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ISCOPE  職場見聞 

  
 

 
20 

 

法文系畢業後鮮少選擇的職業：帶著法語遊客發掘臺灣的美好 

 

金婉婷

第一次聽到「導遊」工作，是在大學時期，

有位觀光系的學姐來法文系輔系，那時只是

心想：「哇，學姐真有目標與想法。」一年後，

學姐分享她考到國家導遊證照的好消息，我

邊羨慕學姐的有志竟成，也思考自己的未來

方向。 

事實上，那時的我完全不考慮導遊工作，

因為不了解這項產業，也因為這在當時並不

是法文系學生首要納入職涯發展考量的選擇

之一。在我唸大學的時候，法文系學生通常

（其他外語科系學生亦同）對未來一片迷惘，

且認為當翻譯、國際業務、外語教學八成會是

畢業後踏進職場碰到的選項。 

的確，畢業後接觸了許多「預料中」的工

作，因為市場需求的緣故，翻譯、國際業務、

外語教學等領域的確相對而言提供較多職

缺；然而也在摸索的過程中，遇見許多法文系

畢業的學長姐們，由於興趣或機緣而從事各

式各樣的職業：出版社編輯、企業人力資源、

企業永續發展、葡萄酒行銷或採購、活動整合

行銷、活動展演規劃、藝術藏品交易、品牌數

位行銷、餐飲甜點製作等。 

而我在因緣際會之下，重新認識了導遊的

工作。 

為什麼說重新認識呢？因為過去我對導

遊工作的印象，便是帶領一大群遊客走來走

去、坐大遊覽車穿梭在名勝古蹟中、遊客上車

睡覺下車拍照、坐車時導遊會拿著一支不停

嗡嗡嗡的麥克風，先來幾個「破冰」笑話，接

著講述很豐富但跟遊客本身關聯性低的景點

資訊。這樣的印象或許不只烙印在我的腦海

裡，大概也是很多臺灣人對於導遊的刻板印

象。 

考取國家導遊證照後，跟著幾位厲害的導

遊前輩跑了幾趟行程，才知道現在臺灣有不

少旅遊業者已經不再繼續上述模式，開始發

展新的旅遊生態。 

以我合作的旅行社為例，一方面著手招聘

並訓練旅遊規劃師、為高端精緻小型團客層

設計客製化行程，安排預算內最高級的住宿

及餐廳；另一方面也重新培訓導遊，設計帶團

技巧及深度課程。一切講究最貼近顧客的需

求，並同時加入臺灣文化體驗與在地連結。除

了遊山玩水，也讓遊客體驗泡臺灣茶、了解臺

灣茶的生長環境及製作過程、親自手作臺灣

料理（例如小籠包）、放天燈許願、學習打擊

樂、品嘗臺灣原住民料理、欣賞原住民舞蹈及

音樂等，當然也少不了各種美食行程，從米其

林餐廳到夜市小吃，從山珍海味到雞排珍奶。

遊客皆感到愉快又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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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行程規劃中，導遊扮演的角色，

從拿著旅行社 Logo 旗子與小蜜蜂（攜帶式麥

克風）的「主講者」，變成如同遊客最好在地

朋友般的「傾聽者」及最溫暖且親切的「支持

者」。導遊都會事先了解每組遊客的年齡、人

數、喜好，再從旅途中自然的溝通、進一步相

處，掌握日常生活習慣、特殊蒐集嗜好、對飲

食的偏好及應避免的重點、對哪些主題談話

會特別專心、對哪些類型話題感到興趣缺缺

等，如此一來在行程上也更能順應旅客最理

想的安排。 

法語導遊便以「法語角度」切入 

以法語導遊為例，目前接觸到安排來臺旅

程的法語系國家遊客大多數來自法國，少數

來自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加拿大等國家。

面對不同國家的遊客，每次皆應先上網查詢

背景資料，例如首都位置、人口數量、經濟產

業、藝術文化特色等，最好能夠在搜尋資料的

過程中，找出遊客國家與臺灣的相似性與相

異性，或任何特殊的關聯性；如果能夠事先得

知遊客工作的產業領域，或遊客個人喜好的

休閒娛樂，也能多在此下功夫，找出遊客可能

喜歡的景點特色或文化歷史故事。 

當然還有許多說著一口流利法語的遊客

來自非法語國家或其它特殊地區，在遇上此

類狀況時導遊便需要特別針對他們的文化背

景多作事前功課。當遊客感受到導遊對自身

興趣或需求的「關心」與「細心」，參與度會

變得更高、連結變得更深，當整體旅程興致高

昂時，創造一段快樂又充滿美好回憶的臺灣

之旅便不是難事。 

一般而言，當導遊具備足以帶團的外語能

力時，對於外國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例

如法語導遊對於法國應該都不陌生，那麼介

紹臺北時便能簡單地比較巴黎人口、地鐵、百

貨公司的異同（但需要特別注意，若遊客並非

來自巴黎，千萬別討論巴黎過頭）。除了事先

提醒遊客臺灣人的用餐時間與用餐模式，也

能介紹臺灣特色甜品、餐點與法國的相似處

與相異處，例如臺灣珍奶與法式咖啡、臺式馬

卡龍和法國法卡龍、烤鴨與油封鴨、臺灣豐富

的海鮮和法國西北及東南部的海產等；另外

也可以提到臺灣氣候潮濕且常有不同等級之

地震、夏天經常有颱風侵臺（講到這點時需觀

察一下遊客狀態，通常法國遊客會有點緊張，

但微笑安撫即可）。 

對法國遊客而言，「中法戰爭」（1883-1885

年）應該頗為陌生，對於法國人曾經攻佔基

隆、澎湖等地，當地居民組織義軍，以艋舺龍

山寺印行文官署，協助擊退法軍；後來法軍水

土不服且受蚊蟲干擾，最後戰事激烈、形成僵

局，雙方死傷慘重，部分法國士兵埋於基隆法

軍公墓等事，目前還沒有法國遊客表示其熟

悉這段歷史，這些對他們而言便是「奇聞軼

事」，聽來津津有味。當然也能順便分享，每

年中元普渡時，基隆人會買紅酒、法國麵包和

乳酪去祭拜這些過世的法國士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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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組法國遊客，剛抵達臺灣時聽到

我提及臺灣茶的知名度及鮮美口感，向我表

示他們覺得茶只是拿乾掉的葉子去泡在熱水

裡，不知道這個有味道的水為何在世界上有

很多人品嚐，不懂為什麼有人覺得好喝。 

隔天行程中，我們安排了學習泡茶的茶道

課程與品茶禮儀教學，法國遊客們不斷嘖嘖

稱奇，說著原來泡茶有一定的程序、涵蓋分享

的意義；不同的茶葉品種有不同的香氣、第一

泡與最後一泡口感的差異竟然如此顯著；茶

道原來這麼講究、有適合不同場合及搭配的

茶點，以及類似葡萄酒的品嚐方式等。這場體

驗結束後，他們不僅購買了數包茶葉（都是遊

客在學習茶道的過程中偏好的口感及香氣），

也開始強烈要求「如果有可能的話，是否可以

參觀茶葉的製造過程」。 

之後在阿里山的行程，除了參觀茶園和隙

頂二延平步道，我也聯繫可以接受參觀製茶

廠的商家，請老闆及老闆娘詳細引導解說採

茶、製茶及最後包裝販售的流程，最後遊客聽

得津津有味，提出非常多問題（當然導遊要協

助翻譯），商家很有耐心地解釋，並且在最後

陳列出品質極好的茶葉供遊客選購。遊客想

當然非常盡興，不只是阿里山一整片茶園風

景秀麗使人心情舒坦，在漫步、學習、觀察的

過程中與在地人事物的親切互動更令人印象

深刻。 

導遊工作絕對需要注重細節 

另一組比利時的遊客，則是兩位年紀稍長

的夫妻。他們飛機於晚間抵達後，臉色並不是

太愉快，據說他們在來臺灣前先去別的國家

旅行，因此推測可能途中遇見一些讓人不甚

愉快的事件。此時最好用親切溫暖的態度招

待他們、歡迎他們來到臺灣，稍微提及之後的

行程，就不要再多說，讓他們休息就好。在前

往台北的路上，兩位主動向我表示他們對藝

術的喜好，希望我安排美術館給他們參觀，因

此隔天的行程主力就擺在台北美術館及台北

當代藝術館。 

幸好，行程規劃師安排的飯店可圈可點，

比利時夫婦在適當休息後心情轉好，當然也

因為隔天天氣不錯，他們更願意花時間和心

力探索臺北的藝文空間與文化氣息。甚至比

利時太太告訴我，她要幫孫女們買紀念品，我

們一起挑選了孫女們喜歡的蝴蝶造型髮飾，

由臺灣藝術家設計製作，非常細緻具有風格

特色。但是購入的髮飾不含包裝，於是我默默

地記住髮飾尺寸，在當天行程結束後跑去禮

品店購買同色系且具有精緻感的禮盒、包裝

填充物、緞帶、紙袋等，隔天再拿給比利時太

太。想當然，她非常開心且欣然接受這份小心

意，讓家人伴手禮更美好。 

每一團遊客當然都使我印象深刻，在這之

中有一團來自法國爸爸、捷克媽媽和四個小

朋友的旅行團，快樂隨時洋溢在每個人的臉

上，讓我每天都被和樂融融的家庭氣氛環繞。 

爸媽都很年輕，小孩分別是十二歲、十歲、

八歲和六歲。爸爸喜歡攝影，媽媽喜歡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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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姊喜歡科技產品，二姊熱愛時尚，大弟是軍

事迷，小弟喜歡小小兵。他們一家人都很喜歡

旅遊和接觸大自然，但是當初並沒有規劃來

臺灣待很多天，於是旅行社與我盡力安排能

夠符合全家人需求的各種行程，也在跋山涉

水的行程之中協助爸爸找美景攝影、讓媽媽

欣賞臺灣音樂、帶小孩去手機品牌旗艦店、在

九份老街的崎嶇道路中和兩個弟弟埋伏打游

擊戰等等（務必注意安全）。中間還經歷大弟

沮喪哭泣、媽媽手機摔碎螢幕等事件，導遊能

做的便是以同理心詢問發生什麼事、是否能

夠幫任何忙、傾聽、提供協助。 

而行程中的高潮，大概就是在平溪放完天

燈後，爸爸私下問我是否能協助找一間日式

料理為主的餐廳來慶祝二姊的生日，因為二

姊在亞洲料理中最喜歡吃壽司，但是其他孩

子各有愛吃的東西，看看能不能也點一些其

它料理的餐點。打電話找了好幾間，最後找到

一間非常適合他們全家人需求的吃到飽餐

廳，立刻事先訂位、請餐廳幫忙準備壽星蛋

糕。全家開心得不得了，二姊在吹蠟燭時感動

得快哭了，還有好幾位店員幫她唱生日快樂

歌！不過就在此時，看到小朋友們覺得空調

太冷，於是我馬上請餐廳將冷氣調弱，並提供

保暖披巾。 

後來，這一團法國捷克家庭旅行團帶著非

常愉快的心情，告訴我他們相當後悔沒有安

排多幾天在臺灣旅行，他們在臺灣看到了超

乎他們期望的自然美景、城市景觀、歷史文

化、藝術氛圍及友善的居民，希望下次再來，

也要再找我陪伴他們的旅程。而我們大家抱

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在桃園機場說再見。 

身為導遊，在每次看到客人臉上的歡笑與

快樂時，總是覺得一切付出非常值得。 

自由接案的代價 

考取國家導遊執照並參加政府培訓後，導

遊的工作與案件來源主要建立在與旅行社合

作，可以選擇簽約當特約導遊，僅與一間旅行

社合作；也可以自由接案，與任何一個、甚至

多個旅行社合作。如果您看到這篇文章感到

躍躍欲試，歡迎具備導遊能力、特質的各位勇

於嘗試！ 

以外語導遊而言，口語表達能力佳、友善、

尊重且切中要點的說話方式、主動觀察並細

心記下旅客隱性需求、積極詢問並能高度配

合旅客顯性需求，都是相當優秀的特質。而帶

團技巧、解說內容、文化講解的深度與廣度、

景點的認識與應變能力、面對不同類型遊客

的相處方式等，都可以在入行後再訓練、逐漸

累積經驗。 

然而老實說，法語導遊的工作量並不穩

定，畢竟法語遊客來臺的數量並沒有像英語

遊客一樣大量，因此若希望收入較穩定，增加

導遊工作以外的接案來源是必要的，可以增

加帶團語言，也可以接其它工作種類的案件；

但是，目前法語導遊的數量偏少，同時可見法

語能力的市場差異度並存。也就是說，目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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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雖不多，但認真學習、努力進步，目標成為

一個優秀的法語導遊，一來法語遊客不會輕

易被搶走，二來能夠建立一個穩固的良性循

環：法語遊客是一塊潛在的市場，還有很多法

語遊客尚未來過台灣參觀遊玩，當每一位法

語遊客都帶著美好的經驗分享給周遭的親朋

好友，不僅能開拓台灣的知名度，或許也能間

接增加法國遊客數量。 

維持良好的導遊品質，加上有遠見、規劃

詳細的旅行社，便是為未來的市場鋪路。從今

年的角度出發，並以日本奧運為例，屆時可能

會有為數眾多的遊客希望規劃亞洲之旅，當

然臺灣在地理的方便性也會成為考量首選之

一。期望各行各業，包括導遊，都能不斷增強

專業能力，一起「讓臺灣走出去，讓世界走進

來」。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研究

所，現為自由接案工作者，斜槓法語教學、接

法文口譯、也當法文導遊接待外國遊客一起

發現台灣的美好。曾任淡江大學法文系講師、

國立戲曲學院法文通識課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