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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菊渊编著的《中国古代园林史(上下第2版)(精)》为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科研课题《中国
古代园林史》的重要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包括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清朝的中国园林的发展历史。
全书共十二章，分上、下两册。
本书含有各类图纸及图片500余幅，并附有详尽的园名索引。

　　《中国古代园林史(上下第2版)(精)》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园林、城市规划、建筑等学界的广大科研
和规划设计人员，园林及建筑院校的师生，从事历史文物保护的专家和考古学者，对历史和科技史、
艺术史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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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菊渊（1913—1996），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园林专业的创始人、著名的园林学家。
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
曾任金陵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北京林学院城市与居民区绿化系副主任、教授：任北京市农
林水利局、农业局局长；先后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副局长、总工程师、技术顾问等；全国政协第六
届、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汪菊渊先生曾为园林专业编撰第一部园林史教材：《中国古代园林史纲要》、《外国园林发展史概述
》：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主编了园林学部分：发
表了有关风景园林、花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曾任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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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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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忽必烈即汗位不久，就仿效金朝制度，在燕京成立了职责为修建宫殿的修内司和祗
应司。
“中统四年（1263年）三月庚子，亦迭黑尔丁（色目人）请修琼华岛，不从。
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改变主意，十二月壬子，修琼华岛”（《元史·世祖纪》）。
新的广寒殿很快便在原“广寒之废基”上建造起来了。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年十二月己丑，（忽必烈命工匠制作的）渎山大玉海（贮酒缸）成，敕
置广寒殿”。
这个“渎山大玉海”，“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鸟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在元
朝一直安置在广寒殿。
但元朝灭亡以后，“渎山大玉海”也如石沉大海，不知下落。
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才重新发现它落到皇城内一所道观中作腌菜坛子了，又被皇家移到北海团城承光殿
前亭子内，至今尚存。
“（至元）三年四月丁卯，五山珍御榻成，置琼华岛广寒殿。
四年九月壬辰，作玉殿于广寒殿中”（《金史·世祖纪》）。
 在重建琼华岛广寒殿的同时，忽必烈就着手修建宫城和宫殿。
据《元史·世祖纪》：“至元四年十月戊戌，宫城成。
”但根据下文来看，上举的年份可能有误。
《世祖纪》载：“（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丁酉，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泺民二万八千
余人筑宫城。
九年五月乙酉，宫城初建东西华左右掖门”。
这就是说至元九年五月还在建东华门、西华门、左掖门、右掖门。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条载：“宫城⋯⋯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
年三月十五日即工”。
又说：“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
高三十五尺。
砖瓷。
”《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
十一年正月己卯朔，宫阙告成。
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
十一月，起阁南直大殿及东西殿，十八年二月戊辰，发侍卫军四千完正殿。
”这个正殿就是世祖及以后诸帝受诸王百官朝贺的大明殿。
官城中，在世祖时续有修建，如“（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修宫城太庙，司天台。
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丁亥，建宫城南庐，以殿宿卫之士”。
 至元十一年（1274年）四月，“初建东宫”，在太液池西的南部，忽必烈的太子真金所居。
但真金在忽必烈生前就死去，其妻仍居东宫。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死，其孙铁穆耳（真金第三子）继位，尊奉真金妻为皇太后，“改皇
太后所居太子府为隆福宫”，后来，成为皇太后的居处，隆福宫也是一组具有较大规模的建筑群。
后来，到了元朝中叶武宗在隆福宫北，修建了另一组建筑群，即兴圣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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