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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旅游异化论析
高 科

(长春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长春130032)

  摘要:我国宗教旅游发展极为迅速,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旅游异化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宗教旅游异化现

象突出表现在旅游开发行为异化、宗教文化商品化和庸俗化、封建迷信泛滥以及旅游者消费行为异化等方面,严重

阻碍了我国宗教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宗教旅游异化根源于旅游趋利性与宗教文化出世性的固有矛盾以及宗教文

化世俗化、实用主义的宗教观与旅游发展观的推动,同时还受到旅游开发与管理模式、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我

国宗教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的旅游发展观,加强政府监管、游客教育和社区参与,并构建宗教旅游发展的

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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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化”一词源于拉丁语“alienation”,是一个哲

学概念,其本意指人的产物(包括宗教、意识形态、国
家、商品等等)对人而言发生了背离,即摆脱了人的

控制,成为与人相对立的、相敌对的、格格不入的异

己的独立力量[1]。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从不同角度

对异化进行过阐释,其本质都是指人的产物(客体)
违背人(主体)的主观愿望和目的的变异[1-2]。田勇

和祝顺保将异化理论引入旅游研究领域,用以批判

旅游发展中“偏离了旅游业的产业属性及发展初衷”
的现象[3]。曹诗图从哲学角度对旅游异化进行了研

究,认为旅游异化是人们在通过旅游活动实现自己

真正价值的过程中,旅游反而以一种异己的敌对力

量或负价值作用,给人们自身带来危害[4]。随着我

国旅游业的发展,异化现象在旅游的各个领域中不

断显现。近年来,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国内生态

旅游[5-7]、乡村旅游[8]、民族文化旅游[9]以及旅游消

费行为[10-11]中存在的异化现象。
宗教旅游异化是指宗教旅游的政策制订者、开

发经营者、旅游者等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所导致的

宗教旅游发展偏离旅游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致使宗

教旅游发展不可持续的过程及结果。20世纪90年

代起,我国宗教旅游发展迅速,形成了一股全国性的

“宗教旅游热”[12]。然而,当我们检视宗教旅游发展

历程时却发现,在我国宗教旅游迅速发展的同时,盲
目的宗教旅游开发,宗教文化庸俗化、商品化,旅游

者迷信消费等异化现象十分突出,严重阻碍了我国

宗教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鉴于国内还未有学者对该

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笔者试图对宗教旅游异化的表

现、原因等基本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对国内宗教

旅游的发展和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一 宗教旅游异化的表现

(一)宗教旅游开发行为异化

原真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是国

际公认的遗产保护原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查

世界文化遗产的首要原则[13],也是文化旅游开发中

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然而,国内部分宗教旅游开

发却严重违背了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原真性和完整

性原则。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地方政府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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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商在没有进行历史考证的情况下,盲目地恢复、重
建或新建寺庙、宫观、佛塔,塑造佛像、神像等宗教建

筑。更有甚者,有些开发商竟然在非宗教活动区域

凭空“就地取材”,新建各种佛塔、道观、寺庙等伪宗

教建筑,漠视宗教文化本身的历史延续性,从根本上

违背了文化遗产资源的原真性。其次,有些宗教旅

游景区过度兴建现代化旅游服务设施,破坏了宗教

景区的宗教文化氛围,文化环境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遭到破坏。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浙江普

陀山这一“海天佛国”圣地已经变成了拥有“食、住、
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的综合性旅游城市。昔日

“见屋皆寺庵,逢人尽僧尼”的宗教文化气氛已经被

今天喧嚣的商业气息所取代,普陀山作为宗教文化

圣地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4]。
另外,一些地方的宗教旅游开发过多迎合游客

的低级趣味和封建思想,忽视对神圣宗教文化内涵

的挖掘。一些开发商为了吸引游客,打着“抢救文

物”、“挖掘传统文化”等幌子,修建“神宫”、“鬼都”。
这种行为虽然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
可以在短时期内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客观上却

为封建迷信推波助澜,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例

如,曾经闻名遐迩的丰都“鬼国神宫”试图以中国的

“鬼文化”为卖点,宣扬鬼神、生死轮回等封建思想,
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二)宗教文化过度商品化

根据 迈 肯 内 尔 (MaCannel)的 “舞 台 真 实”
(stagedauthenticity)理论,文化作为吸引物极易在

旅游发展过程中被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14],
进而引发一些不利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文化失真问

题。宗教旅游本质上属于文化旅游的一种,因此也

不得不面对由于旅游发展而导致的宗教文化商品化

问题。宗教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旅游资源,在
旅游开发中不断地被挖掘、包装或直接生产成旅游

产品,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商品化问题。黄秀琳指出,
目前我国宗教旅游开发和经营中普遍存在宗教文化

圣地旅游运营的现代化、宗教文化旅游表述中的俗

化与伪化、宗教旅游产品的有价展示等宗教文化商

品化现象[15]。更为严重的是,原来被认为是神圣的

不许被俗人观看的宗教祭典和仪式现在已经被包装

成一种商品;原来已经定制化的神圣宗教活动沦为

一种付费表演供游人欣赏。这些带有浓厚趋利色彩

的行为与宗教文化的“出世性”是格格不入的,宗教

文化的商品化加剧了宗教文化的世俗化进程。
(三)宗教旅游中的封建迷信泛滥

虽然宗教与迷信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外在展

示形式却多有相似之处。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动大多

身披宗教旅游活动的外衣,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

骗性,普通人难以区分。旅游经营者为了获取经济

利益,在营销过程中常常添加一些迷信消费,由于消

费者对宗教文化的不甚了解(部分游客甚至本来就

迷信),容易上当受骗。目前在一些宗教景区(点)中
存在通过宣扬封建迷信、诈骗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

的营销行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带有浓厚

迷信色彩的民间鬼怪传说作为题材,建造神怪塑像、
龙宫鬼殿来吸引旅游者;二是部分旅游工作者(如导

游)在旅游解说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宣扬封建迷信

活动,误导旅游者;三是不法分子利用封建迷信进行

诈骗活动非法敛财,其中通过看手相、算命、抽签、烧
高香等形式诈骗游客钱财的现象尤为普遍[16]。宗

教旅游中的封建迷信活动泛滥会导致旅游者误读宗

教文化,影响宗教文化的正常传播。
(四)宗教旅游者消费行为异化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身份、
情感、需求、心理预期等方面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异化

现象,并导致破坏资源环境、消费攀高、行为趋从、体
验异化等诸多问题[10-11]。目前国内的宗教旅游消

费活动中也广泛存在这些异化现象。柯林斯-克雷

纳和克里欧特(Collins-Kreiner&Kliot)对宗教旅

游者的研究发现,旅游者动机的“世俗—神圣”(Sec-
ular—Sacred)程度不同,其旅游消费行为也有很大

不同[17]。在我国大众宗教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我国

目前的宗教旅游者大多倾向于“世俗”型动机,他们

缺乏对神圣宗教的敬畏之心,其消费行为也多表现

出世俗化特征。即使是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宗教朝

觐者,也有不少是出于寻求神灵保佑、祈求钱财或好

运等世俗的功利性动机,因而在旅游过程中也不乏

“见神就拜”、“破财免灾”、“请神”等消费行为。因

此,在宗教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的消费除了存在上述

一般的旅游消费异化现象外,宗教旅游者在旅游过

程中的迷信消费、伪宗教文化消费也比较突出。
二 宗教旅游异化驱动机制分析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机制就是系统运行的机理

和规则,一般用来描述系统运行的原因、组成要素之

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与方式,以及系统及其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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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规律与法则[18]。宗教旅游异化的驱动机制

就是导致宗教旅游异化的各要素之间的互动程序,
其依赖宏观和微观驱动力的共同作用。宗教文化世

俗化、实用主义的宗教信仰、旅游发展观等是宗教旅

游异化的宏观因素,对宗教旅游异化起深层次的、隐
性的促进作用;而旅游经营商及从业人员对宗教旅

游的开发及经营模式、相关部门的管理体制、旅游者

消费心理及行为等是宗教旅游异化的微观因素,对
宗教旅游异化起直接的推动作用。宗教旅游异化是

宏观和微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见图1)。

图1.宗教旅游异化驱动机制

(一)宏观因素分析

早期的宗教旅游,确切地说应该是宗教旅行

(religioustravel)或者朝圣(pilgrimage),多是以宗

教朝拜为目的的苦行僧式的旅行,和目前大众观光

式的宗教文化旅游有本质上的区别。宗教是对现实

世俗生活的背离,本质上是一种出世文化,和世俗趋

利的大众旅游文化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讲,宗教旅游就是两种截然不同、互相排斥的文

化哲学的矛盾结合体,宗教文化出世性与旅游趋利

性成为宗教旅游异化的发生学根源。此外,在当今

社会经济环境下,宗教文化世俗化、实用主义的宗教

信仰以及功利的旅游发展观也从深层次上导致了宗

教旅游的异化。

1.宗教文化世俗化。宗教追求的是从现实世俗

生活中解脱,是一种出世文化。以佛教为例,佛教作

为一种宗教文化,对世俗人生价值观持贬斥与否定

态度,其根本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涅槃寂静,体现了宗

教价值观的出世特征。然而,在当今社会经济大环

境下,世俗的商品经济活动和价值观念不断侵入宗

教组织内部,宗教建筑、仪式逐渐被开发成一种商

品,而其传统功能却不断弱化。宗教团体也开始利

用宗教活动场所兴办各类经济实体,开展商品经济

活动,教职人员戒律松弛,乐于接受世俗的生活方

式[19]。宗教世俗化过程要求宗教不断地去适应社

会进步,关注人们的世俗生活,积极参与现实世界建

设,较之以往会更热衷于物质利益的追求[20]。随着

资本和权力的介入,宗教文化加快了从“神圣”到“世
俗”的转变过程,并迎合了“民族—国家”语境下现代

化建设的诉求。因此,原本是一方“净土”的宗教地

变成了财源滚滚的旅游景区,神圣的“出世”文化逐

渐受制于世俗的“入世”文化,在“经济优先”的权力

话语下,神圣的宗教文化就可能迫于大众旅游的压

力而被商品化、庸俗化、异化。

2.实用主义的宗教信仰。普通民众(潜在和现

实的旅游者)功利化的宗教信仰传统容易滋生实用

主义的宗教旅游。人们进行宗教旅游的目的,并非

是为了体验宗教“出世”文化的境界,从而看淡世俗

的功名利禄、摒弃物欲的羁绊、脱离红尘俗事的烦

恼、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而是通过祈福、祭拜、捐赠

香火等手段,或希望发大财、升大官、娶娇妻、早生贵

子等等,具有明显的物质化功利目的。以迎合这种

功利主义宗教信仰而开发的宗教旅游产品多半是缺

失宗教文化内涵的。同时,这种功利化的宗教信仰

观容易导致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异化,给旅游经营者

以错误的开发导向,还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3.功利的旅游发展观。旅游既具有经济属性又

具有文化属性,但从目前我国宗教旅游的发展现状

看,宗教旅游的经济属性尽显无余,文化属性却未得

到很好的彰显。片面、功利的旅游发展观是宗教旅

游异化的行业背景,其推动作用更为直接、显著。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发展一元价值观以及

“旅游业是无烟工业”的环境观长期流行于旅游界和

某些政策决策者之中,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

旅游开发。在这些片面、功利的旅游发展观指导下,
开发宗教旅游的核心目的就是获取经济效益,宗教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文化作用

被明显贬低,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宗教文化的

社会价值在旅游开发中被漠视。
(二)微观因素分析

1.宗教旅游发展模式。目前,我国宗教旅游发

展依赖政府、企业和旅游者主导的三角利益互动发

展模式,即旅游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追

求目的地社区的全面发展,很大程度上仍是追求经

济效益,旅游者希望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对旅游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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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起引导作用。然而,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宗教旅游

的发展只被纳入到经济效益的单一视野中,其他利

益相关者事实上被边缘化或者被漠视,直接导致他

们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保障。然而,由于政府与旅

游企业之间为契约关系,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约束

机制,在共同经济利益的背景下,政府相关管理部门

(人员)与经营者有可能进行经济媾和,结成利益同

盟,导致权利寻租现象,同时旅游企业的自利行为难

以受到严格约束,难免将景区作为单纯的营利工具,
不顾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一味迎合或误导消

费者而将宗教文化商品化、庸俗化,甚至通过搞封建

迷信、诈骗等不法手段达到目的,对宗教文化、自然

和社会环境极易造成严重破坏[21]。

2.宗教旅游管理模式。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我
国有的宗教景区的归口管理单位是国家(地方)的宗

教管理机构,有的又是归建设部门或者其他管理机

构管理。因此,在我国的宗教旅游管理上广泛存在

着“一个媳妇几个婆”的现象,出于利益考虑,容易政

出多门,管理混乱,无法统一规划、管理。在宗教景

区的经营机制方面,我国有些宗教景区完全实行市

场化,采用公司管理制度;有的由政府设立专门的管

理机构单独管理;有的是“政府+企业”的双重管理

模式;还有些是宗教团体自主管理。管理体制的混

乱致使旅游活动中的异化现象不能及时得到遏制,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宗教旅游的异化。

3.从业人员素质。宗教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

系,普通人难以理解其精髓。宗教旅游产品的规划、
设计缺乏宗教文化知识,经营人员对宗教的理解缺

乏深度,因此难以提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高质量

宗教文化产品,而只能提供一些吸引眼球的展示型

观光产品。导游员和景点解说员的整体文化素质偏

低,对具体宗教景点的理解和解说都缺乏深度,难以

诠释宗教旅游景点的文化内涵,他(她)们带给旅游

者的往往只是程式化的简单描述。不仅如此,在经

济利益的驱使下,有些从业人员甚至与不法分子勾

结,通过宣扬迷信和诈骗来获取钱财。

4.旅游消费者心理与行为。一般来讲,神圣动

机型旅游者倾向于体验本真的宗教文化,对宗教旅

游产品的文化内涵要求较高;而世俗动机型旅游者

不过是追求一种“大饱眼福”、“到此一游”的符号消

费,其消费行为更容易异化。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

具有“理性的宗教徒少,功利的有神论者多”的特征,

即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动机大多都是现实、功利性的,
当他们有求于神,需要神灵保佑时,才会去宗教场所

祈祷、参拜[22]。因此,大多数的宗教信徒进行宗教

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看庙看神、烧香拜佛、祈求保

佑,而不是体验宗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寻求高层次的

精神享受。大多数世俗动机型的旅游者对本真的宗

教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在宗教旅游活动中,经常出现

不尊重宗教人士和宗教仪式、不理解宗教文化、迷信

消费、有意无意地破坏文物和环境等行为。这种消

费心理和行为导致我国宗教旅游者在消费的动机、
消费决策和旅游花费等方面表现出异化,旅游需求

的异化又进一步导致了满足需求的行为或供给行为

的异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三 宗教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一)树立科学的旅游发展观,走可持续的旅游

发展之路

科学的发展观即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
发展理念。从旅游发展的角度看,科学的旅游发展

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观,从而促进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23]。
宗教旅游的发展必须以科学的旅游发展观为指导,
摒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发展唯一,经济至尊”
等一元价值观和“旅游业是无烟工业”等旅游环境

观,树立“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环境保护”
的四维旅游发展观,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具

体来讲,即宗教旅游的发展不应过分凸显其经济属

性,而应挖掘中国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为国人的精

神需求服务,保持宗教文化的本真性及其所在环境

的完整性,并满足目的地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环
境发展的需要。

(二)健全法律规章制度,强化政府监管职能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宗教旅游的监管,从宗

教与旅游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协调和解

决宗教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首先,必须

制订与宗教旅游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办法和规

章制度,把宗教旅游资源开发、宗教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优化纳入法制化轨道。如

2009年,国家旅游局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宗教旅

游场所燃香活动的意见》,对我国宗教景区出现的生

态环境破坏、旅游安全事故以及强拉或诱导游客和

信教群众花高价烧高香等问题进行规范和管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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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加强对宗教旅游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和

治理,尤其是对那些对国家、社会以及宗教旅游活动

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如利用宗教搞颠覆、破坏的

行为,利用宗教旅游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欺诈游客的

行为等。
(三)加强游客教育,规范旅游者行为

学者的研究表明,由于旅游活动的异地性和暂

时性,旅游者在旅游中容易表现出消费攀高、道德感

弱化、文化干涉和物质摄取等行为特征[24]。首先,
通过宣传提升旅游者对宗教文化内涵的认知,促使

其正确认识和尊重宗教文化。强化对旅游者的伦理

教育和环境教育,提升其自我行为约束能力。其次,
旅游景区应该完善和强化旅游解说系统,通过宣传

手册、专业导游讲解等手段加强对旅游者的教育,规
范和提高旅游者的行为和素质。同时,还应加强对

宗教旅游从业人员的相关培训,使其了解和掌握宗

教旅游方面的知识和相关准则以及宗教旅游的服务

技巧,这是宗教旅游地开发和管理成功的重要因素,
也是防止宗教旅游服务异化的重要途径。

(四)强化社区参与,重视宗教人士的文化诉求

社区参与理论(CommunityParticipationThe-
ory)由澳大利亚学者墨菲(Murphy,P.E)于1985
年提出。他认为,正确的旅游规划方法必须是社区

主导(community-driven)或是基于社区(communi-
ty-based)的规划[25]。目的地社区是宗教文化的拥

有者,社区参与宗教旅游一方面要求获取宗教旅游

发展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社区能够感知最为强烈

的收益)、心理收益(如归属感)、文化收益(如文化认

同)等;另一方面也要求保护目的地的宗教文化的原

真性及其环境的完整性。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也表

明,宗教旅游地的居民对宗教旅游的发展十分关心,
社区归属感或社区感情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关

系密切[26]。因此,应该让宗教旅游地的居民全面参

与到宗教旅游业的开发决策、经营管理、宗教文化和

环境保护、旅游收益分配中;鼓励本地资本投资;优
先雇佣本地居民参与就业;实行宗教旅游开发过程

中的政策优惠;社区作为开发主体在旅游开发过程

具有决策权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宗教人士(包
括宗教设施的使用者以及相关的宗教人士)在社区

参与宗教文化保护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相
对于“世俗”的大众旅游者和开发者,“神圣”的宗教

人士更能坚持的本真(authentic)的宗教文化,合乎

他们意愿的宗教文化旅游开发,可将宗教文化异化

的程度降到最低。
(五)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利益共生

我国宗教旅游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宗教旅游

者、旅游企业、政府主管部门、目的地社区、行业协

会、相关宗教人士、学术界和专家、新闻媒体等。作

为不同的目标载体,宗教旅游的利益相关者在旅游

发展过程中有着多样化的旅游动机和利益诉求,他
们在旅游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行为方式也不

相同。如果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配置不平衡,各方

利益得不到满足,进而发生利益冲突,容易造成宗教

旅游的异化。因此,在宗教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应当

坚持宗教文化保护和宗教旅游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

则,寻求一种能够保证不同利益主体职权发挥和利

益诉求实现的长效、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应对宗

教旅游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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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DissimilationofReligiousTourism

GAOKe
(CollegeofHistory,Changchun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32,China)

Abstract:ThereligioustourismdevelopsquiterapidlyinChina.Yetithasstillmanyserious
problemsofdissimilation.Researchshowsthatproblemsmostlylieinthedissimilationof
tourismdevelopment,commodificationanddegenerationofreligiousculture,thefloodoffeudral
superstiotionandthedissimilationofconsumingbehavioroftourists.Allthosehinderthesus-
tainabledevelopmentofreligioustourismofChina.Thedissimilationofreligioustourismhasits
rootinvariousfactorsincluding,theprofit-seekingoftourism,theinherentcontradictionofReli-
gionofbeingsecular,secularizationofreligionandculture,pragmaticreligiouspractice,themoti-
vationoftourismdevelopment,developmentandmanagementoftourism,andtheconsumingbe-
havioroftourists.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religioustourisminChinashouldinsistthe
scientificoutlookofdevelopment,enhancethegovernment’ssupervision,theeducationoftour-
istsandencouragetheparticipationoflocalcommunity.Inthatwaycanacoordinatemechanism
ofprofitsamongtherelatedpartiesofreligioustourism.

Keywords:religioustourism;dissimilation;secularizationofreligion;commodificationcul-
ture;sustainable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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