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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寺观园林遗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中国的寺

观园林遗产面临着相应的保护问题。以杭州市西湖区宝石山南麓的大佛头遗存为例，通过整理历史文献和绘

画资料，归纳出大佛寺遗存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其周边环境、空间布局和园林活动等，从而挖掘其独特的

遗产价值，再依托对遗址现存问题的调研，提出“恢复遗存历史风貌讲述遗存文化故事”“拓展遗存功能作

为城市新型公共空间”“将遗存与当代艺术结合延续礼佛活动”三种不同的设计思路，旨在保护大佛头遗存

的同时将其承载的历史延续下去，同时让大众体验并了解佛教文化，也为园林遗产尤其是寺观园林遗产的保

护、利用与传承提供新的尝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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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ritage of temple garden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and a prec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sset. How-

ever,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China’s temple and garden heritage also face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issu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mains of the Giant Buddhist Temple at the southern foot of Baoshi Mountain in Xihu District, H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By organiz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painting material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mains of 

the Giant Buddha Temple is summarized, 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spatial layout, and garden activities are studied to 

explore their unique heritage value. Based on research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site, three different design ideas are pro-

posed: restoring the historical style of the relics, telling cultural stories of the relics, expand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relics as a 

new type of urban public space, and combining the relics with contemporary art to continue the Buddha worship activities. The 

aim is to protect the remains of the Giant Buddha Temple while continuing the history it car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ublic 

can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 Buddhist cultu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garden heritage, especially for preserving Buddhist cul-

ture. The protection, utiliz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emple garden heritage provide new directions for experi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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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遗产的类型多样，包括世界自然遗

产、文化遗产、混合遗产、遗产文化景观、

风景区、传统园林、乡土景观保护等 [1]。这

些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精神价值，

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见证了中国

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也反映了中国自

寺观园林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以杭州大佛头遗存为例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emple Garden Heritage: Taking the 
Hangzhou Giant Buddha Head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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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来的人文哲学观和独特的审美标准，是

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的缩影。寺观园林遗

产作为中国园林遗产文化景观中的重要类型，

有着其特有的性质：（1）选址，由于修禅悟

道追求清净深幽的修炼场地，因此，寺观园

林多建于山环水抱的胜地；（2）文化背景，

寺观园林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其中的建筑

形制、植物造景、摩崖造像等都服务于宗教

活动；（3）园林开放性，寺观园林突破了封

建阶级的约束，既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圣地，

也是香客信众游赏的公共场所 [2]。

大佛头遗存作为杭州寺观园林遗产中

重要的一部分，位于杭州宝石山南麓、西湖

断桥残雪以北。从《西湖清趣图》中可以窥

见宋时的大佛寺，但由于原先建筑群落的毁

坏、北山路的修建、西湖水位的降低、自然

树木的生长等原因，大佛寺失去了原有的风

貌。本文通过梳理其概况，挖掘遗存内涵的

各种价值，分析面临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探

索保护利用遗存的策略，为中国寺观园林遗

产的保护提供新思路。

1 大佛头遗存概况研究

1.1 历史溯源

大佛头遗存所在区域被称为大石佛院，

是大佛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此处为秦始

皇缆船石所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

会稽，行船经过钱塘时遇到风浪无法前进，

船队忽然看见岸边有块巨石，于是便将缆绳

系在石上。自此，便有了“秦王缆船石”之

称 [3]。而后五代周显德三年（956年），吴越国

王在此兴建僧院。

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僧人思净将巨

石镌作弥勒佛半身像，饰以黄金，并在石佛

顶上构筑殿顶，名曰“大石佛院”；次年“移

请兜率寺旧额为寺”，将兜率寺重建于此，

作为其附属寺庙。从水墨设色长卷《西湖清

趣图》的节选画面（图1）中可以看到，弥勒

像居于一座开放式的殿宇内，殿宇结合山体

修成半石窟式，气势恢宏，造型庄严。大石

佛院为一略呈方形平面的露天摩崖大龛，南

北进深18 m，东西宽18.1 m，正壁高6.8 m。

其中的弥勒像，通高8.7 m，头高5.5 m，肩宽

10.5 m，佛头出露正壁1.9 m。与大石佛院相

邻的十三间楼，旧称为“十三间楼石佛院”。

《武林山记》记载：“十三间楼，去钱塘门二

里许，苏轼治杭日，多治事于此。今为相严

院，在大佛头缆船石山后……”南宋陈渊在

《题临安阁》中也写到：“苏公治郡日，尝就

判事于此，旁有冠胜轩、雨亦奇轩。”这些建

筑功能复杂多样，如苏轼的判事场所、游人

的避暑处、宴会歌舞的场地等 [4]。除此之外，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也是

文人骚客对十三间楼歌乐丝竹不绝、歌舞升

平的繁华景貌的描写。

清咸丰九年（1859年）以后，大佛寺长

年失修，后主大殿坍塌，重修后在原有的

十三间楼处修建了弥勒院。民国六年（1917

年）三月，由于西湖疏浚工程和北山路拓展

工程，大佛寺临西湖部分被拆，建成道路。

民国九年（1920年），弥勒院和大佛寺合并为

兜率寺。大佛头像也在同一时期因缺乏维护

和修缮，逐渐斑驳失去往日风采。大佛寺几

经劫难，又几经重修，最终被埋没在历史之

中（图2）。

1.2 周边环境

西湖区域多丘陵地形，其南、北、西三

面环山，东边为城区。自古以来，西湖周边

兴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等各类

园林，其中，寺观园林尤其是佛教园林一部

分分布在沿湖地带，其余分布在南北两山[5]。

1

图1 《西湖清趣图》大佛寺部分
Fig. 1   Part of the Giant Buddhist Temple in Qingqu Map of West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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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寺则位于西湖北段、宝石山南麓。宝石山作为北山有名的风景区，

其中的园林遗存除了大佛寺以外，还有同在南麓的坚匏别墅、山体东

巅的保俶塔、距塔不远处的来凤亭、宝石山西面葛岭山腰处的抱朴道

院等，这些园林多依山而建，尺度与城市园林相比较小。

1.3 空间布局

宗教的出世感情与世俗的审美相结合造就了寺观园林因山就水的

构园格局，而宋代的艺术又深受文人化审美的影响，因此，宋代的寺

观园林多建于秀美的山水之间，同时空间布局也不再拘泥于严格的对

称形式，而是更加灵活自由。大佛寺非对称的空间布局符合山水寺观

园林的布局形式，在考虑寺观形制的同时与自然环境更好地融合：宋

代大佛寺面向西湖敞开，建筑布局随山地地形自南向北抬升。其中，

大石佛院部分为开放的礼拜空间，后方有偏殿与其共同构成一条轴

线；而右侧兜率寺则以“山门—佛殿—法堂—方丈”4座建筑为另一

轴线，东侧为围合的僧院；左后方层层叠叠的高台建筑则为十三间楼，

自东向西依次排开。

而大佛寺的配景布局，据陈渊《题临安阁》中“寒碧轩中最宜

暑，只缘修竹近清流”的描述可知，十三间楼中的寒碧轩一侧有竹林

和清流，而经实地考察发现，大佛头遗存的西侧依旧有泉水的痕迹，

因此不难得出大石佛院西侧为沁雪泉（图3）。

1.4 佛教活动研究

大佛寺作为西湖边曾经的重要寺庙景观，也承载了许多佛教活

动。南宋时期佛教活动盛行，《说杭州》记载，每年的四月初八，杭

州人有烧八寺香的习俗，而大佛寺，正是杭州城外“八大寺”之一 [6]。

苏轼在《南歌子 ·杭州端午》中写到：“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

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

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描绘了当时杭州人端午

佳节都上十三间楼烧“端午香”的盛景 [7]。从《西湖清趣图》中也可见

3

2

图2   大佛寺历史沿革
Fig. 2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Giant Buddhist Temple

图3   大佛寺整体复原鸟瞰图
Fig. 3   Aerial view of the overall restoration of Giant Buddhist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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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盛况——大石佛院立于西湖北岸，直

面西湖，湖边设有码头供船只停靠。湖面船

只众多，前来拜访的香客络绎不绝。香客下

船沿着裸岩山坡上的一条小径拾阶而上，经

临大佛，不由驻足，虔诚凝望。

与此同时还会在西湖举行“放生会”，热

闹非凡。《武林旧事》记载“湖上舟揖甚盛，

略如春时小舟，竞买龟、鱼、螺、蚌放生”，

可见节日之隆重，参与范围之广，人气之盛。

此外，人们还会在大佛寺进行清明踏青、重

阳登高、日常法事行会等活动 [8]。

2 大佛头遗存的价值

2.1 体现宋代佛教造像技术的高超水平

通过实地考察，可见大佛头遗存现状相

对残缺，但佛头布满方形榫眼，推测其造

像步骤应为凿出榫眼，再在表面插入木榫固

定，用填充物塑型再装金修饰雕刻花纹最

终成为金装大佛 [9]。此外，大佛头遗存的东

侧石壁亦布有摩崖石刻与5座弥勒佛造像。

历史上有许多诗词描绘过大佛头遗存华丽的

风采，如：明代夏时在《湖山百咏》之《大

佛头》中写到“系船人传说古秦，何年雕琢

半金身”；清朝乾隆皇帝在此题作“今游石

佛山，大佛实在是，一面露堂堂，满月光如

洗”。大佛头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装饰富丽

堂皇，是当时西湖重要的地标之一，可见宋

代的佛教造像技术已经趋于完善。而大佛头

华美的外观和精密的构造，反映出宋代对佛

教造像的重视以及工匠在佛教造像方面的高

超水平。

2.2 展现宋代寺观园林的审美意趣

由于禅僧道士都有追求纯静清雅的相似

情怀，因此，寺观园林选址多在山水之间。

而宋代禅宗与文人士大夫在思想上互相渗

透，佛教园林的“文人化”更进一步，文人

的诗画情趣与佛教的禅宗思想相互影响，也

体现在寺观园林的设计中[10]。大佛寺作为建

于宋代的公共寺观园林，相较于早期的寺观

园林而言，更能说是拥有佛教功能的自然风

景点：大石佛院部分为市民日常的礼拜空间，

兜率寺为佛寺主体，十三间楼更是僧人与文

人、市民交往酬唱的理想场所。在造园时结

合宝石山的地形和西湖的风景特色作出园林

化的处理，保留基本的佛寺形制，同时讲求

自然与人文相结合，形成非对称的自由布局

形式，将文人园林的趣味融入到大佛寺的造

园活动中，既保留佛寺的庄严，也展现出文

人园林的意趣。

2.3 证实宋代佛教活动的盛况

南宋临安的西湖一带，是当时国内佛寺

建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临安也因此成为

东南地区的佛教圣地，来往的香客络绎不

绝。许多寺观园林除了定期举办法会、庙会

等，在大型节庆时还会举行游园活动，吸引

市民群众参与 [10]。而大佛寺作为当时西湖的

佛教园林之一，尤其是在浴佛节和端午节，

各阶层的游人会结队来此游览。大佛寺依

托十三间楼的特殊功能性质，为市民提供上

“端午香”的场所，而面向西湖的布局又为

举行“放生会”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

每到活动时节场面都宏大热闹。除了大佛寺，

宋代临安还有许多著名的寺观园林，如灵隐

寺、天竺寺等，虽然大佛寺的佛教活动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但从中亦能看到宋代佛教活

动的盛况。

3 大佛头遗存现状

3.1 原有古迹遭到严重破坏

大石佛寺从北宋建寺以来，经过了漫长

时间的发展，不免经历了许多如风力、降水、

植被等不可抗力的自然侵蚀 [11]，给遗存也带

来一定程度的损坏，但人为的破坏对古迹来

说更为严重。元代由于汉传佛教被压制，大

石佛像被毁，在此以后直至清咸丰十年，大

佛寺屡建屡毁。到了民国时期，为了疏浚西

湖并拓展北山路，大佛寺临湖区域被改建为

道路。现今的大佛寺遗存区域地形呈台地状

上升，除正面外其他三面是天然形成的崖壁，

曾经的风貌已完全不可见，佛寺建筑无一保

留，全部被夷为平地，曾经覆盖在弥勒像之

上的殿宇也已消失，弥勒像的面部几乎看不

出原貌，只剩下历代修补时留下的方形孔洞，

但佛头和肩膀的部分还能看出大致形态 [4]。

整个场地植被茂密，高大的乔木几乎覆盖场

地上空（图4）。

3.2 遗存面临僵化问题

大佛头遗存区域内现存的古迹除了大石

佛像遗存外，还有其东面山壁上的五尊摩崖

造像和少许摩崖石刻。院内还有原僧院留下

的石供桌、石香炉等用具以及一棵130余年

的银杏。此外，大佛头遗存西侧的清代建筑

群区域曾经是大佛寺的厢房，现为民宿，内

有乾隆三顾大佛寺时留下的三块御碑、刻

有“大佛禅寺”的界碑以及原大殿地上八角

形的八卦图砖地。与许多寺观园林的历史遗

存一样，大佛头遗存也面临着遗存僵化的问

题。目前这些遗存相对孤立，且未能得到重

视，处于无人系统管理的境地，这对遗存

本身的恢复与保护来说十分不利；或只是将

其以简单的手段如树立标识牌等对其进行介

绍，没能与大众产生互动，使得遗存本身以

及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脉随着时间推移而

逐渐蒙尘，对中国寺观园林遗产来说是极大

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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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佛头遗存保护策略探索

1981年起草的《佛罗伦萨宪章》强调了

园林遗产的维护、保护、修复和重建要同时

处理所有的构成特征，包含自然和人文的环

境。由此可见，保护园林遗产，需要从整体

的视角进行，协调场地与周边环境、传统文

化与当代需求等各种因素，使园林遗产在发

展中达到动态平衡的状态，这为当下的园林

遗产保护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但从中国现

有的保护措施来看，如修缮、保护、改造、

扩建、重建等 [11]还存在着体系性不足、保护

修缮方法不当、无法解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等问题。因此，保护策略应从传统的单一资

源保护转向可持续性和预防性保护，并逐步

整合活态的非物质要素 [12]。

通过对大佛头遗存的研究，再依托对遗

存现状问题的调研，以将其打造为遗址公园

的实验设计探索如何解决大佛头遗存面临的

问题，同时也为处于相同境地的寺观园林遗

产的保护性更新提供新的思路。在保护园林

历史特色的前提下，加强其文化价值挖掘，

赋予社会性的功能，并与城市风貌相结合，

既延续场地的历史文脉，又满足当今社会的

现实需求。

4.1 恢复遗存风貌，讲述佛教故事

4.1.1 提取场地历史风貌——以文物记载为蓝本

记载大佛头遗存的文物以绘画和文字为

主，而绘画经常被比喻为窗户和镜子，画像

也经常被描述为对可见的世界或社会的“反

映”。因此将绘画《西湖清趣图》中的大佛

寺作为恢复的直接证据 [13]，再结合史书、诗

句等文字记载，两者相互验证，以地形、植

被、路径、园林格局等多方面为切入点，不

难推导并提取出遗存曾经的历史风貌，作为

遗址公园的基本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在不

破坏整体风貌的情况下，置入功能性空间。

此外，城市寺观园林作为城市整体的一

部分，还需与城市的风貌相契合。大佛头遗

存作为西湖沿岸的园林遗址，在还原其历史

风貌的同时还应与西湖边的交通组织、建筑

群落、景观结构等系统配合，如：由于场地

临近西湖，应提前勘测场地水文地质，注意

防潮防水等工作；尽量避免交通线路的大规

模更改、建筑群落的大量搬迁等，将寺观园

林的肌理延伸至周边，使得其与城市形成自

然的融合（图5）。

4.1.2 挖掘佛教文化背景——以弥勒传说文化为

线索

佛教文化是隐藏于大佛头遗存中的历

史文脉之一，以佛教文化作为遗址公园的底

蕴，更能传承和延续场地的佛教特色。通

过历史考证可以得出，大佛头遗存的佛像为

弥勒，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文化背景的挖掘，

了解在弥勒信仰的本土化以及世俗化的进程

中，衍生出的许多传说故事 [14]。古代石窟壁

画《弥勒经变》上描绘了弥勒的一生，为了

向大众讲述这些传说故事，在设计探索中，

结合场地岩壁、洞穴等特殊的地形，打造

“步步生莲”“摩崖险壁”“错落崖道”“弥勒

道场”等一系列空间序列作为特色节点，将

文字以显性的景观语言表达出来，让大众能

4

图4   场地现状（大佛头遗存剖面视线分析）

Fig. 4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ite (the visual analysis of the section of the Buddha's head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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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切身体会弥勒传说故事，也使游人在游览

行进途中可以感受到弥勒由诞生至成佛的一

系列心境。以多样性的观游体验展现大佛头

的历史内涵与佛教氛围，突显佛教文化的魅

力（图6）。

4.2 拓展遗址功能，满足大众需求

4.2.1 打造新型城市公共空间——以佛教的修行

活动为基础

历史遗存是文化历史的载体，园林遗产

亦是如此。对于建筑的营造、环境的改造，

都应从场地本身出发，同时融合场地的历史

文化积淀。由于遗存场地面积较小，而周围

又有许多闲置空间，因此，需要整合遗存的

场地要素，丰富场地功能，提高场地利用

率，以达到对场地进行保护性更新与利用的

效果。

（1）更新改造场地的原始空间。合理规

划利用场地区域，串联保护现有的历史遗存，

构建自然的游憩空间。通过置入科教阅览的

人文空间，实现新旧并置，将消失的古迹以

新的形式呈现在大众视野。

（2）提高景观与大众的互动性。以佛教

的修行文化活动为主线，通过转译古画中佛

教禅修活动（表1），将山石、流水、构筑物

等不同元素巧妙结合，为公众打造集科教、

游憩、互动、体验为一体的特色园林空间，

引导公众在园林空间中了解大佛寺的历史文

化，体验不同的佛教修行活动 [15]（图7），感

受佛教文化的魅力。这不仅提高了场所利用

率，而且满足当下科教、文旅的需求，促进

了大佛头的历史文脉传承。

4.2.2 注重场所文化氛围营造——以文物保护与

展示为手段

寺观园林作为城市的特殊空间，与日常

生活空间的场所氛围有所不同。其中，寺观

园林中的佛教造像、摩崖石刻等对于佛教氛

围的营造贡献了较大力量 [16]。然而，由于目

前疏于对大佛头遗存的维护，场地的文物呈

现出破败的状态。因此，需要保护并展示

这些文物，以此来营造场地的佛教文化氛

围。一方面，对于场地内部原有的文物，采

取维护和修缮的措施。其中，对于这些文物

的保护应根据其自身的材质、特征等进行专

业、科学的修复。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增强

场地的文化氛围，可以添置石窟、石涧、石

壁、石龛等不同形态的山石，其内部开凿佛

教造像用于展示；利用爬山廊的墙壁作为

5

6

图5   创新性恢复后的大佛头遗存剖面图
Fig. 5   Section map of the Buddha's head remains after innovative restoration

图6   节点设计鸟瞰图
Fig. 6   Aerial view of nod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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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佛教活动提取分析
Tab. 1   Analysis of buddhist activity extraction

佛教修行活动
Buddhist practice 

activities

绘画
Painting

人物活动提取
Character activity 

extraction

文学描述
Literary description

景观配置
Landscape 

configuration

参学

参学又称参访，就是

到其他丛林道场参访

学习

石桌、林下空间

芭蕉

禁语

在日常生活的某一时

间段不说话，有助于

专注于当下，体验一下

宁静、美妙的无声世

界

石涧、流水

莲花

上香 在佛前上香供水
崖壁、佛像

松

经行

散步，可以在佛堂绕

佛，或在斋堂，甚至

庭院或林间小径皆可，

速度由慢渐快，或自

行调整均可

小径

树林

打七

在七日中，除必要的

饮食睡眠外，专心参

究修行之法。如果时

间不许可，也可做一

日或三日

石窟、石洞、石台

香樟、松、藤蔓

书画
定期举办佛教书画艺

术展览

石壁

棕榈、香樟

四念处

闹中取静，以社会道

场，感情世界为关房

的随缘任运修行法

石凳、树下空间

松、竹

茶道
寺院僧人种植茶、

采制茶、饮用茶

石桌、围合空间

茶树

止静

禅七或佛七时默然静

坐，以做涤尘净虑、

自我省思的功夫

石凳、围合空间

竹林

注：表中图片均来自中华珍宝馆https://g2.ltfc.net/home。

展墙，展出有关佛教的书画，让游人在游览

景观空间的同时欣赏佛教书画。值得注意的

是，对于新添置的文物，应当使其与场地本

身的气质所吻合，避免出现扰乱场地氛围的

情况 [16]。

7

图7   园林部分活动空间效果图
Fig. 7   Landscape activity space re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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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结合当代艺术，延续礼佛活动

4.3.1 创新场所的活动空间——以大地艺术为载体

从历史记载中不难得出大佛头遗存曾

是杭州佛教文化的地标之一，如今却失去往

日的辉煌。为了将其重塑为西湖旁的佛教地

标，以当下最直接的艺术手法——大地艺术

作为手段，创造新型且趣味的活动空间。根

据调查研究发现，在一些特定时节，如春

节、端午节等，寺庙会采用广场形式的香地，

以满足较大的烧香需求。此时人们往往会

行高香，广场香烟弥漫，呈现出浓厚的宗教

氛围。因此，在遗址公园的设计中，参考寺

庙“划地为炉”的行香形式，以香炉作为整

个香场空间的中心景观 [17]，同时将焚香文化

与大地艺术相结合，打造出大佛寺的新标签，

使其再次成为西湖边的地标。香炉广场既是

大佛头遗存行香文化的延续，也可以以其特

殊的形式吸引大众前来体验逐渐消失的文化

习俗（图8）。

4.3.2 强调自然环境对场地的中和作用——以平

衡场地要素为原则

在遗址公园的设计过程中，除了需要保

护历史遗存的文化特色与内涵，还需平衡和

处理好遗址所处场地的环境要素，考虑遗

存保护和利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地形方

面，场地高差大、陡崖多，采用低而平缓坡

道便于场地的排水；水源方面，保留遗存的

沁雪泉，增加小面积水渠，为场地的消防问

题提供及时的水源；植物方面，保留原场地

两棵较大的古树，其余采用鸭脚木、海桐等

体量较小的难燃灌木种植于广场之间，进一

步降低消防隐患。以植被来柔化广场的硬质

场地，使得遗址公园与原生环境相接，实现

与周边环境的融合。

通过对原场地地形、原生树木、泉水等

资源的恢复与合理再利用，形成了集行香、漫

步、消防等功能为一体的独特场所，满足公众

的游览需求，实现原场地的生态保护（图9）。

5 结语

寺观园林从东汉时期出现至今，经历了

9

8

图8   设计生成轴测
Fig. 8   Design generation axonometry

图9   香炉广场效果图
Fig. 9   Renderings of censer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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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历史更迭，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本文基于大佛头遗存的研究，提出三种

由保守到当代的寺观园林遗产保护与利用的

可能性：恢复遗存历史风貌，使其成为古今

历史的交汇点，为公众了解大佛寺遗存和佛

教文化提供环境载体；拓展遗存功能，依

托场地的佛教背景将其打造为适合现代社会

的佛教公共空间，为人们提供游览、休憩、

学习的新型场所；结合当代艺术，以新颖的

形式恢复上香活动并打造文化地标，满足

公众日常礼佛需求，传承大石佛寺的历史文

化。这些保护与利用策略为中国的寺观园林

遗产提供了新方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虽然策略各不相同，但都强调对寺观园林遗

产的活化利用，让寺观园林遗产成为历史媒

介的讲述者、文化传承的载体，同时又满足

当下社会需求，使其在新的时代绽放新的活

力。此外，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在未来，期望AR、VR等技术也可以

用于寺观园林遗产的保护，在保持寺观园林

遗产原貌的前提下，用生动趣味的方式，更

加客观、专业、全面地讲述寺观园林遗产的

历史。

注：图1改绘自https://g2.ltfc.net/view/SUHA/608a6
1b1aa7c385c8d94478d?appKey=CAGIOS1；图3由单怡辰

绘制；其余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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