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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体上可以用三个不同的属性和不同的层次来分类。
它们是民间文化、士大夫文化和皇家文化。
有人说，还应该有一类宗教文化。
其实，可以界定的文化种类还很多，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各种文化均可反映在上述的三种文
化之中。
中国皇家园林是中国皇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解读皇家文化过程中，不可忽略对皇家园林的研究。
园林，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中国古代园林的产生，应该是与城市化的进程相关。
当一部分人，由于从事生计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被圈廓在城中生活；相对密集的建筑，有限的空
间，嘈杂喧闹的环境，全然失却城外自然的野趣。
有条件的市民，便不断引进自然的元素，小到树木花草的引种、鱼虫鸟兽的饲养，大到自然山水的模
拟，进而亭台楼阁的点缀，这大概是园林的衍化过程。
古代有一个对园林很通用的名称。
叫“城市山林”。
即使到了现代，人们也还追求着“都市中的山庄”等这样有名有实，或者有名无实的自然情趣。
另有一种情况，是定居在城中的市民，选择风景美好的郊野，以城中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营构又
一个生活场所，这便是至今还运用在生活之中的一种古代园林的名称：“别墅”。
它还有更含蓄文雅一点的，现代已不太使用的名称：“别业”、“山居”。
这些都归纳在园林学科的一类——“私家园林”范畴。
    至于佛道宗教修炼场所的寺观，它们最早也都发源于城市之中，准确一点说，它们最初的形态是产
生在都城之中，而又逐渐向深山邃谷中隐去。
道教的五岳，佛教的四大名山，都是最具盛名的风景名胜园林和寺庙园林，在历史上这一类园林虽然
受到宗教文化，特别是宗教思想的哺育、塑造，许多深奥抽象的哲理，被演绎在自然山水的雄秀和诡
谲之中，但它们的政治经济基础，仍然依托着皇家以及达官贵人、地主富商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财力的
庇护和布施，而得以生存和隆盛。
由于自然山水的永恒和宗教信仰的弘扬绵延，它们能跨越朝代更替的劫难和避免家族兴衰的厄运，相
对存在的历史较久。
虽然殿堂寮舍有所更新，而保留滋茂至今的许多千年以上的松、柏、槐、桧和银杏等古树林木，是它
们存在最难得的历史见证。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园林起源于专供天子帝王行围狩猎的“囿”。
又据以推衍出，中国古代园林起源于皇家园林，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囿”是我们所知最早的园林形态，或者说最早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一种功能明确、可以稽考的古代
园林模式；更多的园林起源的因素，还是孕育于农牧生产和生活生息之中，还有把天地山水作为自然
的偶像加以崇敬和亲近的认识与实践。
    帝王的宫室，几乎都是城中之城，尤其远离自然。
限于礼制，在皇城内只能规划出有限的自然空间。
将宫室的功能构筑体现在自然山水之间，满足对于自然的追求，创造在城中之城所不能进行游乐活动
的条件；同时不能排除，因为政治的目的而进行的这种离宫别苑的营构。
凡执掌政权时间较长，又是中央集权的朝代，皇家园林重建的次数就多。
皇家园林重复兴建的出现，是封建社会极盛时期的一个重要表征。
    中国皇家园林，是近代园林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园林中，凡由帝王所营构的园林总称。
在历史上习惯用图、苑、园、离宫、御园以及上林、御花园等名称，来专指这一类园林。
清代是皇室造园较多而且也遗存最多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其行文当中，将其所建的皇家园林
称之为“国朝苑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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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皇家园林，大都毁于朝代更替时的战火，或者荒废于都城迁变之时，明清以前的完整实
物已很难见到，唯有以山水为构架的御园，从山水地貌上，还可以依稀辨认原有的自然风貌，或者在
发掘的殿堂台基的残址上，想见当时宏大辉煌的建筑规模。
至于苑中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以及宏富的陈设收藏，只有从历史文献中才能窥见其一斑。
其中，自汉代以来，有关皇家园林的文学描写，最为令人神往。
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不但形象地勾画出皇家园林的无比宏丽，而且，描绘
了帝王在苑围中宴游活动极为奢华的场面。
这些不但为我们今天解读古代皇家园林留下了丰富的信息和依据，而且为汉代以后的帝王造园，勾画
出可供遵循的范本。
直至清代最后的一座皇家园林——颐和园中的景物还能溯源到汉代御园中的建构，这正是皇家园林区
别于其他属性的古代园林的重要特征。
    历代发生在皇家园林中的故事证明，中国的皇家园林，既是封建社会太平盛世的标志，又是王朝末
代衰亡的见证。
饱含历史沧桑的皇家园林，除却给我们以历史特殊视角的启示以外，由于它的兴造，可以动用和聚敛
全国的财力、人力和智力、物力；同时，又不受权势的制约，所以，皇家园林，不但动辄有跨山连谷
，绵亘数十里的规模，而且在规划布局、建筑造景、占有山水自然和融合吸收全国园林建筑景观精华
诸方面，更具有皇家钦工的理想优势。
因此一代代、一座座广麦的园林艺术精品出现，又一代代、一座座消失。
我们能够看到的较为完整的皇家园林，是明清时的。
由于明清在北京定都，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又区别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模式，皇家园林终于在北京
及其近畿，保存了仅有的几座标本，受到珍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海、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列入国务院于1961年首批颁布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名单，20世纪90年代，承德的避暑山庄外八庙和北京的颐和园，均以中国皇家园林的杰出
人文景观价值，被联合国世界遗产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但是，明清时代的皇家园林，特别是清代的皇家园林，它们的数量、规模和几千年文化集聚所孕育的
内涵，远非这两座皇家园林所能够全面显现的，何况它们都带有近代历史上兵燹所留下的难以平复的
深深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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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御园漫步：皇家园林的情趣》是作者的皇家园林文化随笔。
由于作者诗画兼善，所以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专家学者对附着在皇家园林景点景名或者建筑
宗旨诸方面文化内涵的解读，更是一位诗人画家独具特色的艺术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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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刘同（1939～），毕业于中国佛学院。
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名园林专家，北京市园林局副总工程师，颐和园管理处总工程师，
北京公园管理中心顾问，主持颐和园和苏州街淡宁堂的复建工作。
主要著作有《颐和园》、《中国古代园林》、《佛学与中医学》等，主编有《中国皇家文化汇编》，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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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安澜园原是浙江海宁陈氏的隅园，历史可追溯到南宋，清初成为曾随从康熙亲征
噶尔丹、雍正时加封大学士的陈元龙的别业。
乾隆南巡，曾四次到海宁视察海塘工程，都驻跸于隅园之中，隅园的名声由此大振。
乾隆二十七年（1762）弘历第三次南巡，因该园所在地邻近海塘，赐名安澜园。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四宜书屋，是雍正时建造并命名的，原有布局与隅园相似，乾隆回銮后，在四宜
书屋原有的构筑基础上，前后左右加以改造，取得了和安澜园一般无二的韵致，索性将四宜书屋也改
称为安澜园，并写了一篇《安澜园记》，特别表述了取名“安澜”，不只是乐游泉石的情怀，而是由
海的波澜，推而广之到江河湖泊的水利对食盐、桑麻农事的影响。
当真如此，对王闯运的“移天缩地在君怀”，除了广收天下美景在禁苑之中的诠释，应在更高的层面
上，加以全新的解读。
 瞻园、狮子林和小有天园都仿建在圆明三园的长春园中，除仿建的瞻园取名“如园”外，其他两园均
用原称。
 瞻园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是明代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王府内的西园，后成为徐达子
孙的私园。
清代，中山王府成为江宁布政使司的所在地，即所谓的藩台衙门。
长春园内仿建瞻园，取名如园，应是瞻园作为衙署附属花园时的事。
乾隆咏写如园的第一首诗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仿建应不晚于这一年。
嘉庆十六年（1811）曾对如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园中十多处景点，大都重新命名，但如园的
总名却保留未变。
 长春园在圆明园东墙外，始建于1744年，圆明园四十景完成以后，是乾隆为自己日后当太上皇预备的
御园。
如园的选址，位于长春园大宫门内右首，紧邻长春园正殿澹怀堂，从如园内山中小道向西，可直接通
到澹怀堂院墙的东门。
乾隆诗中曾对如园有描写：“有泉有竹清幽致，日室曰斋淳朴敦。
”其意为恰似一种江南私家园林的情景格局，称作如园，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很贴切的。
 如园已毁，瞻园仍在，虽经多次毁建改造，历史沧桑并未泯尽园中的明清遗迹，至今，南京瞻园的门
楣上，仍然镶嵌着乾隆御题“瞻园”二字石刻门额。
若要复建如园，还是脱不开瞻园这座名园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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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皇家园林，是后世对历朝历代由皇家兴造的、专供帝后游幸居住的具有园林特征的宫苑园囿的概括代
称，是中国古代园林中一个钤上皇家印记的特殊品类，也是皇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兴衰荣辱，紧扣朝代的兴亡命祚，与政治(含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园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营造，除了政治、经济基础的支撑条件以外，文化的积累沉淀更为重要
，所谓“盛世兴园林”，正是文化走进繁荣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历史上朝代的变更，有时只一个政变，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没有一定时期的文化积累却形不成一
个时代的文化特色。
园林文化是立体、直观、生动、综合的物化空间，是能够置身其中体验、参与的实体多元文化形态。
皇家园林，往往是能够折射一个朝代文化峰值的标的。
在皇家主持的大规模的造园活动中，又牵动社会感知的方方面面，波及政治、经济。
中国皇家园林的兴建，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结束而不再发生，但历史从未遗忘它们的存在和曾经生发
过的影响，从未停止过给予这样或那样的评述。
或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距离我们最近，它所遗存的皇家园林，还有比较完整的实物留存至今
，即使是遗址，也较前代更为清晰，所以成为社会更为关注的话题，并引发出诸如被英法联军烧毁的
圆明园遗址该不该复建、慈禧重建颐和园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这样的焦点话题和争战。
其实研究中国皇家园林更需要从文化认知的层面加以梳理。
    有学者曾经这样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所出现过的三个高峰，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
代的康乾盛世，它们中间相隔均在千年左右，查对中国历史年表，这个结论是客观的。
产生这三个高峰的汉、唐、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强盛的朝代，皇家园林的兴建也同样存在一个
时间上的规律。
问题的发现，是从清代圆明园的一个纪年开始的。
乾隆九年(1744)，圆明园大规模兴建工程告一段落，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和费时六七年绘成的《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完成，奉旨将其陈放在圆明园奉三无私殿中观览。
笔者于1996年1月代表颐和园赴法国巴黎接受一项颐和园文物捐赠，抵达巴黎的第二天上午，作为接待
日程安排，八十二岁高龄的捐赠人米歇尔·伯尔德来(Michel Beurdeley)亲自驾车，将代表团一行引领
至法国国家图书馆，出乎意料，为我们提取出该馆珍藏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两大本册页，均为硬
木精制夹板，面刻直行“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纪年落款为“乾隆甲子夏六月，臣汪由敦敬书”。
乾隆甲子正是乾隆九年(1744)，这一年是清朝人关1644年的整整一百年。
圆明园于这一年基本建成，有无必然联系，其他朝代，特别是汉唐，是否也有这样的一百年现象。
    汉代立国为公元前206年，汉代皇家园林的特征是宫苑糅合的模式，最著名的上林苑是在秦代上林苑
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而形成，规模之大，堪称空前绝后，为中国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最大的皇家园林。
据周维权先生推算，苑墙长度为130～160公里之间。
汉上林苑是汉武帝建元三年(前：L38)开始扩建的，苑内被后世帝王崇尚的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三年(
前120)开凿的。
开皇家园林之洗河，于池中堆造方丈、蓬莱、瀛洲三座仙山的建章宫太液池，开凿于汉武帝元封元年(
前110)。
若以这些皇家园林景物营造高潮的出现为标志，则上距汉代开国的公元前206年恰当一百年左右。
    唐代建国于618年，仍以长安为帝都，一百年后，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唐王朝以“开元全盛
日”的富足步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皇家园林的营造与繁盛，莫过于曲江池荚蓉园。
曲江池所在之处，是秦、汉、隋以来，均有营造的旧苑故池，隋代筑大兴城时，形成穿越城墙东南角
、沟通城内外的水域。
经开元年间的疏浚，拓展了水面，建紫云楼、彩霞亭、芙蓉园，与慈恩寺、大雁塔近相辉映。
荚蓉园是一座离宫性质的别苑，地处曲江池的城外部分。
为皇室游幸的方便，沿南北城墙内侧增建夹道，以备车马仪仗来往大内宫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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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池的城内部分是百姓平民游览的公共景区。
    曲江池芙蓉园，曾是历史上极具袱丽奢华的皇家园林，它的兴衰气象，多半传达自盛唐诗人的著名
篇章，据统计，现存的就有三百篇之多。
其中，杜甫的《丽人行》和《裒江头》分别刻画了“安史之乱”前后曲江池令人感叹的迥异情景。
从“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到“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滑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同样是春天，同样是曲江水边的芙蓉园，千年以往，谁也抹不去诗中的沧桑之感。
“安史之乱”以后，曲江池虽有所恢复，但终究不能挽回大唐立国一百年所呈现的盛世景象。
    说到一百年，不妨再计算一下宋代的一百年。
宋代皇家园林的营造，动静最大，影响最深的，应数艮岳。
从造园艺术分析，艮岳也是皇家园林中别开生面，另具一格，能以创新宫廷造园艺术高端趣旨的一座
。
艮岳建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代立国为960年，艮岳的兴建是其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事。
据南宋张溟的《艮岳记》记载，艮岳“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凡六载而始成”。
政和七年，应是建成的年代，艮岳毁于靖康二年(1127)，则艮岳从始建到毁坏，前后存在不足二十年
。
    写到这里，再回溯一下清代极盛时期的皇家造园活动。
或有助于我们对皇家园林文化属性的认识。
    清代的皇家园林，有两处突出的代表。
一处是承德，始创于康熙、完成于乾隆的避暑山庄及外八庙；一处是北京西北郊康雍乾数朝所营构的
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指畅春园、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万寿山清漪园。
其中，万寿山清漪园是三山五园中最后兴建的一座。
    三山五园的兴造营构，跨越康熙(L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
前后一百三十多年，正处在康乾盛世所呈现的文化高峰期。
这个时期由皇家所主持的文化工程，突出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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