

乎每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都设立了旅游院校 ,共

计 11%所 ,在 校生 33万人。其中,旅游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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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所 ,在校生 7.36万人[1],每 年输送的毕业生不

到 2万人。就此规模而言 ,目 前中国旅游高等教育

尚不能培养出数量充足的各类旅游人才 ,以 适应旅

游业的迅猛发展。加人 WTO后 ,随 着旅游业作为

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地位的再次提高以及科教兴

国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逐步实施 ,中 国旅游教育 ,

特别是旅游高等教育 ,在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和招生

人数等方面 ,都将有一个更大更快的发展。

其次 ,有利于中国旅游教育逐步由基础教育向

实务教育的转变。旅游基础教育是以学习和掌握旅

游行业的系统理论与知识为目的的教育。在最近几

年 ,尽管通过很多专业领域的相互协作 ,旅游基础教

育获得了快速发展 ,带动了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

但还不能说十分理想。因为到目前为止 ,中 国许多

旅游高等院校还没有真正解决旅游基础教育应该
“
如何教和教什么

”
的问题。有的旅游院校甚至还

重复 10年前的教学计划 ,其专业设置、教学内容与

教学管理并没有充分反映和适应近年来国内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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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迫切需要。

旅游实务教育是以培养和掌握旅游市场所需的

必备知识和技能为目标的教育 ,其基本内容是服务

素养和技能的培训。无论是从业人员 ,还是管理人

员 ,都要经常进行服务内容和服务技能的专门教育、

培训、测试。上个世纪末 ,美 国和欧洲诸国在专科学

校和短期大学都设立了以实务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旅

游教育和培训课程 ,有 的高等院校还着力培养旅游

经营管理人才 ,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壮

大[2]。 加人 WTo后 ,中 国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也

将逐步与旅游教育的国际标准接轨 ,逐步建立和健

全以实务教育为主要特征的旅游教育培训机构和教

学体系 ,实现由基础教育向实务教育的重要转变。

再次 j有利于更新旅游教学内容和管理模式。

近年来 ,中 国旅游高等教育虽有长足发展 ,但仍普遍

存在着教学内容陈旧和教学̌手段落后的问题。人世

后 ,这种局面可望得到有效治理。治理办法有两个

方面。一方面 ,进一步转变办学观念 ,加 强师资队伍

建设 ,增 加经费投人 ,更新教学设备 ;另 一方面 ,学 习

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内容和管理方式。例如拥有

上百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经验的

瑞士洛桑酒店学院,其教学就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 ,教学方式是书本知识的教授与实践操作的指导

相结合。学院在课程设置、师资选择、教材编写、学

生管理上都十分重视这一原则。学院在教学上十分

强调师生交流 ,认为
“
师生只有交流才能渗透

”
。至

于成人教育、短训班、研讨班 ,则 坚持要学员对答交

流[2]。 在教学管理方面 ,中 国旅游高等院校也应

采纳国外行之有效的选课制和学分制。据载 :国 外

一些名牌大学新学期开学时 ,允许学生随意选择不

同教师、课程进行
“
试听

”
,四 周后学生才根据

“
试

听
”
情况最后选定课程。学校再据此确定每个学生

的课程表 ,排定
“
教学班

”
。每个学生可针对自身情

况确定学时和方向,有能力的学生可提前修满学分 ,

提前毕业。

第四,有 利于促进旅游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体

制改革的深人 ,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办学将得到进

一步发展。目前 ,众多的海外高校和教育机构已开

始与中国高校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比如中

国农业大学已实行
“
三明治式的教学模式

”
,即 学生

在本校拿学位 ,到 国外大学去深造或搞研究 ,回 国来

进行论文答辩。又如有的跨国公司,在开展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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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同时 ,还建立以培训为宗旨的高等教育机构 ,办

学目的是培训本行业人才 ,但所实施的
“
培训

”
却是

具有硕士学历的正规教育。

在充分肯定加人 WTO给 中国旅游高等教育带

来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应客观地看到其所带来

的许多新的压力和挑战。具体说来 ,中 国旅游高等

教育将面临下述几个方面的挑战和压力。

其一 ,生源大战。近年来 ,随着旅游行业转热和

高校连续扩招 ,中 国许多高等院校受利益驱动 ,把旅

游专业作为大力发展的对象 ,大 有一哄而上之势。

办学单位既有综合性大学 ,也有理工科院校 ,甚至连

一些不具各办学条件的职高、中专学校也加人了开

办、联办旅游专业的行列。仅以四川旅游教育为例 ,

据有人保守估计 ,目 前有一半以上高校开设有旅游

与酒店管理专业。有的高校内部甚至出现四五个教

学单位同时争夺旅游本专科招生举办权 ,形成校园

生源大战、行政管理失控的不正常局面。加人 WTo
后 ,外 国教育机构将会大举进人中国旅游教育市场 ,

不仅仅是高等教育 ,中 等教育、职业教育、短期培训

等也将面临外国教育机构的竞争 ,生源大战将进一

步加剧。

其二 ,经费不足。近年来 ,由 于各高等院校扩大

招生 ,中 国许多旅游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着经费投人

不足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教学设备简陋、教学手段单

一、图书资料缺乏等。旅游课程教学仍沿袭教师讲、

学生记的传统模式和方法 ,既没有必要的现代辅助

教学手段 ,如模拟餐厅、模拟客房、形体房、多媒体教

室、语音室等 ,也没有固定、长期的专业实习场所 ,考

试仍是考一些死记硬背的书本知识。因此 ,培养出

来的学生多数缺乏实际操作和应变能力 ,其素质和

技能与现代旅游业发展要求相距甚远。

其三 ,师资紧缺。中国旅游学科是近十多年来

才发展起来的 ,许多高校旅游专业课的师资紧缺 ,已

有的教师也多半是
“
半路出家

”
,由 经济、外语、中

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改行 ,既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

旅游专业教育 ,也 没有从事旅游实际工作的经验。

即使是科班出身 ,也主要偏重书本理论知识 ,缺乏实

践经验和理论研究。人世后 ,随着旅游教育规模的

扩大和学生人数的增多 ,师资缺乏的矛盾将会更加

突出。

其四,教学质量和效益不高。目前 ,中 国旅游教

育培训的大格局没有形成 ,各部门、各单位在旅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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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
“
单打一

”
的现象比较

突出,有效的合作还比较少 ;旅游教育培训的教材内

容与专业人才使用相脱节 ,教育培训的目标、政策与

旅游市场的实际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办学渠道不畅 ,

有些地方旅游行政部门没有很好地调动高校参与培

训的积极性 ,培训的行政性和垄断性较强 ,考 培不

分 ,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 ;还有些旅游教学

单位只重教书不重育人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

中国旅游教育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整体效果。

以上这些因素 ,严重制约了旅游高等教育对旅

游人才的培养。在人世的初期 ,中 国旅游教育求其

是旅游高等教育应该如何面对 WTO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呢?

一是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思想 ,大力培养旅游与

酒店管理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人才。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旅游高等院校单独组建者少 ,多数是由经济、外

语、历史、地理等院系转化而来的。在高教系统的学

科归类问题上 ,旅游学科至今仍存在一个学科归属

问题。旅游专业到底是属基础类学科 ,传授理论知

识 ,培养科研人才 ;或 是算作应用类学科 ,面 向市场

培养实用型人才 ,至今仍不明确。我们认为 ,旅游高

等教育要面向旅游市场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

此 ,旅游高等教育应该算作应用类学科 ,应该面向市

场培养实用型人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国加人 WTO后

的形势变化 ,国 人出境旅游势必会有较大发展。因

此 ,旅游高等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必须明确
“
两个

市场
”(即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观念 ,做好迎接两

个市场的准备。所谓国内市场 ,不仅仅指普通国民

在国内的旅游活动 ,还应当包括如何组织好出境旅

游活动。如果说我们以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侧

重于外国人来访的客源国的话 ,那么如今还应当增

加对本国人出访的对象国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在办

学方针上 ,要面向市场 ,把握市场经济对旅游人才的

具体要求 ,大力发展旅游高等教育 ,尤其要注意发挥

高等职业教育在旅游管理、国际导游、酒店管理、旅

游师资、旅游研究等紧缺人才培养中的教育培养作

用。在培养目标上 ,中 国旅游管理专业(方 向)应定

位于培养新世纪旅游业发展需要的,德 、智、体、美等

全面发展 ,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 ,良好的整体素质 ,

既富于创新精神又能脚踏实地 ,胜任旅游与酒店服

务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人才 [3]。

二是要加强学科建设 ,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师

资队伍。教师是搞好旅游教育、保证教学质量的关

键。在师资队伍建设上 ,各旅游高等院校要根据旅

游专业的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 ,建立一支专兼结合、

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相对稳定、适应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需要的
“
双师型

”
教师队伍。旅游专

业(方向)的教师 ,不论是专职 ,还是外聘 ,都应要求

是
“
双师型

”
的人才 ,即 既是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

教授 ,同 时又是旅游行业出色的经营者、管理者 (主

要指实际能力方面 )。 这是旅游教育能否办出特色

的重要条件。但是 ,目 前 ,中 国现有多数旅游院校中

专业技能和实际操作的教学往往是弱项。因此 ,强

化教师教学质量和专业技能 ,是整个旅游专业师资

队伍建设的关键。它要求教师 ,一方面要 自觉加强

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 ,及 时掌握旅游业的最新动态 ,

积极探索适合旅游专业学生多样化发展的教学方

法 ,利用各种现代教育教学技术改进教学方式 ,以 使

旅游教学内容形象生动 ,易于接受 ,从而提高旅游教

学的效率 ;另 一方面也要利用寒暑假或业余时间到

相关旅游企业 ,如旅行社、酒店 ,去挂职锻炼 ,更新知

识观念 ,增长实际操作能力。目前 ,有 的高校为了弥

补专业教师紧缺问题 ,已 直接聘请旅游企业领导及

旅游企业成功人士到旅游院校兼职从教。这有助于

促进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的紧密结合 ,不失为提高

旅游教育质量的明智有效之举。

与此同时 ,学校也应想方设法为专业骨干教师

外出进修、培训、实习、考察与学术科研提供和创造

有利条件。如建立师资培训基地 ,采取多种形式培

养旅游骨干课程教师和紧缺专业师资 ;充分利用远

程教育、网络教育等现代教学手段 ,扩大师资培养的

规模 ;推进旅游院校(培 训中心)与 旅游企业的合

作 ,提高旅游专业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建立一

支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旅游师资队伍。另外 ,旅 游

行政部门要制定和实施旅游教育科研立项制度和评

奖制度 ,积极推进旅游院校 (培训中心)的 教学改

革、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 ,提高旅游院校 (培训中

心)科研水平 ,促进旅游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旅游专

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成长。

三是要发掘新的专业 ,建立新的旅游教学体系。

近年来 ,旅游业的有识之士注意到 ,与旅游产业的飞

速发展相比,旅游教育及高素质旅游人才的培养却

显得十分落后。旅游教育、旅游研究与旅游产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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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政 ,相互脱节 ,旅游教育仍基本沿袭几十年形成

的学院式教育方式 ,权威性的旅游管理理论、观点甚

至教材也还在形成之中,业 内人士对旅游教育的前

景忧心忡忡。目前 ,旅游教学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

课程设置不尽合理。陈旧、没有新意 ,不能适应形势

发展需要的课程大量存在 ,如 旅游英语仍沿用大学

英语教材 ;客源国教学内容仍重复五六年以前的客

源国概况。有的院校考虑到学生的招收及毕业后择

业的多向性 ,注意到课程设置上的广泛性 ,却忽视了

本专业的系统性。例如 ,在 导游专业或导游班中增

设了
“
餐饮服务

”
、
“
酒店服务

”
等课 ,虽然与

“
导游服

务
”
有一定的联系 ,但真正有助于锻炼和提高导游

人员综合素质的课程 ,如
“
心理学知识

”
、
“
艺术赏

析
”
、
“
演讲与口才

”
等课程 ,却 不曾开设。

要引导和支持骨干旅游院校开设急需而又紧缺

的新专业和
ˉ
新学科 ,尤其要培养一批旅游业发展所

需要的旅游电子商务、度假管理、会展策划、景区规

划、宣传促销、学术研究等专业人才 ,任务十分艰巨。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大发展 ,旅游教育 ,尤其是旅游高

等教育 ,面对的已不仅仅是 %0万平方公里内的优

美景观和中华民族 sO00年的悠久历史 ,还将面对世

界各国的自然文化遗产 ;旅 游企业面临的也不仅仅

是国内旅行社、酒店之间的
“
窝里斗

”
,而将迎来的

是强大的外来竞争对手。在新的形势下 ,各旅游高

等教育院系在课程设置上 ,要根据旅游教学工作的

特点 ,一方面注重理论知识的多元化 ,另 一方面侧重

于实际能力的培养。我们已有的教学内容需要进一

步完善和丰富 ,特别要注意削减国际旅游业所不需

要的课程及内容 ,增 加一些新的课程及相关内容。

人世后 ,中外交往明显增多 ,外 国商务客人和旅游者

进人中国旅游的数量将大大增加 ,旅 游市场将会扩

大 ,假 日旅游、商务旅游、会展旅游、奖励旅游等都将

得到较快发展 [4]。 为旅游行业培养人才的旅游院

校 ,必须有前瞻性眼光 ,适时开设商务旅游、会展旅

游、景区规划与管理、美食烹饪等课程 ,以 培养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

面对人世的冲击 ,旅游专业教材的体系和内容

也要随之更新 ,并 在变化中不断补充新内容。当前

旅游教育的重要一环是编写和出版适应市场形势变

化的旅游教材。笔者认为 ,最好由教育部、国家旅游

局联合组织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学者专家
(包括旅游一线人员),共 同研究现行旅游专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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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课程设置 ,联合编写一批规范教材 ,优化教学内

容 ,使旅游人才的培养能够循序渐进地正常地进行。

当然 ,这绝啡 希望
“
毕其功于一役

”
,各旅游院校也

可根据旅游行业最新的发展变化和需要 ,及时评估、

调整、补充和更新现行教学课程 [5]。

四是要强化学生外语能力培养 ,拓展第二外语

学习的空间。旅游行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 ,是

旅游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竞争。目前 ,中 国旅游

从业人员外语水平较低 ,直接从事国际旅游的人才

极为缺乏。随着人世后客源国的扩大 ,这一问题将

更加突出。旅游行业是涉外性很强的行业。为涉外

行业培养人才的旅游高等院校 ,所培养的学生曾一

度以外语见长 ,这一优势在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后更

应继续保持 ,并发扬光大 ,进一步加强 ,以 适应外国

旅游者迅猛增加对旅游人才提出的要求。学习国际

导游或即将从事国际导游的学生 ,应加强第二外语

学习 ,形成多种语言表达能力。最近 ,法 国、泰国、澳

大利亚、瑞士等国的代表团组相继来到成都的一些

旅游院校 ,提出联合办学 ,互派留学生 ,开设小语种
(如法语、德语、日语 )教学培训 ,学 习

“
丿刂菜

”
的烹饪

技术等要求。各院校应抓住这一机遇 ,借助国外教

育资源 ,努力提高旅游学生或从业人员的外语水平 ,

探索并开辟一条
“
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
的有效途

径。

五是要积极参与实用人才的教育培训工作 ,开

创大旅游教育的新格局。旅游行业的培训任务很

多 ,如 岗前培训、上岗培训、轮岗培训、岗位知识和技

能的更新培训等。目前 ,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 ,以 为

旅游人才的培训工作只是旅游行政部门的事情。其

实并不尽然。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旅游行政部门既

要制定旅游政策法规 ,又要开展从业人员的培训 ,往

往力不从心 ,顾此失彼。人世后 ,旅游行政部门应集

中精力办大事 ,尽量减少日常性的培训工作 ,将培训

工作委托给条件良好的旅游教育单位和旅游企业 ,

建立国家、省、地市、企业四级旅游培训新体系 ,在此

基础上发挥城市旅游行政部门的培训管理作用 ,充

分调动旅游行政部门、培训中心、旅游院校、旅游行

业协会和旅游企业等单位共同参与人才培养与开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并努力拓展旅游人才开

发的国际合作渠道 ,积极开展境外培训 ,形成大旅游

教育的新格局。

中国旅游高等院校要积极参与旅游从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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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和资格认证工作 ,协助有关部门逐步推广

从业人员上岗考核、导游人员等级考核、旅行社经理

资格考试、旅行社出境领队考试等活动。对一些关

键性岗位的培训 ,要组织力量制定统一的培训计划

和教学内容。对培训单位 ,有的地方应实行定点专

人管理 ,使其向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六是要扩大办学形式 ,走 出∵条产学研相结合

的新路。目前 ,中 国旅游高等教育存在着严重的理

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教育单位只注重教书而不

管社会需求。人世后 ,大环境的变化不仅给中国旅

游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而且对与旅游实践密切相关

的旅游教育也带来了冲击。旅游高等院校的主要领

导和教研人员应加强与旅游企业的协作 ,增 进对旅

游企业的了解 ,让所培养的人才更加贴近旅游市场

的实际。

近年来 ,中 国旅游高等教育出现了三种产、学、

研结合模式 ,可培养较高素质的旅游人才。其一 ,校

企结合模式 ,就是旅游院校与旅游企业建立多方面

合作关系 ,学生直接参加企业的社会实践 ,教师则参

与旅游市场调查 ,并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科研课题等。

这样 ,教学与需求之间信息反馈及时 ,从而为培养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创造了条件。其二 ,旅 游行政部门

与旅游院校结合模式。旅游行政部门将部分行业管

理工作下放到旅游院校 ,建立旅游人才交流中心、导

游服务中心 ,以 培育专门的旅游企业职业经理市场、

导游人才市场和培训师资市场 ,促进旅游人才的合

理流动。旅游院校可利用 自身的人才及智力优势 ,

直接参与政府旅游产业政策、旅游政策法规的制定 ,

为旅游业发展和旅游人才开发出谋划策。其三 ,学

院自己独立兴办旅游实体 ,如 自办旅行社、宾馆酒店

和教育实习基地等 [6]。 这三种产学研模式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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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大

大提高旅游人才的培养质量 ,改变 目前中国旅游教

育长期沿用的学院式教学方式 ,又有利于与旅游业

界、政府部门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 ,同时对其它应用

型学科的人才培养也是一种启发。

在办学形式上 ,各旅游高等院校要积极调动与

引导旅游企业办学热情 ,努力开拓校企合作、联合办

学的改革创新之路。有条件的旅游高等院校还可以

实行中外合作办学。诚然 ,要将旅游教育当成产业

来办 ,就必须严格按照教育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办

事 ,将教育真正当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

种特殊产业来对待。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其它产业

相比,教育产业的特殊性在于 ,教 育提供的是公共

品,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否则 ,教育供给会

因教育消费中存在的投机行为而减少 ,从而影响社

会的进步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但教育又具有其

它产业的共同性 ,这就是教育的组织管理必须权、责

明确 ,政、校分开。为迎接人世后激烈的教育竞争 ,

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就是消除各级各类学校的不合理

负担和过多的制度性约束 ,使学校轻装上阵 ,集 中精

力做自己应做的事情 ,放开手脚与国外教育资本拼

搏。           .
总之 ,在加人 WTo后 ,中 国旅游高等教育应该

抓住国内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对专业人才需求扩大的

历史机遇 ,转变观念 ,采用
“
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

好人才
”
的教学新理念 ,努力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

的综合素质 ,加大教学经费投人 ,更新教学设各和教

学手段 ,把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 ,特别是旅游商务、

会展策划、宣传促销、景区规划、学术研究等紧缺人

才的培养 ,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其在旅游教育培

训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on WTo’ s Innuence on CⅡina’ s Higher TouⅡ sⅡn Educaσ①n

DENG shao-hui
(TouⅡsm Institute, sichuan Nomal 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WTo’ s innuence 。n china’ s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is manyˉ sideD。  It can introduce

advanced foreign contents, 】nethods and theories of touris】 rl education, and bring about as well Ⅱηuch new

pressure and many new challeη 吕es, such as recmiting wafare, lack of teaching personnel and inadequaˉ

cy￡or funds。  Within two or three years af1er entering WTo, higher tourisIm education must seize the his-

torical chances of high-speed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personnel, change

sense and mechanism, adopt new teaching ideas, enhance teachers’  comprehensive quahties, increase

teaching fund input, renew teaching equipment and means, and take as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e culo

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especially those in sho⒒ supply in tourist business, planning of【 neeting

and exhibition, pubhcity and promotion, resort designing and acadeⅡ 1ic research, to be in an invincible

position in intense competition of touris【 ll education。

Key words:higheⅡ 【tourism education; chance; cha11enge; measure

[责任编辑:凌兴珍]

●文史札记

《水经注》
“
大山曰宫

”
解

杨  晓  燕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九《庐江水》曰:“ 余按《尔雅》云:‘ 大山曰宫。’宫之为名,盖起于此。
”
查各字典、辞典,“ 宫

”
字无

此义项。大概郦道元在读《尔雅》时将句读点错。

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中《尔雅注疏 ·释山》断句为 :“ 大山,宫 。小山,霍 。小山 ,别 。大山,鲜 。
”
令人费解 ,其误

与郦道元相似。宋人邢呙《尔雅注》曰 :“ 宫 ,犹 围绕也 ,谓小山在中,大 山在外围绕之。山形若此者名霍 ,非谓大山名宫 ,小 山

名霍也。
”
依邢氏的解释 ,正确的断句当为 :“ 大山宫小山,霍 。小山别大山,鲜 。

”
(《 四部丛刊 ·尔雅》作

“
小山引大山,鲜 ",

“
别

”
误为

“
引

”
。)大致意思是大山围绕小山称为霍 ,小 山与大山不相连称为鲜。

查
“
宫

”
之本义 ,《 尔雅 ·释宫》云 :“ 宫谓之室 ,室谓之宫。

”
《说文 ·宫部》云 :“ 宫 ,室也。从宀 ,躬 省声。

”
段注 :“ 宫言其外

之围绕 ,室言其内,析言则殊 ,统言不别也。
”
所以

“
宫

”
之本义应该是指有围墙围着的房子 ,而

“
室

”
则指

“
宫

”
中的一间房子。

因为
“
宫言其外之围绕

”
,所以又引申为动词

“
围绕

”
。《礼记 ·丧服大记》云 :“ 君为庐宫之。

”
郑玄注 :“ 宫 ,谓 围障之也。

”
郭璞

注《尔雅 ·释山》:“ 宫 ,谓 围绕之。
”
又《山海经 ·中山经》有云 :“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

”
郭璞注 :“ 今平阳永安县、庐江涌县、晋安

罗江县、河南巩县皆有霍山。⋯⋯按《尔雅》:‘ 大山绕小山为霍。
”

郝懿行《尔雅义疏》云 :“ 是郭以宫为绕 ,明 山以霍名者非

-,皆本此为义也。今瀹县 (按 :今安徽省霍山县东北)之天柱山 ,中 峰小而四围有大山以绕之 ,与 此合矣。宫有容受包含之

义 ,故训围绕。
”
由此可见 ,郦道元之误 ,盖不知

“
宫

”
可训

“
围绕

”
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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