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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南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核心区，河南的佛教文化与古丝绸之路有

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发展也因此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河

南拥有丰富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但目前存在着商业化开发过度、寺庙旅游发

展两极分化严重、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激烈冲突等问题，这影响了河南佛教文

化旅游的发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应转变原有的寺院治

理模式和发展路径，以文化和机制创新为引领，通过优化寺院商业模式、创新管

理机制、挖掘文化内涵和强化对外交流，实现佛教文化旅游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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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仪的实

施，河南省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加之河南

的佛教文化与古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

源，使其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

挑战。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河南佛教文化

旅游如何提升自身的层次并推进转型升级，是

我们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在对河南现

存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析

丝绸之路与佛教的历史渊源，研究当前河南佛

教文化旅游类景区开发运营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在“一带一路”视野下应

该采取的转型策略，以期有助于提升河南佛教

文化旅游竞争力，实现“一带一路”视野下河南

文化旅游的复兴。

　　一、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研究综述

佛教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在将近两千年

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据统

计，我国佛教名山有２１９座，主要佛教寺庙有

７３６座，佛教主要的洞窟佛塔有６９０座［１］。这

些佛教文化遗产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分布范围

广泛，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极具特色和吸引力的人文旅游资源，与佛教

有关的旅游项目，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

类别。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和游客数量的增多，

寺院收入不断增加，这有利于佛教文化的传承、

交流与研究。由于佛教文化旅游有着重要的地

位，不少学者对佛教文化旅游的内涵、应处理好

的关系、注意事项和类型等进行了研究。例如，

颜亚玉［２］指出，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旅游是宗

教信众以信仰为主要目的而从事的旅游活动；

赵伯乐［３］指出，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要处理

好佛教文化内涵挖掘与佛教自身发展、旅游活

动与正常宗教活动、佛教景区管理与利益分配

之间的关系；明世法［４］认为，宗教旅游利益分配

应兼顾相关各方权益；彭惠军［５］基于观察法，分

析了佛教文化旅游者的不同类型。河南佛教在

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东汉时期

佛教传入河南，此后，河南长期是中国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于是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佛教

文化资源。目前，河南全省有２６７座佛寺、１３０

座佛塔、１５个石窟和１４座塔林，其中不乏一些

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如龙门石窟、少林寺、相国

寺、白马寺等。［６］在对佛教与旅游之关系进行研

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探析了河南佛教

文化旅游的发展特点，如王海［７］研究了河南嵩

山少林寺旅游发展模式；李湘豫［８］基于 ＧＩＳ从

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经济、交通等方面，分

析了河南塔寺文化资源空间分布，研究了开封

大相国寺的游憩价值。总的来说，相关学者对

于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现状和发展模式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但基于“一带一路”视野探寻河南

佛教文化旅游问题的研究不多，研究者们对河

南佛教文化旅游现状虽有认识，但对存在问题

的分析还不充分，对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在“一

带一路”背景下的转型升级也缺乏深入思考。

　　二、“一带一路”对于河南佛教文化

旅游内涵提升的依据

　　“一带一路”建设将会极大提升河南佛教

文化旅游的内涵，这是因为，一方面，佛教在中

国的传播本身就与古丝绸之路存在密切联系，

这是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提升的历史根源；

另一方面，佛教在东南亚、南亚地区有着深厚的

社会基础，是沟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

文化纽带，这是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提升的

现实依据。

１．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提升的历史根源

丝绸之路又被称作“佛教之路”［９］。汉唐

时期，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均盛行

佛教，甘肃、新疆境内丝绸之路沿线遗存了大量

的佛教石窟，如喀什的三仙洞、吐鲁番的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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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世界闻名的敦煌莫高

窟，都是当年佛教兴盛的见证。［１０］由于汉唐时

期中国的统治中心在中原地区，印度———西域

的佛教文化在东渐过程中逐渐影响渗透了中原

文化并与之融合。如果说丝绸之路是汉唐盛世

物质文化空前繁荣的象征，那么佛教就是汉唐

盛世精神文化的显著代表。汉武帝刘彻派张骞

出使西域，开启丝绸之路，而后东汉明帝于公元

６７年迎请印度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建白

马寺，佛教由此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再经魏

晋南北朝，杨衔之在洛阳著下《洛阳伽蓝记》，

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带进一步兴盛。随着隋唐时

期国力的逐步增强，到唐代贞观年间，佛教的发

展达到了历史高峰，形成了华严、天台、禅宗、

律、净土、密等八宗，高僧辈出。其中，洛阳籍的

玄奘大师沿着丝绸之路西行求法１７余年，行程

５万余里，回国后翻译佛经７５部１０００多卷，为

中国佛教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

献。武则天时期又对洛阳的佛教寺庙和龙门石

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扩建，进一步提升了河

洛地区的佛教文化氛围。总之，从汉朝到唐朝，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不仅是经济最

繁荣的地区，也是佛教最兴盛的地方，佛教给河

南留下了白马寺、龙门石窟、大相国寺等大量文

化珍宝。河南佛教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渊

源，为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的提升提供了历

史根源。

２．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提升的现实依据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习近平主席提出要

实现“五通”，“五通”之一是民心相通，而民心

相通又是建立在文化交往的基础上的。佛教作

为中国许多民众与东南亚、南亚诸多国家民众

的共同信仰，发挥着民心相通的纽带作用，而河

南作为汉传佛教发源地，通过河南佛教与东南

亚等地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可以推动中国与东

南亚、南亚诸多国家间的互通互信。众所周知，

早期中外佛教交流肇始河南，在中印之间，随着

汉代西域丝绸之路的开辟与佛教的传入，印度

文化开始渗入中华文明体系之中，于是中国

“始闻浮屠之教”，第一次了解到了南亚地理风

貌。这种中印文化交流使古代中国第一次开始

了对“西方”的探询与认识，从认识古代印度而

最终认识到真正“西方”的欧洲，也使得中国对

于西方世界的探索，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探

索之外，更增添了文化传播与沟通的意义。在

这一过程中，既有印度僧侣东来传教的足迹，也

有中国人“西天”取经的身影，而作为当时中国

佛教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也成为佛教信徒们

东传的终点与西去的起点。现存中原地区早期

佛教寺院，印度元素仍是其不可或缺的文化

印记。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传承地和汉传佛教发源

地，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佛教文化上有着天然

联系，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一带一路”的实

施必将带动河南佛教文化旅游产业大发展。河

南与上述地区开展的以遗址保护为中心的佛教

文化交往和跨文化互动，为河南佛教文化旅游

内涵的提升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佛教文化具备实现

民心相通的巨大潜力，民心相通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通过宗教旅游的形式实现。近年来，河南

在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运营上取得了显

著成效。

首先，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品牌已经初步构

建，国内外影响力显著提升。河南文化旅游部

门以国内外知名的少林寺、白马寺和龙门石窟、

大相国寺等为依托，全力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宗教文化旅游品牌，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龙门石

窟和少林寺相继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０７

年龙门石窟和少林寺成为首批国家５Ａ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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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目前白马寺和大相国寺正积极申报国家

５Ａ级旅游景区。电影《少林寺》的公映引起轰

动，各种以少林为题材的影视作品随之出现。

譬如，河南电视台参与制作了２２集功夫电视剧

《少林武王》，并主创大型电视连续剧《少林寺

传奇》，上映后都观者如潮。［１１］少林寺名声大

噪，景区游客大增，２０１５年接待国内外游客量

达到１０００万人次。此外，白马寺等其他宗教旅

游景区的国内外影响力也显著提升。

其次，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文化品位显著

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日渐丰富。随着河南省委

省政府文化产业振兴战略的提出，大力发展文

化产业，加快宗教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把资

源要素转化为市场要素，已成为河南佛教文化

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河南基于

少林寺精心打造了《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少

林功夫等精品佛教旅游项目；基于白马寺推出

了泰国、印度、缅甸等异国风情的寺院旅游项

目，加强了与国外寺院的合作与交流，提升了宗

教旅游的文化品位。另外，还相继推出了诸如

宗教圣地朝觐游、宗教学习体验游、宗教胜地修

心养性度假游等灵活多样的旅游活动，促进了

宗教文化旅游活动与民俗活动的相互渗透。

第三，基于互联网技术，推动佛教景区向智

慧景区转型。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互联网＋龙

门”智慧景区项目上线运营，龙门石窟率先跨

入了“互联网＋智慧景区”新时代。目前，龙门

石窟已成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新型“互联

网＋”智慧景区中的典范和样板，全国首个４Ｇ、

ＷｉＦｉ全覆盖的大型景区、全国首个全面支持

微信支付的智慧景区、河南省首个“互联网 ＋”

上线项目。智慧景区涵盖互联网 ＋购票、互联

网＋游园、互联网 ＋管理、互联网 ＋宣传、互联

网＋经营、互联网＋文物保护、互联网＋文化创

意等多项功能，为游客带来了佛教文化旅游全

新的智慧体验。

尽管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发展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佛教景区在定位

上仍为观光类景区，经营模式单一，旅游内容死

板；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佛教景区人流量高，商业

化特征过于浓厚，以致于喧宾夺主，使寺院失去

了人们心目中佛门净地的神圣光环；很多佛教

寺庙因为地理位置偏僻等原因，多是养在深闺

人不识。另外，由于佛教景区存在较多的利益

相关者，其相互之间的纠纷与矛盾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景区的正常运营。

１．“神圣”的异化

当今时代，佛教寺庙的存续，除了信徒本身

外，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旅游业。雅法尔·

雅法里认为，“许多宗教和考古建筑之所以能

从被毁坏的境地中拯救出来，更多的是由于旅

游的发展，而不是由于它们在当地民众看来所

具有的价值”［４］。但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也会给

佛教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如导致佛教文化旅游

区所处社区文化的异化、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

坏等，甚至使佛教仪式脱离原有的氛围，成为旅

游产品提供者的商业化表演。“这种对佛教的

亵渎可能在短期内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在

很多事例中，这种商业化表演带来的影响是，使

朝拜者不再坚信宗教仪式的神圣性。”［４］目前，

国内多数的佛教场所、仪式和节日变成了旅游

吸引物，登封少林寺在国内佛教寺院中更是把

商业化运作推到了极致。从１９８２年电影《少林

寺》上映，少林寺就开始了其商业化之路。

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少林寺的旅游人数总共才 ２０

万人左右，而 １９８２年一年就暴增到 ７０万人，

１９８４年更是达到了２６０万人（见表１）。不过，

少林寺真正的商业化运作还是从１９９８年少林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开始，此后少林书局、少

林寺食品公司、少林香堂公司、少林文化传播公

司等相继成立，２００８年接管昆明四座寺庙，开

创了特有的分寺模式，与此同时少林寺游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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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量爆发式增长，至２０１５年攀升到了１０００万

人次。白马寺的商业化氛围不是很浓厚，但白

马寺外围那片规模比白马寺本身更大的杂乱商

业街区，仍给很多游客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

２．发展格局的两极分化

尽管少林寺在商业化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这种成功并不具备可复制性，绝大多数寺庙

并无少林寺的地位、知名度和商业的可操作性，

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佛教寺院面临着客源稀

少、入不敷出的处境。河南省开放的佛教景区

有１９２个，年游客接待量超过１００万的只有５

个，分别为少林寺、龙门石窟、中原大佛、大相国

寺和白马寺，占佛教景区总数的２．６％；游客超

过１０００万的景区只有１个，即少林寺，占佛教

景区总数的０．５％（见表２）。根据２０１５年河南

省旅游局与各地市旅游局给出的数据，在河南

省内１０个４Ａ以上的佛教文化旅游景区中，少

林寺一家游客接待量就占了１０家寺院总接待

人数的５０％左右，客流量最高的登封少林寺与

客流量最低的淅川香严寺的客流量比是９２

１，这凸显了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发展的两极分化

格局。

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

目前，我国旅游管理体制主要是自上而下的

行政赋权，如地方政府赋予旅游管理部门开发

和决策的权责等。佛教景区不同于一般景区，

表１　少林寺商业路线图与游客量变化

年代 商业路线图 游客量（万人次）

１９７４—１９７８ ２０
１９８２ 电影《少林寺》公映 ７０
１９８４ ２６０
１９８６ ２６７
１９８９ 少林武僧团成立 １６１
１９９８ 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１０６
２００２ 少林书局成立 １２１
２００４ 在维也纳开办第一节少林武术文化中心 １１６

２００５
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并与深

圳广电合推出功夫之星大赛
１２２

２００６
少林药局开张，少林食品发展有限公

司成立
１５０

年代 商业路线图 游客量（万人次）

２００８
少林寺接管昆明官渡古镇的四家古

刹，淘宝“少林欢喜地开业”
１７１

２００９ 少林香堂有限公司成立 １８９

２０１０
港中旅与登封市政府重组少林寺景

区，并计划上市，后因争议搁置
２７０

２０１１ ３９７
２０１２ ５６０
２０１３ ７８０
２０１４ ８７９

２０１５
少林寺在澳大利亚购地建立分寺，所

建项目中还包括四星级酒店、高尔夫

球场等设施

１０１２

　　注：数据来源于登封市旅游局官方网站

表２　２０１５年河南省主要佛教景区客流量统计表

景区名称 日承载量（万人） 瞬时承载量（万人） 日最大接待量（万人） ２０１５年总接待量（万人）
登封少林寺 ６．８２ ２．８１０９ ９．５ １０１２
洛阳龙门石窟 ７．９ ０．９６３ １０．１ ４１２
平顶山中原大佛 ９．９ ４．５ ７．５ ２９６
开封大相国寺 ５ ０．９ ７．２ １６４
洛阳白马寺 １０ １．１２ ８．９ １５３
信阳灵山寺 ５．６ ０．８ ２．１ ４６．６
汝南南海禅寺 １６．７５４ ２．３５５ １．２ ３１．２
汝州风穴寺 暂无 暂无 暂无 ２８．８
焦作圆融寺 ４ ０．５ １．６ １４．６
淅川香严寺 ２ ０．４ ０．８ １１

　　注：数据来源于河南省旅游局与地方旅游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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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益相关者众多，包括政府、佛教人士、佛教

场所所在社区的群众、游客、相关企业等。对于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因职权、作用不同，其利益

诉求也有很大差异。一些佛教寺院景区，企业

的介入虽然提高了景区的管理效能，但随着利

益主体的增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纠纷也变

得更加不可调和。少林寺景区在引入港中旅之

前，由少林管理局、嵩阳管理局和中岳管理局共

同经营管理，其上再由嵩山管委会监督，由于政

出多门，景区运营中矛盾丛生、事故频发。港中

旅进入之后，对嵩山少林寺的三大片区少林景

区、嵩阳景区和中岳景区实施经营、营销、财务、

人员和管理“五统一”，三个管理局６００多名员

工全部纳入合资公司，管理局被取缔；将过去行

政式管理转型为企业化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景区的管理效率，但这又与少林寺以释

永信方丈为代表的寺方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企

业化的管理模式也损害了政府及相关参与者的

利益，这种冲突在２０１０年的上市风波中表现得

最为突出。２００９年港中旅推出了少林寺上市

计划，但遭到了寺院方的激烈反对，因为根据中

国上市企业的管理规定，上市后在少林寺的运

营管理和少林寺品牌的授权上，寺院方的利益

必然会受到严重侵害。少林寺与政府之间也存

在龃龉，嵩管委认为，少林寺作为文物，所有权

归国家所有，少林寺仅有经营权和使用权。但

寺方认为，所谓国家所有，概念很空泛，寺产归

属界限不明，会导致少林寺无法获得自主自治

的权利。利益纷争导致各方无暇管理，直接结

果就是２０１１年少林景区面临５Ａ级景区摘牌的

危险。

　　四、“一带一路”视野下河南佛教文

化旅游转型升级的应对策略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经济新常态

下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

路。对于佛教文化旅游来说，应转变原有的寺

院治理模式和发展路径，以文化创新和机制创

新为引领，通过优化寺院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机

制、挖掘文化内涵和强化对外交流来实现其转

型升级。

第一，优化商业模式。商业化是寺院生存

与发展的必然途径，因为目前已非传统佛教时

代，寺院土地房产均为国家所有而非宗教社团

所有，僧人无法靠田产、地租和香火维持生计，

必须找到新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日本也是

一个佛教大国，目前约有７．７万个寺院，但预计

２５年内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主要原因在于寺

院的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不少寺院为了维持正

常运营，不得不开展新业务，比如开设酒吧、主

持养生讲座等。中国寺庙要想维持自身生存，

商业化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寺庙运营商业化

应区别对待。对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型寺院，如

少林寺，需要控制商业空间扩张，保持寺院内较

好的绿化环境和肃穆、清幽的宗教氛围，保证宗

教文化旅游的质量和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因

此，这些佛寺应注意限制游客数量。当然，在宗

教节日或举行宗教法事活动时，可适当放宽对

游客数量的限制。另外，应减少宗教场所内商

业化成分的痕迹，在寺庙之内不宜随便开设商

铺，商业空间应外移。宗教商品、手工艺品的开

发等应体现宗教文化的品位，兼顾宗教文化旅

游收益和游客宗教文化的消费需求。对于偏远

的小型寺庙和知名度不太高的寺庙，应在政府

的协助下加大商业营销宣传，并结合乡村旅游

对其进行综合开发，以避免其消失。在商业化

过程中，应严格限制以烧香、求签等为幌子的非

法经营活动。对于一些具备重要遗产价值的寺

院，如洛阳的白马寺、香山寺，应加强保护，在规

划设计上应注重环境营造。

第二，创新管理机制。鉴于佛教寺庙利益

相关者众多，应由各相关主体联合成立一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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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广泛代表性的管理委员会，形成专业的佛教

旅游综合管理和服务部门，吸纳包括旅游、景点

居民、宗教人士、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旅游管理

部门、文物管理部门、林业部门、工商管理，以及

相关企业的代表共同参与管理，形成能够平衡

各方利益的协商对话机制，及时缓和与化解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将管理模式从完全的政

府主导转变为社区主导、政府协调、全社会参

与，使当地各种宗教团体、相关机构、普通群众

都能选派代表参与到旅游发展决策过程中来，

因为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影响到每一个旅

游项目的开发，从初始的可行性评估阶段直至

实施阶段。这样做可以使多方的诉求都能得到

表达，权利都能得到尊重，利益都有机会实现。

政府和寺院不应反对佛教寺庙引进先进企业管

理方式，但应反对纯粹的以营利为目的、把寺庙

承包给公司或个人经营的行为，反对宗教活动

场所以任何形式上市。此外，将于２０１７年１０

月１日起施行的我国《民法总则》将法人分为

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其中，非营

利法人又分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

捐助法人，捐助法人包括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和宗教活动场所。这就意味着宗教活动场所有

捐助法人资格，其法律地位将得到保障，这不仅

有助于政府对寺院的管理，也有助于寺院明确

自身地位，促进佛教寺院景区的正常运营。

第三，构建“一个品牌三个中心”的佛教旅

游版图。“一带一路”倡议源起古丝绸之路，不

仅有明显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佛教文化旅游的灵魂，独特的文化内涵

是佛教文化旅游的生命力所在。目前河南佛教

遗产旅游对宗教文化内涵及艺术价值的深度挖

掘不够，将旅游资源等同于旅游产品，佛教文化

旅游产品类型单一，结构不尽合理，佛教文化的

展现大多是一种浅层的体验，不同寺院的佛教

文化内容雷同，缺乏差异性。河南佛教文化旅

游应对不同佛教文化遗产地的文化进行深入发

掘，凝练内涵，提炼主题，找出其文化异质性，凝

练遗产旅游地的文化意象，将其活化、可视化，

并进一步品牌化，最终实现其文化传承与扩张。

根据河南省目前的实际情况与佛教寺院的分布

特点，综合考虑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建议以

“一个品牌、三个佛教文化传播中心”为发展重

点，推动河南佛教文化的传承与扩张。“一个

品牌”即充分发挥登封少林寺在佛教旅游方面

的综合优势，把少林寺打造成世界级的佛教文

化品牌，“三个中心”即以汉传佛教发源地闻名

的洛阳白马寺、以禅宗祖庭和少林武术闻名的

登封少林寺、以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皇家寺院闻

名的开封大相国寺为中心，采用差异化发展思

路，形成各自有代表性的佛教文化旅游产品。

第四，大力发展禅修旅游。在佛教文化旅

游产品的开发上应注重激发旅游者对宗教文化

的浓厚兴趣和深层体验，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

面结合起来，构建新型佛教体验式旅游———禅

修旅游。这是挖掘佛教文化内涵、促进佛教文

化旅游升级的有效路径。禅修旅行就是听禅院

钟声，品清风朗月，抛却宠辱、名利和欲望，享受

那份惬意与自在，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来一次

心灵之旅。这种将修身养性与休闲度假相结合

的禅修旅游，目前已成为部分都市白领舒展身

心、减轻压力的有效途径。台湾地区有１２００余

万的禅修客，占台湾总人口的二分之一，每年要

到妈祖庙进行为期两三天甚至一周或半月的禅

修。在北京、广州的一些寺院，禅修旅游亦相当

盛行，广东四会六祖寺禅修中心和北京市怀柔

区甘涧禅修中心是国内知名的禅修中心。相比

上述地区或城市，河南省的禅修旅游才刚刚开

始，目前主要以登封少林寺周边为主，由于少林

寺的商业氛围浓厚，禅修旅游的规模不大，效果

也不太理想。但河南省发展禅修旅游的资源优

势得天独厚，如果将修身养性的禅修与休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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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结合起来，深度开发以禅修、静心、休闲、减压

为主题的禅修旅游特色产品，让游客通过坐禅、

听经、食素来了解禅宗知识、舒展身心，在山水

间体验心灵旅行，则会对游客认识生命有相当

裨益。在各地都以娱乐化为标准包装、发展佛

教文化旅游的背景下，河南如果能另辟蹊径，走

以禅意之境为主题、以心灵关怀为重要元素、以

禅修为重要手段的佛教文化旅游发展道路，那

么未来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在文化内涵上将有巨

大的提升。

第五，实现国内外互联互通。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的实施，地处内陆丝绸之路沿线的

中国中西部地区将极大改善交通条件，促进东

部旅游客源进入中西部旅游市场，同时也将显

著繁荣周边国家与中国边境省份之间的边境旅

游。国家旅游局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将

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８５００万人次来华旅

游，拉动旅游消费约１１００亿美元，“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将成为中国入境游的重要客源国。对

于河南省旅游业的发展而言，“一带一路”给予

了我们走出去的巨大机遇，走出去不仅应凸显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传承地的历史地位，更应凸

显河南作为汉传佛教起源地的价值。从登封天

下之中的少林寺，到洛阳释源祖庭的白马寺，再

到开封宋朝皇家寺庙大相国寺，河南应凭借独

特的区位优势，借助佛教与东南亚和日本等国

的天然联系，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旅

游往来。对此，河南首先应完善郑州、洛阳、开

封等城市的佛教活动场所建设，展示河南文化

软实力。其次要充分发挥宗教团体的作用。河

南省佛教协会应不断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

夯实宗教团体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制度基

础，充分发挥省佛教协会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

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世界

级佛教用品展、佛教艺术展等佛教会展品牌。

再次，政府应给予政策支持，扶持各种协会办好

展会。引导宗教界与国外佛教圣地、学院沟通

交流，提升河南佛教的影响力。此外，还应加强

佛教外语人才培养，搭建省佛学院与高等学校

合作办学平台，培养宗教外语人才，提高僧众的

综合素质，为对外交往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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