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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据史料记载，中国园林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而北京曾是辽、金
、元、明、清的都城，各朝代都兴建过宫苑皇家园林，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现在的北海、中海、南海和颐和园等，多属明、清两代建造的园林，它是华夏民族的“灵气”，以其
丰富多采的内容和高超的造园艺术水平独树一帜，在世界造园史上占有光辉的一章。
在这些方面我们应很好地研究和发扬。
该书作者出于对祖国园林文化遗产的热爱，对北京园林的发展历史作了一些研究，尽管书中的论述和
见解还有若干可以控讨的地方，但据我所知，研究北京园林历史及其发展的著述，尚不多见，这也是
本书的可贵之处。
　　本书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北京地区从战国时代台观宫苑，到元、明、清历代北京园林发展的历史，
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北京40年来园林绿化进程，如公园、街道、居民区、机关、学校、工厂的绿化，京
郊造林和首都周围大环境绿化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本书对研究北京园林发展的历史和北京园林建设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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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宫城在皇城的东部，太液池东岸。
宫城四至，北垣在今北京景山公园少年宫前之东西一线。
南垣在今故宫太和殿之东西一线。
东垣和西垣大致在今故宫东、西垣处。
《辍耕录》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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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城有六门，正南为崇天门，东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三尺。
宫门皆是朱户、丹楹、藻绘、彤壁、琉璃瓦饰檐脊。
门后，有白玉石桥三虹，上方三道，中为御道，镌百花蟠龙，直达大明门。
崇天门之左为星拱门，之右为云从门。
正东为东华门，正西为西华门。
正北为厚载门。
厚载门之外为御苑。
　　崇天门内，主要宫殿建筑在一条中轴线上，南部以大明殿为中心，北部以延春阁为主体。
大明殿是元朝皇帝的金銮宝殿，是登极、万寿节、会朝之正殿。
该殿共十一间，东西长二百尺，南北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
至元十年（1273年）建成。
大明殿坐落在三层白石台基之上，雕刻凤的白石栏杆层层环绕，蔚为壮观。
台基上，元世祖忽必烈特令种植一块朔漠莎草坪，称“誓俭草”，告诫子孙永世不忘草原，不忘勤政
节俭。
《玉山雅集》云：“世祖建大内，移沙漠莎草于丹墀，示子孙无忘草地也”。
　　《元宫词》中描写大明殿景色：　　雨润风调四海宁，丹墀大乐列优伶，　　年年正旦将朝会，
殿内先观玉海青。
　　健儿千队足如飞，随从南郊露末唏，　　鼓吹声中春日晓，殿前成着只孙衣。
　　大明殿内陈设华丽无比，金饰丹楹，金绘藻井，文石铺地，四壁朱琐窗；内置“七宝云龙御榻，
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
”大明殿内还陈设有酒瓮、乐器。
在各宫殿陈列酒瓮，是蒙古民族的习俗，也是元宫殿的特色之一。
　　大明殿后，有一条长二百四十尺，宽四十四尺的柱廊，连接着宽五间、东西夹六间的寝殿。
大明寝殿后有宝云殿、文楼（钟楼）、武楼（鼓楼），东有文思殿，西有紫檀殿。
这几座殿楼和百余间廊庑围绕大明殿，形成封闭性的庭院，突出了森严的皇家气氛。
　　宫城北部有以延春阁为中心的建筑群。
大明殿之后为延春阁，为皇帝起居室。
该阁宽九间，东西一百五十尺，进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与其后的柱廊、寝殿构成又一平面呈“工”
字型的建筑群。
延春阁三檐重屋，盖为楼阁。
延春阁东有慈福殿，西有明仁殿。
寝殿之后为清宁宫。
东庑之中有景耀门，西庑之中有清颢门。
清颢门外有玉德殿，做为便殿，是奉佛之所，有时也在此听政。
玉德殿两侧有东香、西香二殿。
延春寝殿后，是妃嫔居住地。
　　第二节元大都城中皇家御苑　　大都城的皇家御苑，主要有宫城后御苑、隆福宫西御苑、万岁山
与太液池、西前苑等。
　　宫城后御苑（后苑） 位于皇城北门厚载门的北面，南起厚载门以北，北至今地安门内，西临太液
池，因在厚载门北、宫城的后面，所以又俗称“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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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耕录》云：“厚载门北为御苑，外周垣红门十有五，内苑红门五，御苑红门四，此两垣之内也”
。
《析津志》载：“厚载门乃禁中之苑囿也。
内有水碾，引水自玄武池，灌溉，种花木，自有熟地八顷。
内有小殿五所，上曾执耒耜以耕，拟于借田也”。
《元大都宫殿考》云：“又后苑中为金殿，四外尽植牡丹百余本，高可五尺”。
又云：“苑西有翠殿，又有花亭、彘阁、金殿。
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空如桃，子如丹珠。
苑外重绕长庑，庑后出内墙，外连海子，以接厚载门。
门上建高阁，东百步有观台，台旁有雪柳万株。
”　　萧洵《故宫遗录》中记述后御苑的情况时云：“又后苑中有金殿，殿楹窗扉皆裹以黄金，四外
尽植牡丹百余本，高可五尺。
又西有翠殿，又有花亭氍阁，环以绿墙兽闼，绿障鱿窗，左右分布，异卉幽芳，参差映带。
而玉床宝座，时时如渑流香，如见扇影，如闻歌声出户外而若度云霄，又何异人间天上也！
金殿前有野果名姑娘，外垂绛囊，中空如桃，子如丹珠，味甜酸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
可爱。
苑后重绕长庑，庑后出内墙，东连海子，以接厚载门”。
　　由上可知“后苑”苑内置有熟地八顷，每年由皇帝亲率近侍及中朝贵官于此耕田一次，如藉田之
礼。
其他时间，则由宫内的宦官等人负责耕种。
苑内还种有麻、豆、瓜、果及各种蔬菜，从北面海子（北海）引水入苑，用来灌溉。
因此，苑内各种瓜果菜蔬，都十分茂盛。
此外，苑内还设有水碾一座，每天可碾粮谷十五担，以供宫庭内食用。
苑中还有花木，如牡丹等。
　　万寿山或万岁山 《元大都宫殿图考>云“万岁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即金之琼华岛，旧隶城
北离宫大宁宫，遗山诗所谓‘从教尽划琼华了，留住西山仅溴垂’是也。
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修缮之；至元八年（1271年）赐名万寿；泰定以后，史作万岁，盖相互称
耳”。
　　据《辍耕录》和《故宫遗录>记载，可知其当时大致风貌。
《南村辍耕录》云：“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
金人名琼华岛。
中统三年修缮之。
至元八年赐今名。
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
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
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耕，汲水至山顶。
出石龙口，注方池。
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
然后东西流入于太液池。
山上有广寒殿七间。
仁智殿则在半山。
为屋三间。
山前白玉石桥。
长二百尺，直仪天殿后。
殿在太液池中之圆坻上，十一楹，正对万岁山。
”又云：“山前有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直仪天殿后。
桥之北有玲珑石，拥木门五，门皆为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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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隙地，对立日月石。
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床。
左右皆有登山之径，萦纡万石中，洞府出入，宛转相迷。
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
山之东有石桥，长七十六尺，阔四十一尺半，为石渠以载金水，而流于山后以汲于山顶也。
又东，为灵囿，奇兽珍禽在焉。
广寒殿在山顶，七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
重阿藻井，文石甏地，四面琐窗，板密其里，偏缀金红云，而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
中有小玉殿，内设金嵌玉龙御榻，左右列从臣坐床。
前架黑玉酒瓮一，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
又有玉假山一峰，玉响铁一悬。
殿之后有小石笋二，内出石龙首，以噗所引金水。
西北有厕堂一间。
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间，高三十尺。
金露亭在广寒殿东，其制圆，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顶上置琉璃珠。
亭后有铜幡竿。
玉虹亭在广寒殿西，制度如金露。
方壶亭在荷叶殿后，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无梯，自金露亭前复道登焉。
又日综珠亭。
瀛洲亭在温石浴室后，制度同方壶。
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复道，亦日综珠亭。
荷叶殿在方壶前，仁智西北，三间，高三十尺，方顶，中置琉璃珠。
温石浴石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间，高二十三尺，方顶，中置涂金宝瓶。
圜亭，又日胭粉亭，在荷叶稍西，盖后妃添妆之所也。
介福殿在仁智东差北，三间，东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
延和殿在仁智西北，制度如介福。
马潼室在介福前，三间。
牧人之室在延和前，三间，庖室在马湮前，东浴室更衣殿在山东平地，三间，两夹。
”又据《元氏掖庭记》云：“漾碧池旁有一潭日香泉潭。
至上已上，则积香水以注地。
池中又置温玉狻猊、白晶鹿、红石马等物，嫔妃沐浴之余则骑以为戏。
或执兰蕙，或击球筑，谓之水上迎祥之乐。
惟小娥体白而红，著水如桃花含露，愈增妍美。
帝日：此禾桃之女也。
因呼为赛桃夫人，宠爱有加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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