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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僧侣视野中的游客、旅游和旅游业
甘 露，陈 娜，刘丽君，刘少林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通过对成都市4座寺院部分僧人的访谈，发现僧人根

据佛教认识论对一般世俗意义上的游客和游览活动进行了重新

阐释，使得僧侣整体上对游客和游览活动持支持态度，也能积极

地应对游客游览对僧人修行所造成的干扰。与此同时，僧人认

为佛教和旅游业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即佛教为旅游业提供

资源基础，而旅游业的发展为当代佛教传播提供通道和潜在的

信众基础。但由于对待经济效益（财富）的观念不同，以及在旅

游发展过程中的话语权差异，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

突，这就要求通过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机制来明确二者之间的界

限和话语权，从而让二者之间能够真正地相互促进，并有效地减

少对立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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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宗教场所或宗教遗产的宗教旅游是当前

文化旅游和遗产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佛

教旅游又是宗教旅游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截

至 2013 年 12 月，在代表我国旅游景区最高等级的

国家级 5A级旅游景区中，和佛教相关的景区达 50

余处，约占 5A级旅游景区总数的比例超过 30%，佛

教旅游吸引物在我国旅游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

斑①。
除对宗教旅游的类型、特点和旅游动机等进行

研究[1-5]外，宗教和旅游的关系，特别是对宗教朝圣

和旅游进行比较一直是研究焦点。Smith 指出，正

是在宗教朝圣的基础上，现代旅游才得以发展 [6]。

一些学者注意到二者的区别，例如，Sharpley 和

Sundaram认为，朝圣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而旅

游是为了精神的满足或对知识的追求 [7]；Smith 认

为，个人信仰或世界观是区分朝圣和旅游最为重要

的标准，朝圣是虔诚的，是对某种神圣秩序的信仰，

而旅游者则只是为了追求愉悦的感受[6]。但Bremer

指出，当今社会要想在朝圣者和旅游者之间画一条

清晰的界限很困难 [8]，如 Turner 和 Turner 就认为朝

圣者是半个旅游者，旅游者也是半个朝圣者 [9]；

Gupta认为除了虔诚的祷告行为之外，朝圣者与旅

游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都要使用宗教场所

的旅游设施[10]；Smith也从旅游的需求因素出发，指

出旅游者和朝圣者的活动都需要有自由支配的收

入、空闲时间和社会许可，三者缺一不可，因此旅游

者与朝圣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属性[6]。还有

学者认为旅游和宗教朝圣存在结构性的密切关系，

例如McCannell认为现代旅游者其实是“世俗的朝

圣者”[11]，Allcock认为旅游是一种含蓄的、个人化的

宗教形式[12]，Gruburm 则从涂尔干关于世俗和神圣

的区分出发，指出旅游作为区别于日常生活的事

件，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改变的可能性，为流逝

的时间提供了有意义的事件，被视为是与世俗工作

不一样的神圣的生活体验，是一种“神圣的旅程”[13]。

关于宗教和旅游关系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

域就是探讨宗教和旅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例如，

Cohen认为，世界几大宗教根据人们对宗教的亲近

程度不同，会对陌生人进行区分，并使得这些宗教

的成员会用先入为主的不同态度，对待不同种族、

不同宗教背景的旅游者[14]；Joseph和Kavoori对一个

印度教圣地的研究指出，在当地印度教团体的认识

中，旅游被认为是一种威胁，被认为会侵蚀印度教

的宗教传统和价值观[15]；Millman报告说世界教堂理

事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也越来越关注旅

游对教堂和宗教圣地的影响[16]；余汝艺等认为包括

旅游资本在内的现代资本为宗教的发展提供支撑

资源，但资本的理性、世俗性与宗教的感性、神圣性

① 5A级景区数量数据来自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www.cnta.

gov.cn/was5/web/search?channelid=242887, 2014-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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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所以单纯市场化的宗教旅

游发展模式会消解宗教赖以存在的根基，不是宗教

旅游发展的最佳选择[17]。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缓和

或化解冲突的方法，例如Singh报告说，在一些印度

教圣地的仪式、牺牲、冥想、捐赠、苦修、朝拜中，游

客被强制要遵守“严格的行为守则”[18]；Nolan 和

Nolan提出为了缓和朝圣和旅游之间的矛盾，宗教

目的地的管理方应该在旅游淡季多安排一些重要

的宗教活动，同时为朝圣者预留空间[3]；余汝艺等认

为在发展宗教旅游的过程中应该限制市场的边界[17]；

黄秀琳认为一些传承于历史的物化宗教文化事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商品化，而一些承载异质宗

教特性的文化元素，作为该宗教地旅游符号标志的

文化事项则需本真展示[19]。

尽管关于宗教和旅游的研究整体比较丰富，然

而关于佛教和旅游关系的研究视角却比较狭小。

目前，关于佛教与旅游关系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站

在旅游开发的角度，将佛教场所或文化遗产看作是

一种旅游发展需要依托的资源，除此之外的研究相

对有限。在这些有限的研究中，大多数认为佛教和

旅游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例如Cohen认为，由于佛

教提倡宽容和佛法无边，因而相比较对陌生人（游

客）缺乏诸如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矛盾态度，

游客可以轻松融入佛教社会，一些佛教国家如泰国

的旅游业也借此得到长足发展[14]；Wong等人的研究

指出，佛教人士通常会将游客看成4种类型：游客或

未来的佛教徒、信士或佛教信仰者、香客或佛教崇

拜者、居士或佛教实践者，因此，对游客基本上都是

接受的[20]；Shackley 则认为佛教对游客的态度比较

模糊，大多数欢迎外国游客的主要原因是可以获得

金钱捐赠，以及能够展示当地的传统和传播佛教的

教义[21]。也有研究注意到了佛教和旅游业的冲突，

如陈卫华指出，有些地方佛教文化旅游的开发，一

味强调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佛教原本的

宗教氛围，破坏了佛教寺庙的生态环境，增大了世

俗社会对僧人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发展旅游不能损

害佛教信仰[22]；张文彪[23]、何绵山[24]、周利敏[25]等人对

台湾佛教发展中的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台湾

现在几乎所有的宗教组织都从事经营性生产、商业

贸易和旅游事业等经济活动，但财富问题已经越来

越成为影响台湾佛教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教内外

对佛教拥有巨额财富这一和传统教义相矛盾的现

实提出了种种疑问，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台湾佛

教逐步实现适应现代社会所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

卢天玲和甘露注意到了旅游背景下佛教和旅游业

之间的“神圣/世俗”冲突在时空上的表现，并提出了

相应的措施[26]。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佛教在我国当前的

宗教旅游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佛教和旅游之

间关系的研究总体来说还很缺乏。作为佛教旅游

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佛教人士的看法和观点更是少

有提及。而本文就是立足于此，希望通过对部分寺

院僧侣的访谈和调查，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结果。

1 研究方法

1.1 访谈对象及其宗教背景

从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3 月，研究人员陆续

对四川省成都市 4座寺院的部分僧尼进行了访谈。

其中，寺院A（文殊院）为全国重点保护寺院，四川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殿堂房舍190余间，始建于隋

大业年间，文物十分丰富；寺院B（大慈寺）建于公元

3世纪至 4世纪之间，现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成

都著名古寺；寺院C（昭觉寺）素有川西“第一禅林”

之称，在汉朝是眉州司马董常的故宅，唐贞观年间

改为佛刹，殿宇规模宏大，林木葱茏，为成都著名古

刹；寺院D（爱道堂）为尼庵，占地近10亩，始建于明

代，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4座寺院中除寺院D

游客相对较少外，均有着很大的游客访问量。

访谈中，对住持、知客等僧人的访谈多采用预

约访谈，而对一般僧人的访谈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是

先由研究人员参加寺院的志愿服务，通过志愿服务

熟识以后再进行带有闲聊形式的非正式访谈。共

访谈僧人 30 人，其中寺院 A 有 10 人（分别记为

A01～A10），寺院B有8人（记为B01～B08），寺院C

有7人（记为C01～C07），寺院D有5人（记为D01～

D05）。访谈僧人中，僧25人，尼5人（寺院D的5人

为尼，其余均为僧）；正式访谈的住持或方丈2人，知

客等执事 6人，非正式访谈的一般僧人 22人；出于

礼貌，研究人员没有询问受访者的年龄，估计大多

接受采访的僧人年龄在 30至 50之间，20至 30岁的

估计有2～3人，高于50岁的估计有4～6人。

4座寺院均为汉传大乘佛教寺院。大乘佛教自

进入中国后，便和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与小乘佛教偏重于个人解

脱（即追求阿罗汉果）相比，大乘佛教更重视通过普

渡众生（即菩萨行）来达到成佛的目的。在修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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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小乘佛教主张个人远离社会，隐遁禁欲；而大

乘佛教则认为人生问题不能孤立解决，而是应当将

个人问题和众生的问题联系起来整体解决，所以大

乘佛教强调面对现实，理解现实，行菩萨之法，于现

实中求解脱。隋唐时期，汉传佛教达到鼎盛阶段，

并形成了各大宗派。之后，除禅宗和净土宗外，其

他宗派逐渐衰落，且禅宗与净土逐渐合流。如今，

大多数寺院已不分禅宗寺院或净土宗寺院，很多寺

院既是净土又是禅宗寺院，众生对此更加无所谓。

就本文访谈的4座寺院而言，寺院A、寺院B和寺院

C传统上属禅宗寺院，寺院D传统上属净土宗，但今

日已无明确区分。

近百年来，由太虚法师开创，并由印顺法师、赵

朴初居士和星云法师等继承并发扬的“人间佛教”

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在本文对4座寺院

的访谈过程中，也屡屡听到僧尼提到人间佛教。在

理念上，人间佛教具有强烈的入世性，强调以人的

现世生活为本，关心人间，要求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顺应各种世俗化的目标，通过世俗化的手段来创建

“人间净土”[27]。

1.2 访谈主题及分析方法

访谈主要围绕3个问题进行：（1）对游客及参观

游览寺庙的态度；（2）旅游和佛教的相互影响；（3）

旅游和佛教是否会有冲突。在具体的访谈过程中，

研究者通过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探讨，常常适当

地进行追问，以此来对具体事件进行深入剖析以及

对研究主题进行延伸。每次访谈时间在0.5小时至

1.5小时之间。访谈时征求对方意见进行录音记录，

共收集26人次录音，而另外4人次因不愿录音而采

取笔录方式。所有录音均转换为文字记录，最终形

成近9万字的文字记录。

对文字记录进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

这是一种在定性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强调对文

本材料进行组织和深度描述，从而识别文本材料所

要表达的观点。所谓“主题”，指的是从文本材料中

挖掘出来的，和研究问题有关的响应模式。具体研

究过程采取 Marshall 和 Rossman 提出的方法 [28]，首

先在熟悉材料的基础上对语句进行编码，对类似的

编码进行合并，然后从编码中搜寻主题，并对主题

进行检查和材料核查。通过这一过程，最终从材料

中可以归纳出两大主题：对游客及游览活动的态

度，以及对佛教与旅游业关系的认识。

2 对游客及游览活动的态度

2.1 对游客及游览活动的态度

被访的 30名僧人均将游客的到访看作是非常

正常的，“游客的旅游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寺庙，

这是一种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A05）。他们均表

示不反对游客和游客的游览活动，还有相当部分的

僧人表示出欢迎的态度。而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这

和佛教本身关于游客以及旅游活动的认识有很大

关系。

首先，对于游客来说，他们进入寺院游览看成

是“佛缘”。例如，有僧人说：“每个人都有佛性，进

了寺院，就说明与佛有缘，我们就应该欢迎”（B02）；

“我们的出发点是欢迎，难道能选择客人吗？菩萨

无众生相，哪里有什么区别？让他进来，种下一个

善因，种善因得善果”（D02）。在这里，游客的世俗

身份一定程度被忽视，而佛教本身关于人的身份的

认识受到重视，更多被看作是佛性的承载者，与佛

有缘之人。与此同时，游客访问寺院的世俗动机和

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有僧人说，“游客到

寺庙里面看到佛经典籍，接近佛陀，去恶存善，是一

种心灵的旅游”（B03），“他（游客）也可以了解一些

佛教，虽然说不是直接地，他间接地可以去受佛法、

佛教的熏陶”（B06）。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受访僧众

的眼里，游客抱有什么意图来到寺庙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可以通过对寺庙的游览接近佛教、认识佛

教，从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因此，这是一种“利他”

的过程，和佛教的教理是相契合的。

其次，受访者将接待游客访问看作为佛教社会

化的重要构成，是佛教徒修行的一部分。很多受访

者提到了“人间佛教”，提到了佛教或佛教徒融入社

会的重要性。其主旨就是“佛教需要利于众生，而

要利于众生，就必须与众生接”（D03）。所以，有僧

人说，“佛法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就在我们的生活

中，你怎样去看待生活，怎样去对待生活，怎么处理

人际关系，佛法是为生活服务的”（B06）。在这样一

种情势下，对受访者来说，游客的游览就不仅“利

他”，而且“自利”，对自我修行有所帮助。例如，有

僧人说，“必须去待人接物，在接触的过程中，也是

一种更好的修行方式”（A02），“以前没这么多人来

寺院的时候，我们的修行多是为自己修行，现在人

来得多了，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接人待物的过程

中去慢慢提升自己，把这个做好，其实也是在帮助

我们修行”（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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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一般世俗意义的游客及其旅游活

动，在受访者那里根据佛教的认识论进行了重新阐

释。按照这种阐释，存在着两种从世俗向神圣的转

换。第一种转换是从游客出发的，是游客身份和游

览活动的转换，即游客从普通身份转换为与佛有缘

或结缘的人，一般的游览活动转换为“心灵净化”之

旅。从这个意义上看，旅游者和朝圣者通过佛教徒

的佛教认识论得到了统一，但统一的角度和前面提

到过的 Turner、Smith、McCannell 和 Allcock 等人的

观点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在佛教徒眼中，旅游者

及其游览活动本身就是“朝圣”的一部分，虽然这并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朝圣”。第二种转换是从佛教

徒自身出发的，是游客接待活动的转换，将世俗的

旅游接待看作佛教社会化的构成，看作修行的重要

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使得受访的僧

人对游客及其游览活动表现出一种欢迎或不反对

的态度。而这也和Cohen的观点不尽一致。Cohen

认为，游客可以轻松融入佛教社会是基于佛教提倡

宽容和佛法无边[14]，然而，本研究显示出的原因则是

对游客身份的佛教化转换以及对游览活动的“自利

利他”认知。

2.2 旅游活动对日常修行影响的认识及应对方式

游客的到来对僧人日常修行的潜在干扰和影

响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也能够为大多数受访者所感

知。这种影响的范围很广，包括各种游客的不文明

行为和对佛教的不尊重行为，其中提及最多的是对

僧人修行环境的干扰。“严格意义上讲，僧人的修行

是要静修的”（A01），然而“游客的大声喧哗让清净

的寺庙变成了喧闹的市场，需要安静修行的人很无

奈”（C03），而且“（游客）拿着相机随便拍照，让人心

生烦恼，让我们起仇恨之心，造口业”（B01）。还有

僧人站在宗教的角度看待游客的影响，“旅游肯定

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毕竟俗世当中的人有很多烦

恼，很多未解决的问题还是受世间的影响，这个肯

定对我们还是有些影响”（B07）。但是，从访谈中看

出，僧人们会以积极的宗教态度应对这些影响：一

种态度将这些影响和修行分离开来，无视影响，将

修行看作是个人的事情，“修行是要靠自己的，跟别

人以及所处的环境没有必然的关系”（C01），“只要

潜心修行，尘世的一切只是外在的东西，我的内心

不会受到影响”（A05）；其次，部分受访者承认影响

的存在，但积极寻求适应的方式和途径，“在山林里

面修行是一种修行，在闹市中修行也是一种修行，

我们要适应环境的改变，来调整自己的修行”

（A10），“虽然游客的行为会对我的日常修行产生一

点点影响，但是（我）会尽量在其他时间、其他方面

更好地完成我的修行，完成我的日程安排活动”

（D04）；还有部分僧人直接将这些影响看作是促进

修行的机遇，“他们的不文明行为让你起烦恼，其实

这也可以是好事，它让我们修忍辱，因为有不好的

行为让我们反观自己怎样去以善攻恶”（B02）。

佛教徒的修行既有其脱离世俗的一面，同时又

和世俗之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前者要求佛

教徒脱离世俗的旨趣，摆脱世俗对于“成圣”的羁

绊；后者则要求“发菩提心”，将自身成就和对众生

的责任结合起来，同时承认从世俗向神圣转化的阶

段性，以及修行的方便性。特别是“人间佛教”提出

后，“随顺世间”“即人成佛”等观点逐渐主流化，与

现实社会的结合愈加紧密。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

引下，僧人与现实中寻求佛道，从自身和当下完善

人格和僧格，从而淡化了旅游活动与僧人修行之间

的冲突。

3 对佛教和旅游业关系的认识

3.1 佛教与旅游业的相互促进

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佛教和旅游业之间有

关系，二者能够“相互促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综

合体，互相依赖”（C04）。

（1）佛教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

关于佛教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僧人认

为更多地体现在佛教的旅游资源属性上。这种属

性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寺庙所承载的历史文化，

这是受访者提及最多的，“寺庙来的文化积淀很深

刻，所以一般的名胜古迹都离不开寺庙”（B06），“中

国佛教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很多人出去旅游除了看

看山山水水，都要去寺庙里面拜拜佛，看看佛像的”

（A01）。二是佛教本身的文化内涵，“佛教的历史很

悠久，文化博大精深，道理讲得透彻，高端知识型旅

游对这个感兴趣”（A07），“佛教不仅仅是个旅游窗

口，也是一种教育。游客一边旅游，也是在一边受

教育”（B07）。三是佛教的精神和宗教内涵，即佛教

能够满足游客的精神需求，“现在有些旅游是心灵

旅游，他们在俗世中有很多烦恼，才出去旅游，佛教

能让他们心静、祥和，心里舒服，所以才能吸引人”

（D03），“很多到寺庙来的游客都是求平安，还有求

发财什么的，你不能说对，也不能说不对，不管怎么

⋅⋅ 58



旅 游 学 刊 第 31 卷 2016 年 第 5 期 Tourism Tribune Vol. 31 No. 5，2016

说，这是个现实，很多人认为佛教可以满足（这种需

求）”（C02）。

3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是“文化遗产”层面上

的，体现寺庙作为承载文化的“遗产”的价值，这种

价值可以与佛教相联系，也可以和更广泛意义上的

历史文化相联系；而第二、第三个方面则反映的是

佛教的当代价值，和游客当前的精神需求有着密切

的联系，体现为佛教在满足当代游客精神需求方面

的意义。

（2）旅游业对佛教的促进作用

受访者就旅游业对佛教传播的促进作用有着

比较深刻的认识。首先，旅游业的发展直接有利于

佛教的传播，对佛教的传承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缺少了旅游业的带动，寺庙的香客仅限于本地，要

达到远播四方的目的，不光要费很多周折，还要花

更多的时间……所以佛教文化要传播，不能没有旅

游”（B04），“旅游可以让更多人接触、认识、了解佛

教，对佛教的传播有积极的意义”（D03）。其次，旅

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也为佛教传播提

供了条件。“以前，寺院在山里面，人们接触佛教相

对没有那么方便，发展旅游以后不管是交通、网络

都非常方便，至少渠道比以前畅通了”（B07）。

另外，在肯定旅游业对佛教传播作用的同时，

也有受访者提及旅游业对寺院的经济支持。例如，

寺院A有僧人说，“旅游能够让佛法的精神得到弘

扬，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寺庙带来更旺的香火”

（A03），寺院C有僧人还提到旅游业的经济收益对

文革后佛教活动场所恢复所做的贡献，指出由于当

时国家经济条件比较紧张，游客的门票和香火成为

当时很多宗教场所进行恢复和维修的重要资金来源。

尽管旅游业对佛教传播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广

泛的肯定，但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并

不是自然就会发生的。实际上，他们认为，旅游业

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要成为现

实，则需要佛教界人士积极有为，抓住机遇，并做出

适当的改变。例如，有僧人提及所在寺院方丈的观

点时说，“我们方丈他有一个观点，寺庙是能够把游

客变为香客的，是看你怎么去运作，这是一个很大

的机遇”（A06），还有僧人说，“最主要的就是看师傅

们和寺院如何把（旅游）这个很好的优势抓住，很多

人要进来，无形当中，可以宣扬推广佛法，引导更多

的人走进佛门，走近佛法”（B01）。在一些僧人看

来，要抓住机遇，佛教就要进行一些外在形式上的

改变，也就是“包装”，但其前提是不能改变佛教的

本质。“弘扬佛法方面，台湾走在世界前列，他们所

采取的方式方法更适合现代的需要，也就是现在讲

的包装，把佛法通过包装之后能够让这些现代的人

更容易去接受”（D05），“古代的寺庙需要经过现代

的重新打造，无论外在形式怎么改变，只要不损坏

根本的宗教文化，有利于文化的传播，最终的目的

都是发扬佛教文化，我认为还是可行可取的”（C0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佛教和旅游业能够相

辅相成、互相促进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

互利性，即佛教为旅游业提供资源基础，而旅游业

的发展则改变佛教的传播条件，为当代佛教传播提

供通道和潜在的信众基础，这对佛教的当代发展来

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3.2 旅游业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虽然受访者普遍认为旅游业和佛教是相互促

进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和

冲突。旅游业运营带有很强的商业化特征，经济效

益是旅游作为一种产业的基本追求之一。即便是

公共遗产类的旅游目的地，也会将健康的财务指标

作为一项优先任务[29]。而对当代佛教来说，虽然不

完全排斥财富，但认为财富是“福报”的体现，讲究

用守法和符合戒律的手段追求财富，而且，当代佛

教更重视财富对修行的不利影响，以及对财富的使

用和分配方式。这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旅游商

业化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旅游业因此对佛教产生

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就访谈来看，冲击主要体现在

4个方面：

首先，受访者谈及最多的是门票经济对佛教发

展和传播的影响。“按照发改委的文件①，凡是景区

有宗教活动场所的，比如景区里面有佛教活动场

所，（凭）佛教的皈依证可以免票，但是地方性的保

护政策就不承认皈依证，执行上级中央的法律法规

政策没有到位，没有落实，这样就伤害了宗教活动

的一些利益，也就限制了寺庙的发展，对佛法传播

和宗教活动不利”（A06），“对佛教来说，卖门票不是

很好。不卖门票，不管是有钱没钱，信佛不信佛，寺

庙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像回家一样，

回家还要收门票吗？从佛教教义来看，没有门票最

好。卖那么贵的门票属于绑架宗教环境，对当地的

宗教市场伤害非常大”（D01）。

其次，由地方政府或开发商主导的过度商业化

① 指国家发改委2005年12月21日发布的《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

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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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被认为有损佛教的形象。“现在很多寺院商业

化比较严重，主要是做这个事的人没做好。如果让

寺院来做，商业化不会这么重，因为佛教教义对僧

人的要求是很严的。但游客不知道这些，以为是寺

院贪心，在大家眼里（寺院）就是一个捞钱的（地

方），这个就损害了佛教的形象”（C02），“由于经济

利益的驱使，一些尝到甜头的地方政府花重金打造

现代佛教寺庙来获得更多的钱，这完全就违背了宗

教的宗旨。再加上寺庙的粗制滥造和其他为了赚

钱啥都不顾的行为，游客有意见，就认为是佛教的

错。其实，这是地方政府和游客的矛盾，结果寺院

来承担”（B03）。

第三，当前的一些旅游开发方式对佛教不尊

重，甚至违反了佛教教义。“现在一些地方经济利益

作祟，商人投资新建，通过一些运作，也取得了宗教

活动场所登记证，也被认可了，跟宗教教义不太符

合，也不符合国家的一些宗教法律政策的规定”

（A09），“现在一些地方新修一些佛教景点，让佛像

坐在外面，（这）不太恭敬。要让佛有一个庄重的地

方，大家有一个朝拜的地方。这些东西呢，平时也

不太好说，反正谁做了，谁就要受”（D02）。

另外，还有僧人谈到佛教旅游商业化会对部分

寺院和信众的信仰产生影响。“佛教被动地在社会

带动下，也有可能迷失方向，容易走上错误的路”

（A07），“有些僧人看到游客多了，就热衷于给游客

算命算卦，从中得利，这是正念缺失的表现”（B02）。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旅游业和佛教的矛盾和

冲突总体上表现为旅游业的不当逐利行为和佛教

自身发展传播之间的矛盾。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

旅游开发方，尤其是地方政府，往往占据着强势地

位，将寺院和佛教作为获取经济效益的工具，从而

造成了宗教方面的不满。例如，有僧人说，“现在佛

教受到了旅游的不好影响，管理混乱，没有按照国

家相关宗教政策来办，好多寺院的开发完全是当地

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寺院根本说不上话，只能退让”

（C02），还有僧人在提到地方政府时甚至说，“很多

地方政府、景区管理部门凌驾于佛教寺庙之上”

（B02），“现在很多属地管理的就采取高压的政策，

强迫寺庙跟景区签订不平等的条约”（A06），其不满

情绪可见一斑。

4 结语

大多数现有宗教研究文献认识到，旅游所带来

的“世俗化”和宗教本身的“神圣性”之间往往存在

着众多冲突，一些宗教对“神圣”和“世俗”的认识截

然对立。而本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有所不同。调查

结果显示，佛教虽然承认二者之间的差别，但也认

为二者是有联系的。特别是“人间佛教”的提出和

实践，导致二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正是佛教的

这种特点，使之能够将游客及其旅游活动纳入佛教

已有的认识体系中，导致僧人能够宽容地对待游客

和游览现象：把游客视作与佛有缘之人，将世俗的

游览活动看作为“心灵净化”之旅，也能够积极应对

游览活动对修行的干扰，甚至将这种干扰也看作修

行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僧人们还将佛教和旅游

业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

系。佛教为旅游业提供了资源，而旅游业能够促进

佛教的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寺院提供资金

支持。

然而，也应该看到，由于旅游经济的大力发展，

寺院常常处在各种社会利益博弈的网络之中。一

些开发商和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将寺庙看作一种经

济资源，更关注如何通过宗教旅游来谋取经济收益

或推动地方发展，为此新建寺院甚至为寺院编造历

史以使其获得“神圣”地位，结果造成宗教本身走向

商业化和庸俗化。对旅游者来说，去寺院游览通常

是基于佛教本身的精神内涵或寺院本身的文化和

遗产价值，即寺院在宗教或文化上的“神圣性”，而

商业化和庸俗化无疑会损害这种“神圣性”，也会损

害佛教和寺院作为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这就使

得寺院或僧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寺院

需要旅游业来扩大传播基础，也需要旅游经济来支

付佛教传播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商业化和佛教

慈悲济世、弘法利生的宗旨相违背，因为寺院为十

方善信所共有，僧人也只是管理人员和宗教服务的

提供者；更为严重的是，以佛教为名的商业活动，尤

其是那些未经宗教管理部门登记和备案的所谓“寺

院”和“僧侣”的敛财行为，严重损害了佛教、寺院和

僧侣的权益和形象，造成部分公众对佛教和寺院的

不信任，从而损害了佛教及其传播的信众基础，

甚至对教职人员的宗教信念和稳定性带来了不良

影响。

从本研究的调研结果来看，佛教人士对旅游业

和佛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

将期望寄托在现有的部分法规和政策上。实际上，

现有的法规和政策本身确实提供了一些解决冲突

和矛盾的方案。例如，1994 年和 1996 年国家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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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局相继下发了《关于制止滥建露天佛像的通

知》、《关于制止乱建佛道教寺观的通知》和《关于转

发<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关于制止乱建庙宇

和露天佛像的意见>的通知》，明确禁止乱建庙宇和

露天佛像；2005年下发的《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

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

通知》，明确要求对宗教教职人员及工作人员，以及

持有居士证和皈依证的信教群众进行免票；2012年

10月由国家 10个部、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涉及

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明确

指出，要坚决制止乱建寺观和各种借教敛财行为，

严禁党政部门参与或纵容、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经

营或承包经营寺观；要求除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

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外，其他场所一律不得组

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捐献；禁止假冒

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严禁旅游企业、导游

人员以任何名义和借口诱导游客和信教群众烧高

香、抽签卜卦；等等。但问题是，这些规定往往是原

则性的，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开发商和地方

政府基于经济利益往往会忽视这些政策法规，而佛

教（寺院）方的话语权和世俗权力有限，在冲突中往

往处于弱势地位，导致这些政策和法规难以落实，

造成商业利益对宗教利益的侵害，并有可能导致宗

教方和旅游开发方之间产生矛盾和摩擦。例如，

2009年西安法门寺发生的僧侣推倒开发商在寺院

山门及主要出入通道修建的围墙并关闭山门事件，

以及 2014年发生的云南大理鸡足山寺院和昆明盘

龙山盘龙寺因抗议借佛敛财而闭门谢客事件，就是

这方面的代表性例子。因此，在调研中，佛教人士

谈得更多的不是缺乏法规政策，而是强调要落实已

有的法规和政策。

有鉴于此，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来看，要减少

或缓和旅游业和佛教之间的矛盾，首先要对寺院的

社会角色进行合理定位，即要明确寺院是什么，不

是什么。要明白寺院虽然在很多时候可以作为旅

游吸引物并产生经济效益，但寺院绝不是商业企

业，而是宗教活动和宗教服务场所，是佛教历史文

化承载和传播场所。这就要求通过细化相关的政

策法规来保障宗教界人士和寺院方的地位，并限制

旅游开发方的经济开发冲动，特别是要让地方政府

明白除了政策法规所规定的管理职能外，并没有对

寺院进行商业开发的权力。政策法规要具有可操

作性，从而保证能够落实，必要时可以推动宗教立

法①。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很多著名寺院都处在风

景名胜区内，因此要明确旅游发展过程中寺院和世

俗主体的地位和角色，建立宗教和世俗话语权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分配体系，特别是对宗教人士所关心

的宗教人士和信众免票问题，要严格落实政策，对

宗教人士、信众和普通游客区别对待。

从调研情况来看，僧人对寺院的功能总体上是

清晰的，即寺院是出家僧人的究竟解脱之所，是劝

世化俗之地，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而僧侣则是寻求

开悟之人，除自我修行外，还要“行菩萨道”，为众生

提供精神服务。这是寺院和僧人的根本角色，是寺

院和僧人的“应然状态”。但在现实中，一些寺院热

衷于商业活动乃至成为商业主体，部分僧人热衷于替

人算命和念经超度，收取钱财，偏离了寺院设立和

僧人出家的根本旨趣。对此，佛教内部也有分歧，

如有僧人从“人间佛教”的角度为此辩护，说佛教应

该主动入世，以“正信正念正行面对商业化大潮”[30]，

还认为商业服务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大趋势 [31]。然

而，更多的宗教人士对此表示担忧，意识到人间佛

教的“随顺世间”并不是将佛教商业化，适应工商社

会并不意味着宗教仪式和宗教服务就是商品，世俗

化也不是庸俗化。若寺院逐利，则必然会成为各种

利益的焦点，自然也就难免和世俗社会产生矛盾和

冲突。关于现代社会寺院的经济来源这一焦点问

题，部分教内人士也有清醒的认识，指出应该靠寺

院的道风、靠僧人的修行来感召信众，使他们发供

养心。“一个道风整肃、学风浓厚、戒行清净的寺院，

根本用不着为钱发愁，钱会主动找上门来；相反，出

家人如果离开了道风建设，离开了修行，离开了本

分，去主动地求财，一方面会被人轻贱、看不起，另

一方面，钱财也是不会来的，即使有，也是小财。”[32]

事实上，很多寺院现在已经降低了门票价格，甚至

不收门票。以本文调研的寺院为例，寺院A和寺院

D不收门票，寺院B和寺院C门票均在5元以下。

总而言之，佛教旅游既有神圣的一面，也有世

俗的一面，二者共存于佛教旅游的发展实践中。这

就要求通过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协商机制来明确二

者之间的界限和话语权，明确利益各方在宗教旅游

中的功能和定位，从而让二者之间能够真正地相互

促进，并有效地减少对立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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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ors, Sightseing and Tourism: A Buddhist Perspective

GAN Lu, CHEN Na, LIU Lijun, LIU Shaolin

(College of Tour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Religious tourism in China is dominated by tourism related to Buddhism, yet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tourism. Buddhists are the key stakeholders in such
tourism; however, their viewpoint is rarely mentioned. This paper gained valuable insights of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from interviews with monks and nuns in four Chengdu City temples i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The interviews reveal that Buddhists are not opposed to visitors and sightseeing. They re-interpret
visitors and their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Buddhist philosophy. This interpretation considers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transition from the secular to the sacred: 1) the transition of the visitors’identity and
sightseeing activity. Buddhist practitioners regard the ordinary visitors as those who encounter
Buddhism, and ordinary sightseeing as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soul; and 2) the transition of the work
relating to receiving visitors. This work is part of Buddhist socialization, and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uddhist practice; hence tourism is considered as helpful to the Buddhist practice.

Unfortunately, visitors can interfere with the practitioners’daily lives. The interviewed monks and
nuns mentioned a variety of antisocial behavior by visitors, including disrespect toward Buddhism and,
particularly, interference with their practice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monks and nuns deal with such
behavior in a positive way. Some separate their own spiritual practice from the visitors’interference,
and consider that their own spiritual practice to be a personal thing. Some regard the interference by
visitors a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ir own spiritual practice, and consider that the interference
helps them to practice patience. Buddhism requires the combination of personal practice achievements
with a responsibility to all creatures. This philosophy diminish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ourism
activities and Buddhist practic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majority of the monks and nuns who were interviewed believe that Buddhism and tourism
have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uddhism can help to promote and develop religious tourism
because it meets the visitors’spiritual needs, and because of its many tourism resources: historic and
cultural temples, and a deep and unique religious culture. Correspondingly, tourism development can
help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provides financial support to Buddhist temples. However,
the interviewees think that the promotion of Buddhism through tourism will not occur naturally:
Buddhist practitioners must identify the relevant opportunities and make the appropriate changes by
themselves.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tourism on Buddhism were widely mentioned in the interviews. First,
the price of entry prevents some people from entering the temples to receive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Second, the excessiv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hat is domina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r by
developers damages the image of Buddhism. Third, some tourism development does not respect
Buddhism, and even acts against the Buddhist doctrine. Finally, the commercial aspect of tourism can
shake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some Buddhists. Overall, the main conflict between Buddhism and tourism
is financial profiteering. Some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exist in relation to such profiteering; however
most have not been implemented. There needs to be clea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ain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developing Buddhist tourism: the tourism developers and the Buddhist
practitioners. The functions of all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should be made clear, to reduce conflicts and to
develop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Keywords: Buddhism; Buddhists; visitors;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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