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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寺庙旅游在近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这种现象也受到了政府部门的关注，但是通过文献搜索

发现，目前针对年轻人寺庙旅游的研究并不多。本文通过大数据抓取技术，获得主流社交平台相关文

本内容，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寺庙旅游已成为当代年轻人最流行的解压方

式，寺庙文创周边产品深受年轻人的热爱，但寺庙旅游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生态环境被破坏、同类

寺庙的恶性竞争、寺庙管理困难与运营不力等问题。通过积极响应国家有关文旅融合发展的方针、政

策，提出寺庙旅游健康发展的措施，推动寺庙旅游与文化旅游、生态旅游融合发展，从而促进寺庙旅

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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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mple tourism has been increasingly favored by young people in recent years. This phenomenon 
has also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ut through literature searche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is currently not much research on temple tourism for young people. This ar-
ticle uses big data scraping technology to obtain relevant text content on mainstream social plat-
forms, and uses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Nvivo for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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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way for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 to relieve stress, and 
templ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eripheral products are deeply loved by young people. However,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emple tourism,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destruction, vicious competition among similar temples, difficulties in temple management 
and poor operation. By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national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on the integra-
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measure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emple tour-
ism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emple tourism with cultural tourism and ecologi-
cal tourism, thereby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emple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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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跨越提升和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旅游业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而寺庙作

为一种文化载体，既是人们宗教信仰的皈依之地，又是历史文化的汇聚之所。近年来，在文旅融合发展

的背景下，18~30 岁的年轻群体掀起了“寺庙出游”的热潮。寺庙游是人们以寺庙为旅行目的地而进行

的一种旅游活动，其中包含了烧香祈愿、购买法物、赏景怡情、拍照打卡等。随着当下社会生活节奏的

加快，不少年轻人会选择在闲暇时间逃离 996，远离 KPI，去寺庙寻找精神寄托。当代年轻群体的旅游需

求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层面。寺庙旅游及其周边衍生的相关产业和产品

不仅构架了较为完善的景区开发模式，更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旅行体验，这也是寺庙旅游研究的价值所

在。如何引领寺庙旅游良性、健康和持续发展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通过此次研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

寺庙的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为寺庙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专业性的建议，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

建多元化旅游产业体系做出贡献。 

2. 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从宗教旅游与创业关系来看，Gautam Prakash (2023)认为宗教场所可以为创业提供绝佳的

发展机会，鼓励地方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支持企业家的发展[1]；从旅游的季节性角度来看，Kris Sin-
charoenkul & Nichapat Sangkaewr (2023)分析游客对寺庙参观的积极体验的影响因素，从中提出作为政

策制定建议的实践启示[2]；Ristić Dušan 等(2020)以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寺院为例进行了旅游价值评估，

突出营销的旅游价值和潜力[3]；Prasehana Anisya & GitaLucca Anggie Parawitha (2020)以旅游必备手段、

旅游附加设施、旅游配套设施为指标，提出寺庙旅游对象开发战略[4]；Phra Somphop Nasing 等(2014)
从泰国 9 个寺庙存在的文化旅游问题出发，从寺庙场地、安全、便利等八个部分策略来增加曼谷寺庙

的旅游潜力[5]。 
国内研究从流行文化视角看，张颐武(2023)指出，对于年轻人去寺庙上香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在宗教中寻找某种信仰和对现实的逃避，其本质更接近于表达对生活的期许和希望，带有一定的社交互

动和体验属性，是一种有特殊意义的流行文化形式[6]；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张阔(2023)认为，面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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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社会转型期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网络传播与社交媒体的影响，年轻人寺庙“上香”现

象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现实生活压力大、寻求精神慰藉的需求，寺庙宁静祥和的氛围和庄重肃穆的仪式能

够帮助在外拼搏的年轻人建立起与家人、祖辈和乡土文化间的情感纽带[7]；朱嘉瑶等(2020)以雍和宫作

为研究对象，评估宗教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8]；李雪静(2018)从三维科技技术 VR 技术的发展切入，对

数字 VR 技术在古寺庙建筑文化旅游中的开发进行了战略分析[9]；任佳丽(2017)以五台山香火最为鼎盛

的五爷庙为例，研究了寺庙旅游空间承载力[10]。 
结合目前国内外文献综述来看，国外主要对寺庙旅游的开发战略、游客体验满意度、旅游潜力、营

销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国内过去对寺庙承载力、寺庙景观等研究较多，近年来，针对年轻群

体热衷寺庙游的相关研究更多关注如何从国家、社会和青年个体角度出发，缓解年轻人当前面临的困境。

综上所述，国内外目前寺庙文化旅游发展方向还不甚明朗，从年轻群体需求出发的研究较少，且缺乏针

对寺庙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本文从前瞻的角度出发，提出寺庙旅游需要从传统发展模式中跳出

来，从程式化的讲解过程中释放出来，深刻把握极具消费潜力的年轻群体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寺

庙建筑、文创产品、营销手段、科技赋能等多个层面打开寺庙旅游市场经济。 

3. 年轻群体寺庙旅游现状 

2023 年 3 月 21 日“媒体评年轻人不上课不上进只上香”“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偏爱寺庙游”“上班

和上学之间选择上香”，冲上热搜榜。还有资料介绍称如今一些年轻人格外偏爱寺庙游，到清幽禅静中

去寻找心灵慰藉，将人生转机寄托于超自然力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11]。 
携程数据显示，2023 年 2 月以来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 310%，预定门票的人群中，90

后、00 后占比接近 50%；巨量指数的监测指数显示，2019 年，“寺庙”在社交平台上还处于籍籍无名的

状态；过去半年，寺庙搜索指数同比增长 71.37%，环比增长 10.01%，其中 18~30 岁的年轻人占比 38.83%，

18~23 岁年龄段偏好度(TGI 指数)最高，年轻人正在成为点燃寺庙香火的主力[12]。 
 

 
数据来源：根据巨量指数网站数据(截至 2024 年 4 月 1 日)自行整理。 

Figure 1. Changes in the average search index for temple keywords from 2019 to April 2024 
图 1. 2019~2024 年 4 月寺庙关键词搜索指数平均值变化 

 
据哔哩哔哩发布的《2022 年青年心理健康报告》显示，2022 年约 9776 万人在 B 站学习心理健康知

识，寻求共情、解答疑惑，其中 24 岁及以下人群占比 76% (见表 1)。从图 1 中我们能够看出自 2022 年

以后，有关寺庙的搜索指数快速增加，据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显示，在去过或有意愿去寺庙上香的受访青

年中，70.18%认为去寺庙上香是一种“精神寄托”，为了缓解生活压力和焦虑情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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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2022 Bilibili “mental health” related topics 
表 1. 2022 年哔哩哔哩“心理健康”相关话题 

播放量 超 76 亿次 同比增长 83% 

搜索量 9930 万次 同比增长 94% 

数据来源：《2022 年青年心理健康报告》。 
 

综上所述，近年来，年轻群体热爱寺庙旅游，寺庙相关景区订单量增幅较大，相关数据显示，促成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社会就业前景不好、年轻人工作和学习压力大等。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Nvivo)对寺庙旅游相关数据进行定性研究。首先，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结

合相关期刊、论文并进行分类整理，了解并掌握寺庙旅游前沿研究；其次，本文旨在从网络游记文本中

发现游客最关注的话题，从中创造性提出寺庙旅游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实现更好发展的举措，由于无法从

文献和相关文本内容中直接获取答案，因此适合定性研究方法；最后，在相关数据的直观展示下，对寺

庙旅游进行深层次解析。 

4.2. 数据来源 

近年来，网络游记引起了广泛关注，逐渐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游记是旅游

者自行记录并分享的有关旅途中所见所闻的一种文本形式，海量的网络游记资源对于我们研究旅游目的

地形象感知、游客满意度等具有重要价值[14]。 
本文以“寺庙”/“寺庙旅游”/“游记”等为关键词，在携程网、马蜂窝、去哪儿旅行、小红书、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分别检索，共收集文本 100 篇，文本覆盖时间范围为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4 月；其次，

对收集到的网络游记进行阅读和筛选，将与寺庙主题不相关、篇幅较短以及广告性质的文本剔除，最终

获得有效文本 34 篇，共计两万五千余字[15]。 

4.3. 研究结果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运用 Nvivo 软件构建词典和停用词表，词最小长度设置为 2，分组采用完全匹配，

得到的词云图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Cloud map of online travel notes 
图 2. 网络游记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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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图 2 网络游记词云图显示，“文化”出现次数最多，加权百分比为 0.73%；其次是“建筑”，占

比 0.50%；除此之外，高频词还包括“感受”、“精神”、“心灵”、“体验”、“历史”等。这表明

寺庙旅游应在文旅融合发展背景下，深挖寺庙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各寺庙的特色为文脉，

融合当地文化和青年精神需求，进行文脉解读，打造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体系，增强寺庙文化旅游体验。 
本文将收集到的有效的网络游记文本汇总导入到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中，进行主题编码设置，得到

编码参考点数比较图，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Comparison chart of reference points for text encoding in online travelogues 
图 3. 网络游记文本编码参考点数比较图 

 
编码参考点数比较图中面积越大的部分表明人们对其关注度越高，因此，寺庙旅游的发展应切合年

轻人的消费需求，分析他们的消费偏好，大力发展“寺庙+”经济。 

5. 基于年轻群体的寺庙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5.1. 重视文化体验，满足年轻人的精神诉求 

《2023 抖音年度观察报告》中“回归：光景千万，返璞归真”篇章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加

关注“自我”、“生活”和“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人才素质

提出更高要求，加之疫情的冲击，当行业凋敝、需求不振、机会收缩、预期悲观时，当代年轻人面临着

来自职场、学业和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而寺庙的精神安慰和心理调节作用在当代社会是可以大有作为

的。主张宽容、平和的生活态度的佛教、顺应自然规律的道教等都可以使当代年轻人紧张的神经得以松

弛。对于增强文化体验来说，并不是把文化资源简单地堆叠起来，而是要依托寺庙这类具有深远符号意

义的有形载体，打造禅修旅游，开发茶室小院、禅修营，提供内观冥想、呼吸练习、心灵对话、诵读经

典、经络调息、清晨瑜伽等活动，为年轻人提供精神疗愈的体验，帮助年轻群体缓解焦虑，获得情绪平

衡与心灵安宁。 

5.2. 分析年轻人的消费偏好，发展“寺庙+”经济 

寺庙的红墙黄瓦本身就具备较高的观赏性，拍照打卡也是年轻群体旅游过程中的一大需求。因此，

对于寺庙的建筑和艺术来说，寺庙应从古建筑风貌中汲取灵感，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进行创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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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建筑特色，利用寺庙所处地理位置的自然资源，打造“寺庙+休闲+景观”、“寺庙+森林+旅居”等

主题旅行模式，吸引消费者前往，丰富游客的旅行体验。 
从精神和心灵角度看，当代年轻人热衷于寺庙游是为了短暂逃离都市生活的喧嚣以及世俗观念所带

来的压迫，因此，寺庙应学会用情绪价值为“消费理念”升级，用情绪价值为文创产品赋能，使游客不

仅满足于产品本身的实用价值，而且更关注产品背后的情绪价值。例如，杭州永福寺的“慈悲”咖啡、

内含祈福签的寺庙文创雪糕、雍和宫的香灰琉璃手串等，通过新颖的文创周边产品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

从年轻人的视角出发，在满足祈福需求的同时，适应年轻人的审美偏好。 
从风格角度看，寺庙应基于自身文化内涵、历史传统、核心特色，通过塑造鲜明的寺庙形象吸引目

标消费群体，形成独特的 IP 定位。例如，“求事业去雍和宫”、“求婚姻去红螺寺”、“求财富去杭州

灵顺寺”、“求学业去径山寺”等。 
从城市与地方角度看，在古代，寺庙是士人寻景觅诗的游憩之所，也是普通民众岁时与日常的欢聚

之所[16]，不管是“深山藏古寺”，还是“大隐隐于市”，一堵红墙、一棵古树，拾阶而上，落英缤纷，

就足以成为一道优美的风景线，契合现代年轻人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生活的习惯。因此，寺庙在发展过

程中应重视保护寺庙的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利用寺庙周边的生态资源，合理开发爬山、玩水、赏花等

生态旅游活动，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求。 
从物质与发展角度看，年轻人更倾向于有体验性、参与性、娱乐性的文旅活动，寺庙文化的宣传与

体验不应仅仅局限于宗教仪式，还可以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禅修体验、书画展览、品味茶道、文化讲

座、沉浸式寺庙剧本游等。寺庙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可以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如

清理寺庙、扶贫助学、义卖等，进一步加深寺庙与游客的链接，推动寺庙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从服务与体验角度看，寺庙还可以从讲解员、服务指南、购物等方面下功夫，增加游客在寺庙停留

的时间以及消费金额。如建立全方位的服务指南、配备多种形态的专人服务、增设休息区、提供免费 WiFi
等。高效、优质的服务是寺庙维系游客关系、塑造旅游地差异化经营的重要战略手段，多元化的精准服

务结合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可以提高游客旅游满意度，提高重游率。 

5.3. 加强管理与引导，避免寺庙过度商业化 

近年，寺庙游爆火后，出现了一些管理问题，例如，2024 年 3 月 23 日游客在九寨沟扎如寺被强制

要求购买高价功德灯、河北易县奶奶庙的每一座神龛佛像都有人承包进行收费等商业乱象，寺庙应加强

自身的管理，同时景区管理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强对景区内各个环节的监管，避免寺庙过度商业化。相关

佛学学者表示，任何寺庙都需要维持日常运行，但不能完全走向商业化，各大寺庙应加强交流合作，可

以参照民政部门对公益性事业的支持，争取更多捐助，只有在保持教义正道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寺庙才

能长久弥宏。 

5.4. 借助社交平台，开展新式营销 

过去寺庙常常给人一种庄严肃穆、难以亲近的印象，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寺庙正在变得“新颖”且

有趣。将传统与时尚结合，打出“和尚卖咖啡”的标签，进行反差感营销；雍和宫限流、灵隐寺限购，

既保护了寺庙的承载力不受破坏，又吊足了消费者的胃口，促进寺庙旅游持续火爆；寺庙可以借助抖音、

小红书、微信公众号、淘宝等自由度高、互动性强的主流应用平台，增进与消费者的距离，拓展商业模

式，实现多样化的发展；塑造独特的寺庙景区品牌 logo 标识，立意鲜明的视觉呈现对推广寺庙文化旅游

品牌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让寺庙文化 IP 形象主动融入年轻化的氛围；开发寺庙景区宣传片，用生

动活泼的 IP 形象讲诉历史故事，宣传寺庙景区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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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科技赋能，实现寺院的自我升级 

结合科技手段，无缝链接时代趋势，例如龙泉寺打造“贤二”人工智能机器人，它可以与消费者对

答，帮助游客理解佛经中的道理，有相当一部分的游客表示，软萌可爱的贤二陪自己度过了人生最艰难

的时期；杭州灵隐寺以数据为营销依据，用数据打通游客认知、兴趣、购买、忠诚及分享反馈的全链条，

建设智慧旅游景区。用科技赋能寺庙，建设智慧寺院，在文化内涵的支撑下，加速寺院的现代化转型。 

6. 结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互联网媒介的广泛传播，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研究

具有消费潜力的年轻群体的消费需求对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年轻群体的物

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利用 Nvivo 质性研究软件分析当前寺庙旅游发展过程中年轻群体最为关注的话题，

并从文化体验、打造“寺庙+”经济、加强管理、开展新式营销、科技赋能等角度创造性提出促进寺庙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但是研究在样本数据方面不够全面，同时游记发布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

分布、地区分布、收入分布等)研究欠缺；本文针对国内年轻群体寺庙旅游展开研究，对未来寺庙旅游的

发展趋势及其他群体的寺庙旅游需求，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例如针对青少年可以开展寺庙研学游，

针对老年人可以打造寺庙养老等旅游形式，这是未来努力的方向。希望未来有更多学者、专家投入到寺

庙旅游的研究中，为寺庙旅游的多样化开发及对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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