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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各族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内涵

促进凉山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陆文熙

(西昌学院 政史系

陆铭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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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是凉 山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的重要载体
。

宗教文化景观具有多样

性
、

民俗性
、

唯一性等特点
,

特色强
、

品位高
,

并与地貌
、

气候气象
、

生态景观相得益彰
,

利于广泛开

发
,

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

发掘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内涵
,

推进资源向资本转变
。

【关键词】 发掘 ; 凉 山 ; 宗教文化 ; 旅游资源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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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宗教文化是凉山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

重要载体

凉山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
,

是凉山民族

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中可以做为旅游资源

开发的主要有两大类
:

(一 )第一类
:
各族 民俗宗教活动为载体的宗教

文化旅游资源

1
、

彝族原始宗教和毕摩文化
。

信仰万物有灵
,

祖

先崇拜
、

自然物崇拜形成火把节
、

彝族年等民俗节

日
。

宗教职业者毕摩和苏尼被认为是沟通
“

人与神
”

的中介
,

是神灵的代表和法力的象征
。

他们以经书和

仪式为载体
,

进行镶解崇祸
,

占验吉凶
,

主持盟誓等

活动 ; 以诵经和巫术祭仪为核心
,

开展诵经
、

作帛
、

送

魂
、

驱鬼等宗教活动 ; 主持用捞油锅
、

端桦口
、

嚼米等

进行狱讼神明裁判
。

世代传承积淀而成的毕摩文化

博大精深
,

是大凉山彝族文化的核心
,

是中华民族乃

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

毕摩文化遍布凉山
,

以美

姑保留更为完整
。

据说有经书 14 万余卷
,

3犯种
,

其内

容记载了彝族的政治
、

历史
、

地理
、

哲学
、

伦理
、

天文
、

医学
、

文学多方面知识
,

古朴而内涵丰富 ;宗教习俗

表现形式神秘多姿
,

是品位高吸引功能强的宗教文

化旅游资源
。

2
、

凉山汉族的
“

三教相容
” 。

凉山汉族是各省移

民的后裔
,

西昌沪山
、

西溪大庙山
、

盐源公母山
、

冕宁

祖师庙等处的
“

三教共山
” 、 “

三教共庙
”

现象
,

是宋明

理学被各省移民带人凉山并受万物有灵观念影响的

结果
。

汉族宗教建筑艺术融五方特色
,

楹联碑喝是集

历史
、

地理
、

价值取向
、

思维方式于一体的文学形式
,

是所在景区的点睛之作
。

3
、

佛教与原始宗教碰撞的遗存— 博什瓦黑岩

画
。

昭觉县博什瓦黑的密林中
,

16 块大石上分布着 80

余幅阴刻岩画
,

共计面积约科 0时
。

以前当地人传说

那是
“

鬼画
” ,

近则会灾难临身
。

实则是南诏时提倡佛

教所刻的摩岩画群
。

内容多为密宗佛像
,

道教和彝族

原始宗教也有所反映
。

其中最大的
“

南诏王出行 图
” ,

上刻六人乘马趋前赶后皆为跳足
,

足尖套人马蹬之

中
,

与现代彝族人骑马习俗一致
。

中有一人头戴王

冠
,

另一人手执毕摩法器
,

发式与今凉山人相同
,

并

有狗奔于人前
,

龙随人飞行于后
。

令人远离岩画的传

说是彝民抵制外来宗教的创作
,

它记载了一千多年

前凉山不同宗教碰撞与融合的历史
,

兼具彝
、

汉艺术

风格
,

具有浓厚的时代和地方特色
。

19 91 年被列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

4
、

木里藏传佛教的黄教文化
。

藏传佛教的宗教

典籍丰富
,

修习规范
,

内容涉及 自然科学
、

哲学
、

伦

理
、

逻辑等方面知识 ;藏民的绘画
、

艺术
、

民居
、

建筑
、

服饰
、

饮食
、

婚丧
、

人生礼仪
、

民俗节 目活动都饱涵宗

教意蕴
。

还有活佛
“

古冬
”

(木乃依 )
,

精美的唐卡
,

政

教合一的土司衙门
、

三大寺众多文物
,

独具特色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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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文化内涵
,

是观赏性
、

参与性
、

修学性聚于一

体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
。

5
、

摩梭人达巴文化
。

摩梭人原始宗教达巴教是

母权制时代自然神和女姓祖先崇拜的活化石
。

达巴

(巫师 )主持年节
、

移居
、

人生礼仪等一切祭祀活动
,

展现多神崇拜特别是女神崇拜习俗
。

他们有 9 0多部

口诵经世代传承
,

叙述了万物起源
、

始祖创世
、

部族

祖谱
、

迁徙路线等
。

民间流传着许多对赞歌
、

情歌 ; 对

魔神
、

灾害的咒语
,

对健康
、

长寿的祷词
。

内容涉及历

史地理
、

天文历法
、

气候气象
、

医学
、

哲学
、

民间文学

艺术等文化知识
。

据传有 卜书 12 篇
,

32 个 图画文字符

号
,

记载了与众不同 12 月历算
。

图形符号内容多与走

婚和女性
、

传宗接代有关
。

6
、

冕宁本教 (本波教 )文化
。

当地藏民崇信本教

又受藏传佛教的影响
。

崇拜各种自然神尤其崇拜山

神
、

白石和耗牛
。

和爱乡藏民房顶上放白石称
“

什巴

觉
” ,

奉祀为开天辟地始祖
。

每年9月全村人宰牲祭山
,

欢歌舞蹈
,

数 日方散
。

大桥
、

团结
、

惠安等乡镇今存本

教石刻经文
、

寺庙故址
、

生态保护良好的村寨神山
“

菩萨山
”

多处
。

本教喇嘛念经施法的
“

恰辛
”

(占 卜)
,

“

殊辛
”

(呼风唤雨
,

诅咒敌人 )
、 “

朗辛
”

(诵赞召福 )
、

“

斯辛
”

(驱邪 )等活动原始古朴
,

祈雨止冰雹
、

驱鬼治

病
、

念咒经咒落天上飞鸟等民间传说神秘而生动
。

有些藏民家中珍藏着本教经典
,

其封页生漆涂

染
,

银汁书名
,

木板夹捆的装祯别具一格
。

蒋氏珍藏

的本教 ((开路图经》 由32 张共 92 幅彩色连环画图组

成
,

其中89 幅附有藏文说明
,

叙述了人类肇根与发展

之路
,

贯穿了
“

一点一点往前走
”

的理念
。

槽古乡有 中

国藏区三大印经院之一的
“

初裹印经院
”

遗址
,

这里

印制的经书曾沿着耗牛古道运往藏区
。

7
、

甘洛
、

越西尔苏文化
。

这是藏族原始宗教受藏

传佛教影响的宗教文化
。

同属尔苏文化 的三种神职

人员萨巴
、

拉莫
、

枢瓦的宗教活动有同有异
。

如都信

仰万物有灵
,

都会诅咒妖魔鬼怪
,

驱鬼治病
。

但萨巴

以 口传经文保留古代的神话传说
。

枢伉信西藏传来

的喇嘛教
,

能念旧藏经
、

剪纸花
、

画佛做超度道场 ;拉

莫属本波教
,

崇尚咒语法术
,

做法事时要插一杆镶边

红旗以示威武镇邪
。

他们使用各 自专用法器如法案

图象
,

羊皮鼓
,

海螺
、

小铜盘
、

天鹅脚爪等
。

主持祭祀
、

求雨
、

合婚
、

驱鬼降魔
、

诅咒
、

治病
、

占 卜
、

择吉等宗教

活动
。

还用巫医结合的手段诊治狂犬病毒
、

内伤
、

骨

折
、

头风
、

蛇咬
、

烧伤等病患
。

他们的巫术特技如捞油

锅
、

用舌舔或用脚踩烧红的烨口
,

用气把蛇吹来动不

了等
,

给人神秘之感
。

8
、

伊斯兰教文化
。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
,

西昌等处

建有清真寺
。

他们的婚丧礼仪习俗独特 ;注重伦理教

育和品德修养
,

讲究卫生
,

有称为
“

小儿锦
”

的独特文

字
。

宰牲节
,

开斋节
、

古尔邦节都有其民俗宗教活动
,

其清真饮食今已备受青睐
,

今后更具旅游开发前景
。

9
、

其他民族宗教文化
。

土家族把春节称为
“

赶

年
” 。

传说明朝于腊月底急调土家族将士赴沿海抗

楼
。

时 日紧迫故提前团年
。

饭菜来不及细作单炒
,

就

将小米和碗论猪肉合蒸为年饭
,

把猪杂
、

粉条
、

豆腐
、

白菜
、

罗 卜等合煮一锅成
“

合菜
” 。

尔后出战告捷
,

明

政府嘉奖
“

东南战功第一
” ,

为纪念抗楼立功
,

土家人

从此提前过春节称
“

赶年
” 。

过年蒸年饭
、

做
“

合菜
”

先

祭土王
、

祭祖先
,

再全家欢宴团年
。

年节时要举行祭

祀
、

祈福
、

歌舞
、

社交
、

体育竞赛
、

物资交流并举行
“

做

摆手
”

民俗活动
。

过年时苗族
、

壮族
、

僳傈族都要祭牛神
、

灶神
、

水

神
,

还有给果树
、

狗喂年饭
,

给畜圈
、

大型农具贴押岁

纸钱等习俗
。

(二 )第二类
:
宗教活动场所为载体的旅游资源

1
、

西昌沪山
。

有唐代以来历代建成的光福寺
、

三

教庵
、

蒙段祠
、

文昌宫
、

观音阁
、

瑶池宫
、

玉皇殿
、

三清

殿
、

五祖庵等宗教建筑群
,

是全国著名的
“

儒
、

佛
、

道

三教共山
”

宗教相容现象的典型
。

光福寺门匾原为明

宪宗朱见深御笔亲书
,

毁于文革
,

今为赴朴初先生题

写
。

寺内有清乾隆 2 2年所铸大钟重一吨多
,

还有众多

诗文碑揭 ;观音阁内明孝肃皇太后
“

御救明碑
”

石刻

观音画像
,

是 以明代徐谓
“

鱼篮观音
”

拓片为范本刻

成
。

此画全国仅北京慈寿寺与这里保存
,

极为珍贵
。

蒙段祠塑望天娘娘象
,

传说段氏女赶驴运粮在沪山

建庙有功
,

后皆沿寺中古柏升天
。

那棵历 2《XX )年桑的

汉柏至今仙气十足
,

树上驴蹄印犹历历在 目 ; 又如
“

庵
”

本佛家 比丘尼修行之处
,

而这里
“

五祖庵
”

却是

道家之所在
,

传说清代道士余永江在此
“

得道成仙
” ,

其所坐蒲团化作几人合抱的
“

蒲团树
”

至今仍枝繁叶

茂非比寻常
。

去年新建成的茶楼
、

餐厅典雅古朴
,

能

供应精美的素餐
。

2
、

冕宁灵山寺
。

冕宁县城东 10 公里深山中
,

建于

清代的灵山寺已有 200 多年历史
。

以大雄殿为中心的
“

七星抱月
”

建筑群内
,

原本供奉灵 山寺开山祖师杨

学信坐化圆寂后的肉身
,

经 160余年完好如生
,

世所

少见
。

19 6 5年杨祖师肉身被毁
,

信众捐资刻成梧桐木

象供奉
,

他
“

普渡众生
,

广结善缘
”

的种种传说
,

使该

寺享有极高的
“

灵
”

誉
,

吸引省内外的香客朝拜旅游
,

打卦许愿的香客五花八门
,

还愿的香火极为旺盛
。

3
、

盐源公母山
。

距盐源县城 5公里处
,

以地貌之

形似而得名
“

公母山
” 。

山门楹联
“

天公有意
,

飞来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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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成奇景 ;造化无私
,

留下佳石传佳话
”

颇有深意
。

公

石下
“

产子泉
”

为求子者提供四时不枯的神水
。

母石

山顶的仙茶树及石缝
“

儿窝
”

的相关传说更添神奇
。

山中报恩寺己有 500 多年历史
。

今新旧建筑有大雄宝

殿
、

观音阁
、

玉皇殿
、

吕祖殿
、

三清殿等
,

也是
“

三教共

山
”

的宗教胜地
。

这里的僧人道士还可以成家立业
,

结婚生子
,

使神奇的公母山更添神秘
。

4
、

木里大寺
。

是凉山最大的黄教寺庙
。

也是全

国重点保护的藏传佛教寺庙之一
。

寺庙的中心建筑

是大经堂和土司衙署
,

整个建筑群 占地 8万耐
,

文殊

殿内曾供奉过一尊高 23
.

3米的镀金铜质加娃强 巴

(弥勒佛 )坐象
。

弥勒佛跌坐的镀金铜质须弥座有一

层楼高
,

四面花纹用几千颗珠宝镶成 ;千手千眼观世

音菩萨立象有三层楼高
,

佛教壁画和装饰花纹富丽

堂皇 ; 与大寺楼房层层相通的士司衙门政权统治功

能齐全
,

是藏区政教合一历史的见证 ; 供活佛与土

司
、

大喇嘛出人举行仪式的小平坝
,

经堂两边的广场

今仍是庙会跳神和表演藏戏的场所
,

19 92 年 1 1月 19

日在这里举行了木里九世活佛的坐床仪式
。

5
、

西昌清真寺
。

现存3 0座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

宗教活动的场所
,

又是所在地回族同胞社会活动及

教育
、

文化中心
。

其中历史最久的是建于 1 369 年的沪

山寺
。

其建筑高大宽敞
,

宗教活动功能齐全
。

6
、

盐源左所黑教喇嘛大经堂
。

左所喇他大经堂

是中国最大的黑教喇嘛寺庙
,

农历七月和冬月举行

喇嘛会
,

喇嘛们身披伽装齐集经堂
,

论 资排座
,

诵经

作法
。

几个青年抬出一幅巨大的布画太阳神象
,

喇嘛

诵经结束时
,

僧众人等迎着东升的旭 日
,

鸣土炮
,

升

神象
。

人们纷纷磕头礼拜
,

争相触摸神象
,

用圣水洗

浴
。

在一片鼓号声中
,

喇嘛扮演的魔王
、

骸骼
、

五方

神
,

身披狮头
、

鹿头
、

虎头等
,

按宗教故事表演降妖伏

魔的舞蹈
,

表示镇住邪恶
。

7
、

雷波孟获殿
。

雷波县马湖金龟岛上的孟获庙

建于明万历 17 年
,

占地约2 0( 刃m Z 。

计有玉皇楼
、

紫微

楼两楼
,

灵宫殿
、

观音殿
、

大雄殿
、

孟获殿
、

三仙殿共

五殿
。

孟获殿内有2米高的三尊
“

蛮王菩萨
” ,

身披擦

耳瓦着英雄带
,

气宁轩 昂 ; 左为孟获大将摩铁
,

手执

宝剑
,

孟获居中
,

右为孟优手执神扇头戴法冠
。

是我

国彝族中仅存的寺殿神象
。

春节的马湖灯会
,

农历 6

月 18日的大蜡会
,

也是热闹非凡
。

8
、

会理白马寺
。

明代所建白马庙奉祀大理
“

白马

将军
”

和南昭
“

子孙娘娘
” 。

红军长征曾在此驻扎 or

天
,

给古庙增添了红色旅游之光彩
。

7 0年代该庙被

毁
。

改革开放后重建
,

大雄宝殿净高 14
.

95 米
,

建筑面

积4 25 时
,

是今州内第一大殿
。

配有观音阁
、

茗轩
、

露天

茶园
、

琴楼等建筑 ;万株银桦
、

香樟
、

翠柏掩映着 99 级

石梯大道和两旁28 道护坡大保坎
,

倚山排列着 98 座书

法碑刻
。

是集宗教
、

园林文化于一体的休闲旅游场所
。

9
、

西溪大庙山
。

距西昌市25 公里
,

位于螺髻山西

北角
。

据说始建于东汉
,

今之建筑系 19 90 年落成
,

占

地建筑面积64 00 砰
。

主要建筑三大殿
,

分别供奉释
、

道
、

儒三教神象
。

高大宽敞
,

区域分明
。

能较清晰体

现
“

三教共山
”

而各教派又 自成体系
。

可供游人夏 日

避暑
,

冬 日沐浴阳光
。

1 0
、

礼州文昌宫
。

位于礼州城外南街
。

是西昌市

内名胜景点之一
。

建于公元 1884 年
,

纵三院横三排
,

宫宇气势辉煌
,

布局严谨
,

工艺讲究
。

红墙筒瓦古色

古香
。

前院有大理石镶嵌的拜阅台
,

左右两面钟楼
、

鼓楼阁上有诵经厅
、

习作室
,

清末曾于此办
“

亮善书

院
” 。

魁星阁四面开窗
,

能饱览全镇胜景
。

二
、

凉山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可持续发

展的特点
。

(一 )凉山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多样性
,

利于广

泛开发

1
、

多种原始宗教并存
,

文化内涵丰富
,

活动形式

多样
。

凉山各族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积淀自已的民族

文化
。

由于受生产力水平制约
,

以祖先崇拜和 自然物

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便成为世居民族文化的主要

载体
。

而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的差异
,

各族原始宗教

名称五花八门
,

表现形式也就多姿多彩
。

因此各族宗

教文化的内容
、

内涵都极为丰富
。

如彝族火把节缘于

火崇拜
,

摩梭人转山节
、

转海节缘于山水崇拜 ;彝族

英雄结
、

天菩萨神圣不可触摸缘于天神崇拜
,

藏族同

胞把洁白的哈达献给尊贵的客人
,

是因为对白色的

崇尚
,

体现了原始宗教对服饰文化的影响
。

2
、

藏传佛教文化地域特色明显
。

藏传佛教在凉

山各地与本教的融合程度不一
。

喇嘛教以黄教
、

红

教
、

白教和本教的形式传承
,

尤 以木里
、

盐源的黄教

和冕宁本波教
、

甘洛尔苏文化最具特色
。

木里活佛在

藏传佛教界地位仅次于达赖
、

班禅
。

别处藏区各寺一

位活佛
,

而木里三大寺共只有一位活佛
。

藏传佛教典

籍丰富
,

修习规范
,

内容涉及 自然科学
、

哲学
、

伦理
、

逻辑等方自知识
,

宗教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

面
。

精美的唐卡
、

佛象盒
,

政教合一的土司衙门
、

三大

寺的奇珍异宝等众多文物
,

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

是观

赏性
、

参与性
、

修学性聚于一体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
。

(二 )凉山宗教文化具有民俗性
,

利于作为旅游

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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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各族宗教文化蕴涵于民俗活动之中
,

导致

各种宗教职业者应运而生
。

毕摩
、

苏尼
、

达巴
、

东 巴是

因为
“
人与神

”

沟通需要
“

中介
”

而成为宗教仪式主持

者
。

世代传承的宗教仪式
,

是他们展示宗教技能的舞

台 ;偶象雕塑
、

绘画是他们宗教活动的创作
,

巫医结

合的驱鬼治病手段是民族医药的结晶
。

他们的经书

保存了大量的民俗文化遗产
。

其内容构成凉山人 自

然知识
、

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百科全书
。

是奴隶社

会甚至是原始社会的活化石
。

在火把节
、

燃灯节
、

转

山节
、

太阳神节
、

祭祖节
、

喇嘛会等民俗节 日里
,

他们

悠扬的诵经声与祭仪活动
,

把民风民俗展现得淋漓

尽致
。

驱鬼和驱邪活动都荒诞不经
,

却再现了人类社

会早期巫医不分的历史
。

苏尼采用的治病法术
、

驱鬼

歌词曲调都来 自民间
,

他们跳神时抖肩
、

跳跃
、

摇头
、

甩臀部
、

转圈等练就皮鼓舞特技
,

有意无意地积累了

彝族音乐舞蹈和民间医术资料
,

反之也促进彝族音

乐舞蹈和彝医学发展
。

本教原是藏区广泛流传的原

始宗教
,

后来在与佛教的斗争中失败而被迫远离吐

蕃统治中心
,

现仅在藏北高原和川滇
、

川藏边缘区有

所保存
。

是古藏区宗教史史册
。

本教与佛教融合形

成奇特的习俗
。

学习佛教造庙供神转经
,

具体做法却

往往相反
。

比如佛教寺庙转经筒沿顺时针方向旋转
,

而本教则以逆时针方向旋转以示功德 ; 佛教在石头

上刻
“

嗡嘛尼叭眯啤
”

六字真言
,

本教却刻的是
“

嗡吗

吱毛也萨莱哆
”

八字咒语 ;佛教的宗教标志是
“

咫
” ,

本教的宗教咒符是
“

祀
” 。

各族的婚嫁
、

丧葬
、

成丁等礼仪习俗
,

庆祝彝族

年
、

藏历年举行的祭祀
、

祈福
、

歌舞
、

体育竞赛等民俗

活动
,

无不蕴涵着宗教文化意蕴
。

能满足游客了解异

质文化和体验异质文化的要求
,

是具有很强观赏性

和参与性的旅游资源
,

可作为民俗旅游资源开发
。

(三 )不少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唯一性
,

独具

特色
,

品位高

毕摩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

品 ;沪山奴隶社会博物馆的祭祀厅
、

宗教厅
、

民俗村
,

凉山民族风情园的支格阿鲁雕塑
、

毕阿史拉则雕塑
、

火把节浮雕壁画
、

激光图腾柱等
,

都是彝族宗教文化

的载体 ;红军长征彝海结盟是毕摩主持的盟誓
,

彝海

既是革命传统教育纪念地
,

也是毕摩文化对中国革

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方
。

毕摩的画是彝族科技文化

的载体
,

其中甚至透露出进化论的信息 ;雷波孟获庙

三尊
“

蛮王菩萨
”

是我国彝族中仅存的寺庙神象
。

是

宝贵的民族和解文化旅游资源
,

与内蒙古的王昭君

墓
“

青家
”

和拉萨大昭寺文成公主遗迹齐名 ; 盐源左

所喇他大经堂是中国最大的黑教喇嘛寺庙 ; “

三教共

山
”

现象
,

是汉族传统文化与原始宗教文化
、

移民文

化相互渗透的结晶
。

灵山寺大蜡工艺精美
,

而
“

打懒

和尚
” 、 “

舍白
”

仪式更是人无我有
。

摩梭人女神崇拜

是女性地位崇高的体现
,

是母系氏族文化活化石
。

尔

苏文化
、

本教文化都是稀有而古老的孑遗文化
,

毕

摩
、

苏尼
、

萨巴
、

本波和尚的巫术特技表演独具神秘

色彩
。

这些都是国家级甚至是世界极的精品
。

(四 )宗教文化景观与地貌
、

气候
、

生态景观配套

良好
,

相得益彰

明媚的凉山阳光与建昌明月
,

既是吸引游客的

气侯气象旅游资源
,

又是各族 日
、

月崇拜产生的背

景
。

沪山
、

大庙山三教寺观跻身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内
,

与
“

碧浪朝阳
” “

松风水月
”

相互映衬 ;博什瓦黑的

索玛花簇拥着岩画上手托莲花的观音
,

宁静安详的

佛祖
,

三头六臂的冥王
、

法力高深的毕摩
,

栩栩如生

的飞鹰
、

走兽
、

跃虎
,

更增人文与自然旅游审美内涵 ;

凉山的青山秀水孕育出博大精深的彝族文化 ; “

十月

太阳历
”

遗迹
,

彝族音乐
、

舞蹈
、

美术
、

毕摩的绘画名

闻中外 ;美姑保留完整的毕摩文化
,

与
“

熊猫之乡
”

大

风顶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相因相得
。

藏传佛教文化置

身于
“

香格里拉
”

人间仙境
。

马湖沿岸金龟戏水
、

天门

雄阵
、

二蛇撵龟
、

宝马投湖等景观使孟获殿的资源品

位更高一筹
。

大桥水库的青山碧水映照着本教经文

石刻
,

灵山寺景区内古木葱笼
,

山花漫烂
,

泉水清澈
。

螺髻 山冰川湖泊星罗棋布
,

仙人洞
、

黑龙潭
、

金龙潭

的传说更使人深信这是真正的神仙境界
。

三
、

发掘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内涵
,

推进资

源向资本转变
。

(一 )更新文化观念
,

提高认识
,

统一思想

推进民族文化资源向民族文化资本的转变是一

个系统工程
,

需要全社会的关心
、

参予和支持
。

而思

想是行动的先导
,

必须从三方面来提高认识
,

统一思

想
。

首先必须树立
“

大文化
”

和
“

文化生产力
”

的思

想
。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
“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

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特点和规律
,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

进

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

坚持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
,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

把

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精神文化需求和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
” 。

这是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首

次出现
“

文化生产力
”

这一命题
。

把解放和发展文化

生产力
,

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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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
,

这是理论的创新
。

以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精

神
,

指导我们去认识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对推动凉山

三个文明建设的基础性
、

战略性作用
,

认识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必要性
。

树立在资源向资本

的转变过程中注重整体效益又能突出重点的战略思

想
。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

抓住
“

特
、

优
、

奇
”

三

字
,

创造一些满足人民群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的旅游品牌
,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统一
。

其次要提高人们对凉山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的必要性认识
,

明确凉山旅游资源都有开发价值
。

但

各族宗教文化的民俗性决定了它在民族文化旅游资

源中的重要地位
,

决定了它可持续发展的开发前景
。

而其特色性
、

多样性
、

垄断性特点决定 了它所具有的

旅游资源优势
。

再次是要提高人们对凉山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

发的可行性认识
。

宗教文化旅游是现代旅游消费的

热点之一
,

开发这一特色资源
,

正符合国内外游客的

消费需求
。

而凉山宗教文化景观又与地貌
、

气候气

象
、

生态景观
、

科技景观相得益彰
。

发掘宗教文化内

涵
,

配合阳光旅游
、

西部生态旅游
、

历史文化游
、

红色

旅游
、

修学旅游
、

卫星基地游等打造一些人无我有
,

人有我精的特色精品
,

自会深受市场欢迎
。

对推进宗

教文化旅游资源向民族文化资本转变将会效益明显
。

(二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

提高旅游业从 业人员

素质

人类社会的一切竞争归根是人才的竞争
。

现有

的导游及其他旅游业从业人员真正能通晓凉山民族

文化旅游资源的人不多
,

难以满足旅游兴州需要
。

根

据凉山实际
,

改革培训内容
,

进一步加强旅游业从业

人员培训至关重要
。

把凉山民族文化知识
、

技能纳人

现有人才培训计划内容
,

以提高旅游业从业人员的

适应性
。

深层次发掘整理凉山宗教化旅游资源的内

涵
,

按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去陋存习的原则
,

取毕摩

文化
、

火把文化
、

本教文化
、

藏传佛教文化
、

达 巴文

化
、

尔苏文化中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内容
,

揭示

三教共山
、

孟获庙特色内涵
,

编缉成多种形式的教学

材料
,

古为今用
,

弘扬传统文化 的优秀成份
,

让更多

的人了解掌握这类文化旅游资源
。

营造良好的民族

文化旅游氛围
。

让游客一进凉山就能感受凉山特色
,

感受新
、

奇
、

特
,

留连忘返
,

今后再来
。

(三 )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

打造各民族独具特色

的宗教产品文化旅游产品

组织力量
,

收集各宗教活动及教义有关的民间

故事
,

民歌
,

谚语
。

整理发掘其中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

物质文明
、

精神文明的精华
,

通过广播
、

电

视
、

专著
、

论文
、

歌舞等形式
,

宣传优秀传统
,

弘扬惩

恶扬善
、

保护生态
、

民族团结
、

爱国奉献等精神
,

争取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

(四 ) 按注重整体效益又能突出重点的战略思

想
,

制定规划
,

有序开发

根据资源分布状况
,

重点先期开发大凉山彝族

文化
,

继续办好火把节及与彝族文化相关的年节活

动
,

进一步收集毕摩文化文物 ; 同时
,

抓紧其他宗教

文物的收藏保护工作
。

物以稀为贵
。

各族宗教文物势

必是凉山特色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
,

要保持凉山旅

游业可持续发展
,

必须尽早抢救保护藏族黄教
、

本教

经书和经文石刻
,

抢救甘洛藏族原始宗教文物
。

必须

赶紧发掘
、

保护这些不可再生资源
,

为凉山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做好资源储备工作
。

建议政府划拨专款
,

组

织力量
,

收购整理各族宗教活动相关文物
,

不仅要收

集除毕摩经书和法具
,

也要注重孑遗文化如甘洛
、

冕

宁等地的本波教文物和尔苏文化文物的抢救
、

发掘
。

确保凉山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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