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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春园是清代的大型皇家园林“圆明三园”之一，经过战争后变为一处废墟遗址。
2001-200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分三次对长春园遗址的宫门区及澹怀堂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并将
全部工作成果汇集成本书。
书中重点对发掘的建筑遗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对出土遗物也做了分类介绍。
此次发掘通过遗迹再现，充分证明了长春园宫门区的建筑格局框架与建园时的设计思路完全一致，同
时也为现存的遗址形势图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本书适合从事考古、古建筑、历史等专业的研究人员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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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遗址概况与发掘经过圆明园是中国清代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代帝王，用了一
百五十余年时间不断精心修造和扩建的大型皇家园林，曾被欧洲人誉为“万园之园”和“一切造园艺
术的典范”。
该园共由三园组成，即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故亦称圆明三园。
1860年10月，圆明三园均遭英法联军疯狂劫掠，并纵火焚毁，后来变成一片废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做好该遗址的保护工作，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成立了圆明园管理处。
1988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圆明园遗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西苑村，南连燕园（北京大学），东南接清华园（清华大学），
西南为清漪园（颐和园），北邻清河、北五环公路和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图一）。
本报告将全面介绍200l～200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考古队在长春园宫门区遗址进行有计划的科
学发掘所获得的全部考古资料。
第一节 关于长春园的修建长春园是清朝乾隆皇帝为自己优游享乐而特意修造的一座御园，位于“圆明
园东，本圆明园东垣外隙地，旧名水磨村”。
占地约70公顷，相当于圆明三园总面积的1／5，平面形状呈方形，边长为800余米，内有古典园林建筑
群组十余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人造山水园。
北部还另辟一区仿欧式风格的宫苑建筑，俗称西洋楼景区（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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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考古队在北京圆明园长春园宫门区遗址开展的
考古发掘工作，是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领导支持、关心与指导下进行的
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工作。
发掘期间，我们自始至终得到了海淀区政府和圆明园管理处，以及我所各相关部门诸位同仁的大力支
持与热忱帮助，因而各项工作都得以顺利进行，并使我们最终圆满地完成了此项发掘任务。
本报告在资料整理和编写阶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
同时本报告的出版，还得到北京市文物局考古科研基金的资助。
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孙莉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英文摘要承陈凯、靳璞先生协助
翻译。
在此一并致以深切谢意。
2000年10月至11月，靳枫毅、王继红赴圆明园遗址做了前期考古调查工作，并制定了第一期考古发掘
计划。
长春园宫门区遗址2001年度的发掘工作，由王策主持。
参加此期发掘的有：靳枫毅、郁金城、王继红。
2003年和2004年度的发掘工作，由靳枫毅主持。
王继红参加了2003年和2004.年度的全部发掘工作，孙猛参加了2003年度的发掘工作。
本报告资料整理、编写与执笔：王继红；专业指导：靳枫毅；遗迹摄影：靳枫毅；器物摄影：王殿平
、靳枫毅；绘图：李召銮、南迪、杨远浪、田辉、陈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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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圆明园长春园宫门区遗址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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