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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豫东地区宗教场所众多，传承久远，留存了大量的宫、殿、塔、台等物质文化资源及故事、传说、传习、音
乐、庙会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由于豫东地区宗教文化旅游的文化内容较为单一、开发有失科学，多数景点的区域

影响非常有限，制约了豫东地区宗教文化旅游的发展。为此，其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可遵循以下策略：加大宗教场

所遗留建筑、文物的保护、修缮、重建的力度，优化宗教场所周边的文化旅游环境；创新宗教文化旅游产品，丰富文化旅

游内容；不断扩大豫东地区宗教旅游景点的影响，争取更为广泛的旅游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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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东地处中原，文明起步较早，是道家文化创始者老子、庄
子的出生地，又是佛教文化较早的传入地，宗教文化旅游资源

十分丰富。认真研究、合理开发豫东地区的宗教文化旅游资

源，可以为游客提供更为丰富、多样、优质的文化旅游产品，促

进旅游，活跃经济，增强豫东地区文化旅游的吸引力与竞争力，

丰富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

一、豫东地区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

（一）豫东地区寺庙、道观等宗教场所分布众多，传承久远。

豫东地区留存有众多远近闻名的佛寺，如开封市建于北齐天保

六年的相国寺、建于北齐天保十年的佑国寺、建于隋唐时期的

中兴寺、建于五代梁朝的古观音寺，商丘市建于唐代的崇法寺、

建于唐贞观年间的白云寺、建于唐开元年间的开元寺、建于明

清时期的商丘观音寺，周口市建于汉代的龙泉寺、建于北魏正

始三年的永安寺、建于大齐武平年间的支亭寺、建于隋开皇四

年的塔中寺、建于唐贞观十二年的遇佛寺、建于隋唐时期的嵩

宁寺、建于明正统年间的回龙禅寺等，皆历史悠久；豫东地区还

有很多著名的道教宫观，如周口市建于东汉延熹八年的太清

宫、建于唐代的明道宫，商丘建于西汉时期的天齐宫、建于明代

天启年间的袁家山道观，开封建于元代的延庆观、建于清乾隆

年间的无梁庙等，都远近闻名；豫东各地还有为数众多的伊斯

兰教清真寺，像开封地区被誉为“河南首坊”的东大清真寺、最

大清真寺朱仙镇清真寺，商丘北关清真寺、归德府清真寺，周口

市河西清真寺、怀庆清真寺等。这些宗教寺庙、道观等不仅是

各地重要的宗教场所，而且都有着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

（二）豫东地区宗教场所的文物留存十分丰富，宫殿、塔台、

碑匾、像刻等均有大量遗留。开封地区的如大相国寺的藏经

阁、大雄宝殿、八角琉璃殿、四面千手千眼观世音巨像、有“相国

霜钟”之称的清朝巨钟、清乾隆版《大藏经》和日本版佛经《大

正藏》，佑国寺旧址的铁塔、铜制接引佛立像，延庆观的玉皇阁、

明代真武铜像，东大寺的《重修大梁清真寺》碑等；商丘地区的

如民权白云寺的三进大殿、晒娃娃门楼、宋代建造的九级六棱

“多宝塔”、康熙钦笔“当堂常赏”石匾，睢县的寿圣寺塔，永城

的崇法寺塔，虞城县塔中寺的宋代阴沉木观音木雕佛像、清代

铭文“普照庵”铜磐，睢阳区开元寺存于八关斋颜真卿撰文的八

楞碑，睢阳区天齐宫的明代寺庙古建筑群，睢县袁家山道观的

大殿、望月台、八仙亭、纯阳洞、吕洞宾木雕卧像等；周口地区的

如扶沟县古刹支亭寺留存的佛祖殿、大雄宝殿、千手观音殿、天

王殿、西方三圣殿、帝始天尊殿、地藏殿、山门前的千年古槐，鹿

邑太清宫的太极殿、道德经注碑、先天太后之赞碑、九龙井、望

月井、赶山鞭、丹桂古柏，鹿邑明道宫建于唐代的老君台，太康、

商水两地的寿圣寺塔等。

（三）伴随着各类宗教文化的传承、发展，豫东地区还积淀

下了大量的故事、传说、传习、音乐、庙会等丰厚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开封相国寺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民权白云寺“当

堂常赏”碑文的由来、铁锅槐的传说、韦驮化缘的故事，天齐宫

流传的纪念黄飞虎与商军大战而建枣冢庙的故事，虞城塔中寺

隋文帝杨坚避难建塔的传说，郸城光武寺刘秀建寺的传说，淮

阳遇佛寺李世民蒙观世音菩萨搭救建寺的传说，睢县袁家山道

观建造的传说等，都流传很广；相国寺每年九月举行的水陆法

会，白云寺僧众经常组织的打“观音七”、“地藏七”等传习活

动，远近皆知；有的寺观的宗教音乐也很有特色，像白云寺的佛

乐就全国闻名；很多寺庙还传承下来了有一定影响的庙会，大

相国寺的元宵灯会、白云寺大年初一的白云寺庙会、鹿邑永安

寺的三月庙会、支亭寺农历四月初八的古庙会，天齐宫每年农

历三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袁家山每年农历四月十三日至十七

日的庙会，都规模盛大。

二、豫东地区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策略

虽然豫东各地对本地宗教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非常重

视，比如积极申报国家级、省级或设立地市级的物质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对失修、被毁的寺庙、宫观、殿堂、塔楼等古

迹文物进行修缮或重建，积极开展正常的宗教文化活动，开发

宗教文化旅游项目等，但就豫东地区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

现状来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目前豫东地区宗教文化

旅游资源的开发多是修缮、重建庙堂宫殿，旅游内容多是游寺、

烧香，开发内容较为单一，不能为游客提供多样化、多层次、具

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豫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融资困

难，开发力度有限；近利短视，不能兼顾处理好保护、传承与发

展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建设发展规划；对宗教文化旅游资

源的推介力度不够，影响区域大都非常有限，客源缺乏，效益不

佳。基于豫东地区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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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笔者认为，其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遵循以下策

略来进行。

（一）加大豫东地区宗教场所遗留宫殿、塔台、碑匾、像刻等

的保护、修缮以及补建、重建已毁建筑的力度，注意优化宗教场

所周边的文化旅游环境。

宗教场所遗留下来的古迹、文物是开发宗教文化旅游的基

础，是吸引游客的关键所在，所以，对宗教场所遗留下来的任何

古迹、文物，大至庙宇殿堂、塔楼亭台，小到碑匾钟鼓、勾头瓦当

都要精心保护；对破损的寺庙建筑，修缮时要注意修旧如旧，保

持旧有风貌；重建庙宇殿堂等要细致考察史料，做到建之有据，

不能随意盲目扩建。比如，开封相国寺对古建筑的保护、修缮、

补建的经验就很值的人们借鉴。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为避免相国
寺八角琉璃殿（罗汉殿）的建筑原貌受损，文物保护专家开创性

地运用撬升技术将此殿整体提高 １．６７ 米，后来这项古建筑修
缮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１９９２ 年重建的钟鼓楼，也是根
据开封相传的汴京八景的“相国霜钟”历史传说建造的。同时，

还要注意宗教场所周边文化旅游环境的建设。宗教场所周边

的环境建设既要方便游客的衣食住行，又要注意道路、建筑、园

林等各种开发建设项目都不能有损于宗教场所正常的宗教活

动，破坏周围的生态环境。作为安抚心灵、寄托宗教信仰活动

场所，宗教场所周围的园林等项目建设，宜营造庄严、肃穆、清

幽的环境，这既利于修行人的参禅、悟道等，又可以凭借优美的

环境，给香客、游客带来自然、美好的精神享受。当然，无论是

对宗教文化旅游景点的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复建，还是对宗

教文化旅游景点周围旅游环境的建设、美化等，都需要大量资

金的支持，由于豫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豫东地区的宗

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广开筹资渠道，比如可以通过政府

资金支持、僧侣道士化缘、社会力量捐助、旅游门票收入等多种

途径获取资金。

（二）创新宗教文化旅游产品，扩展旅游项目，让游客领略、

体验更为多样、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内容。

宗教文化场所古老宏伟的宫观殿堂、别致精巧亭台楼阁、

饱经沧桑的像刻碑匾、优美怡人的园林风景，以及人们对宗教

场所中所供神、佛的宗教信仰等，是宗教文化旅游景点最为吸

引游客的地方，豫东地区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自然要在

这些方面下功夫。但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不能仅仅满足

于游客的观光游玩以及信众、香客的礼神拜佛，而要提高宗教

文化旅游的品位，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还需在丰富宗教文化

旅游的内容上用力。为此，可以深挖宗教文化资源的文化内

涵，创新宗教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诸如宗教生活体验、养生、文

化研修等新的旅游项目。比如：在游客观览宗教建筑、像刻、碑

匾等文化资源时，可以针对部分游客开展宗教文化资源的鉴

赏、研习活动，这不仅有利于挖掘、丰富各宗教景点的文化内

涵，还能提升部分游客领略宗教文化兴趣；可让旅游者参与部

分宗教活动，使其在参与宗教活动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宗教人士

的生活、养生理念、饮食之道、修身养性之法，以领略、汲取宗教

的养生精华，培育健全身心，提高精神修养；还可在景点办好各

种宗教庆典、庙会等活动，让游客在观览、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

中尽情享受旅游的快乐。目前，豫东地区开办的这类宗教文化

旅游项目景点还很少，尚存很大的开发空间。同时，还要注意

结合宗教文化旅游的特点，开发和本地宗教场所相关的旅游纪

念品，并将其同那些与旅游活动相配套的食、住、游、购等旅游

商品的开发结合起来系统开发，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三）要不断扩大豫东地区宗教旅游景点的影响，让更多的

人了解豫东地区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形成更广的旅游客源。

豫东地区的宗教文化场所虽然众多，但多数寺庙、宫观的

影响范围有限，为了在国际、省际争取更为广泛的旅游客源，取

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就要不断扩大豫东地区宗教文化资源的影

响。扩大宗教文化景点的影响是一项综合工程，人们采取的一

般方法是通过开展宗教文化活动、宗教节庆活动或通过新闻媒

体、旅游网站、旅行社的宣传等，推介自己。豫东地区宗教文化

旅游资源的开发当然也需要以上这些方法宣传自己，扩大影

响。除此之外，由于豫东地区拥有丰富的庙会资源，办好庙会

不失为扩大影响的较好的策略。“庙会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宗教

高度世俗化的产物，它以寺庙宫观为核心依托，集宗教、经济、

文化、娱乐、旅游诸多功能于一体。各著名宗教场所也因定期

举行的庞大庙会而声名远扬，奠定其较高的信仰地位、历史地

位和宗教地位。”的确如此，开封的相国寺、商丘的白云寺、鹿邑

永安寺等都有影响很大的庙会，这些宗教场所之所以远近闻

名，可以说与他们定期举行的庙会的影响密切相关。现在人们

已经认识到办好庙会对扩大宗教景点文化影响方面的作用，比

如，为扩大老子文化在国际、国内的影响，鹿邑当地政府在 ２００６
年恢复了老子庙会，从农历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老子故

里的老君台及太
=

宫每年都会举办一个月的庙会。庙会上不

但会表演诸如老子打铁舞、老君武术、老君戏、老君圣歌等传统

的民间文体、文化艺术活动，与老子相关的文化大讲堂、书画作

品展、当地的名优特商品展销等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通过

这几年老子庙会的举办，不但使得周边多个省市以及海内外数

百万香客游人纷纷朝老，还给当地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更使

老君台、太清宫等当地的旅游景点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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