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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宗教文化旅游研究》由孙浩然等人著，本课题在系统探讨宗教文化旅游的基本概念、性质、类
型、特征、开发思路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重点选取佛教名山鸡足山、道教圣地巍宝山、儒学重镇建
水文庙作为云南宗教文化旅游的典型代表，进行较为深入的实地调查，以此折射宗教文化旅游的共同
情境和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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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浩然，男，1980年12月生，河北元氏人。
2009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
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博士后。
主持省级课题3项，以主要研究人员身份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2项，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
文化》、《中国道教》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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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宗教旅游的历史形态与现代转型 在对宗教与旅游客观存在的密切关系进行理
论分析之后，我们有必要再对宗教旅游的历史形态和发展阶段做出考察，以便对宗教旅游的整体发展
进行预测和引导。
我们认为宗教旅游经历了以宗教旅和宗教游为“标签”的传统宗教旅游和以产业化经营为模式的宗教
旅游业两大阶段，从传统宗教旅游到宗教旅游业的转型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一）“宗教旅”和“宗教游” 前文我们指出旅和游的原初含义是宗教性的。
在后来的演化过程中，旅和游承载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种性质的社会活动，出现了商旅、
军旅、羁旅、游学、游宦、游方等一系列专门词汇。
旅和游遂成为人类很多重要社会活动的有力载体，甚至是必要条件。
留在家中是无法完成经商、求学、战争、从仕、传教等活动的，人们必须徒步或者借助交通工具前往
各种社会活动的场合才能完成所需的活动。
这一过程就是旅行，它是有目的的离家行为，其行为主体仅仅将旅行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完成
自己想要从事的活动后都会返回家中。
若因故不能顺利返家，则成为羁旅；如不幸客死他乡，则是人生一大悲剧。
在中国文化中，旅也因此被赋予了一层苦涩、忧郁、哀婉、悲伤的涵义。
旅往往是苦旅，这与乐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岳阳楼记》将“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旅客之苦与“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的游客之乐刻画的
淋漓尽致。
 与旅相比，游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手段与目的的有机统一。
《醉翁亭记》写到“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
人游也”。
人们携老扶幼，三五成群，为游而游，春游、郊游、游览、游玩，直至乐不思蜀，不愿回家。
在中国文化里，游因而具有轻松、喜庆、欢乐、幸福的涵义。
乐游一词并非我们杜撰，长安附近有乐游原，唐诗中有“乐游原上望昭陵”的句子；李商隐在乐游原
上写下了“向晚意不适，驱车向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著名诗篇。
在英语里，表示旅行的“travel”与表示痛苦、辛苦的“travail”具有相同的拉丁文词根。
可见，在英语语境中，旅行也有苦涩的色彩，只不过没有中文里那么明显。
 以旅和游作为文化标签将传统宗教旅游划分为宗教旅和宗教游两大类型，既符合旅、游的中文表述语
境，又符合宗教旅游的实际情况，苦旅与乐游的文化精神在宗教旅和宗教游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
对这两大理想类型进行概念辨析、内容分析和结构解析，把握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
宗教旅游本质的理解。
 宗教旅包括早期宗教信徒的朝圣、传教、参学等活动，大体属于旅游型宗教活动。
早期宗教之旅充满艰难苦险，从客观上看，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交通工具落后；从主观上看
，是信徒以苦为圣、以苦为乐，主动选择能够体现自己虔诚之心的宗教苦旅。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和更为发达的将来，借助快捷的交通工具，人们可以将旅行中的痛苦降至
最低。
但是仍然有很多虔诚的信徒以极其原始的徒步方式前往宗教圣地。
“从上来行脚，不为游山玩水，看州县奢华，皆为圣心术通耳。
”信徒为追求宗教的终极真理，在强烈的宗教感情支配下，全身心沉浸在宗教氛围中，对旅途中的自
然风光却无动于衷。
这种极其虔诚的宗教旅行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并不罕见，佛教就有许多一步一叩首到圣地朝觐的信徒。
在走向神灵的宗教旅行中，信徒遭受的世俗苦难具有神圣的内涵，受苦越多，功德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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