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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们江区域发展研究】

长吉图区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初探

李　辉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３２）

摘　要：宗教文化不仅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越来越成为当代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吉图区域作为中国目前唯一一个由国家批准实施的沿边开发开放区域、吉林省最活跃的旅游产业带，宗教文

化旅游资源总体数量可观且类型齐全，整体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品位上乘，宗教文化活动不是很多但影响较大，

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将对该区域乃至吉林省旅游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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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文化旅游的日益兴起，

以宗教文化体验为核心的宗教文化旅游受到旅游

者的青睐，逐渐发展成为大众旅游的一个重要分

支。［１］学术界开始重视对宗教文化旅游的研究，学

者们各抒己见，对宗教文化旅游、宗教旅游的内涵

分别给出了不同解释。本文论述的宗教文化旅游

资源主要是指存在于各种宗教文化遗产中，能够

吸引“僧俗 两 众”开 展 旅 游 活 动 的 各 种 因 素 的 总

和，包括物质方面的宗教建筑、宗教艺术、宗教活

动等和精神方面的宗教思想、宗教传说等。［２］

一、长吉图区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意义

２００９年，国 务 院 批 复 了《中 国 图 们 江 区 域 合

作开发 规 划 纲 要———以 长 吉 图 为 开 发 开 放 先 导

区》文件，长吉图区域建设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

该区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由国家批准实施的沿

边开发开放区域，是我国参与图们江区域合作开

发的核心地区。这一区域也是吉林省旅游资源最

丰富、旅游活动最活跃的旅游产业带。

吉林省对 该 区 域 的 旅 游 发 展 做 出 了 重 大 规

划：依托长吉图旅游资源特色，重点构建五大旅游

产品品牌，即生态旅游、冰雪旅游、边境旅游、文化

旅游和产业旅游。［３］笔者认为，“五大品牌”之一的

文化旅游是该区域相对薄弱环节，理应受到充分

重视。而民俗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无疑是该

区域文化旅游的重中之重，应引起政府相关部门

的高度关注。笔者对该区域的民俗文化旅游已经

发表系列拙见，本文仅对该区域宗教文化旅游资

源开发进行初步探讨，以期通过学术研究，促进宗

教文化旅游发展，为当地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二、长吉图区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概况及特点

吉林省是个多宗教的省份，除了原始宗教（萨
满教）外，还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

教五种宗教。这几种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绝大部分

分布在长吉图区域，笔者对其进行了归纳分析，总
结出如下特点。

（一）总体数量可观且类型齐全
根据吉林省民族宗教网（ｈｔｔｐ：／／ｍｗ．ｊｌ．ｇｏｖ．

ｃｎ）发布的信息，全省共有佛教寺院１０５座，道 教

宫观１４处，清真寺９１所，天主教堂（公所）７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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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活动场所１　３００余处。笔者针对长吉图区

域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作了初步筛查，发现该区

域拥有全省９０％以上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总体

数量可观且类型齐全。数量可观表现在，仅以占

全省比例 最 少 的 清 真 寺 为 例，长 春 市 辖 区 有２２
所，吉林市辖区有１７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辖区

有１０所，长 白 山 管 理 委 员 会 辖 区 有１所，共５０
所，占全省清真寺数量的近５５％。类型齐全表现

在，无论是世界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
主教、基督教，还是原始宗教（萨满教），都在不同

程度上满足了旅游者求知、求美等方面的需要，成
为该区域一种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笔者通过大

量搜集、整理、分析工作，对长吉图区域的著名宗

教文化旅游 资 源 作 了 综 合 统 计（见 表１），这 些 资

源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表１　长吉图区域著名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统计表

　　　　　类型 名称

原始宗教（萨满教）文化旅

游资源

长春萨满文化博物馆、满 族 萨 满 祭 祀 活 动（乌 拉 满 族 瓜 尔 佳 氏 家 祭、乌 拉 陈 汉 军 续 谱 习

俗、九台满族石氏家族祭祖习俗、满 族 关 氏 家 族 祭 祖 习 俗、满 族 杨 氏 家 族 祭 祖 习 俗、满 族

赵氏家族祭祖习俗、吉林满族松 花 江 祭）、满 族 萨 满 骨 质 神 偶 制 作 技 艺、乌 拉 陈 汉 军 旗 单

鼓舞、乌拉陈汉军旗香音乐、乌拉 满 族 萨 满 音 乐、九 台 满 族 石 氏 家 族 萨 满 传 说、乌 拉 陈 汉

军坛续传说故事、望祭殿及遥祭长白山的传说

佛教文化旅游资源

长春般若寺、长春地藏寺、长春 北 普 陀 寺、长 春 大 佛 寺、长 春 百 国 兴 隆 寺、长 春 紫 竹 庵、长

春市万寿寺、长春慈航寺、长春 丛 林 寺、双 阳 圆 通 寺、农 安 金 刚 寺、农 安 兴 隆 寺、九 台 青 云

寺、九台市浴泉庵、德惠市弥陀 寺、榆 树 市 湛 江 寺、榆 树 市 法 藏 寺、吉 林 市 北 山 庙 群、吉 林

市观音古刹、吉林市龙凤寺、吉林市保宁寺、吉林市明如寺、吉林市灵岩寺、吉林市万德禅

寺、吉林市朱雀山菩提寺、磐石市宏愿寺、蛟河市慈恩寺、舒兰市法云寺、舒兰市凤凰山万

佛寺、敦化正觉寺、敦化净土寺、珲春灵宝寺、吉林北山庙会、敦化正觉寺庙会

道教文化旅游资源

吉林北山玉皇阁、吉林市三清宫、吉林市玄帝观、吉林市五龙宫、吉林市蟠桃宫、吉林市城

隍庙、吉林市四海龙王庙、舒兰市莲花山三教寺、舒兰市朝阳宫、蛟河市金斗宫、蛟河市拉

法山玉皇阁、延吉市圣武庙、敦化市三清宫、朱雀山的传说

伊斯兰教文化旅游资源

长春市长通路清真寺、长春市双 阳 区 清 真 寺、九 台 市 清 真 寺、榆 树 市 清 真 寺、德 惠 市 清 真

寺、吉林市北清真寺、吉林市拱 北 寺、吉 林 市 西 清 真 寺、吉 林 市 东 清 真 寺、桦 甸 市 清 真 寺、

蛟河市清真寺、吉林市永吉县岔 路 河 清 真 寺、延 吉 市 清 真 寺、龙 井 市 清 真 寺、敦 化 市 清 真

寺、珲春市清真寺、图们市清真寺

天主教文化旅游资源 长春市天主教堂、吉林市天主教堂、吉林市露德圣母洞

基督教文化旅游资源
长春市基督教堂、长春东三马路 基 督 教 堂、长 春 二 道 基 督 教 堂、吉 林 市 基 督 教 堂、延 吉 市

基督教堂、敦化市基督教堂

　　有学者认为，我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主要

宗教有本土化的佛教、土生土长的道教，以及被视

为准宗教的儒家思想，等等。［４］按 照 这 种 观 点，长

吉图区域的儒家思想文化旅游资源也不可小觑。
吉林文庙是清朝政府在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座孔

庙，其建筑群规模之大、等级之高，在封建社会所

建的地 方 文 庙 中 是 独 一 无 二 的。随 着 文 庙 的 建

立，满汉文化从此水乳交融。孔子的尊师重教思

想得以普及并深入人心，儒家文化得到了迅速传

播，无形中 推 动 了 关 东 政 治、经 济、文 化 的 发 展。

目前，它不仅是东北最大的孔庙，还与曲阜孔庙、
南京孔庙、北京孔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被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长春文庙始建于清朝，“文革”期间遭到很大破坏，

２００２年，由长春市政府出资对文庙进行了恢复重

建，主 营 旅 游 观 光、祭 祀 活 动 等。２０１２年 是 长 春

文庙建成１４０周年，长春市政府再次出资扩建，并
建成孔子文化园。多年来，长春文庙已举办“国学

大讲堂”讲座、丰富的公益活动和祭孔活动等，极

大地展示了长春文化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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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体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品位上乘
长吉图区域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与我国中原

地区的宗教资源相比，整体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品

位上乘，都体现了较高的建筑、文学、艺术、观赏价

值。例如，敦化正觉寺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尼

众道场。其牌楼上“佛国新胜”、“峦波生辉”是我

国目前唯一的一块梵文匾额；其主殿大雄宝殿的

八根汉白玉盘龙柱，刻制精细，是目前佛教寺院中

绝无仅有的；殿中反映释迦摩尼事迹的两幅大型

陶瓷壁画，每幅高６米，长１６米，是世间绝版；六

角六亭的观音殿及六法身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木雕

贴金像造型和工艺至精至美，举世无双；２０１１年９
月落成开光的金鼎大佛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释迦

牟尼青铜露天坐佛。吉林市北山关帝庙是东北地

区修建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关帝庙，正

殿之上悬挂着乾隆皇帝１７５４年东巡吉林时题写

的匾额“灵著豳岐”。吉林市玄帝观是吉林历史上

建造最早的道教宫观，建筑新颖、奇特，别具一格，
其中“玄 观 吊 柱”曾 被 列 为 著 名 的“吉 林 八 景”之

一。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保护寺庙长春般若寺

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因其筹建、兴建、搬迁的历程，
见证了长春现代社会的动荡；一代高僧炎虚法师

对赵尚志遗骨的救护，见证了艰苦卓绝的东北抗

联斗争和民间对抗日英雄的敬仰与爱护；现今地

处闹市中的一方静土，见证了传统文化、本土宗教

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和谐共处，这一切都彰显了其

特殊而丰富的人文价值。［５］

长吉图区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文化遗存非

常丰富，具有较高的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艺术

学价值。“长白山满族剪纸”就起源于萨满教。在

萨满主持 的 多 种 祭 祀 中 产 生 了 对 祭 祀 服 务 的 剪

纸———嬷嬷神剪纸、佛托剪纸、白挂签剪纸等表现

萨满崇尚、满族信仰的剪纸，并形成了独特的题材

与风格。２００９年，“长 白 山 满 族 剪 纸”并 入“中 国

剪纸”项目，被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吉林乌拉陈汉军旗单鼓舞蹈，是乌拉陈

汉军常氏、张氏家族在以祭祖为大宗的家族祭祀

活动中的舞蹈，属于原生态舞蹈。舞蹈及其技法

是为家族祭祀内容服务的，具有表演艺术独特的

观赏、娱乐、审美价值，对研究东北满汉民族交流

融合的文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被列入第三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乌拉满族萨满神

歌在内的吉林乌拉满族民间音乐对于民族学、民

俗学、宗教文化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具有丰厚的文

化价值，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乌拉陈汉军旗香音乐见证了满汉民族在宗教

文化中的融合，被列入吉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满族萨满骨质神偶制作技艺已传

承３００余年，被列入吉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三）宗教文化活动不是很多但影响较大
与开展宗教文化旅游较发达的地区 相 比，长

吉图区域的宗教文化活动不是很多，但影响较大。
庙会文化是宗教与民俗的延续，曾有“千山寺庙甲

东北，北山庙会盛千山”之说的吉林北山庙会由于

在东北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形成了多

民族融合共处、多种文化习俗相互渗透的鲜明特

征，具有丰富的民俗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被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敦化正觉寺

庙会别具匠心地推出各种主题活动，有效地将宗

教与世俗、历史与现实、娱乐与旅游融合在一起，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规模从最初的几万

人，发展到如今的十几万人，被列入吉林省第三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宗教祭祀是宗教信仰中沟通人神的重要仪式

和表达。［６］吉林满族松花江祭是满族重要 的 祭 祀

活动之一，是满族图腾崇拜、宗教信仰的写照。整

个祭祀场面气氛庄严、仪式隆重、形式壮观、影响

深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被列入吉

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满族祭祖

习俗作为萨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道德

观念、价值取向、原始思维、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内

涵，被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乌拉满

族瓜尔佳氏家祭、乌拉陈汉军续谱习俗、九台满族

石氏家族祭祖习俗、满族关氏家族祭祖习俗、满族

杨氏家族祭祖习俗、满族赵氏家族祭祖习俗，具有

极高的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民间文学、民间技

艺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价值，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

三、长吉图区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构想

宗教文化的继承、保护、传播需要旅游业的支

持，而旅游业的开发、建设也离不开宗教文化这一

宝贵的遗产资源。近年来，长吉图区域在开发宗

教文 化 资 源，发 展 旅 游 业 方 面 开 始 有 所 作 为，因

此，对该区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正确利用和深

度开发有必要进行科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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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的 论 述

很多，角度有所不同，本文主要针对上述长吉图区

域宗教文 化 旅 游 资 源 的 特 点 提 出 了 三 点 建 设 性

意见。
（一）政府主导，统筹规划管理，和谐发展
宗教文化旅游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世界各地

旅游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当处于旅游开发阶段时，
多数目的地都选择政府主导战略，由政府以行政力

量指挥当地资源的配置。［７］吉林省政府应充分运用

行政力量，建立长吉图区域宗教文化旅游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动用政 府 所 掌 握 的 经 济、文 化、人 力 资

源，切实调动各方面的工作积极性，尤其是宗教文

化旅游开发涉及到的两个比较关键的部门———宗

教局与旅游局，应密切合作，对该区域宗教文化旅

游资源进行全面筛查，并要对开发规模、开发顺序、
重要客源市场和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等各方面进行

综合评估，对可开发性进行详细论证，制定整体旅

游规划，确保开发的科学性、合理性。
旅游资源不等同于旅游产品，高品位 的 旅 游

资源未必就能开发出好的旅游产品。［８］因此，在开

发方 式 上，要 从 观 赏 性 开 发 向 体 验 性 开 发 转 变。
对市场潜力大、功能齐全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如
长春般若寺、吉林北山庙群、北山庙会、敦化正觉

寺、正觉寺庙会等进行多渠道开发。对已开发的

宗教文化旅游资源要不断增加其深度和内涵，丰

富旅 游 商 品，吸 引 旅 游 者，如 出 售 各 种 宗 教 纪 念

品，佛教的进香袋、雕像、佛珠，道教的神像、如意、
镇坛木，介 绍 宗 教 名 胜 古 迹 的 图 书、画 册 等。同

时，将有关联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整合成一个整

体开发，能够优势互补，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提

升整体档次，增强产品竞争力。例如，将大同小异

的满族祭祖习俗串联成一个整体开发，使众多旅

游者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观赏、体验满族祭祖活

动，将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扩大知名 度。此 外，
可与其他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如驰名中外的长白

山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悠久的满族民俗、朝鲜族民

俗资源，独具特色的冰雪资源，构建复合载体，展

现给游客。实践证明，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在一

定地域内相对集中，可以增加这一地区的总体吸

引力。
有学者指出，当前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的世俗

化、商业化趋向来势较为凶猛，主要表现在地方政

府参与寺院经营活动，参与经济利益分配；某些寺

院宫观被经营性的公司承包，假僧假道充斥。［９］因

此，在宗教文化旅游开发中，对宗教入世化、宗教文

化商业化要给予必要的关注，并进行规范化管理。
一方面，宗教局应根据《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加强

对宗教场所的管理，着重打击借旅游开发的名义骗

取旅游者钱财的非法行为。另一方面，旅游局应完

善旅游设施建设，制定合理的旅游路线，促使宗教

文化与旅游活动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二）全方位营销，提高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
目前，长吉图区域对宗教文化旅游的 重 要 程

度认识不够，缺乏宣传，没有将当地的宗教旅游品

牌推广出去，不能使宗教旅游与民俗旅游、生态旅

游、冰雪旅游等品牌做到有效衔接。政府每年投

入在宗教文化旅游业的宣传促销经费不足，对国

内、国际主要客源市场的针对性宣传也比较欠缺。
因此，必须坚持整体营销和个性化营销并举、海外

营销与国内营销并重的方针，采取网络宣传、文字

图片宣传、形象宣传、展示宣传、推销宣传、策划新

闻事件、人员促销等多种营销策略，提高当地宗教

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
本文仅以网络营销为例。互联网作为传播媒

介的 后 起 之 秀，已 经 成 为 当 今 世 界 最 快 捷、最 便

利、信息量最大的传播媒介。吉林省旅游局应该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把长吉图区域宗教文化旅游的

宣传做得深入细致。例如，开辟宣传长吉图区域

宗教文化旅游的专门网站，不妨将该区域宗教文

化 旅 游 的 专 门 网 站 名 称 定 为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ａｎｇＪｉＴｕ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ｇｏｖ．
ｃｏｍ，并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从事网页设计，巧

妙利用文字、图片和音乐，详细介绍该区域宗教文

化特色和旅游产品，激发消费者前往参观、体验的

欲望。特别是伴随电子商务网站的发展，如淘宝

网、团购网等，也出现了很多旅行社在网上开展的

旅游景点团购项目，长吉图区域的旅游企业也应

该参照这一做法。同时，政府可以在公众信任的

中国宗教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ｎ）、国

家旅游局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ｔａ．ｇｏｖ．ｃｎ）、吉林省

民族宗教网（ｈｔｔｐ：／／ｍｗ．ｊｌ．ｇｏｖ．ｃｎ）、吉林旅游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ｌｔａ．ｇｏｖ．ｃｎ）等官方网站上发布有

关该区域宗教文化旅游的最新消息。
（三）举办系列活动，吸引客源，实现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双赢
有学者指出，在开发宗教文化旅游活动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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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发挥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不是让旅游者去信

教，而是让旅游者通过对宗教文化知识的了解，得
到某种 启 发，从 而 加 强 自 我 修 养，提 高 精 神 境

界。［１０］简言之，开 展 好 宗 教 文 化 旅 游 可 取 得 一 定

的社会效益。
首先，应借助宗教节日举办宗教文化旅游节，

吸引宗教信徒和旅游者。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
有的宗教节日由于满足了普通百姓的一些心理需

要，渐渐成为民间流行的节日。长吉图地区的旅

游主管部门可以利用佛祖诞生日、观音娘娘诞生

日等比较著名的宗教节日，以长春般若寺、吉林北

山庙群、敦化正觉寺为主要活动场地，举办长吉图

区域宗教文化旅游节。旅游节的举办，不但能有

效地扩大客源市场，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能提

高当地旅游业的知名度，获得一定的社会效益。
其次，应进一步推行宗教文 化 体 验 游。南 岳

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成功。南岳宗教文化体验程

序共分十项内容：礼佛、过堂用斋、听经坐禅、拜塔

颂经、祭祀祝融、品尝斋席、坐禅开示、早晚功课、
参与寺务、摄影留念。此活动受到宗教信徒和旅

游者的一致好评。随着宗教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

展，长吉图地区的各种宗教场所也应多开展一些

这样的体验游活动，既能增加宗教场所的经济收

入，又将有利于旅游者的身心健康。
再次，应和当地民俗文化活动相结合，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该区域开展的很多民俗文化活动，
如吉林满族松花江祭、满族祭祖习俗等都具有一

定的宗教文化气息，合理地利用其中的宗教神秘

色彩，吸引广大游客参与，使游客在庄严的气氛、
隆重的仪式中，深刻体会满族先民的图腾崇拜与

宗教信仰，也从中了解一些当地的民俗风情、生产

活动、民族信仰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综上，吉林省政府的相关部门如能针对长吉图

区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进行统筹规划，实
施全方位营销，适时举办系列宗教文化活动，那么，
该区域的宗教文化旅游将得到快速、持续的发展，
对该区域乃至吉林省的旅游经济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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