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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划对以寺院为核心的佛教主题旅游城镇的规划建设进行了探讨。通过深入研究佛教发展脉

络，提出了香火型、教育型和人间型 3 种佛教旅游城镇的类型，构建了“佛—人—自然”的以宝相寺为核

心的城镇区域旅游空间格局，进行了 4 个规划方案的探讨，设想了多种旅游形象设计，以及探索了特殊的

市场营销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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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 

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原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中都，泉河沿古城北侧和西侧的护城河而过。

在中都古城西北隅，有始建于盛唐的宝相寺。宝相寺内的太子灵踪塔始建于宋代，为八角十

三层。岁别变迁，古城不在，只留下泉河仍哺育着一方百姓；宝相寺历经战火和岁月的磨砺，

只剩下太子灵踪塔孤立于城市一隅，被确立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 年，在太子

灵踪塔维修时，在塔内地宫发现了佛牙舍利，从而轰动一时。香客信徒们蜂拥而至，朝拜圣

物，并带动了汶上旅游的发展。经过几年的建设，汶上县的旅游发展初具规模，宝相寺也进

行了初步的复建。为更好地指导汶上县这一佛教旅游主题城镇的发展建设，汶上县人民政府

委托我们承担了《汶上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大宝相寺地区详细规划》的任务，以期通过规

划统筹和促进汶上县的城市发展和旅游建设。 

二．核心问题 

汶上佛教主题旅游城镇规划主要面临 4 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佛牙“舍利”资源等级高，

但汶上县和宝相寺的知名度低，规划需要解决如何塑造汶上县和宝相寺的旅游核心力问题。

第二，中都古城和宝相寺现状较为复杂：中都古城四个城门以及城墙已不复存在，护城河也

只剩下北段和西段；太子灵踪塔正南和正东方向已建有两座规格较高的大殿；主轴线以东形

成东厢辅轴，主轴线以西则仍为民房，规划需要在复杂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中都古城和宝相

寺改造和建设的多方案比较。第三，汶上县城是北方少有的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县政府

希望实现佛教资源与水资源、佛教资源与城市资源的整合开发。第四，因佛教旅游宣传受国

家政策的影响，宝相寺宣传口号难以确定，市场营销渠道不畅，规划需要解决市场营销的问

题。 

三．发展定位 

首先，规划从战略层面解决了佛教主题城镇和佛教旅游地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了中国

佛教发展的 3 大体系——学理佛教、民俗佛教和人间佛教，以及其对应的香火型、教育型和

人间型 3 个佛教旅游地的发展方向。明确了汶上佛教主题旅游城镇“香火型+教育型+人间型”

的综合发展定位，既要满足一般游客“求神拜佛”的需求（香火型），又要满足僧众、居士

以及高僧大德们讲经说法、传承教义的需求（教育型），同时适度地向带动社区发展和参与

社会建设的方向发展（人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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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间布局 

规划提出了“佛——人——自然”的“三重境界”的整体空间构想。以佛教文化为脉络，

整合宝相寺、中都古城以及郊野乡村资源，形成以宝相寺为核心的“佛”的境界，以中都古

城为核心的“人”的境界，以及广大乡村地区的“山水有禅意，草木有佛心”的“自然”境

界，从而将整个汶上县的资源统筹在佛教主题下。 

   图 1 旅游空间布局图 

五．方案设计 

规划进行了汶上中都古城和宝相寺的多方案比较，力争探讨“理想佛国”与“中都水城”

的完美结合。 

“大千世界”方案 

该方案以佛教宇宙结构论中“大千世界”的基本格局来营造中都古城和宝相寺的整体空

间，形成中心“须弥山”——环绕“苦海”——外围“四大部洲”的基本格局。中心须弥山

又以佛教“曼荼罗”的立意，构筑佛教理想佛国的建筑设计图。 



从北护城河挖河引水，沟通宝相湖，并向西从宝相寺前经过，与西护城河连接。形成一

圈围绕宝相寺的“苦海”。“苦海”将宝相寺“佛”的世界与中都古城“人”的世界分隔开来。

在宝相寺“佛”的世界中，保留宝相寺的现有建筑，以宝相寺塔为几何中心，在宝相寺塔南

面大雄宝殿和东面博物馆大殿的基础上，在宝相寺塔西面和北面对称建设两大佛殿，形成以

宝塔为核心，东西南北四面对称的“曼荼罗”规整格局的佛层。东、南、西三大殿供奉横三

世如来佛祖，北殿作为藏经阁使用。在中都古城“人”的世界中，恢复沿泉河内侧中都古城

的城墙，恢复西门、北门城楼，以及角楼和钟鼓楼。古城西部设立居士修行和居住区，东侧

设佛教主题宾馆和佛学院，沿着尚书路和中都大街一侧设立佛教文化商业步行街，从而与现

有的城市商业街区融合。 

  图 2“大千世界”规划方案 

“水月塔影”方案 

该方案是针对目前宝相寺塔院空间较为狭小，难以凸显宝相寺塔之宏伟，以及塔东和塔

南有大殿的不规整格局的问题，规划保留塔南的正殿，拆除了塔东的大殿和塔南的规格较小

的供奉殿，以为佛塔换得充足的观赏空间；并在佛塔周围建设浅水池，形成宝塔在水中的倒

影，营造虚实相应，亦真亦幻的视觉景观。塔北部建设供奉佛牙的“佛牙阁”。再向北，在

泉河北岸挖河堆山，山上建亭，作为佛寺中轴线结束的句点。 



突出“中都水城”的立意。从北护城河引泉河水，向南贯穿宝相湖，进而与西部的泉河

水系相贯通。在护城河西侧挖河形成与西护城河环形水系，沿岸建设商业设施，形成“古城

水街”。东北部建设居士修行区，并以佛教“卍”字形成 4 个围合院落空间和中部的公共交

流空间。东南部建设佛学院和佛教主题宾馆。 

图 3“水中塔影”规划方案 

“塔林佛国”方案 

该方案是突破了既定的规划范围，将佛教主题进一步向城市南部延伸。引北护城河水形

成环绕宝相寺的水系，并将水系向城市南部延伸，沟通南湖水面，进而向东与城市南北向主

干道中都大街相连，并在此设立宝相寺的主入口。沿水系设立步行商业街区。在原有宝相寺

佛塔的北部不仅建设尺度巨大，蔚为壮观的佛牙供奉塔，更是要围绕此塔在其周围建设 9

座鎏金塔，以形成众星捧月的宏伟气势。在佛寺东部建设居士修禅区，东南建设佛教主题宾

馆，西南建设佛学院。 



图 4 “塔林佛国”规划方案 

“金塔碧湖”方案（最终方案） 

经过几轮的方案讨论修改，最终集多个方案的优点确定为“金塔碧湖”方案。 

根据现状资源特征以及保护要求，规划将景区定位为：以佛教文化观光和佛教文化休闲

并重，兼有旅游服务、休闲游憩、景区管理、商业服务等多功能的佛教文化主题性景区。 

该方案的特点是建设超大尺度的供奉佛牙的“佛牙阁”，并大大拓宽泉河水面，从而营

造大气磅礴的寺院气势。在宝相寺塔北部建设万人广场，广场北部建设高 108 米尺度巨大的

供奉佛牙的“佛牙阁”，以形成震撼人心的强烈视觉冲击。佛寺东侧建设“佛教文化艺术博

览馆”，可作为今后举办“世界佛教论坛”的主会场。佛寺西南部建设佛教主题宾馆。佛寺

西部建设佛学院和居士修行区。引北护城河水，形成环宝相寺的水系，并将泉河水面加宽到

50 米左右，形成较为开阔的水面。临近城市主干道的区域建设水景商业街。恢复汶上古城



的西门、北门城楼，以及角楼和钟鼓楼；在这四个节点处意向性地恢复部分城墙。 

规划空间布局结构可以概括为：“一心五区，双龙纵贯，多环萦绕”。该方案从功能区划

上分为中轴核心功能区、宗教文化交流区、修禅生活体验区、泉河休闲游憩区、商业公共服

务区五大功能区。 

图 5 “金塔碧湖”规划方案 

 

六．主题形象 

规划确定了“心灵之旅，缘在汶上”的主题形象。由于国家佛教政策的限制，在佛教主

题旅游宣传中不能直接提到“佛”、“舍利”等字，因此，规划提出以“心灵之旅”来凸显佛

教旅游对佛教信徒和一般游客的情感震撼，并以“心灵之旅”和“缘”字隐晦地指出了佛教

旅游。 

在视觉形象设计上，也提出了 4 个方案。方案一含义有三：其一，以宝相寺塔来代指“佛”，

作为 Logo 的核心形象，而不出现直接的佛像，塔下有闪闪发光的佛牙舍利，象征从地宫中

发现的佛牙舍利；其二，塔后有“山”，塔前有“水”，分别代表汶上北部山区和南部的京杭

大运河；其三，塔前的“山”“水”由“W”和“S”两个字母组成，代表了汶上“Wen Shang”

的英文缩写。 



方案二是在保留“舍利”、“佛光”、“山水”、“W”、“S”寓意的基础上，形成了佛手的

造型。方案三同样是在保留核心元素的基础上，形成佛像剪影造型。方案四则是以绿蓝两色

形成“汶上”两字，代指汶上的山水资源，而“汶”字的核心是佛牙设立的造型。 

图 6 主题形象设计方案 

七．市场营销 

针对佛教旅游营销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家政策影响的状况，规划提出了 5 大创意营销方式。

第一，慈善营销。借助与佛理相承与时代潮流相符的公益慈善营销，是佛教旅游规避政策影

响，畅通营销渠道的巧方式。第二，高僧营销。引进高僧大德、知名居士，以其个人影响扩

大宝相寺的知名度，带动宝相寺旅游的发展；并通过加强与中国佛教协会的联系，创办佛学

院等方式，提高宝相寺在佛教界中的地位，提升其影响。第三，网络营销。目前在大陆地区，

佛教和佛教旅游的宣传广告在央视是很难播出的，而网络这一平台则没有限制。因此网络营

销成为佛教旅游宣传的重要媒介。第四，节事营销。以“文化”节庆的形式也是规避政策影

响的重要手段。第五，影视营销。拍摄与佛寺和佛教旅游地相关的影视作品，无疑是市场营

销的有效方式。 

八．总结与反思 

以往的佛教主题旅游城镇和景区的规划，多比较注重寺院格局和建筑的建设，注重为游

客提供多么宏伟的朝拜序列，简言之，多为“香火型”。而在此次汶上县佛教主题旅游城镇

的规划中，通过对于佛教和佛教旅游的深入研究，我们提出了针对不同游客的香火型、教育

型和人间型，不仅为佛教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借鉴，也直接指导了具体建筑和设施的规划

布局和设置，为佛教旅游城镇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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