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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海和景山，历史上都是京都皇城内的皇家御苑，20世纪20年代才先后开辟为

公园。北海和景山不仅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两颗璀璨明珠，还是中国山水园林的两座艺

术瑰宝，在中外历史文化和园林文化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

北海于金大定六年(1166年)开始兴建，清乾隆朝(1736年一1795年)又大规模扩

建，从而奠定了北海的整体格局及建置规模。北海历经金、元、明、清几个朝代，一直是

封建帝王及皇室成员游幸驻跸、处理政务及祭祀的独家御用宫室，直到中国最后一个

封建王朝灭亡后，于1925年8月1日才开辟为对社会民众开放的公园。距今推算，北

海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北海既是一座封建王朝的著名皇家园林，同时又是一座驰

名中外的典型中国自然山水式园林。在造园体系上，北海同中海、南海一脉相连，遵循

了中国古典园林“一池三山”的规制。北海公园占地面积68．2公顷，其中水面38．9公

顷。全园以琼岛为中心，四面湖水环抱，周围陆地围绕，白塔为代表性的标志居于山巅。

园林布局巧妙，景致协调；殿宇威严，金碧辉煌；古树名木，枝繁叶茂；叠石岩洞，浑然精

巧；文物精美，绝伦独到；名人轶事，世代流芳；文化荟萃，内涵深奥；虽由人做，宛白天

开。正因为北海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极高的文物价值及丰富的文化底蕴，1961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又被北京市政府评定为北京旅

游之最——“世界上建园最早的皇城御苑”。

景山开发于金代，兴建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扩建于清代，从而形成了今日的格局

与规模。景山作为紫禁城的后院，原是封建帝王及皇室成员休憩及游乐的御用花园，又

是清王朝供奉历朝帝后影像和停厝梓宫的皇室家祠。清王朝灭亡后，于公元1928年才

开辟为接待国民游览的公园，迄今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在造园思想上，景山以京城

中轴线“龙脉”之位，喻为封建王朝江山社稷的“镇山”。景山公园占地面积23公顷，全

园以山体为主景，脊上对称分布五亭，园中松柏苍翠、花草艳美、殿堂威严、景致怡人。

另外，景山公园还是京城最佳观景处，登高一览，全城尽收眼底。由于景山公园地势优

越，气势非凡，造园考究，风格独特，典故驰名，历史悠久，1957年被北京市政府公布为

北京市第一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

虽然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位置显赫，历史悠久，艺术精美，文化深奥，但过去的文

字记载大多散见于历史档案和编研著作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翔实、完整的志书。



在当今盛世之际，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之下，我们才有机会系统、全面地编写《北海景山

公园志》这本旷世之书。在这本志书之中，北海公园是从辽代叙至1994年，景山公园是

从金代叙至1994年，基本全面汇集了前人的记述并融合了当代的事实。尽管北海公园

与景山公园实为两个公园，但由于目前行政机构统一管理等原因，故而在此次编志之

时，特将两园之志合并一书，以顾目前事实。

此志编写历经9年有余，并且得到了北京市园林局的正确领导，得到了有关单位

在资料上的鼎力相助，得到了专家学者的精心指教，倾注了编写人员大量的心血和劳

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真诚的敬意。尽管如此，由于客观原因，可能难免还有

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在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之前，我们非常有幸地完成了《北海景山公园志》这部跨

越800余年并经历几个社会时期的历史著作，从而把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的历史真实

原貌留给了人间，这就是我们编纂北海景山公园志的宗旨。

北海景山公园 园长李振西

2000年6月



凡 例

1．《北海景山公园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存史、资治、育人”为目的而编修的公园志书。

2．本志记述北海公园及景山公园的历史和现状，历史上限为辽代会同元年(938

年)，下限至1994年。

3．景山公园于1955年以前隶属故宫博物院管理，1955年以后归并至北海公园管

理处，称“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故此次修志亦一并撰编，以求体制的统一。

4．本志设篇、章、节、目层次及大事记。附件有建筑修缮年表(建国后)、各种统计

表、历史及现状地形图、黑白及彩色照片等。

5．公园内各种建筑物，现存与无存均录，并注明存与无存，史料均来源于《明宫史》

及《日下旧闻考》。1949年后添建者亦注明。

6．史料中的计量单位为不同历史时期的规制，在使用中均按现行法定计量单位折

算注明。

7．与本志有关的人物均以事系人人志。

8．各建筑物内的陈设系按光绪年间陈设档摘录，原陈设物品均在八国联军入侵时

被毁损、被劫掠。现有陈设品极少为清代物品，大部分为清代以后物品。

9．本志的纪年，古代到1949年采用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书写。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起用公元纪年。

10．本志的史料绝大部分取自各历史时期的档案，部分取自有关古籍和近代名人、

专家学者的著作，也有1949年后的勘察报告。

11．本志采用统计数字以北京市园林局统计报表为准。市园林局统计缺遗的数字，

以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统计为准。

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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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海公园(含团城)位于北京市中心地区，其东为景山公园，南为中南海，西与北京图书馆分馆

毗连，北与什刹海相接。总面积为68．2公顷，其中陆地面积为29．3公顷，水面积为38．9公顷。园

内制高点为琼岛山顶，海拔77．24米，白塔净高36米。

北海公园内有太液池(即北海湖)和琼岛、团城二岛(后者为半岛)，北海湖东、北、西沿岸座落有

画舫斋、濠濮间、先蚕坛、静心斋、西天梵境(俗称天王殿)、澄观堂、阐福寺(今为北海植物园)、极乐

世界、西华艺楼等庭园、寺庙及殿堂，总建筑间数为2 008间(含牌楼)。园内还有各式桥梁28座，亭

子48座，牌楼25座，碑碣25座。道路铺装面积共60 857．1平方米。园内绿化面积为172 196．87平

方米。绿化覆盖率为36．91％。

北海湖属高梁河水系，其水自什刹海前南端流入湖内，然后向南流人中南海和故宫护城河。

北海园林的形成，与历史上此地区的水域有直接的关系。“从地质上来看，这一带湖泊原是古代

永定河的故道，河流迁移之后，残余的一段河床，积水成湖，并有发源于今紫竹院湖泊的一条小河

——高梁河。经今什刹海(也同样是古代永定河故道的残余)分流灌注其中。”①

1956年旃檀寺西街(今爱民街，在北海公园西墙外)出土唐代《周元长墓志》志文载：“开成三年

(838年)葬于蓟城东北七里龙道之古原。”②1976年北海中学(北海公园北墙外)出土的唐代《宋再

初夫妇墓志》记载：“大中十三年(859年)正月十五日归窆于幽都县界礼贤乡龙道村。”⑨据此可知

北海地区在唐代为幽州城(今北京城西南)东北郊礼贤乡龙道村一带。“附近居住的劳动人民，就已

经利用这一地区湖泊，辟治水田，种稻植荷⋯⋯”④

辽会同元年(938年)，辽将幽州城定为南京(陪都)，辽帝经常巡幸南京，并扩建南京的宫殿，还

对城东北郊湖泊风景区(今北海一带)开辟创建。

金灭辽后，金海陵王完颜亮于天德三年(1151年)下令扩建燕京城(辽南京城)。贞元元年(1153

年)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据《金史·张仅言传》载，大定六年(1166年)开始大兴土木，在城

北营建皇家离宫——太宁宫。又据《金史·地理志》载：“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1179

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1191年)更名为‘万宁宫”’。⑨

太宁宫位于金中都东北郊湖泊地区，是在辽代初创的基础上兴建的。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记，

为营建太宁宫，金人“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⑨太宁宫的规模庞大，其范围

包括今北海、中海地区。宫四周有城垣，又有端门之设。宫内园林布局采取古典皇家园林“一池三

山”的规制，湖池中坐落着用疏浚湖泊的泥土堆筑的三岛，即琼华岛(今北海琼岛)、圆坻(今团城)和

南面岛屿(位于今中海)。湖东西沿岸建有大量的宫殿，金人赵秉文在《扈跸万宁宫》中形容：“一声清

跸九天开，白日雷霆引仗来；花萼夹城通禁御，曲江两岸尽楼台。柳荫罅日迎雕辇，荷花分香入酒杯；

①《北海公园与北京城》，侯仁之著。
②北京文物工作队1956年旃檀寺西街出土《唐周元长墓志》，现存首都博物馆。
③北海中学内出土《唐宋再初及夫人蔡氏墓志》，现存北京博物馆。
④《北海公园与北京城》，侯仁之著。
⑤《金史·地理志》卷24，第573页，中华书局1975年7月出版。
⑥《辍耕录》卷1，《津逮秘书》本第19至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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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薰风临水殿，五弦声里阜民财。”①又据《金史·章宗纪》载，明昌六年(1195年)章宗“命减万宁

宫陈设九十四所。”⑧

琼华岛是太宁宫内重要的建置和景区，岛上建有多处宫殿。金人元好问在《遗山集》中记载：“寿

宁宫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⑧元初人郝经在《琼华岛赋》中记：“岁癸丑(1253年)夏，经入于燕，五

月初吉，由万宁故宫登琼华岛，⋯⋯伛如鳄背，负月窟而横高寒(其顶有广寒殿，故云)。⋯⋯瑶光楼

起，金碧钩连。”④岛山还遍布松柏及太湖石，金代道士邱处机《琼华岛七言诗》中有“乔松挺拔来深

涧，异石嵌空出太湖”句。⑨此太湖石是金人自北宋国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艮岳园掠夺而来，点缀在

太宁宫琼华岛上。明宣宗朱瞻基所作《御制广寒殿记》载：“万寿山⋯⋯皆奇石积叠以成，⋯⋯此宋之

‘艮岳’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于兹。”⑨《金鳌退食笔记》载：“金人载此石自汴至燕，每石一

准粮若干，俗呼‘折粮石’’’⑦《寄园寄所寄》载：“北平旧志载金《明昌遗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

为古风，或演为小曲。所谓八景者，‘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⑧

太宁宫东有大片稻田，西有金代道士邱处机居住的馆所，“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诏(邱处机)

赴京师，筑馆于万宁宫之西，以便咨访。”⑨太宁宫液池之水来自白莲潭(今积水潭、什刹海)，然后再

向南流人中都城北的漕河。章宗时期，曾于白莲潭东(今地安门北后门桥处)辟建一条水道，向东再

折南绕过万宁宫，汇人中都城北的漕河，加强漕河的水量，并于水道上“为闸以节高良、白莲潭诸水，

以通山东、河北之粟。”⑩

太宁宫琼华岛是供金帝游幸避暑的离宫，金末元初人耶律铸在《双溪醉隐集》中记载：“金莲川

(位于塞外)即山北避暑宫，琼岛即山南避暑宫。”@又据《金史》记载，世宗完颜雍和章宗完颜臻每年

在万宁宫居住避暑长达四五个月之久，同时在这里处理朝政。

金贞佑三年(1215年)，蒙古军元帅石抹明安率军攻取金中都前，先期攻占了万宁宫。万宁宫虽

受到一定的破坏，但仍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虽多坏宫阙，尚有好园林。”@蒙古太祖十八年(1223

年)，成吉思汗铁木真将万宁宫琼华岛赏赐给道士邱处机，琼华岛一度成为道院，太祖二十一年

(1227年)邱处机死，琼华岛日趋荒芜并遭到道士们的破坏。直至元中统三年(1262年)，世祖重新修

复琼华岛。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自和林(今蒙古国境内)回到燕京，仍驻跸于万宁宫琼华岛。中统三

年(1262年)至至元三年(1266年)期间，世祖对琼华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修葺。至元八年(1271

年)，将琼华岛赐名为“万寿山”(或称“万岁山”)。

元代的万寿山位于大都皇城中心，相当于今北、中海地区。东为大内皇宫及北御苑；西为隆福宫

及兴圣宫；北是积水潭(即金之白莲潭)为大都漕河——通惠河的终点码头；南直抵皇城南垣，有水

道东引太液池水穿过大内前舟桥后，流入东面通惠河。

关于世祖营建万寿山，据《辍耕录》记：“琼华岛，中统三年(1262年)修缮之。”⑧《永乐大典》记：

④《闲闲老人水文集》卷7，《四部全刊》本第7页，上海涵芬楼印。
③《金史·章宗本记》卷10，第236页。
⑧《遗山先生文集》，元·元好问著，卷9，《四部丛刊》本第15页。
④《郝文忠公全集》卷1、卷14，清抄本。
⑤《长春真人西游人》元·李志常著，《四部备要》本卷下，第8至12页，中华书局出版。
⑥《广寒殿记》明宣宗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至4页。商备印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
⑦《金鳌退食笔记》卷上，第l J9页，清·高士奇著，北京出版社1963年出版。
⑧《日下旧闻考》卷8，第116页。
⑨《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上，引《重修长春成道宫记》，魏初著。
⑩《金史·问渠志》卷27，第682页。
@《双溪醉隐集》卷1，第19页。元·耶律铸著，清抄本。
⑥《长春真人西游人》卷下，第8至12页。中华书局出版。
⑩《辍耕录》卷21，第8至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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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四年(1263年)修万寿山宫殿，命鲜卑仲吉董之。”①又据《元史》载：“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

壬子，修琼华岛；”②“至元三年(1266年)，藉高丽民三百人为兵，令君祥统之，从秃花秃烈、伯颜等

军筑万寿山。”⑨

万寿山苑沿袭了金代太宁宫“一池三山”的格局。太液池中有万寿山(琼华岛)、仪天殿(圆坻)、

犀山台(中海岛屿)。太液池东北岸(今北海东岸)得到开辟，建有灵圊，饲养珍禽异兽。

万寿山为苑内主要景区，山上除恢复并保留了一些金代建置如广寒殿、太湖石外，又建筑了仁

智殿、介福殿、延和殿、荷叶殿、玉虹亭、瀛洲亭、方壶亭、胭粉亭及马潼室、牧人室、温石浴室等。山上

还建有一座人工水景，“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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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由东西流入于太液池。”④金水河是一条自玉泉山至元大内的

皇室专用水渠，其水人城后，其中一支沿皇城北垣外东行，再折南入皇城，沿万寿山太液池东岸南

行，再穿过万寿山东石桥，供万寿山生活用水及制造人工水景。万寿山东石桥通液池东岸，桥面一半

行人，一半为水渠，“以载金水”。万寿山南亦有石桥通仪天殿小岛。“仪天殿在池中圆坻上，当万寿

山。⋯⋯西北厕堂一间。台西向列瓮砖龛，以居宿卫之士。东为木桥，长一百二十尺(36．86米)⑨，

阔二十二尺(6．75米)，通大内之夹垣。西为木吊桥，长四百七十尺(144．38米)，阔如东桥。中阙之，

立柱，架梁于二舟，以当其空。至车驾行幸上都，留守官则移舟断桥，以禁往来。是桥通兴圣宫前之

夹垣。后有白玉石桥，乃万寿山之道也。”⑨

万寿山苑是元帝在大都城内游幸活动的主要场所。元帝还常在苑内处理政务，举办重大的政治

活动及佛事活动。

洪武元年(1368年)明灭元后，万寿山苑为明代沿用，明成祖以后所称的西苑，是由成祖、宣宗、

英宗、世宗等朝皇帝在元万寿山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其范围较万寿山苑要大，包括元万寿山苑和

苑西隆福宫、兴圣宫的一部分以及明代扩建的南台(今南海瀛台)湖泊。

西苑万岁山(-'4-北海)是西苑重要部分和主景区，其东、北、西沿湖地区也得到开拓，增添了大量

的殿宇，但其东岸和东北岸垣界略为内缩。其东岸垣外为圆明阁、石作、大高玄殿、冰窖等，再东为大

内镇山(今景山)；北岸垣外有越桥、教场等，北面什刹海(元称积水潭)之水自越桥下流人太液池；西

岸垣外有虎城、清馥殿、玉熙宫等。

明代西苑万岁山的营葺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廷自南京迁都北京。迁都之

前，进行了长期的兴建北京新都的工程。《明成祖实录》载：“北京营建，⋯⋯自永乐十五年(1417年)

六月兴工，至十八年(1420年)冬告成。”⑦又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万寿山、仪天殿，“及明成祖

建宫阙，益加修治。”⑧《太岳集》载：“皇城北苑中有广寒殿，瓦甓已坏，榱桶犹存，相传为辽萧后梳妆

楼。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毁，以垂鉴戒。至万历七年(1579年)五月，忽自倾圯。其梁上有金钱百二十

文，盖镇物也。上以四文赐予，其文日‘至元通宝’。按至元乃元世祖纪年，则殿创于元世祖时，非辽

时物矣。”⑨

成祖之后，明帝对西苑万岁山的游幸增多，万岁山及东、北、西沿岸得到不断的修葺与扩建。

《明宣宗实录》记：“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上谓杨士奇、杨荣日：朕于宫中所在皆置书籍楮

①《永乐大典》卷8 606，“卑”字门。
②《元史·世祖本纪》卷5，第96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③《元史·洪君祥传》卷154，第3 631页。

④《辍耕录》卷21，第8页。
⑤元代长度计量1尺一30．72厘米。
⑥《辍耕录》卷21，第10页。
⑦《明太宗实录》卷232，第2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出版。
⑧《春明梦余录》卷64，清·孙承泽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6月出版，第13页。
⑨《太岳集》明·张居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lo月出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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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今修葺广寒、清暑二殿及琼华岛，欲于各处皆置书籍。”④

天顺三年(1459年)至四年(1460年)间，英宗朱祁镇大规模扩建沿岸建置。据李贤《赐游西苑

记》载，东岸建有凝和殿、拥翠亭、飞香亭及黄船厂等；北岸建有太素殿、远趣轩、保和馆及岁寒、会景

亭等；西岸建有迎翠殿、澄波亭、映辉亭及饲养珍禽的天鹅房。又据文中所记，仪天殿已改称承光殿，

其东面元遗木桥已无存。

弘治三年(1489年)五月，孝宗朱{右樘“修承光殿及西海子石桥”②嘉靖朝(1522—1566年)世宗

朱厚熘又大规模扩建沿岸建置。据《明宫殿额名》及《明世宗实录》载，世宗在东岸北端建涌玉亭、金

海神祠及雷霆洪应殿，西岸建有澄碧、飞霭、浮香亭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薨，穆宗朱载厘节俭治国，废除世宗朝盛行的醮祀宴游等靡费之

风，拆毁了苑内大量的殿所。据《日下旧闻考》载：“自世宗升遐未匝月，先撤各宫殿及门所悬匾额，以

次渐拆其木”。⑧

万历朝(1573—1620年)神宗朱翊钧在北岸建筑了乾德殿、五龙亭等，天启朝(1621—1627年)，

熹宗朱由校拆乾德殿，改建嘉豫殿。至崇祯朝(1628—1644年)，史料中再无营葺万岁山的记载。明

末清初时，据《金鳌退食笔记》等史料记载，万岁山苑内的建筑仅存有承光殿、大西天经厂、五龙亭及

亭北的斋馆。

西苑万岁山是明帝在京师游幸活动的主要场所，明帝的一些祭祀活动也常在苑内举行。明代一

些著名的文武大臣及文人名士也曾得明帝赏赐入苑游览。明末游幸渐稀，西苑万寿山也随之荒废。

清代定都北京后，沿用明西苑为皇家御苑，名称仍沿明旧，但已有西苑三海之分。据《金鳌退食

笔记》载：“禁中人呼瀛台南为‘南海’，蕉园为‘中海’，五龙亭为‘北海’。”④

清代西苑北海的营葺始于顺治八年(1651年)。据《顺治八年建塔碑文》载：“有西域喇嘛者，欲

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奉旨：‘果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靳此数万金钱为?’故赐号

为q瞄木汗’，建塔于西苑之高阜处”。⑤清世祖所建白塔位于万岁山顶广寒殿旧基处，万岁山遂改称

为“白塔山”。塔下还设有旗杆五支，信炮五门，“八旗军校轮流守之，盖国都始定燕京，设以防急变

者。”⑥

康熙、雍正两朝对北海营葺不多，主要是两次重建白塔。据清内务府档案载，康熙十八年(1679

年)七月二十八日及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十九日，京师发生地震，白塔先后皆被震坏，两次修复

工程均为拆卸重建，后者工程更大，除重建白塔外，对白塔寺内震坏的正殿、西殿等也给予修复。

现今北海苑界形成于乾隆年间，其东岸、北岸及西北角垣界较明代略有扩大。据乾隆十五年

(1750年)所绘《京城全图》，北海东岸濠濮间、画舫斋和北岸大圆镜智殿、真实般若殿以及极乐世

界、万佛楼所在地区，皆在北海苑垣之外，因这些建筑在乾隆十五年以前还未营建。嗣后高宗营建这

些建筑时，将原东、北、及西北苑垣分别向外扩展，形成现今北海苑界。

据清内务府档案载，营建北海的工程自乾隆七年(1742年)起至四十四年(1779年)止，先后在

北海白塔山、东、北沿岸及团城新建各式殿宇、门座及坛庙建筑共一百二十六座(含九龙壁)；亭子三

十五座；桥二十五座；碑碣十六座；重修或改建旧有各类建筑十二座。此外，还疏浚湖池，增砌湖池泊

岸，修建码头，用清挖湖池的泥土堆成点景土山，铺种草皮，广植花木，堆砌假山石及添建人工水景。

①《明宣宗实录》卷101，第1页。
②《明孝宗实录》卷26．第7页。
⑧《万历野获编》卷2，明·沈德符著。中华书局1 959年2月出版，第48至49页。
④《金鳌退食笔记》卷上，第106页。
⑤《日下旧闻考》卷26，第369页。
⑨《日下旧闻考》卷26，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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