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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的本质是文化，以文化为旅游的内核这一观点正在成为旅游行业的共识。道家、道教

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理应成为我国休闲旅游业的重要内核。道家及道教对旅游文

化有着深刻的思考，其中诸多思想对现代旅游有重要的启发。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的文学、艺术、洞天福

地、宫观、园林、庙会等民俗以及养生与特色饮食等丰富资源，都能够与现代休闲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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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从而得以继承和发展，是很多学者都探讨过的问

题，但具体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取得切实的效果则论述不多。道家、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

组成部分之一，学者们对其现代意义和价值已经有了不少论述，其中一些文章也谈到了道家、道教

与旅游相结合的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力图有所深化，尝试从道家、道教文化对旅游本质的看法来

论述其所具有的可转化为旅游产品的丰富资源。

一、道家、道教文化的旅游观

旅游业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经济，它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可分为自然资

源和人文资源两大类，而后者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重要性。人文资源的主体内容是既有的文化资

源，利用文化来发展旅游是世界旅游行业发展的主要潮流，也是商贸与经济发展的趋势。原因如下：

首先，除某些具有特殊魅力的自然资源以外，旅游经济的繁荣要以人文旅游资源为基础。发展

经济不仅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寻找立足点，赋予过去的静态文化以动态的时代特色，一改过

去把传统文化视为无用之物或历史包袱的错误观点，把它转变为发展现代旅游经济、商品经济的优

势，进而把东方文明的精华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合理内核紧密结合，用现代化的商品经济意识融会贯

通，生成一种中西合璧、富有活力的新型文化。这既是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的路子，也是我们

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与搞好现代化二者得兼的现实路子。这样的新

型文化，能够为发展旅游业和经济腾飞奠定基础。

其次，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文化环境，离不开文化的渗透与帮助。一脉相承的乡间民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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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宗教文化凭着它的定势和惯性孕育着当地人的商品意识和价值取向，而朝气蓬勃的现代文化与

厚重的历史文化、浓郁的乡土民族文化及异族海外文化相结合，无疑会给经济灌注强有力的生机，

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动力。再次，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创新，发展新的人文

景观提供了经济基础，展示了新的机遇。此外，在旅游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的相互交流，既

提高了旅游者的文化素养，也增进了不同民族间人们的相互了解，促使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

合，从而促进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并实现传统文化的良性循环，多角

度、多层次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更深一层地说，旅游的本质是文化。单纯的山水即使再漂亮，也难以长久地吸引游人，只有把

文化的内涵渗入其中，山水才有灵性，才有内容。或者说，只有把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内容统一起

来，山水才能改变在人的眼睛中稍纵即逝的命运而进入人的心中，与人的内心世界相结合，从而给

人们带来美的愉悦与享受，调节人的身心，旅游的价值才会得以彰显［1］（pp.5-8）。所以说，文化是旅

游的内核，是旅游的本质。

道家、道教文化对旅游有深刻的思考。庄子在《知北游》中曾赞叹天地之美：“天地有大美而不

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

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道家、道教从保存人的生命之光出发，引导人们对自然作深邃的思索和

审美，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庄子·知北游》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生活于

道教世家的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也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

所之娱，信可乐也。”人融入自然之中，是为了怡情冶性，为了畅神，为了放松形骸从而调整心态、调

理身体、休养生息。移情与意触作用的结合，是人向往自然之情与大自然之形神的契合，这种旅游

观可以称为“情感说”。它注重个性情感价值，既出世又入世，站在人生的边缘，动态、灵活地审视一

切。它的实质是为心灵争取一份在俗世之中难以获得的自由。

因此，道家、道教的旅游是“逍遥游”。徐复观认为，庄子追求精神的自由，而“‘精神的自由解

放’是以一个‘游’字来加以象征的”［2］（p.54），“‘游’和‘逍遥’二词应该是《庄子》书中最有特色的

词”［3］（p.18）。“游”可谓《庄子》之通义，逍遥而游是庄子追求的最高人生体验和境界。庄子讲“逍遥

游”，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游心于物之

初”，“得至美而游乎至乐”等。“游”的主体是人的心灵，所游之处不仅是“尘垢之外”、“无何有之

乡”，更是一种趋于极至的大美，一种体悟得“道”后获得的绝对精神自由。后来的道教更尊庄子为

“南华真人”，继承庄子的思想，并以“游”来象征道教的宗教精神品味之一，即指一种摆脱功利观念，

带有纯粹精神观念的精神境界和追求。这给予超越的“道”和渴望超越的人们以宗教上的合理解

释，并得到信众的认同。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游仙诗”这种抒写神仙漫游之情的诗歌。

信奉道教的唐朝大诗人李白更被誉为“诗仙”，其诗仙气横溢，其人也不受约束，自称“五岳寻仙不辞

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道教的旅游观还直接起源于求仙寻药的实践活动。道教徒们坚信神仙可学、仙境可寻、仙药可

求。于是，寻仙活动频繁出现。它有两大主流，一是方士鼓吹，由帝王发起，以方士的活动为主干，以

成仙为目的的寻仙活动，如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均发起过这样的活动，对道

教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的道士们择清幽之处服药、炼丹、修行与游历寻仙可谓与此一脉相承。

另一支是以文人和哲人为主，以追求神仙意境为目的，带有审美特点的游仙活动。他们更感兴趣的是

仙人的人格魅力、生存和生活方式，向往和仙人一样，尤其是在精神上与之一样徜徉纵横。这种向往

更多地内化在他们的精神追求中。《楚辞》中有不少反映这类思想的诗句：“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

乎遗则。贵真人之休德兮，羡往世之登仙。”《庄子》和后来的许多道教作品中也不乏类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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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是道士们的栖居之地，如道教理论家葛洪所说：“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

清净也。”［4］（p.187）它也是道士们的修道之所，葛洪即有“合丹当于名山”［4］（p.74）的观点。深山清净自

然的环境，恰好是道教徒们把崇尚自然、乐好清净的旨义落到实处的最佳环境。怪石嶙峋的奇山异

水、古木参天的幽谷胜境，皆因涂上了道教的色彩而在修道人眼中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巍峨的大

山显示得道人的心胸和品格，涓涓溪流有平和的气质，水波浩渺的江河湖海更可以使人领悟“上善

若水”的“道”的玄机。山清水秀的洞天福地，不仅成为仙真高道的栖身之地，更吸引众多修道者来

此游方问道，于是逐渐成为道教的宗教圣地，因之也逐渐成为大众的旅游胜地。历代修道者所从事

的寻仙访道、隐居山林、建立人间仙境（即洞天福地）等活动，无不把“游”的精神贯注于其间。即使

在得道后，他们依然游走天下，隐现变化，为民谋利，传说中的八仙、张三丰等都是著名的例子。在

漫游的过程中，他们关注人间，与民同乐，这既是道教乐善好生的宗教教义的体现，也是内日用与外

日用相结合的全真精神的体现。而且，亲身游历还是求得实证的方式。如清代道士吕守璞所说：

“仅明丹决，不从实地修持，犹渡江湖无舟楫也。”［5］（p.43）

道家、道教人性自然化的“畅神”、“逍遥”之说，显示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旅游审美观，即在旅

游中通过静观默察、自觉体悟的审美、参与，以物我相亲、物我同化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合一的状态，

用全部身心去体验、感悟自然；从赏玩山水之象中直觉地把握自然，把握如自然一样的人生的生命

律动，从而悟解天地人生之道，达到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现代旅游是一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商业

活动，强调的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旅游过程的管理和服务、旅游产业的投入与产出，追求的是赚

取更多的利润，这导致旅游往往淡化甚至遗忘了旅游者的感同身受。从道家、道教的旅游观可以看

出，旅游的直接目的是通过畅游山水从而调节生活情趣，排遣事功烦恼，发现并赏鉴山水自然中的

诗情画意、高情雅致，是出世与入世的统一。旅游必须关注人的生存和内在感受，它应该是心灵的

驿站，可以驱逐精神的劳顿，安抚疲惫的心，使人得到一次精神的解脱，或者促进人的精神升华。旅

游文化的建设应该基于人与自然的感性与理性沟通，使旅游活动能够把人带入一个可持续发展、自

由奔放、色彩斑斓、气象万千的新天地。即此而言，旅游的根本目的是使旅游者得到精神上的自由

和满足。因此，旅游应该是一种自由的文化，是一种开放、张扬、富有人性的文化。人的存在，本质

上就是文化的存在；人类的旅游，不仅仅是为了向外部世界争取维持有机体的必需能量从而达到强

身健体目的的活动，更是设法促进精神世界的发展，以文化武装自己，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

活动。旅游的深层含义是人的生命的开放和拓展，是生命存在和生存发展的动态形式和表现，其最

终目的在于人格的补充和完善。所以，旅游的本质是文化，旅游是人成为文化人的重要活动之一。

二、道家、道教文化可转化为旅游产品的资源

道家、道教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成为现代旅游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道

家、道教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广博的思想内涵，所承载的华夏民情风俗，所表现的特殊宗教礼仪，所产

生的增福延寿功能，足以使海内外游客流连忘返。而且，道教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崇尚自然的生

活方式，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等，都与当今世界回归自然的旅游潮流———休闲旅游、生态旅游、绿

色食品保健旅游、森林旅游等旨趣相吻合。对道家、道教文化资源的利用，不仅有利于完善既有的旅

游资源，而且对拓展旅游市场、吸引海内外游客、发展中国旅游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

对道家、道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让道家、道教文化为经济发展牵线搭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

展；把旅游与道家、道教文化相结合，有利于我国道家、道教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发展，对文物古迹也能

起到重要的保护和修缮作用；再者，在这样的旅游过程中，游客可以欣赏到道家、道教独特的文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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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增长有关道家、道教的知识，有利于道家、道教文化知识的传播、普及，能够弘扬传统文化。

道教在传教过程中，广泛运用了雕塑、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手段宣传教义，展现道士的生活和教

务活动，因此，道家、道教文化可转化为旅游产品的资源十分丰富。

（一）文学与艺术

道家的经典著作《庄子》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后世的文学艺术有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浪

漫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承道家而来的道教，其中有众多的道经为了便于朗诵、记忆、传播，全部或

部分采用了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不仅如此，道教还创造了游仙诗、步虚词和青词等新的文学形

式。神仙诗、青词、仙话、道剧、神魔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出现，均是直接或间接受道教影响的结果。

道教的神话、方术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这在明代神魔小说和元代道剧中表现得尤

为突出。道教中的优秀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即使是其中那些徒具诗、词、歌、赋的形式

而艺术性并不甚高的道经，对于研究文学形式的演变和音韵的变化等也具有参证意义。道教文学

促进了中国文学中浪漫主义手法的形成和发展，尤其表现在游仙诗和神仙诗词等作品中。李白、李

贺、李商隐、陆游等都热衷于道事，留下了许多令人赞不绝口的道教诗文，不少道士也都有诗集传

世。总之，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历代文人墨客在游览道教胜景时总是激情澎湃，他们或吟诗作画，或题词作文，留下了无数脍

炙人口的绝妙诗词。这些文学作品集知识性、趣味性、历史性、民俗性、审美性为一体，表现了名山

道观的幽雅超绝、梦幻迷离，为景点平添玄妙色彩，为山河增辉，使大自然多了一份神韵，让自然景

观有了灵魂，更让人迷恋向往。道教文化借山水以传情，山水也借之而显名。如陆游在返青城山时

写下了《长生观观月》，使青城山闻名遐迩，平添不少人文色彩。

道教音乐虽然是宗教音乐，但与古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民间音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具

有艺术性、群众性和雅俗共赏等特性，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道教音乐在吸收教外音乐的同时，

有些乐曲也流向教外而广为流传，如道情。道教音乐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音乐理论，优秀的

乐、曲、声乐和器乐技巧，对民间音乐的影响很大，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如汉代《黄老弹》，唐代

《霓裳羽衣曲》，宋以后《庄周梦蝶》、《羽化登仙》、《逍遥游》、《八公操》、《颐真》、《二泉映月》等曲都受

到道教音乐的深刻影响。在道教景区建设时，如果把道教音乐这一要素用活、用好，可以为旅游活

动增添许多意蕴与活力。

道教美术源远流长，作品众多，对中国美术影响深远。以山水画为例，它的起源与道家思想和

道教义理有密切联系。六朝时期，山水画形成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意

在笔先，画尽意在”的指导思想，其中的“神”即与人的灵性相通的宇宙及万物的生命本质。这种美

学思想深受道家思想和道教义理的影响，道家、道教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形神、意境和气韵

生动等范畴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一些画家或是入籍的道士（如唐代画家张素卿

以画道门尊像著称），或深受道教影响（如吴道子）。除了山水画，道教美术作品还有道教始祖、神仙

鬼属等的石刻造像、道祖故事画，以及举行道教仪式时悬挂的水陆画、修道生活画等，这些艺术品具

有极高的观赏价值。道教神仙画的内容和技法对民间美术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在

壁画、版画、年画等艺术形式中看出。道教美术因其观赏性而可以以展览等形式直接成为很好的道

教旅游文化资源。

（二）洞天福地与宫观、园林

道教崇尚自然，顺应自然，返璞归真，清静无为，追求境界超脱、羽化成仙，因而，其活动场地多

03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35卷



选择在风景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并分为道场和洞天两种。道场主要有江西龙虎山、安徽齐云山、

四川青城山、湖北武当山等；洞天意谓洞中别有天，为神仙居住的洞府，此外还有次一等的福地。道

教的洞天福地多位于名山中，如五岳。按照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所载，道教的洞天福地包

括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洞天福地绝大多数自古以来就是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

道教的术有导引、吐纳、符 斋醮、烧炼金丹及内丹炼养等。为了修行的需要，道士们往往舍喧

嚣而取幽谷，舍平原而取崇山，在风景秀丽的名山或隔断尘嚣的僻地建立固定的供奉神灵、讲经布

道、炼丹修道的宫观阉堂等作为居住、修道、传道的场所。1983年，国务院确定了21座全国重点宫

观，此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宫观，其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成为旅游景点。

宫观往往坐落于道教名山中，风光绮丽，奇绝秀美，气候宜人；又或掩映在人迹罕至的青山绿水

之间，或静卧于隔断尘嚣的闹市高墙内，成为休憩佳处、旅游胜地。道教名山的自然风光和道教宫

观往往珠联璧合，“深山藏古观，幽径通殿堂”。道教的宫观规模宏大，如湖北武当山，建有号称“万

古之奇观”的八宫二观、三十六庵、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外加一条长达七十余公里的登山

神道，为全国最宏伟的宫观建筑。道教宫观建筑风格多样，并与美术等多种道教艺术紧密结合。就

整体布局而言，宫观建筑模仿人体，讲究突出中轴线对称；从建筑结构上讲，宫观建筑为土木建筑、

宫殿式结构，强调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的理念；从选择地址上讲，宫观建筑重视风水；宫观建筑还吸

收了佛教寺院建筑的某些特点，表现在殿堂布局上，一般是山门、灵官殿等在前，主要殿堂居中，藏

经楼在后，两厢为配殿等。

除宫观外，道教建筑的门类还有很多，如殿、堂、庙、亭、台、楼、阁、馆、舍、轩、斋、廊、阙、门、坛、

塔、榭、坊、桥等。道教建筑的独特之处不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鲜明地反映了追求吉

祥如意、延年益寿、羽化登仙的思想。例如，宫观建筑上往往描绘日月星云、山水岩石，寓意光明普

照，坚固永生；以扇、鱼、水仙、蝙蝠和鹿代表善、（富）裕、仙、福、禄之意；以松柏、灵芝、龟、鹤、竹、狮、

麒麟和龙凤等象征友情、长生、君子、辟邪和祥瑞等；把福、禄、寿、喜、吉、天、丰、乐等字的变体用在

窗棂、门扇、裙板及檐头、蜀柱、斜撑、梁枋等建筑构件上，表达人们的生活愿望和追求。这些都对中

国建筑及民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八宝图、福寿双全图等源自道教思想和神仙故事的

图案远远超出了道教的范围，深入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并被反映到中国各类建筑构件和人们

日常生活的器具上。至于八仙和八仙庆寿的道教图案更是家喻户晓。其二，许多宫观建筑与道教

教义、神话等相配合，使得建筑形式和风格多样化。例如，一些宫观修在洞中、洞口或洞附近，形成

洞中楼、洞口楼，或者增建长长的封闭走廊；有些宫观突出说经台、炼丹井、神仙修道处等，建筑布局

和形式为此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有些宫观修有八卦亭、窝风桥等具有特殊道教涵义的建筑。其三，

突出“道法自然”的理念。一些宫观依山傍水，或以林掩其幽，或以山壮其势，或以水秀其姿，形成了

自然山水与建筑结构相融洽的独特风格。其四，一些道教建筑技术非常高明，例如广西容县经略台

真武阁为木质结构三层楼阁，全阁使用铁木构件近三千条，以杠杆原理互相勾连，保持稳定，共承重

负，特别是二层楼四根内柱，上承重荷，但由于杠杆原理将重力分散，柱脚却悬空不落地，出人意料，

建筑技术相当高超。再如苏州玄妙观是苏南一带最古老的大型殿宇建筑，其土檐内槽上昂斗拱的

建筑形式在国内绝无仅有，被视为我国古代建筑的瑰宝。其五，一些宫观突出成仙或清修的意境，

其楼台池榭、山石林苑刻意追求自然、虚静和人在云端的艺术效果，形成一种独特的道教园林艺术。

另外，也有一些道教宫观由于城市的变迁，现在已不再是“深山藏古观，幽径通殿堂”，而是身处

闹市之中，但这并未使其减色，如北京的白云观、上海的城隍庙、四川的丰都鬼城、苏州的玄妙观、西

安的八仙宫、成都的青羊宫、武汉的长春观等，都不愧是人海中的丛林，闹市中的洞天，吸引了无数

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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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景式宫观园林开我国宗教园林的先河，道教园林是我国宗教园林的主体部分之一，是我

国园林艺术中的瑰宝。道教园林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园林艺术，其美学原则和实践对其他

宗教园林、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道教园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各有特色，绚

丽多彩，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成为各地著名的风景旅游名胜。

（三）庙会等民俗及道教的养生特色饮食

道教对我国古代风俗习惯影响极深，岁时节日、民间祭祀、日常生活等许多方面的风俗，往往都

或明或暗地打上了道教的烙印。其中有些是早已形成的风俗，后来加入了道教的内容；有些本是道

教的内容，长期浸染，沿袭成俗。

八仙、麻姑等神仙形象深受民众喜爱，以这些神仙造型或故事为题材的戏曲、绘画、工艺美术作品

深受民众欢迎，反映了民众的审美情趣。总的看来，道教在琴棋书画、茶道酒品、商市社戏等方面无所

不及。古代人们就将各种宗教节日、民间风俗、民间艺术和集市贸易融为一体，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

庙会上。庙会文化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节，它们往往以道教传统节日为依托，利用

道教仪式和道教文化中的神仙传说，融入现代高科技成果和商品经济的新内容，集宗教、经贸、旅游、

文艺于一体，推动地方经济的起步，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所以，在开发旅游产品时，应该对庙会这样

的民俗给予充分的重视，尽可能把它作为旅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道士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药学、养生学、古代化学以及中国保健体育技

术的发展。道教的养生术是整个道家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中国传统养生方法的主干。道教养生

术的主要内容是守一、存思、导引、吐纳、胎息、服食、外丹、内丹、起居等。实践证明，只要持之以恒

地进行养生锻炼，道教养生术对预防和治疗慢性疾病等是有较好效果的。

药膳是道教养生术的重要内容。一些道教宫观所研制的饮食颇为独特，如青城山的“白果炖

鸡”，以古常道观汉代张陵手植白果树所结果实为原料，不仅味道清醇，富于营养，而且带有历史文

化的芬芳；山东昆俞山充分利用地处滨海的优势，用山珍海味制成七珍菜，为人称道；武汉长春观擅

长素菜，色、香、味、形、名、器六者俱佳。道教倡导清心寡欲，返璞归真，其饮食往往利用当地天然物

产精制而成，讲究营养和清淡，不求肥甘。如青城泡菜，所用原料均为常见蔬菜，制作时强调菜、水、

器皿、佐料均洁净不染，制成后十分爽口。还有不少宫观采摘山花野菌制作菜肴，别有一番风味。

道教对于酒和饮料也很重视，青城山的洞天乳酒、江西龙虎山的天师家酒以及江西的麻姑酒等均有

独特的配方，享誉中外。崂山道饮、罗浮山九仙观矿泉水等则得益于当地清泉。道教对饮茶也颇有

研究，青城贡茶、茅山茶、武当茶均很有名，一些道士喜欢饮用自己晾制的原茶，苦而有本真之香味。

道教的这些特色饮食深受教外人士的喜爱。

道教宫观往往位于环境清幽之地，而其中的道教人士恰恰是从事养生术活动的人才，因此，可

以把道教养生术与旅游结合起来，用道教养生术为旅游者服务。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尝试，

如在疗养院、度假村中从事针灸、推拿、按摩、中药洗浴等；在餐厅中出售药膳，请一些有经验且有行

医资格的道士为旅游者开保健药方并现场配药；在商店中出售富有道教特色的茶等特色饮食商品

⋯⋯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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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aoisLTourCulture
KONGLi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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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uristindustryisatypicalkindofculturaleconomyindustries.Itisamainworldtrend
thatusingculturetodeveloptouristindustry，tradeandeconomy.Furthermore，cultureisthecore
andessenceoftourism.Daoismisoneofthethreeintegrantsi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mustbe
theimportantcoreofChinesetourism.BothphilosophicalDaoismandreligiousDaoism，theyhold
tourismaestheticswhichinsiststhatmanisanintegralpartofnature.Thatis，intourism，

excursionistshouldpeaceandbequiet，heobserves，tastesthebeautyofthelandscapeonhisown
initiative，beonintimatetermswiththematerialworld，thenheandthematerialworldare
assimilated，excursionistforgetstheexistofthematerialworld，andthematerialworldforgets
exculsionist’sexist，inotherwords，asyncreticwholeismadeupofexcursionistandthematerial
world.Thismeansexcursionistwillobservethenaturethroughpersonalexperience，andattain
enlightenment.Byenjoyingmountainandwaterscenery，excursionistintuitsthenatureandthe
rhythmoflifethatisthesameasthenature，then，hewillawaketothetruthofuniverseandlife，

attainself-satisfyandself-fulfillment.Moderntourismisanorganizedcommerceactivitythatthereis
alargescale.Itlaysstressondevelopingandmakinguseofthetourismresources，themanagement
andserviceintheprocessoftourism，theinput-outputmanagementofthetourismindustry，and
goingafteroutputvalue.Thisresultsinthattourismindustryalwaysweaken，evenoverlook
excursionist’sfeel.ThegreatilluminationwhichmoderntourismcanfindinDaoismisthattourism
industrymustpaycloseattentiontoexcursionist’slifeandfeel，letexcursionistsattainsspiritual
freedomandfulfillment，advanceexcursionist’sinnerworld，armexcursionist’smindwithculture，let
excursionistbecomesatrueman.Therefore，asoneoftheintegrantsi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

Daoismcanbeoneoftheimportantintegrantsinthecoresofmoderntourism.CombiningDaoism
cultureandtourism willbebeneficialtodeveloptourismindustry，willcontributetoimparting，

inheriting，propagating，anddevelopingDaoismculture，willaccumulatecapitaltopreserveandrepair
culturalrelics.PhilosophicalDaoismhasalonghistorythatitismorethan2，500years，andreligious
DaoismfoundsinEast-HanDynasty，hasmorethan1，800years.BothphilosophicalDaoismand
religiousDaoismproducewidespreadandprofoundinfluencesonotherpartsoftraditionalChinese
culture.Theyarerichincultureresourceswhichcanbecombinedwithmoderntourism，suchas
literature，arts，cavern-heavensandsanctuaries，temples，gardens，folk-customs（forexample，temple
fairs），dietsthattherearesomethingspecialandbeingadvantagetopreservepeople’shealth.
Keywords：philosophicalDaoism；religiousDaoism；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moderntourism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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