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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中的寺庙文化与佛教发展

——以河南省罗山县灵山寺为例

辛 岚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灵山寺是位于大别山区一个贫困县内的一座佛家寺院，在千年的历史中屡经兴废。然

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灵山寺在民间、政府、旅游开发方等众多力量的不同作用下，从一座山

阀小庙变成了闻名一时的“宗教圣地”、“旅游热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变革”。文章以灵山寺

的历史变迁为线索，重点通过对灵山寺近20年来的发展与变化来考察旅游发展与寺庙文化之间的

关系和张力，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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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资源，

作为佛教文化载体的寺院，是佛教文化最直接和具

体的体现。自近代以来，佛寺的兴废与社会文化的

变迁息息相关。近年以来，在旅游开发的大潮下，佛

教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的结合成为旅游业发展新的

热点⋯，佛寺在它宗教场所的意义之下，又被赋予

了旅游景点的含义。有关佛教文化与旅游开发之间

互动与互构的讨论已经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论

者多以讨论如何对佛教资源进行更好的旅游开发为

主。而发展旅游本身对佛寺与佛教文化的冲击和重

构，以及佛教在新的社会潮流下应如何延续和保存

自身精神文化的内涵等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重新

认识和思考的问题。尤其是佛教文化的直接载体佛

寺，在新的社会变迁中如何在佛教文化的“出世”与

旅游开发的“人世”中找到延续佛教文化实质与精

神的依托，应该成为更加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灵山寺的宗教与文化资源

河南省罗山县地处豫、鄂两省交界处，与以郑州

为中心的河南省中心地区相距遥远，这里长久以来

就是省际的边缘。当地的风土习俗也与黄河以北地

区有很大的不同，呈现出较为独特的地方性特征。

其中，位于县城西南45公里处的灵山寺就是为这一

地区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地方特色之一。

灵山位于县境西南部的群山之中，共由八座山

峰组成，主峰金顶海拔827米，因此山“每有云气覆

顶必然下雨，验之信然”，故呼为灵山，取其“每云必

雨，至为灵验”之意【2旧1。至少在明代早期，灵山已

经成为了人们对此山的普遍称呼。灵山一带群山环

抱，幽僻隐密，使得这里自古以来就不乏佛门之人前

来修行，至民国早期，在这一带的山问共有十座大大

小小的寺庙和尼庵【3]17。建于宋元韦fi二年(1087年)

的灵山寺即是其中最古老的一座寺院。其主体依地

势于山腰之上依次而建，远远看去，寺院被几座山峰

掩映其间，若隐若现。

但是在民国时期，当地民众更倾向于信仰民间

宗教。据县志记载，仅县城内就有龙神庙、城隍庙、

八蜡庙等十余座神庙，乡村里也多以流行于民间的

白莲教、弥勒教信仰为主。相形之下，灵山寺等当地

佛寺却大多寒酸：“罗山地处偏隅，境内佛寺虽多，

富裕者少。因而一半无僧。其香火略盛者，每寺不

过数人，次则两三人或一人耳。无高人文士为之揄

扬，无达官贵人与之酬酢。故精通内典者殊不多闻

而结纳权要亦未见也。”【3】18自清末兴办学校以来，

为求校舍和教育经费，县境内的寺庙田产多数充公，

佛殿僧舍亦多改为校舍，佛教之影响也因此而愈加

式微。此后，河南一带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由于战

火、匪患连年不息，出于生计，此地的僧、尼渐渐都集

中于灵山寺这一座寺中修行，其他的庙宇庵堂均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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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弃。在整个战火连连的民国时期，灵山寺的僧众

难得地保持了寺庙香火的不熄。至1952年进行土

地改革时，灵山寺仍有僧、尼38人；直至“文化大革

命”中，县文革小组强令僧人还俗并将他们赶出寺

院，灵山寺似乎才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

虽然灵山寺的香火不再，但灵山寺与明朝开国

皇帝朱元璋的传说却成为当地人延续不断的社会记

忆。罗山县与朱元璋的出生地安徽毫州相距甚近，

故而当地有很多关于朱元璋的传说和故事。其中，

朱元璋与灵山寺的渊源故事传播的最为广泛。传

说，朱元璋在皇觉寺出家后不久，因游方所需，就在

淮河一带游历，机缘之下来到灵山寺暂住，与寺内的

和尚陈大用甚为相熟。因朱元璋在游方期间参与了

明教的活动，并在灵山一带进行明教的宣传，不久后

即遭官兵围捕。官兵将寺庙团团围住，陈大用情急

之下，让朱元璋口含竹管躲进寺中的井里，以此逃过

了官兵的搜查，躲过一劫。朱元璋成为皇帝之后仍

不忘当年灵山寺僧的相救之情，于洪武三年(1370

年)亲往灵山降香。在降香中，亲赐“圣寿禅寺”四

字和半幅銮驾以示旌表，并封当时已为住持的陈大

用为金碧禅师，命其随驾入京H]艚1。这个传说什么

时候开始流传已经说不清楚，但传说所叙述的“劫

难一营救—报恩”的发展线索却是很多地方名人传

说的基本故事模式瞪]。更重要的是，当地的人们乐

意相信并不断讲述这一传说，通过这一传说，灵山寺

得以增加了自身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价值。

二、灵山的旅游开发与灵山寺的复兴

1985年5月，灵山寺成为省内继白马寺和少林

寺之后的第三所重新开放的寺院。随着寺内香火的

再次缭绕，当地的人们开始努力地搜寻起各种关于

灵山的记忆和传说，有关灵山灵验的种种说法逐渐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很快，灵山寺成为当地中

断了多年的传统和习俗的新道场。民国时期，罗山

一带的民俗为三月三(阴历)过鬼节，在这一日燃放

鞭炮“驱鬼”、“炸鬼”【6]115；又有每月于寺庙之侧赶

集作会的传统。灵山寺重新开光以后，民间逐渐形

成将三月三与庙旁赶集相结合的庙会，以三月初三

作为灵山寺庙会之期，每年一次，每次历时一月。每

逢庙会，县境内各乡镇前来烧香祈愿之人络绎不绝，

四周的商贩摊点更是常常堵塞交通，成为当地新的

风俗传统。灵山庙会很快就成为了县境内妇孺皆知

的地方，而灵山寺每年旺盛的香火也给了当地政府

以发展旅游的灵感。灵山寺重新开光不久，当地政

府即在灵山寺的山门前设点售票。为了增强灵山寺

的正统性，当地政府积极宣传朱元璋的传说，并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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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寺内外开发了“圣井”(传说朱元璋藏身之井)、朱

元璋塑像和纪念亭等有关景点。

除了朱元璋的传说之外，当地民间对灵山寺还

有一个特别的认识，那就是灵山“三奇”。这“三奇”

分别是：僧尼同寺、庙门东开和带发修行【．71。如前

文已经述及的，僧尼同寺是因近代的战乱之故；而灵

山寺的僧人属佛教中灵济宗一派，在历史上曾有不

剃发的传统。对很多当地人来说，他们不愿去深究

这“三奇”的来历，而是相信这正是灵山独特的地方

性，并经常将这“三奇”与灵山的种种灵验传说相互

引证。每逢庙会之期，自灵山寺山门以下直至山脚，

各色小摊小贩的摊点铺展排开，县境内前来烧香祈

愿赶庙会之人摩肩接踵。据寺里住持介绍，20世纪

80年代中期，每年前来进香的人数约为15至20万

人。由于来人多以进香为主，相对于朱元璋的塑像

和纪念亭，很多人更愿意去古井边取一点传说能消

灾驱邪的井水。

在随后的几年里，县政府又先后对寺庙建筑、山

前公路等进行了整修，交通的改善使“上灵山”很快

成为当地人生活中熟悉的一项内容，县里的年轻人

热衷于去灵山春游或登山，而庙会仍然是一年之中

灵山最热闹的日子。但是相对于灵山寺重新开光后

的香火日隆的景象，灵山景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

处于一种粗放经营的状态令当地政府十分不满，为

了扩大灵山的旅游功能，从1996年开始，县政府开

始组织人力物力和聘请有关专家对“灵山风景名胜

区”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设。经过几年的开发，旅

游部门先后推出了灵山寺景区、逍遥洞景区、灵山金

顶景区、九里落雁湖景区等六大景区带，并通过了省

旅游部门的考察，正式成为省级山岳型风景名胜区。

县政府随后又投入资金对景区内的道路、电力、水道

系统等进行规划和修整。经过全面建设后，灵山寺

被纳人为整个灵山景区中的一个景点。然而灵山因

自身山体所限，虽有险石、飞瀑等景观，但大都具体

而微，分布零散，对游客的吸引力并不比几十公里外

的鸡公山和南湾湖更具优势。因此，虽然灵山的庙

会一年比一年红火，可是作为山岳型的风景区，灵山

风景区并没有太多的山水独特性，与旅游开发成就

规模的目标相距甚远。

不过很快当地的旅游部门就认识到，大别山中

看山看水的地方很多，但是灵山寺却只有一座。自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宗教游成为新一轮旅游开

发的热点，也使灵山寺成为第二轮灵山旅游开发的

首选。如前文所述，灵山寺是当地人灵验信仰的来

源和慰藉，即使在佛教传统间断的时期，有关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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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奇”和朱元璋的传说也没有完全从人们的历史

记忆中消失过。而新一轮的旅游开发，倚重的正是

灵山寺的“灵”和“奇”，意在将灵山建成豫南知名的

佛教圣地。从2001年开始，县政府和开发商一起。

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以灵山寺为突破口，倾力打造了

以灵山寺为核心的灵山主景区，重点突出灵山山

“灵”、灵山寺是因“灵”而灵。在几年的建设中，灵

山围绕佛教故事和灵山山“灵”的主题，先后建成了

28．1米高的巨大山门、宏伟的“天缘合一”雕塑、十

八罗汉的佛教主题广场以及直通金顶的宽阔盘山公

路。自山脚以下直至寺院中，随处可见“灵山山灵”

的标语和雕刻，而山门下店铺中传出的佛经歌曲也

成为这一带唯一的音乐。

有了巨大山门的衬托，灵山寺本身的建设也显

得更为迫切。为了更加突出灵山寺的地位，从2005

年开始，灵山寺投入巨资对寺庙进行了全面的翻新。

新建成的寺庙主体比原来大出一倍，殿内的塑像也

大半换成新制的铜质神像。虽然要到2008年底才

全面完工，但是宏大的规模已经使寺庙看起来非常

壮观。据住持介绍，扩建后的寺院已经能为寺中的

每一个僧人都提供一问僧舍；而寺庙也开始考虑让

僧人前往佛学院等处继续深造了。与此同时，灵山

寺与朱元璋的渊源传说不断地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而灵山寺的灵验传说更是成为寺庙香火源源不断的

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相信灵山寺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的兴旺和传奇，是皇帝亲自降临

过的“圣寿禅寺”。经过20多年不懈地宣传，在灵

验传说和旅游开发的双重作用下，灵山寺的规模与

声名的确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豫南名刹。

三、民间文化在国家导向与旅游冲击下的变异

河南省是个历史积淀深厚的省份，特别是佛寺，

更是有少林寺、白马寺和相国寺这样的天下名寺。

而长久以来处于边缘的灵山寺，当地人虽然很愿意

让朱元璋的传说来为寺庙增加荣光，但在很长的时

间内它只是县境内山区中的一座边远小庙，它的大

多数受众是附近的乡民。也因为此，灵山寺内供奉

的虽都是佛教正统诸神，但普通受众的烧香祈愿活

动却仍带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

一般前来的民众，都会自带黄表纸和高香，先在

进庙门内的第一重殿外焚化，意为让神佛“知道”自

己的供奉。进正殿后在自己所要许愿的佛像面前许

下愿，并说好还愿的方式和时间；然后在功德箱中投

下钱币。在大多数情况下，拜完之后人们都会去正

殿里抽一支签，以求神佛指示。据说，灵山寺的签十

分灵验，几乎当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给你说起许多

有关签文灵验的故事。如果自己的心愿得以实现，

或是签文灵验，许愿者就需要前来还愿，而还愿之

后，还愿者往往又许下自己的第二个心愿。在这样

的往复中，灵山寺的香火得以经年不熄，很多人都是

年年前往供奉。出于此，虽然与省内三大名寺相比，

灵山寺没有厚重的积淀，不过灵山山“灵”，却也使

它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受众。冲着灵山寺的“灵气”

前来拜祭之人越来越多。

不过经过新一轮旅游开发后，这些带有强烈地

方色彩的进香活动和无据可考的传说，显然难以与

开发方对灵山寺“佛教圣地”的定位相一致。于是，

有关朱元璋的传说还在被不断地加以润饰和宣扬；

而有关灵山“三奇”的传说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带

发修行已不复存在，僧尼同寺也成为寺院不愿多提

的“特色”；第二奇庙门东开却因其“地方特色”被加

以肯定，2005年新建山门的时候，开发方有意将新

山门建成了东开，从而使这一“奇”得以“发扬光

大”。这样，灵山寺的独特和神秘，灵验与传说就在需

要与不需要，有意和无意之间被改变、消失或是放大。

而更重要的变迁或许还在于灵山寺本身，作为

旅游开发核心的灵山寺仍保留着它作为宗教场所的

独立性，各种宗教活动也照常进行，但是，改变还是

无法避免地进行着。首先是进寺拜祭的活动受到了

严格的规范。现在人们不能在寺内燃烧黄表纸，原

先的八个香炉也只有一个允许烧香。为了减少宗教

迷信的因素，原先还愿时存在的为菩萨“披红”、放

鞭炮等仪式也被取消，寺里再不复往昔那种“香烟

缭绕”的景观了。为了规范化管理和保证投资方的

利益，新山门建成后，游客再不能直接前往半山腰上

的寺庙，而必须经过山门买票，并通过山门后的主题

广场前往。原先的庙会活动也被重新给予了新的定

义，寺庙前不许私人摆摊设点，景区为商户规划了固

定的地点。2006年的庙会由灵山旅游开发公司主

办，剪彩仪式上，主办方进行了大型主题歌舞表演，

并演出由传说故事化而来的“朱元璋赐匾”短剧。

当日仍然是人群攒动，水泄不通，不过游客与记者代

替了昔日进香赶会的乡民。

虽然寺内寺外各有统属，但是一道山门拦下了

所有前来灵山的人。不管愿意与否，如果要前往寺

中礼佛，人们就得买下一张灵山通票。而37元的票

价(黄金周时是60元)，对当地农村的普通民众而

言，是太过昂贵了些。对于佛教“普渡众生”的传

统，旅游开发中的门票无疑是最大的“历史大变

革”。然而，寺庙的客源仍然在近乎直线的上升之

中，灵山山“灵”已经在省内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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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2007年上半年，灵山的游客人数就已经达到了 寄托和慰藉；而宗教的仪式是其借以传达教义和思

2006年全年的水平，达到了35万人次。庙里的功 想的中介。对于如灵山寺这样接近乡里县城的寺庙

德碑已经码放了数十块之多，而上功德碑的最低捐 而言，因开发旅游而被过多包装和限制的寺院与朝

奉已经从lO年前的50元涨到了现在的200元。当 拜活动，无疑让寺庙原来赖以生存基础的普通乡民

地很多虔诚的民众，为了履行自己在佛前的承诺，也 受众成为被隔离在包装之外的看客。在这种隔膜

不得不接受山门前的门票以求得心中的安宁。虽然 中，灵山寺所本应承载的佛教文化的精神与内涵离

来者依然如云，寺庙的守门人还是看出现在来这里 这些民众愈行愈远。虽然在红红火火的旅游开发

的城里人越来越多，乡里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随 中，寺庙的门前经常出现车水马龙的喧闹场面，但在

着京珠高速公路的开通，游客们在十几公里外的高 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与整合好佛教文化与旅

速公路上就可以遥遥看见那座巨大的山门。在新建 游开发的关系，尤其是这样具有地方性和民间性的

的灵山寺主体寺庙群宏大规模的映衬下，前山似乎 寺庙，应在旅游的环境中如何定义自己的立场和受

显得有些渺小了，连当地的政府也开始忧虑起“主 众，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体建筑与环境的协调性问题”【8拍来。不可否认，灵

山寺是整个灵山风景区的核心和魅力所在，灵山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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