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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发利用重庆宗教文物资源 

罗惠玉 

宗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精华，在哲学、文学、艺术和建筑等方面都

有丰富的表现。重庆市宗教文物资源较为丰富，如何充分挖掘、发挥其作用为重庆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

个重要课题。 

一、重庆宗教文物资源现状:古迹众多，文化价值高 

重庆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远在东汉时，佛教、道教就已在重庆建寺传道。据 1925 年《红津县志》记载:

“妙圣寺，初建于东汉建安 11 年(公元 206 年)，重建于明万历年间，距城百二十里”，东汉明帝时，道教早期重要派别“五斗

米道”创始人张陵，曾任巴郡江州(今重庆)令，南岸老君洞，曾为汉末天师道的道场。随着东西交通和商路的开辟，穆斯林在

元代陆续迁入重庆，元末奉节县已建清真寺。清康熙 41年(公元 702年)，天主教在重庆建立了第一座教堂，鸦片战争以后，天

主教堂、基督教堂日渐增多。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成为当时全国政治中心，各大宗教全国性机构都将总部迁渝，

或设立办事处。北碚汉藏教理院和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代表当时中国佛教学府最高水平，基督教在渝开办了重庆灵修学院(前身

为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等 5所神学院校，教会医院与慈善事业也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可以说，重庆宗教在中国宗教史上占有

重要的地位。 

悠久的宗教历史文化使重庆市的宗教文物资源十分丰富。宋代大足石刻是佛教文化艺术之瑰宝，其思想内涵丰富，造型生

动，在中国古代石刻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1961年 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被联合国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佛教各大寺庙中文物、字画、楹联及名人题咏甚多，梁平县双桂堂、渝中区罗汉寺、南岸区慈云寺、九龙坡区华

岩寺等寺庙中珍藏尤为丰富。破山的书法、竹禅的字画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得到郭沫若、启功等名家的赞许。清代爱州通觉

和尚(瘦木)亦善诗书，其遗诗现存于白帝城西碑林。道教老君洞的建筑、石刻等多为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其中，普陀

岩石刻为明代古迹，刻画了文王访贤、伯牙抚琴、财迷自误等故事，形象生动，极富文物价值。1946 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到重庆老君洞考察，见到道观门上悬挂的旗帜，很感兴趣，认为对天文学研究很有价值，后录入他所著

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文学第一分册。天主教堂和基督教礼拜堂多为外国传教士修建，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见

证。截至 1999年底，重庆市已开放宗教活动场所 215处，其中，佛教 91座，道教 3座，清真寺 8座，天主教堂 57座，基督教

堂 50余座。其中，有不少属于风景名胜区的景点，是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场所，成为重庆市的珍贵文化资源。 

二、重庆市宗教文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重视不够、利用水平低 

重庆市在宗教文物保护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庆市对在“文革”期间毁坏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大量的

修复，1980 年政府花费巨资对双桂堂进行了全面修复，仅罗汉堂就耗费巨资 200 余万元，基本恢复了原貌。罗汉寺的五百罗汉

塑像，是 1982年委托四川美术学院塑造的目前全国最好的罗汉塑像之一，市文化局每年拨出专款数十万元用于重点文物的日常

维护，宗教文物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但对宗教文物的管理和利用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 

(一)利用宗教文物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意识有待加强 

表现在:1.宣传意识不足。很多寺庙道观没有历史沿革和古迹文物的介绍资料，也无人介绍。因此，大多数人游览寺庙道观，

多是礼佛拜神，算命问卦，对文物的了解甚少。如道教老君洞，明代的普陀岩石刻栩栩如生，极富文物价值，但被一处房子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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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标示牌是一块极简陋、毫不起眼的木牌，如无人指点，极难发现。 

2.对文物资源挖掘力度不够。相当多的教职人员对所在地的历史缺乏了解，如涂山寺，与大禹的传说息息相关，是对人们

进行公而忘私教育的极好教材，但我们在游历该寺时，问之教职人员对此多语焉不详，无人进行深入研究。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对宗教文物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作用方面存在认识误区。相当多的人认为，宣

传宗教文物，就是宣传迷信，就是违背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神，他们不知道，宗教文化中

也有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的因素，中国各大宗教的教义中都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

清”;基督教的“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等思想，都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

社会局面。且宗教文物古迹凝聚了中华民族祖先的智慧，宣传这些历史文物同样可以有效地激发人们的自豪感，增强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热情，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资源。当然，宗教文化中也存在一些糟粕，因此，江泽民同志要求，

要饭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可见，

利用宗教文物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十分必要的。 

(二)对如何利用宗教文物资源为两个文明服务考虑得不够 

宗教在西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来华外商和专家学者多数人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重庆开放寺观教堂，能够满足他们宗

教生活的需要，而其他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对他们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对于改善投资环境有积极作用。在旅游业日益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新形势下，宗教文物古迹资源在重庆市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大足石刻、长江三峡中的丰都鬼城

等处文物古迹，已成为重庆市旅游业的金字招牌，每年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为重庆市各旅行社和涉外宾馆、饭店创汇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但是，重庆市对宗教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服务的效益。表现在: 

1.现在许多宗教名胜古迹虽然已对社会开放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管理和利用仍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宗

教文物古迹只是稍加整治，就开始卖票收钱，对如何完善这一景点的文化功能，深入发掘潜在的文物资源，扩大再生产，建立

现代文化产业管理方式，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2.宗教文物古迹周边地区环境未得到有效治理。如罗汉寺被挤在角落里，墙外就是陈旧杂乱的民房，不仅影响了文物的景

观，而且也是资源的浪费。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在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和管理分散而带来的部门利益等矛盾。市文化局是管理文物的职能部门，各宗教

寺庙道观是宗教文物的使用单位。重庆市很多宗教活动场所坐落在风景名胜区，市园林局要进行管理，这样往往形成各自为政，

多头管理的局面，不利于整体规划布局，也限制了投资的积极性，对形成整体优势不利，也使对宗教文物的保护、维修上档次，

出精品难以实现，从而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三、加强宗教文物资源管理利用的对策:统筹规划、精心“包装” 

文物是祖先惠赐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将越来越大，保护利用好文物，包括宗教文物，对于重庆

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一)加强宗教文物资源的宣传与研究的力度，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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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艺术遗产，如大足石刻、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等艺术珍品，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努力宣传重庆宗教文化

的历史资源是十分必要的。现在，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重庆宗教》一书，荟萃了重庆宗教文物古迹的基本

资料，迈出了良好的第一步，可惜影响面还不够广。今后，首先应注意在电视等大众传媒中，宣传重庆有代表性的宗教文物古

迹，及其所代表的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其次在寺庙道观等地，应刻碑详细介绍该寺的历史源流及寺中的重点文物古迹;其

三，培育并建立一支深入研究、挖掘重庆市宗教文化资源的队伍。 

(二)将宗教文物古迹纳入重点地区发展完善文化事业的规划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宗教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深入挖掘文化的内涵，才能出精品，才能使旅游线

路保持特有的吸引力。1998 年《重庆磁器口传统街区保护发展规划》将宝轮寺钟楼列为该地区标志性建筑之一，迈开了成功的

第一步。现在，三峡文化长廊计划正在实施中，三峡工程将文物保护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库区有 20座寺观教堂需要搬迁，如

何统筹规划，保护好文物古迹，使这一黄金水道保持恒久的吸引力，是我们应关注的焦点。目前，张飞庙等地的搬迁安置规划

做得很好，文物古迹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申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中，受到肯定。而有的地方，虽然古迹较多，但搬迁

规划杂乱无章，无重点，影响了文物古迹的价值，因此将宗教文物古迹纳入重点地区发展完善文化事业的规划，加强对三峡文

化长廊计划实施中的监管力度，是当务之急。 

(三)理顺管理关系，努力为宗教文物古迹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环境首先，加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多头管理与部门利益

的制约是重庆重点风景区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因为管理权分散，责权利不统一，影响了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使景区建设受

到制约，经典景区不易出现，吸引力大大降低。因此依据出资、出力的大小，责任的轻重来划分利益格局，加强统筹管理十分

重要。杭州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在西湖地区设立了宗教、文物、园林三家合一的管理机构，相互扯皮的现象就明显减少了。 

其次，加大宗教文物古迹周边环镜的整治力度。国外许多城区内重要文物古迹周围都是书店、餐厅、咖啡厅、纪念品商店

等旅游服务设施。这些服务设施既是文物古迹旅游服务从内向外的延伸，也是对文物古迹内部服务的一个补充。法国巴黎老城

中心塞纳河两边就是数百米长的已保持了几百年的旧书摊，著名的枫丹白露宫旁就是优雅的餐厅和酒吧，而且由于服务精良，

也逐渐成为游客必到之处，其经济效益较高，土地价格也是寸土寸金。国内苏州的玄妙观、三亚的南山寺由于政府以此作为促

进旅游业发展的战略而大力扶持，周边环境整治一新，增强了文物古迹的吸引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些经验表明，政

府的支持是宗教文物古迹能发挥作用的最有力的保证。 

总之，利用宗教文物资源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是大有可为的。它既是精神文明建设资源也是经济资源。宗教有其产生、发

展、消亡的历史规律，在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没有彻底根绝的情况下，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将长期存在，充分挖掘宗教文化

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十分必要的，各级政府应解放思想，将宗教文物资源纳入文化建设规划中统筹考虑，使之发挥

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