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武义旅游业如火如荼的发
展， 旅行社数量也不断增加 ， 竞争
激烈难免导致 “价格战 ” 等恶性竞
争。 作为旅行社经营者一方面希望
政府能进行宏观调控， 控制旅行社
数量， 营造旅行社业良好的外部经
营环境， 另一方面， 旅行社经营者
更应该从内部思考如何提高自身竞
争力， 提高服务水平， 塑造良好的
品牌形象。

企业是以顾客为中心进行经营
的， 而没有出色的产品就不会有满
意的顾客， 因此， 设计与生产出令
旅游者满意的产品对旅行社来说至
关重要。 在我国， 由于旅行社发展
历史短， 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尚不
健全 ， 因此 ， 从总体上看
旅行社产品设计与生产过
程还处于不成熟阶段 ， 我
们可以借鉴西方旅行社产
品设计与生产方法：

（一 ） 注重市场调研 。
我国旅行社的产品设计过
程中 ， 缺乏对消费者需求
的调查 。 实际上 ， 旅行社
只有从顾客需求出发 ， 组
织各职能部门进行生产 ，
从而达到顾客满意 ， 才会
使企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与竞争力。

（二） 对产品的开发采
取审慎态度 。 西方旅行社
在推出一个产品至少需要
18 个月的时间， 产品一旦
推出就要长久地维持下去，
并不断地经营已有产品 ，
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 从
长远看来是一种节约成本
的方法 。 我国旅行社的产
品则多数来得快去得也快，
产品的生命周期较短 ， 不
易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 形
成特有风格 。 我国旅行社
应当从长远出发 ， 做好自
己的市场定位 ， 管理好旅
行社的产品组合 ， 围绕着
旅行社的发展战略开发新
的产品， 形成自己的品牌。

（三） 采取多种市场营
销策略。 我国旅游者尚不成熟对价
格非常敏感， 因此价格成为众多旅
行社竞争的有力手段。 实际上 ， 如
果我们改变下思路， 以市场营销理
论为指导思想， 注重产品的市场调
研， 突出产品的差异化 ， 充分利用
产品的外包装 （如宣传手册等）， 重
视产品的质量与售后服务 ， 树立起
自己的品牌形象， 通过创意来提升
顾客满意度， 将整个服务行为过程
品牌化， 就可以使旅行社获得强大
的竞争力。

（四 ） 注重产品种类与深度开
发。 我国绝大多数旅行社实力和规
模较小， 致使开发新旅游产品的平
均成本比较高， 价格竞争激烈 ， 产
品种类单一， 另外， 由于旅行社产
品科技含量较低， 容易被抄袭 ， 也
使许多旅行社不愿付出大量人力物
力开发新旅游产品。 如果我们能够
从深层次挖掘旅行社产品的潜力 ，
再加上富有特色的服务 ， 就会增大
旅行社产品的差异性与科技含量 ，
也使竞争者难以仿冒。 另外 ， 寻找
新的产品开发途径， 找到产品的新
卖点与切入点 ， 永远领先于市场 ，
形成自身的品牌优势， 拥有较高的
品牌忠诚度， 就会使旅行社的产品
具有长远的生命力。

纵观武义旅行社的旅游产品，主

要按照旅游线路的长短来划分 ，那
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来重新
组合旅游产品，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
周期呢？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观念
为指导，我们可以从消费者的家庭形
态、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旅游动机
等方面来开发新旅游产品。 例如根据
家庭形态，开展单身派对游、烂漫蜜
月游、亲子游、中老年养生游；根据旅
游动机，开展文化旅游（了解民俗、宗
教 、音乐 、舞蹈 、绘画等 ）、休养旅游
（如异地疗养）、体育旅游（如观摩比
赛、参加运动会）、经济旅游（如参加
会议、展销会等）。 总之，要从旅游消
费者需求出发， 设计出主题鲜明、富
有特色的旅游产品。 以下简单介绍几

个旅游产品构思：
1、 亲子游 。 中国家

庭都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
育， 当孩子在学习上取得
进步， 很多家长往往给予
物质上的奖励， 金钱上的
奖励给孩子的金钱观产生
何种影响尚存有争议， 那
么， 我们是否可以从精神
上给予孩子奖励呢？ 比如
旅游 。 古人云 “读万卷
书 ， 行万里路 ”， 然而作
为学生往往读了万卷书却
行不了万里路。 处在青少
年阶段的潜在旅游消费
者， 他们有求知欲、 探索
欲、 好奇心， 针对这些心
理特点， 我们可以开发一
些科普、 新奇、 趣味的旅
游项目。 而作为家长一方
面可以把旅游作为奖励 ，
另一方面通过旅游增进与
孩子的沟通了解。

2、 夏令营 。 孩子们
都有暑假寒假等长假期 ，
然而怎样让孩子们的假期
过得有意义， 这是让家长
们头痛的问题。 中国学生
理论知识水平明显高于西
方学生， 而实践动手能力
却不如西方学生。 夏令营
的主打诉求点就是培养孩
子们的生活能力、 自理能

力。 这个项目可以跟武义农家乐旅
游相结合， 引导孩子们干农活 、 做
家务 ， 以 “我来做爸妈 ” 为主题 ，
让孩子们体验做菜 、 洗衣 、 缝补衣
服、 打扫卫生、 照顾别人等 ， 使他
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提高生活能力同
时理解做父母的不易。

3、 单身派对游。 这个项目可以
跟婚介公司合作 ， 争取婚介公司的
会员来参加。 旅游项目以烂漫 、 增
进相互了解为主题 ， 选取一些有烂
漫情怀、 爱情传说的景点 ， 组织一
些互动性、 趣味性强的活动 。 后期
还可以开发蜜月烂漫游等旅游项目。

4、 中老年养生游。 中国即将步
入老龄化社会， 中老年旅游市场潜
力不容忽视。 根据中老年人的身心
特点， 以健康、 养身 、 舒缓为主打
诉求点组织旅游项目 ， 在旅游团中
增派健康咨询顾问 ， 一方面可以对
老年人突发性疾病进行处理 ， 另一
方面对老年人进行健康讲座 。 武义
正着手打造 “养生武义”， 在武义现
有旅游资源基础上 ， 可以针对中老
年人组织养生旅游项目。

旅游产品容易被复制 ， 所以要
把握 “人无我有 ， 人有我优 ， 人优
我转” 的原则， 不断改进旅游产品，
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 提高竞争力 ，
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 （上接 7 月 16 日 8 版） 明招寺
自古以来声名远播， 在佛教界自唐
五代后影响很大 。 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明招寺破败不堪， 遭到
了很大破坏， 但它所折射出的明招
文化深深吸引了国内外一些要人的
注意， 并不断前往探访。 然而明招
文化的文字研究起步较晚， 真正的
研究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研
究的鼎盛时期出现在 21 世纪初。

20 世纪 80 年代初 ， 就有一批
研究佛教的日本友人来明招寺考察，
回国后专门出版 《明招寺》 专著。

1985 年 11 月 ， 武义藉农学家
方粹农在县政协副主席陈正财等人
陪同下考察了明招寺， 他看到明招
寺破败的惨象， 深情地说， 明招寺
是武义的一块瑰宝， 是古人留给我
们的文化遗产， 要修好它、 保护好。

1996 年 12 月 31 日， 台州市委
副书记、 市政协主席、 原武义县委
书记李成昌在县长郑可风等人陪同
下前往明招寺考察， 他指出要进一
步加强保护和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

1997 年 10 月 ， 浙江省财政厅
厅长翁礼华在金华市委书记仇宝兴
陪同下参观了明招寺。

1998 年 5 月 27 日 ， 美国哈佛
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鲍彼得 、
浙师大教授宋史专家方如金、 副教
授龚剑锋考察了明招寺。

1998 年 6 月 2 日， 国家文物局
地面文物司司长晋宏逵、 总工程师
许言、 傅清远等参观了明招寺。

2004 年 6 月广西师范大学教
授、 吕祖谦研究专家杜海军专程从
广西寻访到明招山进行调研。 同年
8 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 古代
书院史专家邓洪波也专程到明招寺，
并拜谒吕祖谦墓， 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有书院情节， 今天才实地看到吕
祖谦是在这明招山讲学的。”

1986 年以来， 明招文化文字研
究起步比较晚， 随着明招文化遗址
一步步修缮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一些
文字研究。 1989 年 6 月 ， 高金楼 、
涂志刚的 《明招寺记略》 和 1991 年
朱和沈、 高金楼的 《吕祖谦与明招
寺》， 是至今县内人士发现较早研究
明招寺和吕祖谦的文章， 但他们均
没有在文章中提出 “明招文化” 这
一概念。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不少国内
武义籍的学者、 专家在回乡时经常
提到明招寺， 认为明招寺是一块武
义的瑰宝， 要好好研究， 并一再向
县政府有关人士提建议。 在这一背
景下， 1993 年 6 月， 朱和沈、 刘俊
林、 邬浩良、 陈南山等发起成立明
招学术研究会的筹备活动，并很快得
到县委 、 县政府领导的重视支持 。
1994 年 1 月 23 日县委宣传部下文
同意建立明招学术研究会筹备组，决
定由邬浩良、 朱和沈任正副组长。 3
月 18 日县社团登记管理办公室下达
关于成立 “武义县明招学术研究会”
的批复。

1994 年 4 月 11 日在县政府第
二招待所举行明招学术研究会成立
暨第一次会员大会， 除第一批会员
35 人参加会议外， 省文史馆员、 浙
师大教授王煊城、 金华市地方志办

公室主任、 市地方志学会秘书长王
林、 金华市历史学会秘书长、 浙师
大副教授龚剑峰、 武义籍青岛化工
学院俞旭教授以及永康陈亮研究会
会长胡国钧莅临大会指导， 省地方
志副主任、 研究员王志邦和金华市
历史学会给大会发来贺电 、 贺信 ，
县委书记阎寿根 、 副书记郑可风 、
县委宣传部部长汤勇看望全体与会
人员并表示祝贺。 大会一致推选邬
浩良为会长， 邹志伟、 朱和沈 （兼
秘书长） 为副会长， 包剑萍为副秘
书长 ， 刘俊林任基金委员会主任 ，
金启章任副主任。 大会第一次提出
了 “明招文化” 这一历史概念和这
一概念的历史根据。 并宣布研究会
的研究总课题定名为 “明招文化”。

学会建立之初， 围绕 “明招文
化” 这一总的研究课题， 又提出了
9 个子课题 ， 并本着 “重在研究 、
贵在实用” 的活动方针， 提出了一
些重大的研究课题， 主要内容涉及
到三个方面：

1、 考查阮孚到德谦特别是吕祖
谦一家的来龙去脉， 以及他们在明
招寺的活动。

2、 研究吕祖谦为代表的理学思
想 （金华学派、 浙东学派） 的形成、
发展以及它的特色、 地位与影响。

3、 提出 “明招文化” 这一口号
的依据， 以及它对武义经济、 文化
的发展， 特别是对人才的培养所起
的巨大作用。

明招学术研究会自 1994 年成立
到 1998 年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的五
年时间里 ， 学会组织会员去缙云 、
明招山寻访吕祖谦的历史踪迹， 召
开了 10 多次理事会， 朱建生、 叶春
兴、 朱和沈等写出了 20 多篇学术论
文 ， 并在理事会中进行交流讨论 ，
同时不定期地出版 《明招学术研究
简报》。

2001 年金华市政协准备筹组一
个吕祖谦研究会。 同年 7 月 20 日市
政协副主席陈炫亮等到武义县政协，
在县政协主席张育林陪同下听取了
原明招学术研究会会长邬浩良关于
学会成立活动的情况汇报 ， 并于 8
月 6 日写成 12000 多字的 《关于吕
祖谦与明招文化研究的探索及其它》
一文送交市政协。

2003 年 7 月 3 日， 遵照县长郭
敏的意见，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达
了 《2003 年县政府经济咨询顾问调
研课题》。 其中一个课题是 “保护、
开发和利用明招文化、 构筑武义文
化底座和提升武义精神”。 经过半年
时间的调研， 至年底由古梁撰写了
《明招文化： 古代文化基因与当代武
义精神的历史沟通———明招文化课
题研究综述 》 的长篇调研文章 。
2004 年 1 月 16 日 ， 县长郭敏 、 政
协副主席李德臻在县府二楼会议室
召集政府经济顾问会议， 充分肯定
了明招文化调研成果， 认为具有很
高的境界， 对提升武义精神起到了
开拓作用。

2004 年开展的 “明招文化保护
工程” 中新建碑廊的北西侧陈列了
13 块宋、 明、 清三代并用玻璃罩密
封永久保存石碑， 这些石碑分别是：
《建造朱吕祠堂碑记》、 《重修吕墓

立祠堂讲舍记》、 《吕祖俭墓志铭》、
《薛南英墓志铭 》 、 《吕祖忞墓志
铭 》 、 《宋故隐居刘君墓志铭 》 、
《宋故太安人王氏墓志铭》、 《刘氏
幼敏墓志铭 》 、 《刘公墓志铭 》 、
《潘公墓志铭 》 、 《宋刘处士墓志
铭》、 《刘幼学墓志铭》、 《潘公静
虚墓志铭》。 在碑廊南东面还散放着
清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县教谕翁
嵩年撰写的 《重建明招大殿朱吕讲
堂记》 碑以及吕氏墓群清雍正年至
光绪年间的 7 块墓碑。 在朱吕讲堂
两侧厢房内陈列了 《吕祖谦与明招
文化》 的图文展览 。 展览内容分 7
大部分： 首先是前言， 然后依次是
“深厚的家学渊源”、 “吕祖谦生平
简介”、 “文化名人陈列”、 “吕祖
谦与明招山的不解之缘”、 “武义宋
代以来出现的名人”、 “明招文化精
神在历史中不断创新”。 在朱吕讲堂
中堂陈列了用汉白玉雕塑的吕祖谦
半身像。 在讲堂后殿用砚石贴墙并
线雕历代理学人物像。 后殿中堂线
雕吕祖谦 （中）、 朱熹 （左）、 张栻
（右） 像； 从东堂至西堂依次线雕陈
亮、 叶适、 陆九渊、 巩庭芝、 巩湘、
巩丰、 巩嵘、 张湨、 洪无竞、 徐邦
宪、 杨大法、 赵汝淦、 杨迈、 刘滂、
何德润 15 人像， 并在每个人物像下
列有生平简述。 东面墙南侧列有宋
以来武义、 古括苍 （宣平地区） 进
士 、 举人名录及数字表 ， 详如下 ：
武义进士， 北宋 5 人、 南宋 44 人、
元代 1 人 、 明代 6 人 、 清代 2 人 。
举人宋、 元代无考， 明代 22 人、 清
代 37 人。 贡生宋、 元代无考， 明代
157 人、 清代 156 人。 当时括苍的宣
平地区北宋进士 6 人 、 南宋状元 1
人、 进士 19 人、 元代 1 人、 明代 4
人， 清代 2 人。 举人宋代 6 人、 元
代 7 代、 明代 3 人、 清代 3 人。 贡
生宋代 8 人 、 元代 6 人 、 明代 118
人、 清代 272 人。

2005 年 11 月 18 日至 20 日， 由
浙江省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浙江省
金华市政协、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古藉出版社、 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了 “吕祖谦暨浙东学术
文化国际研讨会 ”。 来自美国 、 法
国、 中国台湾、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以及国内各地 7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
了研讨会。 会议 18 日在浙师大行政
中心会议厅举行了开幕式， 同时举
行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
《吕祖谦全集》 首发式。 19 日下午，
会议移师武义县清水湾。 20 日上午
来自国内外学者专家赴武义明招山
参观了朱吕讲堂、 碑廊以及拜谒了
吕祖谦墓。 20 日下午在清水湾举行
了闭幕式。 武义县王文政、 古梁参
加了研讨会， 王文政提交了 1 篇论
文 ， 古梁提交了 4 篇论文 ， 编入
《吕祖谦暨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
论文汇集》， 并在会上各自宣读了自
己的论文。 其中古梁的 1 篇论文在
会议后选入第 1 辑 《江南文化研究》
中。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 武义出
现了研究明招文化的高潮， 许多人
士纷纷在各报刊杂志发表了文章 ，
列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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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招文化研究与成果
□ 古 梁

道教名山 戏水天堂牛头山

牛头山国家森林公园清澈明亮山

泉水， 原始森林和神奇山石相伴， 漂
流全程 3 公里， 时缓时急落差水口 20
多处， 抒情浪漫和激情冲浪交替， 道
教名山和戏水天堂给您圣浴洗礼。 漂
流上岸， 有沙滩烧烤、 小木屋中西餐、
棋牌、 娱乐等配套设施为您服务， 堪
称圣山漂流神仙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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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后上了浪漫竹筏

幸福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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