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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寺庙见证了王朝的更替，记载了宗教文化的兴衰，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的艺术文化瑰宝库 [1]。由于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僧

侣和香客对寺庙园林景观的内涵有较高的要求。而园林植物作为寺庙园林重要

摘要

随着宗教旅游文化的兴盛，大众对于寺庙园林植物景观的要求日益提高。当代青年人作

为各大寺院游览的重要群体，由于年龄阶段的特殊性，对于寺庙园林景观的偏好与其他

人群有较大差异。从青年人视角出发，以南京市的鸡鸣寺和栖霞寺为实地调查地点，采

取实地调查和线上调查相结合的调研方法，通过因子分析，提取7个实地调查结果中代表

青年人实地游览时偏好的植物景观因子和3个线上调查结果中青年人在游览之前的预期偏

好因子。通过对两部分调查所得的因子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寺庙园林植物的景观营造时应

考虑增设开敞空间，加强宗教气氛和历史文化的叙述，增加对松柏类植物、观果型植物

和药用植物的应用。研究为营造符合青年人需求寺庙园林的植物景观以及寺庙园林的景观

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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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sperity of religious tourism culture, the public’s requirements for temple garden plant landscape 

are increasing.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 as an important group of temple tours,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temple landscape from other groups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ng people, 

taking Jiming Temple and Qixia Temple in Nanjing as the field survey sit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combination 

of field survey and online survey.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seven plant landscape factors representing young 

people’s preferences in field tours and three expected preference factors of young people before tours in online 

survey results are extract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obtained from the two parts of the 

investig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temple garden plants should consider adding 

open space, strengthening the religious atmosphere, historical, cultural narration, and increasing the application 

of pine and cypress plants, fruit-viewing plants and medicinal plant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lant landscap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mple gardens in line with the demands of you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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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对宗教内涵有着重要的承载和表达功能 [2]。如今人

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上的平和，寺庙正是一个使

人得到慰藉的场所。寺庙中的植物景观利用植物本身的形体、

线条、色彩等自然美，兼顾艺术性与科学性，是寺庙园林景观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今社会普遍认为寺庙园林的主要使用群体是中老年人，

却忽视了青年人这一人数众多、思维活跃、接纳能力强的使用

群体。青年人具有较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对具有历史气息

和宗教氛围的寺庙园林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接纳性。寺庙园

林中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中国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对于唤醒

青年人对历史的记忆，提升民族自豪感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同时青年人由于受网络文化的影响，深度思考能力较弱，寺

庙园林所蕴含的宗教思想可以引导青年人进行深度的思考 [3-4]。

此外，当代青年的就业竞争压力、生活压力较大，寺庙园林也

能成为他们排解压力、舒缓心情的场所。然而，目前关于青年

人视角下的寺庙园林植物景观的研究较为罕见。

本研究从青年人特征出发，采取线上和实地相结合的调

查方式，探究寺庙园林植物景观在形态、体量、颜色、功能、

密度等方面对青年人的影响。通过筛选出符合青年人游览前预

期和实地游览时需求的寺庙园林植物景观因子，比较两部分调

查所得因子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分析符合青年人认知预期和实

地感受的植物景观所具备的特征，最终提炼出符合青年人特

征的寺庙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建议，为寺庙园林的景观提升提

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1.1 研究方法

以影响青年人偏好的寺庙园林植物景观因子为基础进行

研究，在查阅文献后，根据青年人喜爱的植物景观因子初步

确定60个评价项目进行预调研，最终确定20个评价项目：1植

物带有宗教色彩、2彩色叶植物、3四季常绿植物、4观花型植

物、5观果型植物、6自然的植物造型、7空间营造中应用草坪、

8松柏类植物、9植物景观规则配置、10植物景观自然配置、11

植物配置体现地方特色、12有经济价值的果树、13树种成片

栽植、14古树名木景观的营造、15具有遮阴功能的大型乔木、

16观赏期较长植物、17营造开敞空间、18营造私密空间、19药

用植物、20吸收有毒气体功能的植物。

为了使植物景观因子更为集中，聚集到更加清晰的类别，

1. ��������

1鸡鸣寺 栖霞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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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软件SPSS22.0，使用因子分析法，对所得数据进行主成分

分析 [5-8]，从而归纳讨论出符合青年人偏好的寺庙园林植物景

观特征。

1.2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采用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我国《劳动法》，青年劳动人口的年龄范围为15～29岁。

近年来，由于中高等教育的普及，人们受教育年限增加，青年

人在法定成年年龄前可用于景观游览的时间较少 [9]。因此，本

研究调查对象年龄范围为18～29岁，在我国居民年龄构成中占

有很大比重。

问卷评分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分级方法，分为很重要、

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5个等级，分值依次为6、3、

0、-3、-6分。以线上问卷和实地问卷两种方式进行发放。线

上问卷调查时间为2020年6～10月，受访者所在地区分布全

国各地，较为广泛。累计至2020年10月底，问卷数量达到

471份，经过筛查，选取有效问卷426份。实地问卷调查选取

南京市具有代表性的鸡鸣寺和栖霞寺为研究地点，两处寺庙

的植物景观在群落配置、季相色彩等方面的观赏价值较高，

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其中，鸡鸣寺位于玄武区，地处玄武

湖周边、南京市中心区域；栖霞寺位于栖霞区，地处栖霞山

风景区内，以红叶闻名，二者均受到广大青年人喜爱。选取

寺庙园林入口处和寺庙建筑周边等人群密集处进行问卷发放

（图1）。实地问卷调查从2020年9月初至12月初结束，最终

筛选出有效问卷390份。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样本特征分析

线上和实地调查中，受调查者年龄均为18～29岁，符合

此次调查的要求。受调查者男女比例近似均等，职业超过八

成为其他，经过实地访谈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为高校学生。实地

和线上调查中受调查者的来园目的大部分为自己或亲友祈福和

体验宗教文化（表1）。

2.2 植物景观因子主成分分析

在信度分析中，常利用Cronbach’α系数来衡量调查问卷的

信度。实地调查的Cronbach’α系数为0.781，线上调查为0.888，

均大于0.7，因此可以判定两部分数据可信度较好。Bartlett球

形检测的X2统计值中，实地调查和线上调查数据的显著概率

均为0，小于1%，说明存在因子结构。综上，两部分调查的数

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2.1 线上调查因子主成分分析

对线上调查的景观因子评分进行主成分分析，累计解释

方差为47.029%（>45%），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原变量。计算旋

转后的因子载荷结果如表2所示，对提取出的三个公因子进行

表1  样本特征汇总统计表

项目 选项 人次 比例/%

线上调查 实地调查 线上调查 实地调查

年龄构成 18～29岁 426 390 100 100

性别
男 161 184 37.79 52.82

女 265 206 62.21 44.33

职业

教师 2 21 0.47 5.38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5 47 3.52 12.05

个体经营者 2 12 0.47 3.08

自由职业者 15 26 3.52 6.07

其他 392 333 92.02 85.39

来园目的

为自己或者亲友祈福 239 189 56.10 48.46

健身锻炼身体 6 6 1.41 1.54

体验宗教文化 169 130 39.67 33.30

其他 12 71 2.82 18.21

契合青年人偏好的寺庙园林植物景观因子分析      安振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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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

（1）植物景观的空间体验和文化宗教氛围营造。包含9个

评价项目，分别为17、18、13、11、9、19、14、7、1，主要从

植物景观的空间体验和宗教文化等氛围来描述游人对于寺庙

景观的预期偏好性。其中“17营造开敞空间”一项最高，为

0.678，青年人对于具有现代风格的开敞空间等园林植物景观

元素具有较高偏好。而“11植物配置体现地方特色”“14古树

名木景观的营造”“1植物带有宗教色彩”三项载荷相对较低，

说明青年人群体在实地游览前对寺庙园林的宗教文化氛围的重

视程度较低。

（2）植物群落气氛和使用功能的关系。包含7个评价项

目，分别为6、3、10、16、15、8、20，从植物景观个体或群

落景观气氛和植物类型选择三个方面解释了游人的预期。其

中“6自然的植物造型”一项最高，为0.774，“3四季常绿的植

物”“10植物景观自然配置”载荷较高，说明青年人认为自然、

历史感、庄严等气质应当在植物景观设计中被表达。

（3）植物个体的景观视觉特征。包含4个评价项目，分别

为5、4、2、12，主要从植物景观个体的不同类型视觉效果说

明了游人的偏好性，其中“5观果型植物”最高，为0.779。

2.2.2 实地调查因子主成分分析

对实地调查的景观因子评分进行主成分分析，累计解释

方差为55.780%（>50%），表示提取的公因子可以比较合理地解

释原变量。计算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结果如表3所示，对提取出

的7个公因子进行命名：

（1）植物个体的视觉特征。包含三个评价项目，分别为

4、5、2，体现了植物局部的形态、色彩等特征。其中“4观花

型植物”一项最高，为0.780，可得青年人更青睐于视觉效果

集中而强烈的景观。

（2）植物群落的景观气氛营造。包含4个评价项目，分别

为8、16、15、3，描述了符合青年人偏好的植物群落气氛特点。

植物群落气氛，即植物群落景观营造的氛围，是利用园林植

物景观本身的色彩、形态、香气等自然要素，或与其他景观要

素之间的关系而营造出的能够对观赏者造成特定心理感受和

共鸣的景观特征 [10]。其中“8松柏类植物”一项最高，为0.716，

可得苍劲常青、四季有景是青年人理想的寺庙园林景观气氛。

（3）利于宗教氛围的植物特征。包含两个评价项目，分别

为1、6，说明植物宗教文化氛围的营造方式。其中“1植物带

有宗教色彩”一项最高，为0.682。青年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

对于景观的宗教氛围有着较高的重视程度。此外，具有自然造

型的植物往往记载着寺庙发生的历史故事，再加上独特的树

形，更能够烘托出寺庙的宗教历史气息和神秘感。

（4）植物景观的配置形式。包含两个评价项目，分别为

9、13，解释青年人偏好的植物组团种植形式和植物群落在

平面上的营造形式。其中“9植物景观规则配置”一项最高，

为0.717，现有的寺庙园林中，植物的规则式种植主要体现在

行道树的应用上，规则式的乔木种植可以形成通直的隧道

空间。

（5）植物景观社会效益和观赏功能的结合。包含三个评价

项目，分别为19、12、10，显示青年人群体对植物社会效益和

景观功能的认知。其中“19药用植物”一项最高，为0.638，药

表2   线上调查数据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序号
元件

1 2 3

1 17营造开敞空间 0.678

2 18营造私密空间 0.657

3 13树种成片栽植 0.555

4 11植物配置体现地方特色 0.555

5 9植物景观规则配置 0.553

6 19药用植物 0.553

7 14古树名木景观的营造 0.486

8 7空间营造中应用草坪 0.472

9 1植物带有宗教色彩 0.401

10 6自然的植物造型 0.774

11 3四季常绿的植物 0.605

12 10植物景观自然配置 0.603

13 16观赏期较长植物 0.595

14 15遮阴功能的大型乔木 0.552

15 8松柏类植物 0.518

16 20吸收有毒气体的植物 0.491

17 5观果型植物 0.779

18 4观花型植物 0.722

19 2彩色叶植物 0.693

20 12有经济价值的果树 0.624

撷取方法：主体元件分析。
转轴方法：具有 Kaiser 正规化的最大变异法。
a. 在 6 迭代中收敛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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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物既具备景观价值，又具有生态价值和药用价值，社会

效益显著。

（6）植物的空间形态。包含4个评价项目，分别为17、18、

20、7，不同的空间形式显示青年人在植物景观空间效果上的

偏好。其中“18营造开敞空间”一项最高，为0.770，开敞空间

可以营造出开阔、通透的景观气氛，使人心情愉悦，“7空间营

造中应用草坪”就是一种重要的应用途径。草坪不仅可以增加

空间的通透性，还可以拉近人与自然距离。

（7）具有地域历史文化特色的植物景观营造。包含两个

评价项目，分别为11、14，表明植物景观对于寺庙园林景观历

史文化底蕴和特色的作用。其中“11植物配置体现地方特色”

一项最高，为0.692，得出通过植物景观进行场地故事的叙述

往往更能引起青年人的兴趣。

2.3 植物景观因子归纳与提升

由前文分析可知，线上调查和实地调查所得因子轴在数

量和每个因子轴所包含的因子两方面上具有一定的差异。实地

调查所得的因子轴中大部分包含于线上调查，这部分因子轴是

线上调查的细化；个别因子在两部分调查所得的因子轴中不具

有包含关系，这些因子可作为线上调查结果的补充。因此，本

项目将实地调查中具有包含关系的因子轴归纳入线上调查的三

个因子轴内进行讨论，将不具有包含关系的因子轴归纳入线上

调查因子轴或单独进行讨论（图2），并提出相应提升策略。

2.3.1 植物景观空间体验和文化宗教氛围的营造

“营造开敞空间”一项在两部分调查中都具有最高的偏好

性，说明青年人由于活力外向的性格特征，更偏爱能进行交

表3  实地调查数据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序号
元件

1 2 3 4 5 6 7

1 4观花型植物 0.780

2 5观果型植物 0.760

3 2彩色叶植物 0.754

4 8松柏类植物 0.716

5 16观赏期较长植物 0.713

6 15遮阴功能的大型乔木 0.673

7 3四季常绿的植物 0.467

8 1植物带有宗教色彩 0.682

9 6自然的植物造型 0.652

10 9植物景观规则配置 0.717

11 13树种成片栽植 0.554

12 19药用植物 0.638

13 12有经济价值的果树 0.508

14 10植物景观自然配置 0.473

15 17营造开敞空间 0.770

16 18营造私密空间 0.484

17 20吸收有毒气体的植物 0.392

18 7空间营造中应用草坪 0.367

19 11植物配置体现地方特色 0.692

20 14古树名木景观的营造 0.632

撷取方法：主体元件分析。
转轴方法：具有 Kaiser 正规化的最大变异法。
a. 在 12 迭代中收敛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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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交友、活动、游戏的开敞空间。景观中变化的尺度空间最

能吸引游人视线 [11]。草坪是营造开敞空间的一种重要途径。在

营造草坪时可选用多年生宿根或球根花卉营造缀花草坪等新

型草坪，如鸢尾（Iris tectorum）、石蒜（Lycoris radiata）、丛生福禄考

（Phlox subulata）等，提升其景观效果 [12]。

因子“植物挖掘地方特色”“古树名木景观的营造”“植物

带有宗教色彩”在线上调查中的载荷远远低于实地调查中的

载荷，这一点显示出游览前抽象的宗教和文化氛围对于青年人

具有较低的吸引力。因此，应当加强植物景观所蕴含的宗教

文化气息。“植物带有宗教色彩”在实地调查中具有最高的载

荷，是营造宗教氛围的重要途径。植物的宗教色彩与宗教教

义是密不可分的，佛经中就有记载寺庙园林常用的种类“五树

六花”。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五树之首的菩提树（Ficus religiosa）

下悟道成佛。由于气候原因，在南京地区通常使用七叶树

（Aesculus chinensis）代表菩提树 [13]。而在实地游览时，通过寺庙

园林景观对具体文化、历史的叙述，可以加强寺庙园林风格的

表现，改善他们对宗教文化不重视的现状，激发青年人探索

的兴趣 [14]。因此，设计师在进行植物景观设计时应当更加重视

场地故事的叙述和表达。

“植物挖掘地方特色”一项在实地调查中载荷最高。对于

寺庙历史文化特色的塑造，在植物景观上主要有利用乡土树

种、市花市树、骨干树种、古树名木等途径 [15]。南京市承载

了民国首都记忆的“法桐”，即二球悬铃木（Platanus acerifolia），作

为南京市的骨干树种，被应用于各大寺庙园林之中，俨然成为

了一张城市名片。如栖霞寺门前列植的“法桐”营造了庄严肃

穆的寺庙氛围，同时也可以体现城市文化。古树名木也是突

显地域文化的重要植物资源。南京灵谷寺门前的圆柏、著名的

“金陵桂花王”、栖霞寺旁的冬青、银杏、榉树等植物均有超过

100年的树龄，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对古树名木加以合理的

保护和利用，围绕其进行景观营造，能很好地叙述城市故事，

增加寺庙园林的文化内涵。

2.3.2 植物群落气氛和使用功能的关系

在两部分调查中，营造植物群落气氛的相关因子偏好性

基本高于使用功能的相关因子，说明了相比于植物景观使用价

值的体现，青年人更希望营造出与寺庙园林相符的群落气氛和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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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气质。“自然的植物造型”在青年人的认知中具有最高的

偏好性。具有自然造型的植物往往记载着寺庙发生的历史故

事，再加上其沧桑而独特的树形，更能够烘托出寺庙的宗教历

史气息和神秘感，保持或塑造自然的植物造型能够激发青年

人对寺院历史的兴趣，从而调动游览积极性。因此，此项因

子对于青年人具有较积极的引导意义。

线上调查中“松柏类植物”偏好性较低，而在实地调查中

的偏好性最高，说明青年人在游览之前对松柏类植物所营造的

气氛没有具体感知。设计时应利用松柏类植物四季常青、宏伟

挺拔的景观特点营造寺庙庄严的气氛；还可利用松柏类植物叶

小枝密、耐修剪的特性，创造出不同形式的植物景观，以迎

合青年人的好奇心理。鸡鸣寺中的松柏类植物营造盆景园吸引

众多年轻人驻足观赏。

2.3.3 植物个体的视觉特征

观花型植物是此部分游人中在实地游览后偏好性最高的

因子。由于青年人较为青睐成片观花植物形成的强烈视觉效

果，在不影响寺庙宗教气氛的前提下，可在适当的位置充分

利用观花型植物、色叶型植物营造大型植物景观，以及花境、

花坛等花卉景观，打造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寺庙园林。如鸡鸣

寺入口的樱花大道吸引了络绎不绝的青年人前来观赏，大多

数香客都认为樱花大道在景观效果上与园内植物形成整体，

同时由于在园外，不影响院内的宗教氛围，故成为寺庙园林

景观提升的范例。

青年人对于观果型植物的期望值较大，但现有场地中应用

较少，设计时应适当增加观果型植物的类型和使用数量，利用

观果型植物“奇、巨、丰”的特点迎合青年人好奇心强的性格

特征 [16]。

2.3.4 植物景观社会效益的应用

线上调查的旋转元件矩阵中并没有归纳出此项，由此可

知青年人对植物景观社会效益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实地调查

中，“药用植物”因子的偏好性较高，反映了当代青年群体由

于学习工作压力，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频频出现，因此更加

注重养生保健。银杏（Ginkgo biloba）是一种常见的药用植物，主

干通直，叶扇形，秋色叶金黄，随风飘落时如洒金满地；其

果药用价值和生产价值均较高，有止咳化痰、清肺排毒的药

用功效 [17]。在栖霞寺及周边的植物景观中，银杏的应用较为普

遍，在社会效益和景观效益两方面都对栖霞寺具有较高的贡

献。对前来游览的青年人进行实地访谈，他们认为银杏在观赏

价值上已经不输红枫，每年秋季都会有游客来拾取掉落的银

杏果。

在设计过程中，将寺庙园林植物景观功能和社会效益相

结合要做到：（1）发掘一些药用植物的景观价值，进行良种选

育等措施以提升其观赏效果；（2）设计时考虑到环境和生态需

求，如邻近城市干道可使用广玉兰（Magnolia grandiflora）等具有

空气净化功能的植物 [18]；（3）重视植物的生产功能，在保证美

观性基础上，选取具有生产功能的果树等，提高寺庙园林植

物景观的社会效益。

3 结语

如今，寺庙园林逐渐成为国内旅游和居民休闲的重要园林

类型，游客中青年人占比逐渐增大。寺庙园林植物景观设计

不仅要关注中老年人的需求，同时也要了解青年人的心理、行

为、生理等方面的特征。在园林空间构成和植物配置等方面不

应拘泥于传统的仅作宗教用途的设计形式，要从使用者对园

林景观的心理期望和实地游览偏好出发，结合特定群体的性

格、心理等特征，以开拓创新的设计思维，秉持着以人为本

的设计思想，营造出满足不同年龄人群需求的寺庙园林植物景

观。

契合青年人偏好的寺庙园林植物景观因子分析      安振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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