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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年初，我们总算和清华大学完成了谈判，召开了一个小小的新闻发布会。
面对一脸茫然的记者和不着边际的提问，我心里想，和清华大学的这项合作，真是很有必要。
在“大国”、“崛起”甚嚣尘上的背后，中国人不乏智慧、不乏决心、不乏激情，甚至不乏财力。
但关键的是，我们缺少一点“独立性”，不论是我们的“产品”，还是我们的“思想”。
没有“独立性”，就不会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连“识别”都无法建立。
我们最独特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文化了。
学术界有一句话：“建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
”梁先生说得稍客气一些：“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
现者。
”当然我是在“断章取义”，把逗号改成了句号。
这句话的结尾是：“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
”我们的初衷，是想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做一点事情。
通过专家给大众写书的方式，使中国古建筑知识得以普及和传承。
当我们开始行动时，由我们自己的无知产生了两个惊奇：一是在这片天地里，有这么多的前辈和新秀
在努力和富有成果地工作着；二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经费是如此的窘迫，令我们瞠目结舌。
希望“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的出版，能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贡献一点力量；
能让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前辈、新秀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更多的宣扬；能为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古建
筑提供一点工具；能为我们的“独立性”添砖加瓦。
                                                                      王群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1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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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中国古典园林史领域浸淫多年，又曾赴国外做访问学者，对于古建筑的文化传承，投入感情甚
深，因此著述本书，实乃心血之作。
　　全书在大历史兴衰的语境之下，阐释了北京颐和园的前世今生，有着厚重的人文浓度，又不失恣
意挥洒的表达。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前身清漪园的建造过程与历史背景、整体山水构架、建筑布局与庭园的风
光，以及造园的意境手法。
其中乾隆年间的盛世风华，洋溢在字里行间，甚至于乾隆对于西湖胜景的偏爱，对海外仙山的向往，
以及对造园的出尔反尔，都被亦庄亦谐地笔调，细致地摹写下来，兴致盎然。
然而笔锋陡转，历史兴衰，清漪园的奢华胜景，顷刻间在兵焚战火中化为齑粉，令人心生民族的慨叹
。
　　下篇包括颐和园重建过程与历史背景，以及颐和园的帝后生活空间，及至现今的名胜景区。
自从家国危难之际，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重建了颐和园以后，颐和园便背负了过于沉重的意义，湖光山
色、亭台楼阁，再不复单纯的自然与艺术之美，砖石土木亦散发着历史的人文味道。
　　整本书犹如一场颐和园的时光之旅，皇家建造的故事，诗词歌赋下的赞叹，帝后的生活方式，甚
至于每个局部景观的典故，亦是细致着墨，娓娓道来。
精致的版面设计，典雅的文字，细细品味，唇齿留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颐和园>>

作者简介

贾珺，1970年出生于江苏淮阴，2001年获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学位并留校任
教，2006-2007任罗马大学建筑学院访问学者。
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筑分馆馆长、《建筑史》丛
刊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园林史和中外建筑文化交流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已经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各1项，在核心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60篇，参与编
写学术著作4部，翻译学术著作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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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湖山胜境——北京颐和园    北京是一座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的古都，历代兴废更替之间，无数的宫殿
、坛庙、园林、寺观、市肆也随之经历了多次的盛衰轮回，而园林作为一种富有特殊魅力的景观建筑
，每次都像烟花一样在泛黄的历史画卷中发出璀璨的光芒，成为北京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最早关于园林的历史记载是战国时期的燕昭王在蓟城建造的离宫黄金台，随后在不同的朝代中，
作为北方的名都大邑，北京地区不时出现诸侯苑囿、督帅府园、寺庙园林以及郊野名胜，成为城市重
要的点缀。
辽代北京地区名为幽州，被定为陪都南京，辽主在城郊陆续兴建了很多离宫苑囿，并经常来此游幸。
金代改幽州为中都，首次成为正式的王朝都城，皇家园林建设空前繁盛，城内外御苑遍布，私家园林
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元代在中都东北方向新建大都城，城市中心地带引入大片水面，并环水布置宫殿，另在城内和四郊大
力兴建皇家园林，一些蒙古、色目贵族以及汉族官僚也纷纷创立私家园林，掀起新的高潮。
明代续建紫禁城御花园、西苑三海和南苑，而私家园林、寺庙园林和公共风景园林的数量大大超过前
代，盛盛况空前。
清廷入关之后，继续沿用明代的都城、宫殿和坛庙，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皇家园林的兴建，使得有清一
代的御苑达到最鼎盛的程度。
到了乾隆时期，京城内有大内御苑和西苑，南郊有南苑，西北郊更是成为皇家苑囿最集中的区域，其
中包含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等近十座大型御苑，统称为“三山五园”，再加上
热河避暑山庄、蓟县盘山行宫以及南巡、东巡、北狩路线上的大量行宫御苑，形成极为壮观的园林风
景线。
许多王公大臣和文人商贾也纷纷仿效，在京城内外修建了几百座私家园林，寺庙园林、公共风景园林
则延续了明代的盛况，彼此辉映，堪称中国园林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个篇章。
可惜经过近代的列强入侵、政局动荡和内战破坏之后，北京的园林体系遭到很大的摧残，因此劫后仅
存的一些园林遗产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在清代所有的皇家园林中，颐和园是造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座，也是目前北京西北郊唯一保存完整的
御苑，被誉为中国古典皇家园林的传世绝响。
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850年），以西北郊的万寿山和昆明湖的自然山水为依托，
又以杭州西湖为蓝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改造，在此基础上吸取了很多传统造园的经典手法，兴建了
大量的宫殿、楼台、亭榭，并叠山引水，栽种花木，营造出一个山清水秀、楼台华丽、如诗如画的名
园胜景，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最杰出的范例之一（题图）。
咸丰十年（1860）年，清漪园与圆明园等其他御苑一起遭到英法联军的焚掠，大部沦为废墟。
光绪年间，贪图苑囿之乐的慈禧太后不惜挪用海军军费大肆重建，并更名为颐和园，在此长期居住理
政。
这座园林由此经历了从清代最繁华的乾隆盛世逐渐衰败、遭遇大劫又回光返照的全部过程，尤其见证
了晚清戊戌变法、庚子之乱直到清室退位的所有重大事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令后人无限感慨
。
1949年以后，颐和园的山水楼台经过多次重修，再现了美丽祥和的景致，成为北京一大名胜，并
于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日益得到全世界的欣赏和关注。
本书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长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若干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以通俗而不失专
业水准的笔触对颐和园及其前身清漪园的历史、山水格局、造园思想、重点景致分别作了比较详细的
介绍，希望能够引起读者更多的兴趣，也以此作为献给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一份纪念。
上篇：清漪篇第一章 清漪园的建造过程与历史背景乾隆皇帝看中了北京西郊最优越的一个山水地段，
悄悄地开始打造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皇家御苑。
这是怎样的一片地段？
皇帝为什么宁可自食其言也要建造这座新园？
整个清漪园工程有多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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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本章分解。
乾隆上谕 一道上谕泄露出的天机：大清王朝即将增添一座新的大型御苑。
大清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是一个灰色的年份。
年初到年终，全国从南到北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自然灾害，水灾、旱灾、雹灾，全赶上了。
三十九岁的乾隆皇帝弘历（图1-01）频繁应付救灾工作之余，还两次抽空陪伴皇太后钮祜禄氏出京巡
幸，一次是去五台山进香，另一次是去拜谒东西皇陵，大概有请求菩萨和祖宗保佑一下的意思。
可是灾害依然不断，年底的时候青藏又发生叛乱，简直是祸不单行。
幸亏名将岳钟琪迅速平乱，并擒获逆首卓呢罗布藏扎什，算是为这一年划上了一笔亮色。
不过就算没有这个好消息，相信乾隆帝的心情也不会太糟，因为一项筹划已久的大型园林工程已于当
年悄悄开工，皇帝苦心期盼的一片湖山胜景正在慢慢地由蓝图变成现实，足以抵消其他所有的不快。
这一年的三月，乾隆帝从五台山回朝后，接连下了几道重要的圣旨，主要是分别免去安徽、湖北、山
东等受灾地区的赋税，还有一道则是嘉奖抚慰正式退休回乡的三朝老臣张廷玉。
就在同一月的十三日，皇帝还颁布了一条似乎与军国大事毫无关系的上谕：把北京西北郊的瓮山改名
叫“万寿山”，把瓮山旁边的西湖改称“昆明湖”。
这条上谕悄悄地透露出一个讯息：救灾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皇帝心爱的行宫园林也在紧锣密鼓
的兴建之中。
瓮山西湖瓮山和西湖是北京西北郊最优美的自然山水。
北京西北郊山峦起伏，属于太行山的支脉，自古被称作“神京右臂”，其中凸起许多山峰，附近又有
很多湖泊泉水，林木茂密，风光十分秀丽。
瓮山就是其中的一座小山峰，山形比较平缓，有点像大坛子，因此被称为瓮山；另一个说法是有一位
老翁曾经在此挖到过一个大瓮，因而得名。
山的南面地势低洼，汇集了周围的泉水溪流，形成了一大片湖面，就叫瓮山泊。
这一带在元朝以前并不为人所知，名气远远比不上西边相邻的玉泉山和香山。
元朝建都北京（当时叫大都），曾在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的主持下修筑大规模的水系，完善了首都地区
的供水系统和水上运输设施，瓮山泊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以天然的湖泊兼具蓄水库的功能，也
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逐渐成为游览胜地，后来又慢慢地在湖滨和山脚出现了一些寺庙和园林，为自
然风光增色不少。
其中最出名的是一座大承天护圣寺，元朝皇帝经常来此游玩并住在寺中，另外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墓
园也建在这里。
明朝的时候瓮山泊改名西湖，水面种植荷花、蒲苇，湖边构筑了堤坝，周围还开辟了广阔的水田，被
当时的文人誉为“北国江南”。
环湖增添了一些新的寺院和园林，特别是明神宗的乳母罗氏捐资在山南坡新建了一座圆静寺，东临莹
莹稻田，西对柔柔碧波，北倚幽幽瓮山，景致不凡。
春秋之季，瓮山、西湖一带游人如织，逐渐成为北京最著名的郊游胜地，暮春四月的时候还举办游湖
盛会，几乎可以和盛唐时期长安的曲江池相媲美了。
清朝初年，瓮山、西湖周围的寺庙、园林一度有些荒废，但很快就重新振兴起来，依然很受游人亲睐
。
来自江苏苏州的一个名叫沈德潜的官员曾写过一首《西湖堤散步》诗，诗中说：“闲游宛似苏堤畔”
，已经直接把这座北京西湖与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相提并论。
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在大兴土木的皇家园林正是以瓮山和西湖为核心的大型苑囿，为此在三月十
三日皇帝特意下旨，正式把山和湖改名叫“万寿山”和“昆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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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切时代趋势是历史因果，似乎含着不可避免的因素。
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
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干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
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
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以及
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
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
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
——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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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于古建筑的普及书而言，重要的是深入浅出，太过艰深，必然晦涩，削弱了读者的阅读乐趣。
太过浅显，必然又会沦为读者案头床边的泛泛之作，看过即弃。
而《北京颐和园》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可深可浅，常读常新。
尤其是对于对于建筑、城市古迹、旅游的爱好者而言，如若能与亲身实地的体验，两相印证，必然获
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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