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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西安青龙寺遗址公园的保护与开发

周亚莉

(西安外事学院 陕西西安 7 10 0 7 7

摘 要 :

青龙寺遗址公园是西安旅游文化产业链上 不可或缺的一邵分
。

通过 了解其历 史概况
、

阐述其 开发与保护的现状
、

评价其旅游资源
,

为其他历 史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有益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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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

这里的历史遗址是华夏文

明的见证
,

也是西安都市旅游文化开发产业链上的一抹亮点
。

青龙寺遗址公园是这条链上不容被忽视的一点
,

尤其是其深厚

的佛家文化以及佛家文化在世界很多国家的传播方面有很重要

的历史地位
。

一 遗址公园
在我国

,

对于遗址公园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
。

2 0 0 9年 12 月

17 日
,

国家文物局颁布了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 (试

行 ) 》
,

在办法第二条中已明确指出本办法所称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
,

是指 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
,

具有科研
、

教育
、

游憩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

是对考古类文化

遗产资源的保护
、

展示与利用的方式
。

遗址公 园以遗址为载

体
,

以古迹文物为主要展示对象
,

结合遗址的景观设计
,

以公

园的形式让观众参与其中
,

通过遗址本体及潜在的文化内涵让

游客重温历史
,

体验时间与空间的对话
。

遗址公园具有历史

性
、

不可移动性和价值性
。

二
.

青龙寺的历史概况
青龙寺

,

又名石佛寺
,

中国佛教密宗寺院
。

位于陕西西安

市城南铁炉庙村北的乐游原上
。

李商隐的
: “

向晚意不适
,

驱

车登古原
”

中
,

久负盛名的青龙寺就位于此原上
。 “

寺好因岗

势
,

登临值夕阳
。

青山当佛阁
,

红叶满僧廊… …
” ,

这是唐代

诗人朱庆余 《题青龙寺 》 诗中的名句佳作
。

该寺前身是灵感

寺
,

建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 ( 582 )
,

原名
“

灵感寺
” 。

唐武

德四年 ( 62 1 ) 寺废
。

据传
,

龙朔二年 ( 662 ) 城阳公主患病
,

苏州和尚法朗诵 《观音经 》 祈佛保佑得愈
,

公主奏请复立为观

音寺
。

景云二年 ( 71 1 ) 改名青龙寺
。

唐会昌五年 ( 845 ) 禁佛

时寺废
。

次年又改为护国寺
。

大中九年 ( 85 5 ) 长安左右两街添

置寺院八所
,

该寺又恢复本名
。

北宋元佑元年 ( 10 86 ) 以后寺

院废毁
,

地面建筑荡然无存
,

殿宇遗址被埋没地下
。

19 6 3年起

经过多年考古调查发掘
,

在遗址上建起新的青龙寺
。

青龙寺是唐代密宗大师惠果长期驻锡之地
。

当时有不少外

国僧人在此学习
,

尤其是 日本僧侣
,

著名的
“

人唐八大家
”

中

的六家
:
日本的空海

、

圆行
、

圆仁
、

惠远
、

圆珍
、

宗睿就受法

于此
。

尤其是空海 ( 号弘法大师 ) 拜密宗大师惠果为师
,

学习

密宗真谛
。

后回日本创立真言宗
,

成为开创
“

东密
”

的祖师
。

空海博综众艺
,

民间

尊称他是 日本的
“

孔子
” 。

因此青龙寺是 日本人心 目中的

圣寺
,

是 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祖庭
。

诃陵国 (今印度尼西亚爪哇

岛 ) 僧人辨弘
,

新罗僧人惠日
、

悟真也曾从惠果学习密宗教

法
,

因此
,

青龙寺盛名远播海外
。

三
.

青龙寺遗址公园的开发现状
197 3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青龙寺遗址进行发掘

。

根据发掘

报告
,

遗址有两处
,

一为塔址
,

一为殿堂遗址
。

出土遗物有银

质及壤金小铜佛
,

唐代建筑材料等
。

19 82 年
,

西安市同日本国香川
、

德岛
、

高知
、

爱媛四县协

议在青龙寺遗址共同修建的
“

空海纪念碑
”

落成
。

19 84年
,

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应邀根据 197 3年对青龙

寺遗址的发掘资料对遗址殿堂进行了复原研究
。

由于遗址基址

为两个文化层的叠压
,

杨先生为上下两层分别做了复原
。

“

惠果
” 、 “

空海
”

纪念堂是 日本真言宗各派总大本 山

会
、

日中友好真言宗协会与西安市共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
。

纪

念堂选址在考古发掘的四号殿堂遗址以北六米的地段
。

平面布

局采用早期旧殿遗存
,

为面宽五间
,

进深五间的大方殿
。

复原

后的方殿体积高大
,

气魄雄伟
,

具有唐代建筑风格
,

是西安第

一座复原建筑
。

1 98 6年
,

青龙寺从日本引进千余株樱花树
,

植于寺院
,

每

年三
、

四月间
,

樱花盛开
,

春色满圆
,

妮紫嫣红
,

风光异常
。

青龙寺在 1997 年前作为文物遗产而存在
。

1997 年 11月 17 日(佛诞

日)
。

西安市人民政府将青龙寺移交佛教管理
,

从此恢复宗教活

动
。

20 0 9年起
,

西安市开始对青龙寺景区进行扩建
,

经过 3年的

建设
,

崭新的青龙寺遗址公园于2 0 11 年 12 月30 日正式免费开始

迎接游客
。

新建成的公园面积由原来的41 亩增至2 19 亩
,

其中建

筑面积 136 2 0甫
,

绿化面积6 8 00 0甫
,

水面面积6 0 00甫
。

青龙寺

遗址公 园以唐文化建筑风格为主
,

融合乐游园原古文化特征
,

重点突出遗址保护特色
,

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建了古原楼
、

正果

堂
、

北大门
、

东大门等建筑
,

形成了遗址保护区
、

中外文化交

流区
、

娱乐休闲区
、

水景绿化区
、

唐文化体验区 5大功能区域
。

四
.

青龙寺遗址公园的旅游资源价值评价
青龙寺遗址公园是主题特色鲜明的开放式园林

,

具备得天

独厚的历史价值
、

景观特色和宗教意义
。

青龙寺也以它传奇的

历史角色和美丽的静谧风景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
。

乐游原地

势高
,

加之云峰阁木质建筑分两层
,

立于阁上可望到极远处
。

游客可以想象古时在云峰阁上登高望远
,

看曲江春晓
、

西南处

大雁塔
,

见
“

八水
”

绕长安之胜景
。

青龙寺碑廊中记录了历来

名人游历青龙寺感受
,

包括唐代诸位诗人如白居易
、

王维
、

李

商隐
、

裴迪
、

朱庆徐等等
,

共计 12 篇
。

陈列馆中有历史遗迹挖

掘时的照片
、

挖掘出来的文物
、

历史人物画像
、

作为文化交流

的由日本游人赠送的书籍和法器等等
。

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爪哇

岛的名僧都曾在此修行佛法
,

回国后在本国宣扬传承佛教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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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教法
。

看到这些历史物品时
,

游人会追溯这些东西所呈现的

历史原貌和发生的故事
。

在西安古代 的历史文化和当代的文化遗存中
,

佛教文化都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作为文化大省
,

旅游已成为陕西的支柱

性产业
,

佛教文化是陕西
、

尤其是西安旅游的一个品牌性项

目
。

佛教八大宗派
,

其中六大宗派的祖庭都在西安
。

青龙寺是

中国佛教密宗寺院
,

为其弘法道场
。

青龙寺遗址公园以佛教文

化为主题
,

是西安深厚佛教文化积淀的一部分
,

尤其是其在与

日本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方面意义重大
。

青龙寺遗址公园里的造像
、

雕塑
、

植被等各种方式表达了

设计者对于内心禅意境界的向往
。

它们有着精巧典雅的格调
,

也有着幽深高远的文化气息
。

它们超然
、

悠然
、

隐遁
、

空灵的

意趣表现了隐逸的人格精神中的另一种气度
。

隐逸文化与佛教

文化结合
,

使公园由城市的喧嚣走向山野的宁静
,

其追求自然

美
、

人文美
、

精神美
,

更呈现出一种深度的冥想和悠然的心

境
。

漫步园中
,

现代都市的繁华近在咫尺
,

盛唐的辉煌仿佛穿

越千年扑面而来
。

在现如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

青龙寺遗址

公园给游者带来另一番情趣
,

在欣赏唐代建筑风貌的同时
,

使

得游客能默然感受心静之美
,

安宁
、

祥和的气氛油然而生
。

五
.

青龙寺遗址公园保护与开发对中国其他城市开
展遗址公园建设所提供的有益经验

( 一 ) 遗址公园主题突出
,

特色鲜明
,

深刻的历史文化内

涵为其核心吸引力
。

青龙寺遗址公园的准确定位使其主题明显
。

根据它在历史

上的地位及相关的历史事件
,

青龙寺遗址公园以宗教文化即佛

教文化为主题
,

每年都举行宗教活动
。

宗教在历史
、

哲学
、

美

学
、

伦理学
、

心理学
、

逻辑学
、

文学
、

音乐
、

舞蹈
、

绘画
、

雕

塑以及医药
、

建筑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

成为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为人类创造了独特的精神财富
。

如宗教中

的建筑
、

彩绘
、

镌刻
、

雕塑和经典宝藏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
,

而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渊源
,

有些是艺术珍宝
。

青龙

寺遗址公园虽然是复原建筑
,

但是不是刻意的仿古
,

盛唐建筑

的雄风在此展示的淋漓尽致
,

宗教的氛围萦绕其中
。

游客到此

即会感受到浓浓的宗教气息
。

传统的宗教仪式或宗教活动的举

行
,

毫无疑问繁荣了宗教旅游文化的内容
。

公园从设计到园林

建设
,

无不透出神秘
,

让人遐想的空间
。

从人 口
、

竹月轩
、

东

院
、

碑廊
、

陈列馆
、

到空海纪念馆
,

透出从自然景观到人文过

渡这一匠心独具的过程
。

( 二 ) 遗址公园的生态
、

文化
、

经济联动效应

遗址公园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特殊职能
。

青龙寺遗址公园

位于乐游原上
,

绿化面积达到68 00 0甫
,

水面面积6 000 甫
,

与自

然融为一体
,

又在平常中透出清秀绝尘的气质来
。

遗址公园所

搭建的西安旅游产业链逐步完善
,

已将传统盛唐文化转化为现

代文化公园建设
,

成功实现了文化向产业的转型
。

从中外文化

交流区
、

娱乐休闲区
、

水景绿化区
、

唐文化体验区
,

到景区的

环境建设
,

还是其基础设施
、

商业载体
、

交通管网
、

文化建设

等配套项 目都已形成
,

使得遗址公园的硬件和软件兼备
,

一系

列产品服务体系构建
。

景区设置了很多乐趣横生的节庆活动
,

使得市民的文化生活不断活跃丰富着
,

同时使其知名度迅速提

升
,

刺激并拉动了消费
。

做到了到了生态
、

文化
、

经济的联动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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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民族旅游的饮食符号在旅游情景中的二元象征表达得

以呈现
,

饮食作为自我表达的符号
,

向民族地区以外的文化传

达民族文化背景下
“

饮食符号
”

的象征意义 ; 同时作为一种旅

游者与社会 的交流媒介
,

旨在向外部社会表达旅游者地位的变

化
、

角色变更
、

文化交流
、

自我表达与认同等信息
。

对内的象征

表达是以民族文化为基质的表达
,

丰富而神秘 ; 对外的象征表达

是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者社会文化的多维交流
,

深刻而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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