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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基于网络文本的峨眉山游客宗教文化体验研究 
◆张智倩  赵  亮 

（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鞍山  114051） 

 
摘要：以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四川峨眉山为例，通过旅游网站选出
的 34 篇网络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游客的宗教文化体验进行研究分
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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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现象。[1]随着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也越来越丰富。据统计，在
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 180 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宗教名胜占
80 处。第一、二批 84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涉及宗教的有 53
个，占 63%。[2]其中，佛教文化一枝独秀，具有鲜明的特色极具
有文化内涵，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佛教圣地四川峨眉山为例，通过搜集网
络文本游记，了解游客对佛教圣地峨眉山旅游的感受来分析旅游
者的宗教文化感知体验，对不同类型游客在宗教文化旅游中的感
受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该方法在旅游形象、旅

游感知、旅游概念、旅游意象方面都有所应用，是一种对内容进
行系统、客观、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且能够对内容做出分析。 

本文对网络文本内容的信息进行提炼，分析旅游者对佛教圣
地的旅游感知体验：旅游者对佛教旅游圣地感兴趣的方面和旅游
者的感知体验影响因素。 

2.2 分析对象 
四川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佛教文化氛围尤为浓厚是国家的 5A 级旅游风景名胜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评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佛教文
化历史悠久与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齐名，拥有
“峨眉天下秀”、“仙山佛国”、“天下名山”的美誉。峨眉山旅游
者人数众多，网络上关于峨眉山旅游的游记也较多，所以峨眉山
是非常适合作为游客佛教圣地旅游感知体验研究的对象。 

3.结果研究 
3.1 游客对峨眉山佛教圣地的兴趣所在 
宗教旅游地游客的动机包括精神、世俗、环境、文化和受教

育程度等。[3]本文经过研究发现游客对峨眉山佛教圣地的很多地
方都比较感兴趣，但由于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受
教育程度不同，来峨眉山旅游游客感兴趣的方面也不尽相同。大
致可分为自然风光，动物喂养，文化氛围，佛教建筑等四大类。 

按照年龄段的不同，游客感兴趣的方面也会不一样。少年阶
段的人群对动物喂养感兴趣。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中青年人偏爱峨
眉山的自然风光，四十岁至六十岁的人群对自然风光、文化氛围
和佛教建筑都比较感兴趣。二十到四十岁的中青年人是文娱世界
的享受者，他们更注重心灵的放松与景色的吸引度。而四十岁至
六十岁的中年人群是精神世界的享受者，他们更希望自己的精神
世界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 

按照游客职位的不同对峨眉山的兴趣也不同。学者和老师对
佛教文化格外的感兴趣，喜欢学习关于佛教的文化内容。普通的
百姓游客更加侧重于自然景观的欣赏，对于佛教文化不注重于深
层次的理解。 

3.2 影响游客游览峨眉山佛教圣地的感知因素 
狄尔泰认为旅游感知体验是主体的内感，是心境与过程的内

在意识。旅游感知体验作用于游客的期盼，景观偏好[4]。本研究
提炼出游客对峨眉山宗教文化感知的高频词汇。峨眉山游客感知
体验高频词汇的前 40 名为峨眉山、金顶、佛祖、普贤、拜佛、
佛教、云海、风景、宗教、祈福、佛光、瀑布、环境、寺院、溪
水、高兴、圣地、虔诚、清澈、雾气缭绕、金光、蓝蓝、孩子、
信仰、佛顶、有趣、叩拜、大殿、惬意、吸引、仙境、秀丽、下
雨、神圣、一路、灵魂、放松、吃斋、浓雾、佛灯。通过对高频
词汇的整合分析可以发现旅游者对峨眉山佛教建筑景观和佛教
文化等的感知使游客心情产生变化。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峨眉山的
佛教建筑影响游客的感知。峨眉山泛着金光的金顶建筑，各具风

采的寺庙建筑高大雄伟具有印度色彩。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溪水，
飞流的瀑布，美丽的自然风光，使游客心情愉悦，身心放松是影
响游客旅游感知体验的因素之一。对于佛教信徒和对佛有崇拜之
情的游客来说，佛教文化对游客的感知体验和吸引力很大：以虔
诚的心叩拜佛祖、祈福，在寺院吃斋饭使游客忘却世俗的烦恼，
灵魂得到升华。同时游客的期盼也对感知体验产生影响，峨眉山
景色满足游客的期盼，就会对游客感知体验产生积极的影响。反
之没有达到期盼，就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同时旅游同伴的行为—
—亲人关系、同事朋友关系和恋人关系等的行为，给游客带来的
感知体验也是不同的。往往游客虔诚的心受孩子，朋友，恋人，
配偶的影响比较大，他们能体会到到信仰的力量，在佛教圣地更
能感受到内心的安静和学会感恩周围的一切。 

4.总结与建议 
本文以佛教圣地四川峨眉山为例，研究游客的宗教文化感知

体验。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旅游网站的 34 篇网络文本游记进行分
析。对佛教旅游圣地的发展规划具有推动作用，并帮助塑造佛教
旅游圣地的完美宗教旅游文化形象。 

通过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发现，游客对峨眉山的兴趣表现在自
然风光、动物喂养、文化氛围和佛教建筑中。按照年龄、性别、
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感兴趣的侧重点也不同，中老年群体
尤对佛教文化氛围和佛教建筑感兴趣，年轻人则侧重于自然风光
和动物喂养。游客对峨眉山的感知体验受游客对佛教旅游圣地的
期盼，目的地景观，风景，佛教建筑，佛教文化和同伴的行为影
响，既受主观因素影响又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根据分析发现游客
对峨眉山大多为积极的感知体验，大部分游客在峨眉山会有放
松，惬意，心灵得到净化，高兴的感觉，很少有消极的旅游感知
体验。整体来说峨眉山留给游客的映像很好。佛教圣地的旅游能
够提高游客对佛教的认识，加强对佛教文化的认同，对游客的思
想和行为有积极的影响。 

佛教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促进作用，针对游客旅游前的
期盼，和游客对佛教文化和佛教建筑的兴趣，峨眉山佛教圣地应
该开展一些与佛教相关的活动，例如高僧讲经并与游客互动，因
为游客对高僧的讲经有着深厚的兴趣和崇拜之情，也有利于游客
更加的了解佛教文化和佛家的理论，加深对佛教的认同和理解。
佛教建筑应该更加注重修复和保护，峨眉山的佛教建筑独具特
色，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拥有浓厚的佛教特色，使游客
们能够对佛教的历史有所了解，所以景区需要对佛教建筑群有所
完善，突出特色加大保护的力度。针对部分游客对峨眉山的自然
景观感兴趣，景区应该对峨眉山的生态环境加以保护，防止游客
对景区的自然景观进行破坏，突出景观的魅力；生态猴区的猴子
被称为灵猴，这些猴子精灵，顽皮，见人不惊，给游客带来了很
大的乐趣，因此更应该注重自然生态猴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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