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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文化旅游区的未来
� 赓文剑

 ! !∀ 中国旅游投资洽谈会上正式提

出
“

中国阿育王文化旅游区
”

项目后
,

引起了国内外旅游界
、

商业界
、

金融投

资界
、

文化界和武术界等的广泛关注和

高度重视
,

现已被列人了
“

郸州区  ! ! #

年高档次开发重点旅游区块
”

和
“

宁波

市 ! ! #年服务业重点前期项 目计划
” ,

从而使项 目开发由最初的设想阶段逐步

转人到相对比较成熟和切实可行的规划

设计
、

项 目计划实施阶段
。

旅游资源丰富的古镇依托

二千年古镇
—

五乡镇境内拥有七

项国内唯一的文化品牌与旅游资源
。

其

中阿育王文化品牌与佛祖真身舍利品牌

具有极强的国际影响力
,

地位甚高
,

影

响深远
。

五乡镇
,

地处宁波郸东
,

早在  !!

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
,

此地已设县治
,

称郎县
。

据考证
,

约在略微早一点的战

国后期
,

古印度孔雀王朝
“

千古一帝
”

阿育王
,

就已将盛载有佛祖释迎牟尼真

身舍利 的宝塔 ∃又 称
“

阿育王塔
”

%

遣送 人此地 至西晋 太康三年 ∃  #  

年 %
,

高僧刘萨诃 ∃法名慧达 % 发愿苦

心遍寻
,

终于在此找到了舍利宝塔
,

即

就地修持行道
,

结茅供养
。

以后又因塔

建寺
,

从此大兴佛教
,

禅宗法脉代代传

承
,

梵净香火绵延不绝
,

倍受历代帝王

尊崇 和颁 赐
。

据 《法苑珠林》三十八

卷记载
,

此塔位列中国十九座阿育王塔

之首
。

如今
,

中国境 内的其余十八座早

已损毁湮没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

惟阿育

王寺中的舍利宝塔硕果仅存
,

至今仍供

奉着佛祖释迎牟尼头 顶骨舍利这一佛教

至宝圣物
,

与同样拥有舍利的陕西法门

寺
、

北京灵光寺同辉
,

其至尊的佛教地

位和稀缺性不容置疑
。

阿育王寺作为中

国唯一仅存 的以 印度 护法帝王
“

阿育

王
”

命名的佛教禅宗名寺
,

带有浓郁的

印度佛教文化渊源特色
,

更素有
“

东南

佛国
”

之盛誉
,

具有
“

育王文化独一无

二
” 、 “

国宝舍利源远流长
” 、 “

建筑

砖雕恢弘精美
”

三大特点

五乡镇境内拥有以国务院所确认的
“

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

阿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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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
、

释迎牟尼铁佛
、

明末清初武学

大师王征南隐居之所及震动中国武

术界的内家拳传承地 %
,

还有国家

级文保单位横省石牌坊
,

再加上近

期又惊喜发现的千年古寺明觉寺遗

址
、

越窑 ∃ 日本祖窑 % 遗迹
,

以及

众多早已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名流
、

文武泰斗的人文遗迹
,

这些历史文

化遗产级别之高
、

内涵之深
、

特色

之鲜明
,

在宁波乃至全国都是非常

引人注目
,

是国内罕见和极具优势的

文化旅游稀缺性资源
。

构想 ∋
彭显育王文化和舍利文化

在城市化扩 展过程 中
,

如何将一

个处于城市核心近侧且传统文化非常丰

富的区域
,

设计和修建成为一个既能满

足宗教需要
,

同时又具有地方特色和经

济上可承受 的佛教主题文化旅游区 ( 如

何既能充分突出和挖掘利用稀缺性特色

资源的优势
,

又能克服项 目地理空间尺

度相对狭小和环境包袱很重的问题 ( 如

何妥善处理项 目用地 的产权关系
、

拆迁

补偿问题以 及其他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

规
、

程序和手续问题( 如何选择恰当的

开发模式和运行管理方式
、

确定项 目的

合理规模
、

解决项 目的资金来源问题 (

这些问题一直是最令人关注的焦点和难

点
。

在本项 目的研讨论证
、

策划 和规

划设计过程中
,

始终贯彻了
“

以 国际化

的视野看项 目
、

以佛教的视野看项 目
、

以科学发展观的视野看项 目
、

以竞合性

的视野看项 目
”

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

全

面深人地分析了佛教文化旅游的特点和

发展趋势
,

以及佛教文化旅游市场的规

模
、

效益
、

多元化产品需求情况
,

仔细

地评估了宁波宗教旅游市场的基本情况

和海外市场的潜力
,

反复地研究了存在

的主要 问题 ∃特别是外部竞争压力
、

用

地紧张情况
、

现行交通和环境影响
、

规

模和模式等具体问题 % 和解决之道
。

文化
”

为核心价值体系特色的阿育王大

文化品牌战略
,

明确了 以
“

打造国家) ∗

级旅游 区
、

东南佛国核心景区
、

中印文

化交流重要基地
”

为总体 目标定位
,

并

详细分解了自我发展 目标
、

外部效应目

标和最终 目标
,

以 及近期 目标和远期 目

标
。

在项 目开发的总体思路上
,

是按照
“

市场分层
,

产品分级
,

服务分档
,

开

发分时
”

策略
,

务求在
“

品牌立身
,

市

场功能
,

空间布局
,

项 目落地
,

产业形

成
”

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性

互动局面
,

以阿育王的生平历史和佛祖

经典为演绎 内容
,

具备多种形态
、

内容

丰富
、

品质一流旅游项 目
,

成为既可提

供社会公益性公共服务
,

又可拥有多种

营销手段和方式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基

地概念
。

在项 目的具体开 发过 程 中
,

要 坚

持贯彻
“

十化
”

和
“

三高
” ,

即
∋

坚持
“

文化产业化
,

项 目国际化
,

产品特色

化
,

空间有序化
,

景观园林化
,

环境休

闲化
,

品质精致化
,

风格艺术

化
,

故事 主题 化
,

内涵 解读

化
” ,

按 照
“

高起点
、

高标

准
、

高质量
”

的要求
,

打造一

个综合性 的 文化旅游 著 名品

牌
。

在景区的规划设计上
,

强

调设计和建设遵从 自然
、

尊重

人和尊重地方精神 以
“

至尊

舍利
、

孔雀王城
”

作为项 目形

象 + 以
“

迎蓝范式
”

和曼陀罗结

构作为空间
、

景观
、

建筑布局上的基本

形式
,

通过一系列的旋转与轮回的设计

语言
,

将寺庙
、

舍利与佛山联为一体
,

大到空间组织
,

小到建筑和小品
,

这一

形式反复出现
,

全力体现佛教之思想灵

魂
,

并体现浓郁古印度佛教建筑风格特

色
,

与国内常见 的佛教建筑形成鲜明的

风格反差
。

阿育王文化旅游区的完整远

期规划
,

为
“

一线三 区
”

的整体开发思

路
,

包括育王 区块 ∃育王寺朝圣及孔雀

王城育王文化休闲园区 %
、

明堂吞区块

∃太白山风情休闲园区 %
、

铁佛寺区块

∃禅武体验园区 % 这三个主要组成部

分
,

拟分期
、

分阶段实施
。

在近期规划

中
,

核心景区 的规划建设项 目主要包括

阿育王寺和孔雀王城在内的
“

一环
、

一

塔
、

一寺
、

一城
、

一墙
”

等项 目
。

这就

是 目前正在规划实施的景区一期工程的

先导项 目
,

位于育王区块
,

主要用地面

积通过回购原育王楼宾馆和大红鹰宾馆

产权的方式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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