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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研究基於中西比较视角探讨宗教旅?研究的伊始、新发展与趋势。在跨

学科对话中，宗教旅?研究将神圣与世俗、物质和精神、全球和地方相勾连，在新的

社会背景下突破学科瓶颈和学科边界，运用新方法、研究新议题。西方相对成熟的

理论、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我国宗教旅?研究的快速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与此

同时，国
&

结合社会情境的本土化研究尝试也对国外研究有所
.

迪。由此形成优

势互补、中西对话的发展趋势，但是在本土化概念研究方面仍相对薄弱，有待
+

世

界宗教旅?研究发展贡献中国经验和理论。最後，研究拟从多元性、流动性、具身

性、物质性和情感层面
+

澳门宗教旅?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宗教旅?；本土化；情感；物质性；澳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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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人类文明前的蒙昧时代到科学文化

高度发展的今天，宗教一直是人们生活中的

一个重要和普遍的现象。宗教旅?的类型

丰富，根据旅?动机大致分
"

两类：一是宗

教信仰者的宗教旅?，如穆斯林朝圣、印度

教徒到
]

河沐浴等；二是非宗教信仰者的宗

教观光旅?，如?客到寺庙、圣地、圣山的观

光旅?等（陈荣富等，
BCC@

）。正如特纳

（
@AUV

）所言，“旅?者的一半是朝圣者，朝

圣者的一半是旅?者。”从概念上看，旅?

中
1

有宗教，宗教中也
1

有旅?，但是两者

8

在现实中紧密交织（
Z,"+%01-&

，
BC@@

）。

中国宗教旅?发端於
BC

世纪
VC

年代，

与国
+

现代旅?业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逐渐在国家的宗教

制度变革中重新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宗教建

筑开始得到修复，宗教活动开始复盨。大
=

旅?的蓬勃发展促使中国的宗教跨越现代

性之网，呈现出与
=

不同的形式：一是大
=

文化旅?的兴起促使资本、权力、市场等现

代性元素迅速充斥宗教文化空间，将宗教发

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勾连，成
"

社会经济发

展的核心力量。二是中国宗教发展往往呈

现出个人化和世俗化的趋势，宗教以不同的

形式嵌入人们的日常和旅?生活中，起到规

训道德伦理、调适社会价值观和促进身心健

康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宗教旅?开发过程

中所引发的宗教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媚俗

化、过度世俗化及?化问题屡见不鲜（高

科，
BC@Q

）。因此，如何在适应市场需求和追

求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地方特色

的宗教文化资源，成
"

旅?界亟需解
?

的重

要课题，这对於促进宗教文化传承保护、宗

教旅?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比发源於殖民和後殖民主义语境下

而进行主客二元关探讨的西方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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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旅?研究因旅?业的高速发展而迅速

崛起。近年来，中外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

旅?学等跨学科领域共同推动了宗教旅?

研究的发展和转向。人类学家自觉进入

“旅?的田野”，以仪式
"

媒介探讨旅?和

宗教的相互关；在对民俗事项的历时性考

察中，国
+

民俗学者将“朝山”和“朝圣”作

"

分析单元，与西方朝圣和旅?的经典理论

展开对话；与此同时，旅?学者也从禅修、精

神旅?等层面，拓展了宗教旅?的研究外延

和边界，在宗教旅?研究中起到相当积极的

推动作用。这意味著宗教旅?的本土研究

离不开对作
"

一种神圣世俗交织的宗教实

践以及作
"

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旅?的双

重关注。宗教旅?促进了我们对宗教和旅

?现象交砯的关性理解，对於理解宗教与

现代旅?之间的特殊关以及这些关背

後的後果和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和
710 $3 %#(1)#1

中

的国
+

外核心期刊
"

文献基础，基於 “宗教

旅?”“宗教和旅?”“朝圣旅?”“宗教旅

?者”和 “
L12(&($+% N$+-(%'

”“
L12(&($) ")*

N$+-(%'

”“
L12(&($+% N$+-(%,

”等中英文关键

字进行搜索，筛选出近
BC

年与本研究主题

相关的文献
@QC

篇，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

对核心主题进行抽取和分析，从中西对比视

角梳理宗教旅?研究进展，?联实际提出

未来澳门宗教旅?发展的有关思考，
"

制定

区域发展政策与实现宗教旅?可持续发展

提供
5

有力的理论支
:

。

@

　中国宗教旅?研究的发展
$

络

　　
BC

世纪
AC

年代以来，宗教旅?的研究

话题主要包括宗教旅?资源开发和评价、宗

教旅?的
+

涵、宗教与旅?的关、宗教旅

?可持续发展、宗教生态旅?等方面（高

科，
BC@C

）。近十馀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

制度改革、民生保障、科技进步和国际对话

等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宗教生活呈

现出纷繁杂的多元景象，旅?业在消费转

型中日新月?，宗教旅?研究主题更加多样

化、丰富化，盠现出许多新视角、新成果和新

方法（孙九霞等，
BCBB

），在研究
+

容、理论

进展、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著不同程度的进

展，但是在研究数量上尚显不足（见图
@

）。

图
@

　
@AAV? BCBB

年宗教旅?研究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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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概念界定：宗教旅?的概念和关



　　
BC

世纪
VC

年代後期，国
+

宗教旅?研

究进入起步期，以
@AVR

年陈传康和徐君亮

发表的《陆丰县的海滨资源开发层次结构》

一文
"

代表，第一次提到开发宗教作
"

旅?

资源的可能性（陈传康等，
@AVR

）。保继刚

等（
@AAR

）最早对宗教旅?下定义，认
"

宗

教旅?是一个客源市场稳定、吸引?客人数

=

多和重?率高的一种旅?模式。从旅?

动机上看，目前关於宗教旅?概念的界定有

三种不同的
)

法
]

其一，宗教旅?是宗教信

仰者基於宗教目的而进行的旅?活动。其

二，宗教旅?是非宗教信徒围绕宗教旅?资

源开展的旅?活动。其三，宗教旅?应包括

非朝拜目的的观光、?憩行
"

。总体看，对

宗教旅?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尚未达成共

识，普遍性观点认
"

宗教旅?既包括宗教信

仰者以宗教
"

动机的旅?活动，也包括一般

旅?者围绕宗教旅?资源进行的旅?活动

（罗?敏等，
BC@V

）。

在对宗教和旅?关的理解上，国
+

研

究往往从功能、效用角度来解析两者的关

。多数学者认
"

宗教与旅?表现
"

一种

双向互动关：一方面，宗教文化不仅可以

作
"

一种旅?资源，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而且对旅?者的出?动机、旅?景点的

营建具有重要的影响（王纬等，
BC@B

）；另一

方面，旅?业的发展也可以提高宗教圣地和

宗教文化的知名度，有利於宗教文化的传

承、传播、交流、保护和发展（许晓光，

@AAA

）。

@


B

　传统话题的延续：宗教旅?资源开发、

评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宗教旅?资源开发和评价方面，目

前，对宗教旅?开发研究集中於对宗教旅?

现象的剖析、原因分析和对今後旅?开发的

建议与对策上。在空间思想影响下，已有研

究从地理学视角分析了宗教文化资源空间

分?形成的原因及其地理分?格局（李湘

豫，
BC@B

）；也有学者基於符号学理论视角分

析精神旅?资源的价值和空间地域特徵，构

建三维活化框架，且根据空间分?规律提出

针对性的开发策略（唐柳，
BC@A

）。在此基

础上，少数研究从空间分?模式、差?性、密

度等方面对宗教场所旅?资源空间格局特

徵进行分析，?探讨了其分?与海拔、坡度、

交通、水系等影响因素的关（朱利涛，

BC@V

）。在旅?资源评价方面，呈现出定量

化趋势，通常以宗教文化资源作
"

实证研究

物件，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

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宗教文化旅?资

源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武兵兵，

BC@U

）。整体上看，研究从对宗教旅?资源

开发、宗教旅?
'

品设计、宗教旅?评价的

描述性分析转向宗教旅?资源评价与空间

分?、旅?资源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

在宗教旅?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宗教旅

?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往往也存在

管理混乱、文化同质化、商品化、各方利益

突等矛盾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宗教旅?的可

持续发展。这一经典话题的研究，前期成果

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的场域理论和赋权理

论出发，对宗教旅?中的管理体制和利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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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机制展开讨论（明世法，
BCCV

）。目前的

研究更
"

深入，涉及文化资本化、利益相关

者、利益诉求与认知权力、文化商品化等概

念视角。如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一些学

者以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等
"

理论基础，

从宗教存在逻辑与资本逻辑间张力角度，分

析旅?语境下的宗教文化资本化现象（馀

汝艺等，
BC@Q

）；从人类学的商品化视角，对

民族宗教旅?开发中的商品化问题进行探

讨（张晓萍等，
BC@A

）；从经济学视角，部分

学者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界定主要利益

相关者及其利益主体诉求的描述性统计基

础上，剖析利益诉求及相互间的矛盾突，

?据此提出利益协调机制（陈炜等，
BC@T

）；

也有学者?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利益

相关者利益诉求和认知权力评价指标，对权

力
?

利益关格局进行呈现，进而探究这一

关格局背後的深层
+

涵和形成机制（张

清源等，
BC@A

）。

@


J

　新话题的拓展：旅?影响、旅?主体研

究

　　宗教与旅?的关是早期宗教旅?研

究的重要
+

容。学者多从功能、效用的角度

解析其发展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近年

来，对这一话题的探讨更
"

丰富，从宏观转

向微观，且研究话题从单一的旅?经济影响

转向多元的旅?对宗教社区社会、经济、文

化、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研究主要涉及旅?

对宗教旅?地的影响和旅?对宗教仪式、节

庆的影响两大方面。在旅?对宗教旅?地

的影响方面，多关注旅?业给本地居民带来

正负效应，如经济收益、基础设施、个人收

入、生活水准等方面的提升，以及利益突

等负面效应（潘立军等，
BCCA

）。近年来，也

有学者关注旅?对宗教仪式影响的过程，如

郭文等（
BC@V

）基於空间生
'

的视角，指出

旅?介入後，传统仪式实践和现代性进行了

协商，传统政治治理形式遭到消解，?出现

结构性张力，资本带动日常空间更迭，?使

地方空间发生转向。

在旅?影响研究话题下，宗教社区居民

（包括社区居民和社区宗教人士）对旅?发

展的态度备受关注，主要涉及社区居民对旅

?影响的感知、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具体而

言，一些学者基於人口学特徵对社区居民对

旅?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差?进行比较（张

俊英等，
BC@B

）；还有学者从宗教人士的满意

度层面，运用理论筛选、因数分析等方法构

建了宗教文化遗
'

旅?地宗教人士的满意

度评价指标体系和关键影响因素（陈炜等，

BC@T

）。此外，少数学者注意到佛教认识论

作
"

中国佛教旅?的关键变数，是导致中国

僧人和西方宗教人士在对待宗教旅?方面

出现态度差?的根本原因（甘露等，
BC@R

）。

此外，?客在宗教场所的活动也受到诸

多关注。在对西藏的藏传佛教旅?地分析

中不难发现，已有研究话题涉及?客类型、

动机、行
"

特徵、体验等。研究动向是从对

汉族旅?者出?的精神动机和?客类型的

划分（周厚
5

等，
BC@U

），转向旅?者和朝圣

者的类型学细分及其不同群体的旅?体验

（谢
^

君等，
BCBC

；崔庆明等，
BC@Q

）。例如，

谢
^

君等（
BCBC

）按宗教信仰程度的不同，

把旅?者群体和朝圣者群体进一步分
"

休

盻愉
_

旅?者、泛宗教信仰旅?者、权宜型

朝圣者、苦行型朝圣者等四个亚群体，?对

各亚群体的旅行目的、体验深度、特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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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其次，对汉传佛教旅?地?客群体的

研究，也转向新话题的探讨，如景区氛围与

?客感知、宗教旅?中的幸福感等（崔霄，

BC@A

；
6

克己，
BC@J

）。

@


Q

　新视角的引介：跨学科概念和理论对

话

　　纵观近十年宗教旅?研究动态，学者们

从宗教学、旅?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

经济学、心理学、现象学等跨学科理论视角

展开的研究
"

宗教旅?提供了新概念和新

思路，拓展了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在宗教旅?的可持续发展上，与经济

学、心理学理论等跨学科理论展开对话，如

学者们从包容性增长理论视角构建宗教文

化旅?资源开发理论体系（李湘豫，
BC@J

）；

从心理学的“环境知觉”和“认知－情感－行

"

”理论视角构建理论模型，针对不同市场

的宗教旅?专案，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建

议（张琼
,

，
BC@A

）。在宗教和旅?的关

方面，从消费社会学、旅?学的角度展开论

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如王子铭

（
BC@R

）从消费主义视角，探讨“烧香”这一

传统民俗活动是如何在消费主义的文化影

响下发生?变，以及背後所影射的宗教旅?

与消费主义文化的
+

在逻辑关；蒋婷等

（
BC@A

）从参与者体验角度，搁置了因组织

者差?导致的概念
*

论，重新界定禅修旅?

的概念，
"

在不同国家及社会背景下准确理

解禅修旅?的
+

涵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旅

?影响方面，旅?地的宗教文化变迁是旅?

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核心话题。已有研

究较多关注旅?发展中宗教节庆、仪式的变

迁，而对旅?地未被舞台化的当地居民日常

化的宗教实践关注尤显不足。但是也有少

数学者与宗教社会学“生活宗教”的概念展

开对话，在旅?语境中重新界定其
+

涵，进

而剖析旅?发展对社区居民生活宗教实践

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李毓等，
BC@V

）。在

旅?主体的感知和体验方面，跨学科视角
"

其提供了新思路。从人类学的“禁忌”概念

入手，孙佼佼等（
BCBC

）通过质性分析，对旅

?中的藏文化禁令进行维度划分，建构?客

本真性体验由禁而魅的具身模型，与具身性

理论展开对话；从地理学的地方理论视角，

高硊等（
BC@R

）以郎木寺
"

调研区域，从意

象热点及空间网路结构著手，构建不同群体

所感知的空间结构和关注热点。这种方法

打破了传统认知地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

多群体所在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

@


T

　跨学科方法的应用：统计学、地理学和

计算科学的交叉

　　从研究方法来看，早期的宗教旅?研究

方法较
"

单一。近十多年来，学者注意到宗

教研究方法单一，以定性研究
"

主。此後，

定量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如运用模糊综

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
K6I

）对宗教文化

旅?资源的定性和定量评价（蔡朝双，
BC@@

；

邱茂慧，
BC@R

）；基於?客动机的探索性因数

分析和聚类分析，对中国宗教文化旅?市场

进行细分 （罗纪宁等，
BC@T

）；对?客类型、

旅?景点空间分?的时间序列分析（邱茂

慧，
BC@R

）；运用
=IK

即 “重要性与满意度评

价分析方法”构建宗教景区发展的优劣矩

阵图和重点改进区域（常亚楠，
BC@Q

）；借助

共现分析法和社会网路分析法，构建群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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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意象的空间结构等（高硊等，
BC@R

）。此

外，还有研究运用了回归分析、
+

容分析法，

地理学的
K-# H=Z

、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

数、洛伦茨曲瞃、核密度等方法，体现出跨学

科交叉、混合的方法论特点。

B

　中西对比视角下宗教旅?的
研究趋向

　　通过归纳整理国
+

宗教旅?文献，不难

发现，目前研究视角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不

断完善，研究
+

容不断拓展，从宗教旅?资

源开发和评价、宗教旅?的
+

涵、宗教与旅

?的关、宗教旅?可持续发展、宗教生态

旅?等传统话题逐渐延伸到宗教旅?主体

的感知、态度和体验研究、旅?对宗教的影

响等方面。

B


@

　宗教旅?的
&

涵和关：从清晰到模

糊的概念边界

　　长期以来，宗教旅?的概念尚未达到共

识。相较於以往从宗教性角度作
"

衡量标

准，对宗教旅?和其他形式的旅?进行区分

和界定的研究路径相比，目前学界对宗教概

念界定上呈现出宽泛化的趋势。一方面，将

宗教旅?理解
"

文化旅?的一部分。如

K0*12"M('

和
K2"_2$)( XBC@RY

指出了节日在

不同背景下的多重作用，无论是宗教性的还

是非宗教性的，宗教似乎是文化的一部分，

宗教场所
W

事件
W

景点
W

实践构成文化和遗
'

事件、资源和景点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

精神性的角度，拓展了宗教旅?的外延
+

涵，将黑色旅?等纳入范畴（
K0*12"M('g

K2"_2$)(8BC@R

）。西方社会语境下，由於朝圣

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被?客和学者用於更广

泛和更世俗的语境中，朝圣和旅?之间的界

限变得模糊不清。

在对宗教和旅?关的理解上，西方学

者将宗教和旅?之间的交集置於三个维度

上进行考量：一是空间方法，探讨朝圣者和

?客是如何以不同的行
"

?据同一空间的；

二是历史方法，分析宗教形式的旅行和旅?

之间的关；三是文化方法，探讨朝圣和旅

?作
"

後现代世界的现代实践。一方面，作

"

完全或部分由宗教原因驱动的旅?（传

统观点），另一方面，将旅?视
"

当代精神

之旅
XK'"*$-8 1, "258 BC@VY

。整体而言，研究

从注重历史、空间的传统方法逐渐转向对现

代朝圣的文化多样性的关注。

B


B

　旅?对宗教的影响：宗教实践的再物

质化

　　旅?对宗教的影响是旅?影响研究的

核心
+

容之一，包括旅?对宗教旅?地的影

响、旅?对宗教节庆仪式的影响、宗教人士

和宗教社区居民对旅?的感知和态度等三

大核心话题。通过对比发现，国
+

外研究的

共性表现
"

：其一，多数研究关注舞台化和

商品化的地方仪式展演，而对未被舞台化的

日常仪式活动及其原始信仰层面缺少相应

的关照。其二，研究多聚焦於宗教景观的资

源开发利用、宗教景观和旅?的关，以及

宗教建筑的旅?类型、规模、功能等，而对旅

?发展中宗教仪式物品、朝拜物的变化和宗

教食物等方面关注不足。研究区
.

在於：相

较於国
+

研究关注本地居民对旅?影响感

知和态度，国外研究更
"

全面的探讨了宗教

人士和宗教社区居民对旅?的感知和态度。

但是，也存在对非西方语境下其他宗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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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的感知和态度方面的研究欠缺，对宗

教社区中不同群体的旅?感知和态度的差

?性分析缺乏比较
X

李毓等，
BC@AY

。

在中国旅?特殊语境下，宗教旅?还被

嵌入民族旅?等其他形式的旅?活动中。

在民族旅?场域中，宗教是社区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也成
"

?客凝视的核心吸引

物。然而，目前研究往往聚焦於以宗教资源

"

核心的宗教旅?，著眼於宗教信仰的维

度，对宗教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微观层面的

宗教实践维度关注不足，这不能有效地解释

民族地区日益杂的旅?发展与宗教之间

的关，亟需拓展已有的研究分析框架和维

度（李毓等，
BC@V

）。对此，国
+

少数学者尝

试从本土案例出发，引入宗教社会学“生活

宗教”的概念，将旅?和宗教研究从物质和

精神对立、身心二元的传统研究路径转
`

到

关注宗教的物质性的层面，拓展了旅?的社

会文化影响研究范畴（李毓，
BCB@

）。可见，

物质性对宗教和圣地具有
?

定性的重要性，

对人们
'

生了
+

在的、深刻的力量，以各种

方式促成，而不是掩盖精神接触。宗教旅?

的再物质化
"

宗教旅?影响研究开了新

方向。

B


J

　宗教旅?动机和供需关：从建构到

杂

　　宗教长期以来被认
"

是人们出行旅?

的主要动机，?被认
"

是最古老的非经济原

因的旅行。国
+

外相关研究的共性在於将

宗教作
"?

定宗教旅行和体验的建构性力

量来看待。国外多数学者的研究以定量研

究方法
"

主。研究
+

容涉及?客对特定宗

教的旅?需求和动机、宗教旅?动机的影响

因素、?客的宗教旅?动机程度等（
F(*1#(

g K20".-"98BC@R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N1-M(*$+81, "25

（
BC@V

）的研究另蹊径，提出

最好将宗教旅?的动机理解
"

是新兴的，?

作
"

一系列个人在现场和人们日常生活中

与神圣事物的接触而存在，可能会带来意想

不到的结果。也就是
)

，虽然圣地是宗教的

焦点，但它们对信徒的意义?不总是固定

的，主要取
?

於个人的特殊需要、过去的表

现和预期的结果。这一思路对於我们理解

宗教旅?中的供需关也具有一定的
$

示

意义。例如，宗教旅?地可以加
5

地方的形

象，
"

它们注入意义和想像力，?影响访问

的动机，从而提升圣地的访问量和影响力。

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技术在

宗教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使用技术记

&

和绘世界遗
'

地图，包括宗教、服务技

术管道和基於技术的多媒体用具等已融入

宗教旅?
Xb"9%/'( g H")1%")8BC@CY

。进一

步研究需要探索尖端技术与古老宗教习俗

的供需结合，以确保两者相得益彰。

２４　宗教旅?体验：具身性话语重塑

西方学者对宗教旅?体验的研究，发轫

於对宗教与旅?关的探讨，主要运用社会

学、人类学、现象学的跨学科理论视角开展

研究，如世俗朝圣、原真性、精神性、具身性、

物质性等。
!"#:"))122

作
"

旅?社会学的

代表人物，其核心观点有二：第一，现代旅?

是一种世俗朝圣的观点。持这一观点的学

者通常将旅?等同於宗教，认
"

旅?功能性

和符号性等同於其他人们用於修饰和给生

活赋予意义的体系。第二，旅?体验是对现

代生活之烦恼的一种积极反应，是现代人
"

９６



克服这些问题而追求的一种“真实性”经历

X!"#:"))1228@AUJY

。

H-"0+-)

（
BCCQY

在
!"#:"))122 X@AUJY

的

“旅?是一种世俗朝圣”的观点基础上，发

展了旅?作
"

一种世俗的仪式观点。他认

"

旅?作
"

个人通过仪式与个人的生活相

连通，通常是一种精神意义或精力恢复的来

源。正如
<+9$)(#X@AARY

所言，精神性是人

们生存的主观部分，如同传统宗教中的客观

的信仰，是人自身之外在更高的存在。在此

认识论基础上，宗教旅?还被拓展到精神旅

?的层面。如
d(22%$)8 1, "25

（
BC@J

）分析了

个体?客旅?体验的“精神性”概念，
"

研

究宗教或非宗教的个体的旅?意义提供了

研究框架。然而，後现代主义视角对整体主

义、二元论的抵制，促使学者们开始质疑现

代旅?是否具有
H-"0+-)

所
)

的“类似朝圣

或宗教的仪式意义”和“神圣时空模式”，认

" H-"0+-)

的旅?仪式论是一种认知的简

化论，将旅?变成精神的表现，而忽略了旅

?中的行
"

层面
Xa"%/8@AVQY

。

BC

世纪
AC

年代西方学者们开始将“具

身理论”引入旅?研究，反思了旅?研究中

身体的缺席，主张通过身体媒介来感知周围

世界。研究者们从感官、性
.

、身份认同、身

体与情境的互动、身体障碍等视角分析旅?

者的体验
X[

俊等
8BC@VY

，?从情感、感觉上

追溯宗教、物质和?客身体之间的具身性关

，形成较新的视角和观点。例如，
N1-M(*$+

XBCBCY

利用希腊蒂诺斯圣岛的宗教?客的

具身性和多感官表演的丰富人种学资料，呼

“再物质化”宗教，认
"

身体与自然及其

组成部分的接触将象徵性的思想转化
"

情

感和感觉，物质性对宗教和圣地具有
?

定性

的作用。通过对比发现，国
+

研究多从实证

角度对西方理论进行校验和对话，如崔庆明

等（
BC@Q

）通过西藏旅?体验的定性研究，

指出西藏的旅?体验与其
)

是宗教朝圣，毋

宁
)

是一种世俗的朝圣。国
+

的旅?体验

研究重视旅?者的主观体验，少有研究
5

调

旅?体验中的身体。仅有少数学者从本土

文化视角与具身性理论展开对话探讨旅?

体验中的具身性障碍。总体而言，目前有关

旅?体验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宗教旅?

体验的研究
8

较
"

匮乏，在宗教旅?和原真

性、具身性、物质性、流动性的理论对话方

面，还有进一步的探讨空间。

３　研究结论与
'

示

３１　研究结论

宗教旅?研究是在旅?业高速发展的

背景下，由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旅?学

等跨学科学者共同推进的。国
+

研究注重

宗教旅?的经济效用和价值，探讨宗教旅?

资源开发和评价、宗教旅?可持续发展。近

十年来，西方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研究方

法和学术成果的引入对宗教旅?研究体系

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中国宗

教旅?研究话题更加多元化。从中西研究

对比的视角看，目前宗教旅?研究呈现出新

的研究趋向：一是宗教旅?概念边界的宽泛

化，以及对两者关的文化多样性的关注；

二是宗教旅?影响研究宗教实践“再物质

化”趋势；三是宗教旅?动机和供需关研

究的方法论从建构性向动态性、杂性转

变；四是宗教旅?体验研究中对具身性话语

的重塑；五是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宏观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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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定性向定量和混合研究方法的趋势。

总体而言，相较於西方研究，中国的宗

教旅?文献在数量上和理论对话等方面还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国
+

研究者应当有更

5

的学科自信和自觉，结合中国情境进行本

土化的尝试，深入探讨宗教旅?发展中的各

种社会文化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本土

化研究，让中国经验推进世界理论体系的发

展，形成优势互补，
"

世界宗教旅?研究做

出更大贡献。

J


B

　宗教旅?研究对澳门旅?业发展的
'

示

　　在
!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下，文旅融合

成
"

澳门旅?发展的未来方向。如何对澳

门的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是社会各

界关注的共同话题。澳门的生活宗教
+

涵

丰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使这眧成了著名的

宗教圣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巴哈伊

教是澳门主要的几种外来宗教，此外还有中

国传统的儒释道、民间宗教等。既有时令年

节、龙舟、天后、观音、哪吒、关帝、妈祖庙等

中式文化表徵，也有西式的天主教堂、弥撒、

圣诞、花地玛圣像巡?等西方文化元素。每

年都有来自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东南亚

各地的信徒前来澳门的妈祖庙朝圣。悠久

的宗教历史
"

澳门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

多教堂、庙宇在这眧相得益彰。丰富的宗

教人文景观已成
"

澳门旅?业赖以发展的

重要资源。宗教旅?中所宣导的多元性、流

动性、具身性、物质性、情感等视角对於澳门

旅?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
+

容

包括：

第一，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空间的流

动，可以考虑更多人群的需求，以创造更好

的旅?体验和文化交流。在宗教旅?体验

的?径路瞃设计上，可以考虑在
!

港澳大湾

区文化遗
'

?径建设的路瞃上增设宗教文

化遗
'

?径。华人文化、葡萄牙文化、土生

葡人文化的相互交织，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

的碰撞、交流构成了澳门混融共生的生活宗

教形式。从地方多元性的角度看，我们应将

澳门的生活宗教置於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

最大程度地再现“历史面貌”，重塑其结构

和美学价值，给当地人、?客一定的归属感

或者“地方感”，体现地方的多样性文化特

徵，避免同质化、单一化的文化表徵形式，即

不追求同质化发展，而要著眼於“共同推动

文化繁荣发展”。

第二，从物质性的角度看，认识到物品

在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性，教会当局和旅?公

司可以从一个共同的空间规划中受益。例

如，圣像前过量的仪式祭品是一种挑衅，会

造成不安，从而获得与机构预期不同的价值

和意义。因此，管理者应当考虑到信徒的感

受，最大限度地发挥物品的作用，使人们获

得
5

烈的宗教体验，从而维和增进宗教旅

?景点形象。

第三，从具身性的角度看，具身观最初

源於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梅洛庞蒂所提

出的“身体
?

主体论”的哲学思想，
5

调人类

所有的心智，包括体验、感觉、知觉、注意、记

忆、情绪等等都是通过身体来实现的。其理

论核心
"

身体对人类心理过程具有本质性

的影响，人类行
"

是身体与客观世界互动的

结果。旅?体验从单纯的视觉凝视转向多

感官及身体本身（
!",/1%$)

，
1, "258 BC@Q

）。

其可借鉴之处在於，对澳门精神旅?的氛围

１７



营造，不仅考虑到教堂、庙宇等视觉旅?形

象，还应该注重触觉、听觉等各方面感觉的

营造，以及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的
V

起。

旅?者在旅?过程中的自我实现、认知提

升、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意义获取和深层体

验，通过世俗朝圣增进教育、深层情感开发

等多维度的功能。

最後，宗教旅?需要重点针对旅客的

“精神需求”。英国作家毛姆在《月亮与六

便士》中描述人的追求：“你是长途跋涉的

香客，在寻找一座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庙

宇”。当我们看到藏民对神山的朝拜，看见

每年去麦加朝圣的信徒，他们的追求不就是

现实中不存在，但在心中存在的庙宇吗？现

代人对精神追求的需要，也深刻的体现在宗

教旅?层面。宗教旅?不仅促使人们心生

敬畏，也激发了人们对生活的信仰和美好生

活的渴望，体现了反世俗化和精神性的主

张。
:"#($DD$8 1, "25XBCC@Y

指出：情感在我们

的一生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因
"

它们实际

上以愉
_

或不愉
_

的品质丰富我们所有的

清醒时刻，“情感引导、丰富我们的生活，使

生活变得崇高
P

它们
"

日常生活提供了意

义”。可见，宗教旅?
'

品的体验或情感品

质对於市场上的差?优势变得越来越重要

X

曾忠
#

，
BCBBY

。因此，在地方精神意义创

造过程中情感维度是未来澳门宗教旅?
'

品设计更新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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