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建筑研究与修缮保护 2019� 第1卷� 第1期·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16

浅谈寺观园林的保护与发展路径

郑连莲*  杨  希  苑  蕾
沈阳城市学院，辽宁� 110000

摘� � 要：本文主要是从构景艺术与环境设计的角度来讲，以宗教建筑旅游功能作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来对寺观

园林的保护与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讲述了寺观园林环境的概念与现状，其次讲解了寺观园林的特点，再

次讲述了寺观园林的形成及发展，最后根据寺观园林的保护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几点保护与发展路径的措施。希望

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寺观园林的保护与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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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寺观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其中的一部分。随着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人们也逐渐提升了对寺观园林的关注。寺观

园林可以作为地方旅游产业的主要支柱。本文主要通过对于寺观园林的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其中存在的优势与劣势，

以此来提升对寺观园林的保护力度，帮助寺观园林实现更好的发展。

二、寺观园林环境的概念与现状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讲，园林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统一，当前获得了较高认同的说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种是

将其限制在比较狭小的范围，指的是院墙内的院落，而另一种则是从笼统的角度进行概述，主要指的是园林或者是风

景点中的园林构景艺术[1]。

从实际情况来讲，虽然庭园、园林和类似风景点在施工上存在一定的不同，但是都属于加工环境的一种艺术，不

同的风景点在自身属性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却又含有非常多的共同点[2]。不同部分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导致在划分界限的过程中无法准确的作出判断。

在有关文献中提出，寺观园林环境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紧靠寺观但却是单独建设的园林，例如宅园

和宅邸之间的关系[3]。这一情况在南北朝时期非常常见，很多贵族都会将自己的邸宅贡献出来作为佛寺。第二种是寺

观内部的绿化。第三点则是郊野地区中，寺观周边的环境。

三、寺观园林的特点

（一）具有宗教与旅游的双重功能与风格

对于寺观建筑来讲，宗教功能属于其建设中的重点，与之相关的活动属于寺观中的日常，所以，在设计格局的过

程中，也需要将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佛寺设计的过程中，山门、天王殿还有藏经阁等建筑需要按照活动顺序进行

建设，而这样的建设顺序也成为佛寺的基本建设格局[4]。

交往观赏功能属于建筑的附属作用，寺观园林虽然会拥有非常多的变化，但是必须将其宗教功能放在最重要的位

置上，保持其基本作用的发挥。因为受到宗教活动的影响，其园林设计与私家园林之间会有很大不同[5]。例如寺观中

的水池不仅能够实现装点环境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当做放生池，众多游客可以在此积德行善，加上佛塔还有碑刻等形

成了独特的宗教景观环境。

寺观园林因为拥有自身的不同的功能与风格，使其中的景观不仅带有观赏性质，而且还具有宗教内容，其中的建

筑物不仅是烧香拜佛的场所，也是观赏的景观。不同的风格使其在雍容华贵的基础上，也体现出了典雅的格调[6]。例

如云南昆明的昙华寺中形成的寺小花园大的独特格局。

（二）具有浩大的空间容量

因为寺观园林属于游览场所之一，会有众多参观者到访，所以，其需要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其在这一方面相较

于私人园林来讲会具有更高的要求。相对来讲私家园林的面积普遍偏小，基本都是在10亩左右，现阶段最大的私家园

林拙政园也没有大于80亩[7]。但是，本文所研究的寺观园林的用地面积却与私家园林不一样，寺观园林占地会因为寺

院的大小而改变，配合山水会体现出更强的空间感。很多大型的寺院空间容量非常大，视野会更加广阔，可以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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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同的空间层次，使其在远距离与近距离的观赏上都更具有特点。

因为比较大的空间容量，寺观园林在景点与建筑分布上会呈现出由近处到远处，而且因为景区的分布位置也是

不同的，道路相互交错，不仅能够容纳大量的游览人群，而且还具有比较大的弹性容量，在人流随着季节变化的过程

中，其能够提供更大的疏散可能性[8]。在容量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其可以向内收敛，这也是寺观园林非常重要的特点。

（三）具有历史与文化内涵

一些历史悠久的寺庙经常会保存非常多的宗教文物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艺术品，而这些艺术品会具有非常高的观赏

价值。在一些大型的园林中，其会经过多年的开发，不断地扩大自身规模，景观也会不断的获得美化，累积越来越多

的宗教痕迹，并且经过众多文人与僧侣的赞颂[9]。通过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在一起，使得寺观园林中所富含的

价值更为丰富。例如曹溪寺的三绝碑，都属于其中比较知名的古物遗迹。而这些寺观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自身原有的

作用，而是成为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与见证，在不断的发展中，会展示出独属于自身的意义与作用。

（四）具有灵活的布局与格调

因为寺观园林环境中的地理情况不同，在经济条件上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导致其在布局和使用的材料上会出现

很大的不同。例如一些会形成建筑群，而一部分则会独居一隅。一些建筑会使用非常昂贵与华丽的材料，而还有一些

则仅仅使用一些岩石作为主要建筑材料。这样的变化会使其出现很大的差异，多变的布局与格调会成为其独一无二的

特点。

佛寺在实际建设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中心对称的形式，如果因为地形的影响使其无法形成中心对称的结构，则需要

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云南中甸的葛丹松赞林寺是非常巍峨的藏式碉房建筑群，具有较为独特的西藏风格。

四、寺观园林的形成及发展

（一）宗教的传入及发展

佛教在公园7世纪左右进入到佛教，在进入之后，不仅与当地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结合，还在此基础上形

成了不同制度的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武器之一。而且其通过与当地的宗教相结合，成为云南传统民族文化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当地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10]。

佛教在7世纪进入到云南之后，形成了非常众多的派系与旁支。其中主要分为四个主要旁支，包括梵文经典系佛

教（阿吒力教）、汉文经典系佛教（汉传佛教）等。总结来讲，佛教在云南的主要特点是在传入之后就与封建政治

经济制度形成了统一，与政治紧密结合，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吸收了地方原始的一些文化，以此来适应当地民

族的思想变化，并促进它的发展。云南佛教的四个主要分支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地方人们不同的信仰所导致的，例如

汉族与白族主要信奉阿吒力教。不同的佛教派系中也吸收了很多地方的文化内涵，所以，也能使得它能够具有属于

自己的特色。

（二）较为复杂的自然条件

云南位于我国的西南边陲，北回归线横穿云南省南部地区，云南省的西面和西南面与缅甸相邻，而南面又与老挝

和越南连接在一起。从西北到东南与多个省份相邻。面积大约为38.3万平方公里。

从地理角度来分析，云南省整体上来讲，地势是较轻微倾斜的，每公里会下降6米左右，呈现出阶梯状的下降形

式。海拔高度相差很大，例如卡瓦格博峰与河口县南溪河与元江交汇的位置仅仅相距900公里，但是他们的海拔高度

却相差很多，大约为6663.6米。云南按照地形来讲，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就是坝子，就是山间盆地，面

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全省有超过1400个，总计面积有2.4万平方公里。第二点，高原，指的就是海拔超过1000米

以上，并且山体的表面相对平缓的面积约占全省的10％左右。第三种，山地，指的就是海拔在1000~3500米左右，占

据总面积的77％[11]。

从气候角度来讲，因为受到纬度和海拔条件的影响，云南气候类型会呈现出非常多不同的情况，一些地区会长时

间处于冬季，而还有一些地区则很少有冬季寒冷的天气。从整体情况来讲，云南全年的气温相差并不大，但昼夜温差

相差较大。整体上降水比较多，干湿季节非常分明。在气候上会呈现出垂直变化。因为在水平方向上的纬度增加与垂

直上的海拔高度较为接近，导致在省内出现了寒带、温带与热带三种气候。

（三）文化特征的多元性

从整体角度来讲，因为其地理位置相对比较特殊，导致当地拥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文化，因为其处于汉文化的边

缘地区，与青藏文化交接，并且还会涉及一定的东南亚文化，所以使其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文化。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

与融合，并在时空上形成了交错，展示出了不同的文化网络。

从构成的与发展延续的角度来讲，因为当地的文化非常的丰富，导致其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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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特点[12]。而在新石器时代之后，云南文化不断发展，对外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例如古滇民族文化还有白族先

民与彝族先民所创造的大理文化等。都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形成了属于自身的影响。

五、寺观园林的保护与发展路径

（一）过度的旅游开发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行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获得了很多人们的喜爱。在1872年的时候美国出现

了第一座国家公园，为黄石国家公园。随着时代的发展，现阶段已经有20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公园，约为2600座左

右[13]。可是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现阶段的旅游行业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不好的现象。尤其是近几

年更为明显。使得很多景区丧失了原本的风格，变得更加人工化、城市化、商业化，也使得很多寺观园林为了迎合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修复。正因为这样，使得很多寺观园林缺少了自然美，所以，也对寺观园林的

长远健康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得自然的生态环境受到了空前的破坏。并且现阶段很多寺观园林中挂上

了游乐场的招牌，要么，就是国家寺观的环境较差，部分建筑物过于破败，，便无法激起游客的游玩兴致。或者就

是修建的过于现代化、商业化，使游客不能很好的感受到寺观园林本身的样子。例如，丽江中比较出名的就是白马

龙潭寺，（详情请见图1、图2），修建的形制就略微寒酸，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寺观的庄严。这便是我国寺观园林

的过度开发的现状。

�
图1� 丽江白马龙潭寺大殿一角

图2� 丽江白马龙潭寺院落

（二）保护与发展措施

1. 确定开发的文化定位

要想提升寺观园林的保护措施，实现快速稳定的发展，就必须提升对寺观园林的认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祯老

先生就曾说过：人们对于历史园林的态度，是由对其的认识程度所决定的，只要能够深刻的认识存在的含义，就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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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相应的尊重，才会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寺观园林是一类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园林，我们必须提升对于寺

观园林的认识，用强有力的艺术手段来保护寺观园林不受破坏，并实现稳定的发展。记得曾经看过《哭泣的鬼神》，

作者用笔描写了昆明西郊玉案山筇竹寺中的五百罗汉雕塑图[14]。（详细请见图3）。作者提到了在中国的雕塑史上,筇

竹寺的雕塑被相关的专家所忽视。只有在清代雕塑的时候,它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总体来讲，要想保证寺观园林得

到有效的保护，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就必须确定开发的文化定位。

�
图3� 筇竹寺五百罗汉之一

2. 真实性原则

在阅读《法中历史园林的保护及利用》的时候，此篇文章中就详细的介绍了北京天坛相关的保护规定，所以，要

想实现寺观园林的快速发展就应当借鉴这篇文章中的保护园林的管理方法，以此来提升对寺观园林的保护力度。在

这篇文章中写到：院内的各种建筑群，应当严格地按照历史的原貌对其进行维修，并加以保护，以此来改善现阶段不

合理建设的现状，尽最大的可能来恢复建筑的原貌。这不仅是对古建的尊重，也是保护文化的一种表现[15]。所以寺观

园林应当向此学习，在修建寺观园林的时候，不能过度的开发，使其丧失了原本的内涵，同时也应当注重寺观建筑的

外观，不能过于破败，但是，同时也不能过于耀眼，应当掌握好修建的力度。与此同时，寺观园林一般都是以曲径通

幽，诗情画意为修建的核心，寺观园林的游人主要以游览为主，所以，应当根据寺观园林的修建特点与游人的游玩特

点，更好的完善寺观园林修建中的不足之处。因此，要想提升寺观园林的发展，应当遵循着真实性原则。

（三）改良社会协作与人文背景

寺观园林需要依靠政府的支持与专家和公众共同努力来完成。其中需要政府部门做的就是，应当为其颁布相关的

法律，来更好对我国民族遗产进行管理，这也可以侧面的体现出政府对于寺观园林的保护作用。相关的科学家、景观

园林设计师等，一起来为寺观园林的风格进行设计，这也是为保护工作提供基本的保障。公众人群是寺观园林的受益

者与支持者。除此之外，每位公民对待寺观园林、文物古迹的态度和认识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反映在日常生活中，

每一位公民都应当积极的参与到寺观园林的保护中。

六、结语

寺观园林是地方旅游产业的支柱。同时，寺观园林也属于自然形成的旅游胜地。为了保证寺观园林能够实现稳定

健康的发展，必须加强对其的保护。进而也就必须做到确定开发的文化定位、采用真实性原则、改良社会协作与人文

背景这三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寺观园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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