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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古佛山养生旅游资源与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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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国民对健康养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养生旅游正势不可挡地从众多旅游业态中

脱颖而出,成为旅游的新趋势。古佛山养生旅游资源涵括4个主类,5个亚类和17个基本类型,资源单体数量36个,良好

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养生旅游要素和深厚的禅宗养生文化积淀,形成了良好的禅宗养生旅游资源条件。以禅宗“道”的本

质为切入点,将禅修境界与养生诉求、环境资源、旅游活动相融合,突出禅宗养生旅游主题,依据养生的“精神性”核心需

求,按照问禅养身—习禅养心—参禅养性的逻辑理念,构建了“天人合一,禅养五重奏”禅宗养生旅游产品体系,并针对观

光游憩旅游、森林健行旅游、休闲人居旅游、民俗体验旅游、禅宗体验旅游等特色养生旅游产品的开发进行了初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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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年化和亚健康人群比重快速增加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国民对健康养生产

品和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身和谐,心自由”的健康养生已经成为了人们的迫切需求,养生旅游正势不可挡地从

众多旅游业态中脱颖而出,成为旅游的新趋势。目前国内关于养生旅游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除了养生旅游的概

念、特征、分类与旅游动机等基础研究外[1-5],主要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开发层面。魏军[6]提出了生态养生旅游产

品开发的原则和方法;陈文武等[7]、王继庆[8]探讨了森林养生旅游主题与产品体系;刘丽君[9]分析了温泉养生旅

游文化开发策略;王志民[10]研究了宜春市养生旅游发开;杨懿等[11]对养生旅游资源进行了分类与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养生旅游研究从早期的定性描述,逐渐发展到定量分析和区域综合研究,这些成果为养生旅游发展提供

了很好的借鉴与参考,但现有研究中尚无针对中小尺度旅游景区的专门研究。

养生旅游产品设计是养生旅游发展的基础。养生旅游诉求的多样化,催生了养生旅游产品种类的多样化。
功能角度的养生旅游产品主要有康体保健、康复治疗、静怡养心、生理美容等4种类型[5];资源角度的养生旅游

产品主要有高山疗养型、森林疗养型、海滨疗养型和温泉疗养型[12];环境特色角度的养生旅游产品主要有长寿主

题、山林养生、日光养生、花卉养生、生态水疗养生、四季养生、民俗养生、其他养生等8种类型[13]。这些养生旅游

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关注的重点大多集中在旅游活动的养生功能、休闲与养生方面,而突出文化养生旅游资源,强
化养生“精神性”核心需求的养生旅游产品还不多见。禅宗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儒家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心理文化,它蕴含的养生文化资源及其以心性论为核心的养生理念和养生方式与现代养生“精神性”核心需

求高度契合[4]。以禅宗“道”的本质为切入点,将禅宗思想与养生诉求相融合,设计开发禅宗养生主题旅游产品,
既是“人体物质形体与精神、自然的整合统一”养生旅游本质的需要[14],更是促进国内养生旅游产品品质升华的

必然选择。

重庆古佛山良好的经济与旅游市场区位、得天独厚的综合交通网络、优质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养生旅游资源

及其以禅宗为核心的深厚的养生文化,构成了古佛山发展养生旅游的综合优势。本文分析评价了古佛山养生旅

游资源,探讨将禅宗养生与环境资源及旅游活动融合,开发“天人合一,禅养五重奏”禅宗养生主题旅游产品系

列,探索将禅修境界与养生范畴融合于养生旅游产品设计之中,以期设计出满足养生旅游核心需求的高品质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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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旅游产品。

1研究区概况

 图1 重庆古佛山区位图

Fig.1 ThelocationoftheMountainGufoinChongqing

重庆古佛山位于重庆市荣昌区清升

镇,处于成渝经济区中间地带、重庆一小时

经济区西大门、渝西经济走廊地带,距荣昌

城区15km。东邻大足区、永川区,西接四

川省隆昌县,南邻四川省泸县,北与四川省

内江市、安岳县接壤(图1)。古佛山地形为

东北-西南走向的梯田状三级台地地形,山
体东 西 长8km,南 北 宽2km,面 积16
km2,主峰最高海拔711.3m,为荣昌区第

一高峰,自然天成为极佳的休闲观景平台。

古佛山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山水辉映,树
茂林密,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山地四周

环绕着广阔的低海拔浅丘平坝,大面积的

农田与相间其间的形态、色彩各异的民居

院落,构成一幅四季景色交替的田园风光。

广袤的田园风光与层叠起伏的山体相互映

衬,构成极具观赏价值的大地景观。

近些年来,古佛山所在的清升镇通过

发展茶叶、蔬菜、经果林、生猪、渔业等特色

经济,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2014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4503万元,主要经济指

标位居全区前茅。依托古佛山山地景观、田园风光等旅游资源,开发的登山和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在本地及周边

市场已有一定影响,但旅游产业尚未成型。为了充分利用古佛山的旅游资源,荣昌区已经将“古佛山休闲养生旅

游区”确定为全区旅游发展的重点项目,相关规划设计正在进行之中。

2古佛山养生旅游资源及其评价

2.1养生旅游资源

古佛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源远流长的禅宗文化、独具特色的大地景观以及丰富独特的传统美食与传统工艺,

构成了古佛山丰富的自然与人文养生旅游资源条件。杨懿、田里等按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GB/T

18972-2003》,结合养生旅游资源的特征,将养生旅游资源分为4个主类、7个亚类、23个基本类型[11]。古佛山拥

有地文景观、水域风光、旅游商品、文化活动等4个主类,综合自然旅游地、泉、天然湖泊与池沼、地方旅游商品和

民间习俗等5个亚类和17个基本类型,资源单体数量达到了36个(表1)。丰富的禅宗遗存与深厚的禅宗养生

文化积淀,独特的大地景观与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独特又方便移植的养生旅游要素共同奠定了古佛山良好的

禅宗养生旅游资源条件。

2.2养生旅游资源评价

2.2.1以禅宗为核心的养生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明显 古佛山佛教禅宗源头悠远、历史辉煌,素有“西来第一禅林”

之美誉,是川渝地区著名的佛教禅宗文化圣地,现有罗汉寺(罗汉寺距今1270余年)遗址、“西来第一禅林”石牌

坊、禅修洞、禅意池、摩崖石刻等佛教禅宗遗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相对集中。由于佛教禅宗的长期浸润与

融合,古佛山及周边区域的社会生产生活之中保存着浓郁的禅宗文化氛围,既有延续至今的参禅、禅修、禅食等

养生传统,也有流行于民间的河包肉龙(民间舞蹈)、缠丝拳(缠门、蚕门)等民间健身活动,更为特别的是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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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的禅茶、禅林、禅农、禅居等生活习俗。丰富的禅宗遗存和全方位渗透的禅宗文化构成了古佛山厚重的禅宗

文化积淀。禅宗既是古佛山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也是古佛山的文脉,更是古佛山养生旅游资源的核心。积淀

深厚的禅宗养生文化是古佛山相对于国内其他养生旅游地最为明显的资源优势。

表1 古佛山养生旅游资源

Tab.1 ThehealthtourismresourcesintheMountainGufoinChongqing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资源点

地文景观 综合自然旅游地 山岳/森林/草原/盆地/田园 古佛山/岚峰林场/天岗茶园/清升田园

水域风光

泉 地热温泉/矿泉 吞口坝清泉、玄武岩山泉

河口与海面 观光游憩海域/海滨养生区/海岛 -

天然湖泊与池沼 观光游憩湖区/湖滨养生区 二流水库、玄武池水库、吞口坝水库、道林沟水库/玄武瀑布

旅游商品 地方旅游商品

养生菜品饮食/生态农林畜产品

与制品/生态水产品与制品/中草

药材及制品

黄凉粉、卤白鹅、铺盖面、羊肉汤/天岗有机茶叶、樱桃、黄花

梨、荣昌猪、林下竹荪/生态养殖白乌鱼、小龙虾、稻田鱼/白

芷

人文活动

艺术 文学作品/养生音乐/养生舞蹈 -

民间习俗
宗教养生/养生民俗/民间健身活

动/传统养生文化/养生民居

“西来第一禅林”、参禅、禅修/尝新、杀年猪/河包肉龙(民间

舞蹈)、缠丝拳(缠门、蚕门)/荣昌茶文化、荣昌三宝(折扇、

夏布、安陶)、何氏小提琴、客家移民文化/刘家院子、宋家院子

2.2.2良好的生态环境构成养生旅游发展的本底资源 古佛山主峰为荣昌县第一高峰,梯田式层状山地地形以

及山中的森林、泉水、溪流、池塘、水库构成山水辉映的秀丽风光。山上森林植被覆盖率高,树木繁多,大面积成

片的松树林、杉树林、楠木林、茶园以及境内温和的气候条件构成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古佛山四周规模化种

植的经果林、成熟的平坝农耕以及刘家院子、宋家院子为代表的民居村落所构成的意境相映的乡野田园衬托起

伏的山峦、纵横的沟壑,形成独具特色的大地景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大地景观成为古佛山发展养生旅

游的本底资源。

2.2.3养生旅游要素资源丰富独特又方便移植 荣昌区特有的黄凉粉、卤白鹅、铺盖面、羊肉汤等养生饮食,樱
桃、黄花梨、荣昌猪、林下竹荪等生态农林畜产品,稻田养殖的白乌鱼、小龙虾等绿色水产品,生态种植的白芷等

中草约材,以及荣昌三宝(折扇、夏布、安陶)、何氏小提琴等传统工艺不仅是市场潜力巨大的养生旅游要素资源,

而且十分方便旅游产品开发时进行项目移植。

3古佛山养生旅游产品开发与设计

3.1养生旅游产品体系

 图2 古佛山养生旅游产品设计理念图

Fig.2 Aframeworkofdesigninghealthtowism

productsfortheMountainGufo

养生旅游包括养身、养心、养性3种不同的范畴,以及强

身健体、康复治疗、延年益寿、修身养性、修复保健、生活体

验、文化感受等七大诉求[15]。养生旅游产品的开发在顺应市

场需求的同时还应该发挥引导消费的作用。在中国,禅宗与

养生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养身必须与养心并重。根据古

佛山良好的生态环境,及其以禅宗为核心的养生旅游资源优

势,针对养生旅游市场的多层次需求,以禅宗养生为主线,将
禅修的3种境界(苦苦寻觅、似有所悟、顿悟永恒)与养生的3
种范畴(养身、养心、养性)和古佛山层状地理环境及资源与

旅游项目布局有机融合,按照问禅养身—习禅养心—参禅养

性的递进逻辑理念(图2),构建古佛山以禅宗养生为重点的

“天人合一、禅养五重奏”养生旅游产品体系(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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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养生旅游产品开发

3.2.1观光游憩旅游产品 观光游憩是旅游最基本的活动内容,自然也是旅游产品体系开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古佛山独特的田园风光、大地景观、森林景观、佛教禅宗文化遗存等具有很高的观光游憩价值。通过

游览线路设计,优化旅游景点组合,以大地景观和田园风光为主体,开展田园野韵观光游憩;以山地、沟谷、森林

为主体,开展山谷风韵观光游憩,以茶林风光为主体,开展茶园律韵观光游憩;以山泉等自然水体为主体,开展古

泉清韵观光游憩;以禅宗文化遗存以及禅宗浸润的民俗风情为主体,开展宗教禅韵观光游憩,构建古佛山观光游

憩旅游产品,引导旅游者观光、消遣、娱乐,满足大众旅游者问禅养身需求。

表2 古佛山“天人合一,禅养五重奏”旅游产品体系

Tab.2 ThehealthtourismproductsystemofratureandhumamitywithZenquinteffortheMountainGufo

创意主题 支撑项目 开发思路

精彩养眼

———观光游憩旅游产品

田园野韵、山谷风韵、竹林幽韵、茶园律

韵、古泉清韵、宗教禅韵、美食长廊

依托田园风光、山地景观、森林景观、宗教文化、特色美食

长廊,为旅游者提供回归自然、观光游览、登山健体、休闲

体验服务,满足大众游客问禅休闲养身需求。

森林健身

———森林健行旅游产品
归隐山林、禅林迷踪、健身步道

依托茂密森林、蜿蜒有致的茶林,为旅游者提供森林漫

步、森林健身、森林沐浴、林海漫步、森林健行等活动项

目,打造绿色健康养身公园。

山水养生

———休闲人居旅游产品
印象村落禅意主题酒店、点式养生公寓

以良好的森林生态和禅意氛围环境为基础,以禅意主题

酒店和点式养生公寓为载体,提供度假安养、居家养生养

老服务,满足小众旅游者参禅养心需求。

文化养神

———民俗体验旅游产品

折扇、陶瓷、夏布等传统工艺体验馆、特色

休闲美食长廊、时令鲜果采摘品尝

依托规模化的经果林、传统手工艺体验馆和特色美食长

廊等项目,打造休闲体验旅游产品。

宗教养性

———禅宗体验旅游产品

禅茶一味茶馆、古佛山国学院、修禅堂悟

禅休闲观景

依托古佛禅寺、修禅堂,国学院、茶禅馆等,重点打造参

禅、习禅养生旅游产品,满足高端旅游者参禅养性需求。

3.2.2森林健行旅游产品 大自然赋予了古佛山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梯田层状风貌。古佛山林区森林

植被丰富,树木繁多,有大面积成片的松树林、杉树林、楠木林等。古佛山森林负氧离子含量高,紫外线充足,还
有臭氧、过氧化氢等杀菌消毒气体,具有保健和调节心理的功能。山中有泉水、溪流、池塘、水库,山水辉映,山峦

起伏,沟谷纵横、绿树葱茏、四季分明、鸟语花香,是登高、游憩、森林浴、疗养的好场所,是渝西地区难得的登高远

眺平台。依托良好的森林景观与森林环境资源,完善登山步道与旅游配套设施,打造林海漫步、禅林修身、森林

沐浴、绿色SPA、森林瑜伽等主题旅游活动项目,构建古佛山森林健行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亲近自然、康体养身

需求。

3.2.3休闲人居旅游产品 国民休闲需求发展趋势与独特的区位条件,决定了古佛山休闲旅游产品的巨大发展

潜力。依托古佛山的乡村、田园、森林、水体、茶园等国人公认的传统“福地”资源,以禅意主题酒店、点式养生公

寓、传统手工艺体验馆和特色美食长廊为载体,以参与和互动为主要旅游活动形式,以亲近自然山水,呼吸新鲜

空气,品尝特色美食,引导游客回归自然;以发现自然,顺应自然,引导游客融入自然;以体验生活,反思总结,引
导游客修身养性等为旅游主题,构建古佛山休闲人居旅游产品,以度假安养、居家养生方式满足小众旅游者参禅

养性需求。

3.2.4民俗体验旅游产品 随着人们个性化和参与性需求的加强,体验性旅游产品已经成为区域旅游产品开发

的焦点。充分利用古佛山参禅、禅修等宗教养生,尝新、杀年猪等养生民俗,河包肉龙、缠丝拳等民间健身活动,
茶文化、荣昌三宝、何氏小提琴、客家移民文化等传统养生文化民间习俗,以及卤白鹅、羊肉汤、铺盖面、黄凉粉、
麻竹笋等众多著名特色餐饮,以参与性活动设计为主要手段,以引导游客感知捕捉民俗获得感观的愉悦,继而深

入领会禅宗、田园风情、传统工艺、特色美食等的精髓,开展造审美体验;以引导游客参与传统工艺制作、美食品

鉴、习禅、民间健身等活动,实现放松自我,愉悦身心,开展娱乐体验;以将学习融入体验旅游过程,引导旅游者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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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情感、思想体验,开展教育体验;以引导游客享受宁静的乡村环境,回归恬淡的田园生活,在淳朴的人际交往中

解除日常的紧张状态,开展逃避体验,从而构建古佛山民俗体验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习禅养心需求。

3.2.5禅宗体验旅游产品 禅宗强调身体的和谐统一,追求心灵的解放,以求达到心性合一、梵我合一境界,从而

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禅宗文化与现代养生的高度契合,及其极强的参与性、知识性和神秘性,奠定了禅宗体验

旅游产品巨大的市场潜力。依托古佛山丰富的禅宗遗存,深厚的禅宗文化积淀,浓郁的禅意民俗氛围等资源基

础,通过恢复古佛禅寺,创立国学院、静修室、瑜伽诊所、禅茶馆等禅宗旅游载体,开发参禅、禅修、禅茶、国学、瑜
伽等参与式活动项目,构建古佛山禅宗体验旅游产品,引导小众旅游者通过参禅、习禅实现思想上的修身养性来

舒缓身心,达到养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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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ealthTourismResourcesAssessmentandProductDesignfortheMountainGufoinChongqing

CAOHuasheng1,DENGGuangshan2

(1.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

2.ChongqingCityMamagementCollege,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Withthepublichealthconsciousnessincreasing,thedemandforhealthyproductsandserviceshasincreaseddramatically,

consequently,thehealthtourism,standingoutfromthenumeroustravelforms,becomesanewtrendoftourism.Therearefour

maintypesofhealthtourismresources,includingfivesubtypesandseventeenbasictypeswith36sitesintheMountainGufo.The

favorableforestecologicalenvironment,richcultureZenhealthculture,andhealthtourismelementsofuniqueandconvenienttrans-

plantation,constitutesignificantresourcefoundationfordevelopingtheZenecologicalhealthtourisminthearea.Followingthees-

senceofTao,combiningtheZenhealth,environmentalresourcesandtouristactivity,thepaperdesignstourismproductsaccording

tothestepwisewayoflearningtheZentocarehealth,practicingtocalmthemindanddoingtocultivatecharacterruralexperience

anddeliciousfoods,formsaZenhealthtourismproductsystemofnatureandhumanity,Zenquintet,whichishelpfultoguidethe

consumptionandimprovingthequalityofthescenicarea.Further,somesuggestionsareproposedfordesigningtourismproducts

includingsightseeingandleisure,hikingintheforest,folkexperienceandZenhealthexperience.

Keywords:tourismresourcesforregimen;healthtourismproducts;Zenhealth;mountainGu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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