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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苗日新学长再三叮嘱，要我为其大著《熙春园·清华园考》写一小序，使我深感荣幸，却又颇感
惶恐。
我虽是学历史的，然而对于清代却所知无多，以下所说只是作为一个清华人对这部专书的读后感想。
　我是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前清华文科的末一班学生，也便在那一年去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我在校期间甚短，但几十年来对母校所在的清华园，从宿舍楼建筑到草木丘壑，总觉不能忘情。
当时我住在园内偏西的善斋，由于习惯早起，常往西步行，经过气象台、荒岛，就进入没有围墙的长
春园界。
一路观望，不免对康乾盛世这些园林的风光景色，有种种臆想揣测，这也很自然地成为心底情结的一
部分。
我猜别的校友，恐怕也会有类似的体验。
　　到90年代，我回到清华做一点工作，因为参加建设博物馆的讨论，得以见到多年负责学校基建设
计的苗日新先生。
承他告我正在从事清华园及其前身历史的探索，殊感欣喜莫名。
尤其是在2003年秋我调入清华之后，我们同居荷清苑小区，栋宇相望，朝夕有机会相遇，他必告我以
研究的各种信息，我对其进展之迅速，收获之丰富，极有深刻印象。
不拘时令寒暑，人们每见我们手扶自行车，在途中畅谈学术，以为在传什么“新闻”，投以好奇的目
光。
　　苗日新先生出身于土木工程系，不曾受过文史方面的专门训练，但读者由他的著作不难看出其人
文修养非常深厚，历史知识殊为广博。
《熙春园·清华园考》这部书，固然表现了苗日新先生建筑学与建筑史的专业水准，于历史考证方面
也不愧于专门学者。
在学科日益分化狭窄的今天，如何兼通博收，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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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熙春园?清华园三百年的园林沿革史。
它将清华园的盛衰置于清朝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九代王朝政治、历史和文化大背景
中去观察，从而揭开了当时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它是北京古代园林研究和清华校史研究的新成果，是为清华大学百年庆典的献礼。

本书最大的贡献是揭开了雍乾二帝布下的疑谜，证明了：清华园的“荒岛”就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大
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刷印之地。
陈梦雷可歌可泣的90年坎坷人生中，最后居熙春园“松鹤山房”13年，完成了1.6亿字《古今图书集成
》的编纂校正并刷印了全书的96%。
人们熟知的工字厅“水木清华”，就是康熙皇帝10次莅临、8次过寿、命名”熙春”之处。
熙春园的第一和第二任园主是康熙皇三子允祉和皇十六子允禄。

书中引用了《四库全书》、《清实录》等典籍、历史文献和专著140多种；有园主人、帝王和名人
的150首诗、词、昆曲；附有百余幅图片。
全书图文并茂地描绘了清朝200多年里，熙春园?清华园发生的重大事件、人物故事和园林美景。

第二次印刷的增订本加写了一章，以雍正朱批蒋廷锡密折等珍贵史料、书影、清朝“样式雷”地图和
大礼堂发掘出的松鹤山房遗址，进一步证明了裴芹提出的“陈梦雷制铜活字”说，康熙《御制律历渊
源》和《古今图书集成》是用一套铜活字同时在集成馆印成，熙春园?清华园是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文
化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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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研究员。
山西天镇人，1934年5月出生，呼市二中毕业。

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土木、土木建筑和工程力学数学系。
1984至1991年任力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1991年任清华大学基建规划处处长、研究员，1997退休，至2006年继续任该处顾问。
现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主编有《气压传动与控制》，主译有《流体逻辑导论》，论文多篇。
《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献礼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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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道光朝熙春园东部称“涵德园”，西部称“春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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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雍正帝制造陈梦雷冤案清洗并改组“集成馆”　　是雍正帝一手制造了陈梦雷冤案。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帝崩。
雍正即位不满一个月就对其皇兄诚亲王胤祉下手，斩其“臂膀”，把陈梦雷和他的儿子从熙春园抓走
，流放到了齐齐哈尔。
十二月十二日谕内阁九卿等：　　陈梦雷原系从耿逆之人，⋯⋯如朕言允当应将陈梦雷并伊子远发边
外。
⋯⋯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　　康熙十九年曾颁布
谕旨：　　凡纂修诸书，刊刻告成，无论革职、已故，与监造人员一并开列衔名。
　　然而雍正帝却违背康熙谕旨，把陈梦雷从51到72岁长达21年编校《古今图书集成》，以及诚亲王
胤祉鼎力经营21年的事实，一概抹杀，不予书名。
违反惯例，根本就没有开列“集成馆”和监造者任何人的衔名。
除了雍正和蒋廷锡姓名外，国人二百多年里竟不知此书编者。
夺一位贫弱书生一生如此大的心血成果为己有，这种令人不齿的行为，在贵为皇帝的人中历史上少见
，被学者斥为“雍正忌能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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