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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文化共存下南岳“节事旅游"发展研究

蔡梅良，刘 丽，田 文

(湖南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南岳是中国佛道教文化共存共融之地，佛道教文化则是南岳早期“节事”祭祀活动形成的基

础。对自然山神的崇拜是官方祭祀之源，对南岳圣帝的朝拜是民间祭祀之本。南岳佛道教文化共存促进了

元旦朝圣、南岳庙会、八月香火等“节事旅游”活动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影响既深又广的文化旅游活动。南

岳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优化“节事旅游”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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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五岳”，其中南岳在湖南衡山，南岳秀

中有绝，内涵深远，佛道宗教文化是南岳旅游的核

心。“旅游的灵魂是文化”，三千多年历史沉淀的南

岳，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历史与山川I融合塑

造了“五岳独秀”“文明奥区”“宗教圣地”“中华寿

岳”四张名片。南岳佛道文化共存共荣，常年梵音

袅袅，烧香祈福、拜佛求寿的香客络绎不绝，已成

为“地脉天成，文脉共生”的寿文化品牌。“宗教圣

地”的独特性、融合性、历史性、国际性提升了旅游

核心竞争力fl】。受佛道文化影响，元旦朝圣、庙会、

八月香火等“节事”活动已经是南岳文化旅游的基

本形式，寿文化节、佛教心灵音乐会、中国(南岳)

国际佛教文化博览会等一批新型“节事旅游”活动

也得以成长。

一、南岳是中国佛道教文化共存共融之地

长期以来，南岳佛道两教共处～山，共容一

庙，和谐相处，为世界独有。道教文化历史悠久，是

第一家传入南岳的宗教，南岳也是中国南禅、北

禅、曹洞宗和禅宗、青原两系之发源地，中国南方

最著名的道教圣地，有三十六洞天之第三洞天的

朱陵洞天，七十二福地之光天坛福地、青玉坛福

地、洞灵源福地。高道众多，理论丰富，首创宗派，

影响深远，是我国宝贵的人文旅游资源。据明代

《衡岳志》记载，著中天师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是第

一个进入南岳的道教人士，他从天目山云游至衡

山，登祝融峰，拜谒青玉坛、光天坛，朝礼祝融君

祠。慧思大师进入南岳之前，道教一直处于信仰上

的统治地位。被誉为衡山“开山祖师”的佛教奠基

人慧思大师于陈光大二年(568年)带领四十余名

弟子到南岳，建立般若寺(今福严寺)，弘扬“一心

三观”“定慧双修”之理念，形成了独特风格，是中

国天台宗思想的源泉，为南岳佛教乃至中国佛教

打开新天地，并逐渐站稳脚跟，并在影响力方面逐

渐超过道教。

在佛道两种宗教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地位不

同或教义理念相左，冲突难免。而慧思大师对两教

关系努力调和，实现了两教利益上的一致性和自

身理论上的共通性，两者最终走向融合。南岳衡山

成了五岳之中唯一的佛道教共存的名山，佛道融

合是南岳文化特色，佛道共存构成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的湖湘地区由于远离政治、

经济中心，文化相对落后，南岳地处荆州，自古盛

行的自然与鬼神崇拜是宗教滋生的土壤，为长期

孕育的传统南岳佛道文化提供了发展温床。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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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具有丰富多彩的传说，这与道教所描述的神

仙生活极为相似。因此鬼神传统、神仙传说等为佛

两道教在南岳的产生、发展直到融合成为必然。

二、佛道文化是南岳早期“节事”祭祀活动形

成的基础

南岳大庙佛道共存，有着“南国故宫”“江南第

一庙”之称，为中国江南最大古建筑群，东侧有八

个道观，西侧有八个佛寺，为我国寺庙一绝。南岳

大庙集佛教寺院、道教宫观、民间祠庙于一体，是

南岳宗教文化的活动中心。自古至今，从国家统治

者，到文人骚客，再至黎民百姓，前往南岳庙的朝

拜从无间断，它既是历代帝王代表国家祭祀山川

之所，又是僧俗信众崇拜之地。

(一)对自然山神的崇拜是官方祭祀之源

南岳在五岳中独处长江以南，成为南方山岳

崇拜中心。从先民们长期形成的对于山川的自然

崇拜，到国家政权建立以后逐渐被统治阶级所利

用，将神权和政权合而为一，借以推崇和宣扬皇权

神授。随着统治者对老百姓的掌控，维持社会秩序

大力推崇神学，道教随之登上政治舞台，带有政治

色彩。在统治者推崇下，开始了对南岳第一高峰祝

融峰祭拜。南岳民俗文化也是缘于对南岳山神的

崇拜，即对南岳圣帝——祝融火神一～崇拜的基
础上产生并受佛、道思想影响而形成。祭祀山川是

古代儒家文化和原始宗教文化的重要内容。五岳

祭祀源于上古时期的山川崇拜，《山海经》是对山

岳崇拜与祭祀记录的最好见证。在奴隶制国家形

成后，山川祭祀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具有宗教和政

治双重功能。南岳是历代祭祀的主场，各朝各代隆

重的祀礼，雄伟的宫殿，各种御赐封号及牌匾，使

南岳庙、南岳神在民间以至各阶级层中产生了巨

大而深远影响。从《衡山县志》收录的明清两代帝

王御署的祝辞祭文可知，官方祭祀南岳衡山之神

的主要用意有六个方面：第一，逢新皇登基，嗣承

大统，或先皇配享圜丘；第二，发兵作战，求神襄

助；第三，胜利班师，大功底定，向神报捷；第四，遇

到水、旱、虫、震等自然灾害，求神消灾弥害；第五，

年岁丰稔，国泰民康，答谢神灵恩惠；第六，实现事

神治民的政治意图。

(二)对南岳圣帝的朝拜是民间祭祀之本

在中国历史上，各种神学思想弥漫生活中，人

们对鬼神之说格外敏感。而道家思想与神道方术

结合，促进道教形成及发展。民间祭祀活动就是南

岳进香，比官方祭祀更具广泛性，众多黎明百姓对

南岳圣帝的朝拜，历经唐、宋、元、明、清至今，朝拜

活动经久不衰。南岳朝圣的礼仪形式多样，有焚

香、打卦、礼仪、抽签、寄名、还愿、开光、安神等。朝

圣的传统形式大致有“行香”“拜香”“饿香”和“肉

香”四种，“行香”是最为常见的徒步朝圣形式，以

身到心随、素食套餐为自戒自律；“拜香”有三步一

叩、五步一拜之分，通常统一团体，统一着装。“拜”

一般指到达南岳后开始，直到南岳庙圣帝殿，边行

边拜边歌边舞；“饿香”指朝圣者从家中出发到最

后朝圣完毕，徒步行走，不进饭食，只饮水，吃水果

或自制的干粮；“肉香”是个别家中或族内有大事

求助于南岳圣帝，到圣帝殿后就在自己身上割下

少许皮肉，把血滴在纸钱、蜡烛或者香包上，把皮

肉裹人纸钱内，放入南岳宝库内一同焚烧，以示虔

诚。但后两种朝圣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已基本绝迹。

三、佛道文化共存促进了南岳“节事”旅游活

动的发展

佛道文化共存演绎的南岳特色文化，使“节事

旅游”活动在佛道教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得以促进，

百姓对南岳圣帝朝拜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日益繁

荣的元旦朝圣、南岳庙会、八月香火等大型“节事

旅游”活动。

(一)元旦朝圣是每年祭拜圣帝的首项旅游活动

衡山人过新年与众不同，被叫做“元旦朝圣”。

元旦朝圣是在吸引佛教朝山进香以及在中华民族

传统春节习俗基础上形成的。该活动以南岳人为

主体，融合南岳旅游观光、欣赏雪景、祭拜佛道等

内容形成新年到来客人的第一个高潮。农历春节

是中国人民传统佳节，人们吃团年饭，相互祝贺。

但是元旦朝圣是从大年三十凌晨开始到正月初一

止，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半夜过年；第二

阶段是争烧第一炷香，俗称“抢头香”；第三阶段是

登山观日出迎新年，第四阶段是“出天行”，即朝拜

圣帝。

元旦朝圣从过年那一刻开始，衡山人半夜吃

年夜饭，之后去大庙给圣帝拜年是新年到来的首

件事情，南岳大庙为南岳人新年到来的第一个去

处。大年三十晚十一点，大庙大门全开，烧香客陆

续进入大庙，整座大庙钟鼓齐鸣，鞭炮响彻云霄。

染烛烧纸，火光冲天，僧尼齐诵佛经，朝拜客虔诚

地跪拜在圣帝像前，祈求来年好运。南岳古镇到处

灯火辉煌，人头攒动，只听见脚步声，听不到人声，

那是南岳香客朝拜圣帝争烧第一炷香的庄严时

刻。朝拜圣帝过后，香客开始登山，准备到南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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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望日台迎接新年的第一个日出。登山游客既要

去山顶祝融殿朝拜，也欣赏衡山自然景观。除参加

烧第一炷香的客人给圣帝拜过年外，其他相当一

部分未给圣帝拜年的人将在正月初一去拜年，而

且南岳习俗有未给圣帝拜年之前，人们相互之间

即使熟人也不得打招呼，只有给圣帝拜了年后才

贺新春。

(二)南岳庙会是以民间娱乐为主的文化旅游

活动

南岳庙会以民风民俗为基础，揉和着千百年

来的自然崇拜与佛、道思想于一体，是南岳极具特

色的民俗旅游活动。从唐朝开始对南岳进行常年

祭祀活动，由最初的祈求神灵驱鬼除瘟，发展到了

如今大型文艺体育和集市贸易相结合的民间活

动。传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七日为天符大帝诞辰，在

此前后举行各种祀神及娱乐旅游活动，以示庆祝，

日之“庙会”。在庙会举行之际，由居民装扮骑马文

武判官、随行差役、打路鬼等游行各街，是“清道”

之意。庙会开始于端午节刚过五月初十，每次时间

半月或一月。主要内容包括三项，第一，以“三星点

吉祥”到佛道举行蘸会为前奏；第二，是文艺会演、

传经说法、古装戏剧、武术比赛、“抬故事”及“地故

事”和各类现代文化体育活动，如跳伞、书法、诗歌

达到高潮；第三，经济贸易活动。其中“三星点吉

祥”常由当地人装扮成福、禄、寿三星，在大庙正殿

圣帝像前为少年儿童额头点红，俗称“打脸子”，以

消灾祛难；佛道举行蘸会是祭拜神灵禳除鬼魅的

道场，为期七天。来自省内外的各路戏班子在古镇

各街搭台演出，一决高低，而武林高手则设擂比

武；宗教界高僧羽士云集，传经说法，或传戒授徒，

举办各种法会，而南岳本地人则组织“抬故事”比

赛，实行化装游行。整个南岳基本卷入了一场巨大

的庙会节庆之中，场面极为盛大壮观。现今庙会还

逐渐演变成集武术、杂技、歌舞、表演、书法、彩灯、

文物珍奇等展览与商贸洽谈于一体的大型盛会。

(三)八月香火是影响既深又广的宗教旅游活动

与元旦朝圣和庙会相比，八月香火持续时间

最长，影响最深广。八月香火以外地香客为主体与

旅游业相结合而进行，“香火旅游”成为重要的旅

游形式。八月香火是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祭祀活

动，具固定的时间与地点。进入民间后，在南岳古

镇及衡山县形成风俗，每年进香人数较多，大多时

间集中在春秋两季，从农历七月十五开始直至九

月下旬结束，历时两个多月，产生三个高潮，以秋

季为主，七、八、九月形成集中进香的“香火期”，俗

称“八月香火”。七月十五日本是中国传统的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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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在这天人们涌向南岳祈求祖先保佑的同时也

祈求圣帝庇护。七月十五日还是佛教的盂兰盆会，

佛教徒为追荐先祖举行救度亡灵的拜忏、放焰口

等活动，并形成八月香火的第一个高潮；八月初一

前后达第二个高潮，俗称这天为圣帝的生日，是香

火最旺的一天；中秋之后的九月九日，是传统的登

高节，登高有避难之意，而衡山是中南地区名山，

也是最高之山，登高朝拜圣帝也就成了八月香火

的第三个高潮【21。因此，农历八月以来，南岳景区香

火旺盛，知名度高，居五岳之首，海内、海外大量游

(香)客以“如意香火”“平安香火”“兴旺香火”之期

盼，纷纷集聚南岳，带来了异常火爆的“香火旅游”

现象。

四、佛道教文化共存下的南岳“节事旅游”发

展策略

(一)加强“节事旅游”资源的挖掘

南岳需要结合本身所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

环境特征，深化元旦朝圣、八月香火、南岳庙会的

文化内涵，进一步追根溯源、搜寻古籍、整理传说，

在合理保护、发掘、开发和利用。继承与创新相结

合，将旧的活动形式赋予时代创新，在保护传统朝

拜的基础上增添新的文化元素。要进一步增强开

放意识，鼓励社会各界在国家相关法律和规定允

许范围内加以挖掘嘲；对宗教文化艺术者也要在国

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支持和奖励。对南岳景点

旅游吸引力要素进行搜集、盘点、甄别、选择、整

合、凸显到展示，加强能体现民风民情的文化优秀

因子的发现，如喊号子、皮影戏、滚铁环、抽陀螺

等，让庙会活动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客人的兴

趣和爱好。借“史料”和“名人”的“光环效应”，挖掘

历史典故，加强南岳地方传统工艺及其宗教纪念

品资源的深度探索，如佛教的进香袋、木鱼、数珠、

雕像，提供斋饭，道教的“八仙过海”“福禄寿三星”

画幅、宗教名胜古迹的书籍等，尽可能让宗教文化

内涵通过物质实体表现出来。同时注重宗教文化

旅游的整体开发保护，避免重复，彰显特色，达到

以寺庙道观为背景的宗教文化吸引客流，从而促

进南岳旅游持续发展。

(二)加快“节事旅游”产品的开发

南岳“节事旅游”要得以健康持续发展，需要

不断加强旅游产品升级换代，以招徕四方朝圣客

人。第一，从旅游业的六大要素寻找突破口。进行

佛道文化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产品综合开

发，结合资源地方宗教和特色，设计好主题，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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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佛道寺庙观光和佛事活动旅游之外，增添佛

教饮食、疗养、修学等旅游产品，形成丰富多彩的

产品体系；第二，从养生学角度开发旅游产品。素

食文化内涵的健康长寿及保健思想已经普为认

同，佛道两教提倡清静的观点及其旅游环境氛围

有利于旅游者调节身心、陶冶情操；第三，从市场

细分的角度探究旅游产品开发。重视佛道文化研

究型旅游者这类目标群体的开发。佛道修学旅游

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佛道学术交流活动，不仅要关

注佛道教徒本身学历提升，也重视进修旅游活动

市场，并开发一些体验性、参与性的佛事活动[41；第

四，根据宗教文化旅游特点，创建有吸引力的个性

形象。南岳“节事旅游”活动应做到以宗教与民俗

及民间商贸相结合，雅俗共赏。运用现代化手段，

重视土特产品的形象包装和品牌工艺品创造，并

尽可能打上南岳烙印。

(三)深化庙会体验性活动的开展

南岳庙会文化底蕴源于佛道文化，南岳大庙

几经修复，重现了“粉墙丹柱动光彩”的盛唐风采，

历史宗教文化内涵积淀深厚。宗教文物古迹结合

庙会旅游活动创新开发，庙会的“会”，其义就是要

着眼于大众集会。作为一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需

要努力营造让大家参与的舒服环境与氛围，让节

庆客人亲身体验其中乐趣。南岳庙会应活动项目

要不断推陈出新，活动内容要丰富多彩，特别是增

加生动的互动效果，凸现其精品内蕴。在策划时，

要求充分调动广大当地群众以及游客积极性，让

大家一起试试、尝尝、跳跳等，增强参与性和趣味

性。让游客真正体验到民间节庆、习俗、饮食、服

饰、传说、故事、讲古、谚语、歇后语、音乐、歌谣、舞

蹈、皮影戏、歌仔戏、木偶戏、民间剪纸、年画，石

雕、面泥、雕刻、建筑、游戏等文化精髓【5】。这既需要

设法吸收更多的民间文艺活动进驻，也要邀请各

路明星、歌星等其他名人到庙会现场进行表演，或

让游客与明星一同登台演出。通过吸引客人逛庙

会盛况，品庙会内涵，满足客人们对精神文化El益

增长的需要，实现庙会文化旅游的永续利用性。

(四)推进“节事旅游”文化的传播

旅游活动是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既对立又

统一的过程，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对南岳而言，宗

教文化是“节事旅游”的核心，南岳“节事旅游”以

其佛道共荣的融合性、源远流长的历史性而彰显

个性特征。而今，宗教将在中国文化复兴中担当大

任，更肩负着传播和谐文化元素、慰藉心灵、引人

向善、稳定社会等多种功能，其作用在不断提升，

但南岳“节事旅游”尚处于国内旅游阶段，还未真

正步人国际旅游行列，与丰富的“节事旅游”资源

地位很不相称，需要加大研究及其宣传力度。立足

中华，放眼东南亚国家，积极探索日韩佛教与南岳

的渊源关系，加强日韩等国外客源市场开辟。要精

心设计体现南岳朝圣、庙会、香火等文化旅游资

源、旅游项目、风土人情的画册等，或通过报纸、电

视、电台、会展活动，特别是充分利用网络手段向

国内外广泛宣传，通过提供图文的专门网址，吸引

眼球。旅游文化的传播也要进一步与其学术讲座、

博览等旅游活动有机结合，开展投资展洽活动。要

根据宗教旅游特点，召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其进

一步开展与精神相关的科学研究，并作为扩大影

响的重要方式，让大型“节事”真正助推旅游经济

产业化[61。

(五)优化“节事旅游”发展的环境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文化强国”战

略部署，紧跟文化旅游趋的新形势，将佛道思想与

“节事旅游”可持续发展相融合，南岳佛道文化旅

游景区的科学化管理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之一，南岳“节事旅游”要树立全心全意为游客

服务的宗旨，以传播“节事旅游”文化为手段，合理

地引导游客消费。第一，景区各个管理机构应加深

对佛道文化的了解，在管理过程中，不管是内部管

束还是外部治理，都应该客观、合理解决问题，用

科学手段统一、规范管理；第二，合理测算景区以

及大庙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硬化道路，增设停车

场，布局大型超市，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设法

减少香纸焚烧对环境的污染，美化举办“节事”的

大环境；第三，根据佛道文化旅游景区的特点，将

佛道“节事”文化旅游场地与普通旅游景区进行区

别，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景区工商、安全、导游

等服务质量标准体系，不断监督与控制，保证南岳

佛道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第四，景区各管

理机构之间应加强沟通、理互相解与尊重，购物明

码标价，杜绝非旅行社人员私揽生意或坑害参节

游客的各种不良现象发生，为“节事”客人创造一个

舒适的旅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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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text refers to the Eco—environment in which languages are used．Mao Zedong’S poetry is rich in

context．From the perspective ofEco—translatology，translating Mao Zedong’S poetry is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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