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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旅游》

前言

　　后记　　《中国宗教旅游》提供初稿的有：第一、四章由章怡芳编写，第二、六章由李萌编写，
第三、七章由陆伟锋编写，第五、九章由乌姗姗编写，引言及第十章由沈祖祥编写，第十一章由邱扶
东编写，第十二章由袁书琪编写，第十三章由郑耀星编写，严蓓俊同学参加了部分内容初稿的写作。
全书由沈祖祥在初稿基础上重新修改、增删、统稿和定稿完成。由衷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何海勤编
辑与叶翔先生、李瑞良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劳动。根据编辑的建议，将原先宗教
基础知识部分有关旅游的内容全部析出，并进行充实完整，加重旅游景点介绍的分量。全书结构遂成
现在这种三部分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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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旅游》

内容概要

《中国宗教旅游》主要内容包括：宗教文化基础宗教概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宗教旅
游名胜、佛教旅游名胜、道教旅游名胜、基督教旅游名胜、宗教旅游资源、宗教旅游资源概述、宗教
旅游区别、宗教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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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旅游》

作者简介

　　沈祖祥，上海市崇明县人，1963年生，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复旦大学旅游系副教
授，中国营销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营销学院副院长。主编有&ldquo;大学旅游教材&rdquo;
和&ldquo;21世纪旅游管理&rdquo;系列丛书。学业以旅游文化研究见长，主编有《旅游与中国文化》
、《旅游文化概论》和《旅游宗教文化》。近年尤致力于旅游策划、旅游规划及旅游市场营销的实践
应用演练，主持各类旅游规划及策划项目百余个。著有《旅游策划学》、《旅游心理学》及《会展策
划》等教材；主编有《世界著名旅游策划实战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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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旅游》

书籍目录

引言上编  宗教文化基础  第一章  宗教概述    第一节  宗教的概念    第二节  宗教的要素    第三节  宗教的
类别    第四节  宗教的功能    第五节  宗教的历程  第二章  佛教    第一节  佛教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佛
教经典和教义    第三节  佛教诸神    第四节  佛教礼仪和节日    第五节  佛教艺术  第三章  道教    第一节  
道教发展简史    第二节  道教的信仰及主要经典    第三节  道教的神仙传说    第四节  道教文化  第四章  
基督教    第一节  基督教的背景和起源    第二节  基督教的发展和扩张    第三节  基督教的神学思想    第
四节  基督教文化    第五节  基督教的节日和礼仪  第五章  伊斯兰教    第一节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
过程    第二节  伊斯兰教基本经典与教义    第三节  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    第四节  穆斯林的生活禁忌中
编  宗教旅游名胜  第六章  佛教旅游名胜  第七章  道旅游名胜  第八章  基督教旅游名胜  第九章  伊斯兰
教旅游名胜下编  宗教旅游资源  第十章  宗教旅游资源概述  第十一章  宗教旅游区划  第十二章  宗教旅
游资源开发规划  第十三章  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参考引用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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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旅游》

章节摘录

　　宗教在旅游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明显。　　1.宗教是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之一　　
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与各种人文景观、文化现象、特殊的历史事件及其发生地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
之成为多姿多彩的旅游文化景观。这种景观是旅游业的重要资源，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
础。在旅游地，常常有宗教的相伴。在旅游中，人们在欣赏自然美景与人文胜景时，神秘的宗教氛围
、瑰丽的宗教建筑，显然也是重要的观赏内容。　　2.宗教促成旅游，旅游又直接推动宗教发展　　
佛教在中国起源于两汉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隋唐，而直接促进其发展的是南来北往的弘
法之旅，既使佛教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又成为佛教文化与旅游文化最初结合的重要方式。　　佛教
在中国落地生根后，佛教弟子广游名山，建造名刹，开辟了众多的佛教名胜，佛教&ldquo;四大名
山&rdquo;以不同的景致出名，自成一绝，与&ldquo;五岳&rdquo;相比，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地位毫不逊
色，而这正是由佛教文化所赋予的特殊性决定的。　　道教崇尚自然，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
十二福地，大多分布在幽静奇特的名山上。道教修行需要远离尘世，避开喧哗，僻野山林正是理想的
修行环境，于是道观进入山林，山林得到开发。　　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来说，虽然自然山水在其
中的地位不高，以山或水出名的宗教景观较少，但作为一座城市的特色建筑，却是独具一格的。　
　3.宗教景观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要吸引广大的旅游者前往旅游观光，不仅要有秀丽的自然风光
，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还要有各具千秋的宗教景观。　　&ldquo;天下名山僧占多&rdquo;，宗教赋
予自然山水各不相同的特殊意义。发展旅游事业离不开宗教资源，作为宗教醒目标志的宗教名山、名
观、名寺、名窟、名宫、名殿已经成为我国最具有神秘感、诱惑力和吸引力的人文旅游资源之一，如
佛教&ldquo;四大名山&rdquo;的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道教&ldquo;三十六洞天&rdquo;的
华山、青城山、天台山等，无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清幽、景色宜人、香烟缭绕、游人如织。
　　四　　在一定的教义教规和相应的仪式与组织系统的作用下，宗教正逐渐演变为旅游客体中的一
种。旅游学者开始积极探索宗教，虽然，这并不等同于宗教学研究者的工作，因为旅游学研究者的寻
找，目的不在于探明宗教的意义和内涵，而主要在于从宗教旅游中得到历史与美学的享受，但一门新
兴的学科&mdash;&mdash;宗教旅游学却由此应运而生了。　　宗教旅游是宗教与旅游的结合，要阐明
宗教旅游的概念、内涵及学科性质，首先需要明确与宗教旅游相关的一些定义。　　何谓宗教？作为
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现象，&ldquo;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时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因而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
归宿&rdquo;①。宗教至少具备以下特征：教义、教规、仪式和组织系统、信神和社会实体。　　何谓
旅游？旅游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系统，是旅游者这一旅游主体借助旅游媒
介等外部条件，通过对旅游客体的能动的活动，碰撞产生的各种现象的总和①。由该定义可知，至少
需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构成旅游这种现象，它们分别是旅游主体、旅游媒介和旅游客体，其中旅
游者的主体意志、精神活动是主线。　　宗教旅游虽然离不开&ldquo;宗教&rdquo;与&ldquo;旅
游&rdquo;这两个最基础的概念单元，但显然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有机的组合，国内外学界迄今未见
有人就宗教旅游作出全面、专业的界定。　　宗教旅游概念的界定，与宗教旅游的内涵有着最直接的
联系。由宗教旅游的内涵出发，必须明确，宗教旅游不完全等同于宗教文化旅游，虽然宗教文化旅游
占据宗教旅游的主要部分，但宗教文化旅游之外，还有其他宗教内容的旅游。宗教旅游较宗教文化旅
游内涵外延更为广泛。我们对宗教旅游作如下的概念界定：　　宗教旅游是以宗教景观、宗教生态环
境、宗教活动以及宗教习俗资源为主要吸引物，以观赏、考察、参与、学习为主要目的，旨在了解宗
教彼岸世界，体验宗教活动带来的神秘气氛的一种旅游活动。　　宗教旅游主体也包括宗教信徒，但
宗教信徒的宗教活动与宗教旅游有着明显的差别，非宗教信徒的宗教旅游并不以宗教朝圣参拜活动为
主要目的，而宗教信徒的宗教旅游以参拜朝圣、宗教信仰为根本目的，信仰可以说是判断与区别宗教
活动和宗教旅游、宗教徒宗教旅游和非宗教徒宗教旅游的严格界限和标志。因此，宗教旅游主体和主
流是非宗教信徒进行的宗教旅游。宗教旅游属于专题旅游和主题旅游，是以宗教为特定对象和内容的
一种特色旅游。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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