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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百镇冈物志略

海淀镇与北京城
一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

一 、 海淀镇与北京城在地理上的相互关系，源

远流长

二 、 最初见于记载的"海店来源于以湖泊见

称的"海淀"

三、从元代的"丹梭 i讲片

"勺园"

四、清代"三山五园"的建设与海淀镇的兴起

五 、 圆明园惨遭帝国主义侵略者劫掠焚毁，导

致海淀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六 、 民国时期海淀镇上两座大学校园的建设，

是园林遗址利用的新起点

七 、 人民首都的建立和海淀镇的新机遇，以及

"中关村西区"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八 、结束语

提要 海淀镇与北京城在地理上的相互关系

源远流长 。 它曾是北京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通往居

庸关古道上的必经之地。 元、明时期转变为近郊风

景园林区 。 清代"三山五阁"的兴建使其成为京西

重镇ο 圆明园惨遭帝国主义侵略者劫掠焚毁，导致

海淀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n 民国时期海淀镇上两

座大学校园的建设，成为园林遗址利用的新起点c

人民首都的建立和文化教育区的创设，尤其是最近

"中关村科技国区"的规划和" 中关村西区"的开发，

给海淀镇带来了迅速发展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

急待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 需要在继承景观风貌 、

改造万泉河和整治圆明国遗址方面及时着手解

决 。

关键词 海淀、生态环境 、 中关村、圆明园

一、海淀镇与北京城在地理上的相互关系，源

远流长

现在的北京城是从元大都的城址上开始发展

起来的，而元大都又是利用金中都东北郊外的离宫

开始营建的 。 实际上还在元大都开始营建之前六

年海淀镇的原始聚落就已经见于记载。 当时中

都又称燕京，已在蒙古兵占领之下。 公元 1260 年，

忽必烈继任为蒙古大汗，即位于谏河上游的开平，

建元中统。 是年十二月乙巳 J 忽必烈进驻燕京。中

统二年二月，中书省祥定官王悻，随同中书省墨相

妈妈等北上赴开平 3。 在所著 《中堂事记》 一书中，

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中统二年赴开平， 三月 五日发燕京，宿通玄北

郭。 六日早想海店，距京城二十里。 4

按"通玄"所指，是中都城正北面的通玄门，其

地西南距今白云观甚近。白云观西北约二十余里

正是今海淀镇所在的一带地方。 如果具体加以推

断，当时的"悔店

于旧日所谓南海淀街所在处.近年来己被扩建为苏

;; 用 l 近句 ti1iiiíl i'J'i 仁川+1 1J j .i l r:.: (1创沟 iíl1J r ‘ 
(I ~J )也卡新发J!且

it: 黯 ffi升阳〈北大蕉园的文化埋藏>((北京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3 期.
第 56 -62 页 ， )绘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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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街的最北一段。 按苏州街的命名，始于乾隆年间

(详见下文)。实际上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条

南北大道，状如大沟。 近年来改建为现代街道时，

在路基两旁高地上，发现有战国以至元明时期的

遗址遗物，散布其间，足以说明大道的来源已久。

在这里应补充说明的是，金中都乃是在北京

自古以来的原始城址上 ， 逐步发展起来的最后一

座大城，导致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它

有一条自古以来逐渐形成的大道，向北直出古代

的居庸关，越过八达岭‘直上蒙古高原。这条捷径

出中都正北门后的第一站，就是上文所说的"海

店"。

公元 1267 年，也就是元至元四年，开始在中都

东北郊外兴建大都，相继建国号曰元。 此后，原来

从中都北上的大道也就相继东移，终于形成经今

清河镇 、 沙河镇和昌平城 ， 转而西北，出居庸关的

道路。 因此从元朝而后，最早见于记载的"海店"就

失去了它在南北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反而以水源

见称的"海淀"一名流传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只

有在元大都建成之后，作为湖泊的"海淀"又出现

在文人写作中，被命名为"丹棱 1片但是在民间，

未见流传 飞

1i量11
罔2 海淀 l'j 1): 'I' 那城放元人占i\城之rñHr-J 乞涵

在了解上述情况之后，就可以进→步来讨论

"海店"或"海淀"得名的由来，及其与北京城在地

海淀镇与北京服

理上不断变化中的关系了 ，请分别讨论如下。

二、最初见于记载的"海店". 来源于以湖泊见

称的"海淀"

"海店"相当于现在"南海淀街"所在的地方，

正好处于一带高地西北一侧的边缘部分。 这片高

地悔拔在 50 至 52 米，可以称之为"海淀台地"。 台

地上原本是以早作为主的农耕地带，是华北平原

向北方的延伸 。 再向西去，地形陡然下降至海拔

46-47 米，自南而北逐渐开阔，而且向北逐渐倾

斜，泉流水田散布其间，俨然一带江南景色，可称

之为"巴沟低地"。这一带低地原是 700仕-5000 年

前永定河北去的故道。 由此再向西去，地形又逐渐

升高，一直延伸到西北一带的丘陵和山麓地带。

l冬I :l i'hj.i，应句:附近地形 l号l
..虫'

L一--'.-..L一-'

且包。

。
。

f1J .Cl1 

5t".1J 

;1 附 n< 1'i' ~ (JtJ丛由时附且i l'r.J 在植勺 J.~ )乱 fI ' ({:( f ~:...屯 !J ~:"I lt I.:~ J .'r-:川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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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到上述这一地区的地理情况之后，就

不难理解早在今日北京城兴建之前也就是从旧

中都城北上的大道要以"海店"为第一站的原因

了 。 因为这第一站，虽地处台地之上，却旁邻富有

江南水上风光的低地， 事有水产饮食供应上的便

利，而且它距城 20 里，正是商旅歇息的理想地点。

，因此也就把"海淀"改写作"海店"了 。 可是随着大

都城的兴建，北上蒙古高原的大道东移之后，作为

交通要道上的"海店" 不复存在，而作为水乡"海

淀"的名称，却一直被沿用下来，而且日见重要。

三、从元代的"丹幢霄"到明代的"清华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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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圆"

元大都的兴建较之金中都更接近于海淀，于是

海淀的水乡景色，日益享誉都下，元代文人甚至美

其名曰"丹棱树"飞实际上来自民间的"海淀"一辞，

作为水泊的俗称.仍然广为流传，且有"南海淀"与

"北海淀"之别。明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一书中

有明确的记载:

水所聚曰淀。高梁桥西北十里，平地有泉，谅

泊草木间，满为小溪，凡数十处。北为北海淀，南为

南海淀， j草树参差，高下攒簇，间以水田，町膛相接，

盖神泉之佳丽，郊居之胜选也。北淀之水来自巴

沟，或云巴沟即南淀也。 7 同时，巴沟以及南海淀、

北海淀也就逐渐兼作地方的名称了 。

在这里，巴沟作为淀泊的名称，也已见之于记

载。所记南海淀、北海淀.也都是水泊的名称。正是

由于这一带"町膛相接的水上风光，才使得这一地

区终于形成北京近郊营造园林的好去处。因此明

朝中叶以后，以造园艺术闻名于时的清华园与勺

园，就在这里相继兴建起来。

清华园是皇戚李伟的别墅，兴建于万历初年，

其后约 30 年.著名书法家米万钟又自行规划建设

勺园于清华园的东侧，隔路相望。 孙承泽《春明梦

余录》有如下的描述:

海淀米太仆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

桥，幽亭曲楠，路穷则舟，舟穷则廊，高柳掩之，一望

弥际。 旁为李戚畹园，侄丽之甚，然游者必称米园
焉。 8

实际上清华园乃是勺园来水的上游，其水源不

仅来自海淀，而且还有来自西北方瓮山泊的一条小

河叫做陶蜡河。 首先记述了这一情况的，正是唯一

记录下丹棱讲这个名称的王嘉馍，他在明万历十

一年 (1583)所写的《丹棱 1月1己》一文中曾有如下的

记述要未春三月，余读句海淀，与精为邻.暇得以

游息其间，于是乎记。 "9 现节录记中的部分原文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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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记述十分重要，可惜有的地名如白龙庙

已难考证。 有的地名如青龙楠，相沿至今，即青龙

桥。有的河流如峭嗤河，故道早已消失。尽管如此，

仍然是对当时清华园与勺园附近一带的地理情况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ο

试以今日地形稍加修订，做明代海淀地区各园

与河湖分布图如下:

因，1 IYJ代南海淀与北海淀附近园林水系复原因

四、清代"三山五国"的建设与海淀镇的兴起

明末清初易代之际，清华园与勺园逐渐荒落，

但是遗址尚存。

清康熙中期，首先在清华园遗址上兴建畅春

园 。 此后，一直到乾隆嘉庆之间，历时百余年，终于

、

飞

「

帝京西十五里为海淀，凡二，南则饷于白龙 i 

庙，又南五里凑于湖。北则斜邻崎嗤河。 又西五里 | 

为瓮山 。 又五里为青龙柿。 河东南流，入于淀之夕

~ 二〉￥XJt J:厅、
<<q. 飞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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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延而南者五里，旁与巳沟邻，曰丹棱 i片。 1片之大

以百顷，十商满为湖，二十亩沈洒种稻，厥田上上。

湖圃而驶，于西可以舟。 其地虚敞，面阳有贵人别 l 

墅在焉。... . ..10 
阳5 jjl 代中期说i定蚀附近毕家同林分布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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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城的西北近郊，建成了东西长达 20 余里的 相继出现了万泉河和万泉庄的名称。 乾隆年间还

皇家园林区。其间离宫别馆接踵而起.殿阁楼台， 就地兴建了泉宗庙。当时由乾隆亲自命名的泉源

遥遥相望。或驻畔，或巡幸，朝仪之胜，比于京华。 多达 28 处，并且分别为之刻石立碑以为标志。1\这

周围又绕以八旗营房，严事护卫。 就为畅春园以及圆明三园增加了更加丰沛的水

这一地区又通称"三山五园"。 内容所指，不尽 源。

一致。 一般说来，自东而西，首先就是畅春园，其次 其次，在平地泉流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扩大

是圆明园(包括继续兴建的长春园和缔春园在内。 瓮山泊为昆明湖，从而引来玉泉山下更为丰沛的水

琦春园后又改称万春园) 。 再其次是万寿山所

在的清满园(清光绪十四年改称颐和园)、玉泉

山所在的静明园和香山所在的静宜园o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为皇家御园的畅春园

以及圆明园、长春园和绚春园紧相连接处，先

后又有若干附属小园林散布其旁，由内务府管·

辖，作为王公大臣居住的赐园，不得世袭。 也有

的是作为官府衙署之用，如畅春园东一路之隔 、

、

h 

F叶

的勺园故址，改建为弘雅园， 一度作为皇家赐 一~ 川叫"川 - ~斗 t"'1"i酬

园，其后又改称集贤园作为诸大臣会集之所。 国....".， 口

畅春园与缔春园之间有淑春园，琦春园之东又

有熙春园散布其间。

总之三11j 五园"以及附属小园林的兴建，在

本地区的发展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河湖水系的开

发和利用。这个问题大体上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

来谈:首先就是在明代造园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巴

沟低地上丰沛的泉流，并加以进一步的开发，因而

淀慎 \、

|￥17 1r'iKltJ;(城气、向记铀的 L要交跑线附|引

|每jtì 自代利用，} I 水 fî t挺1Ut、~ iilj iI 1 l占泉jF志因

叫 ~W.f ..: ( 1且尽 ↓ 'J\飞城 '11 述，让 IJln :J 刊l湖水 率!< I ~ 和:'1 1 ,. éH l引 I .r N.f 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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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时在乾隆十五年 (1 750 年) 。 同时，瓮山也改称

万寿山 。 昆明湖不仅为圆明园提供了丰沛的水掘，

而且还通过长河增加了下注北京城的流量，大有利

于海淀地区的生态环境。

还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年) ，又

增建石渠，引西山卧佛寺樱桃沟和碧云寺以及香山

诸泉，下注山下四王府村广润庙的石砌水池内。然

后由广润庙东至玉泉山，长约两公里，随地形下降，

乃架石渠于逐渐升高的长墙之上，用以引水入园，

以补充玉泉山下号称"天下第一泉"的流量。 12

以上各项引水工程的完成，既保证了海淀地区

皇家诸园享有丰沛的水源，同时也为这一地区迅速

开发起来的稻田荷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正

是在本地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海淀镇也就迅速地

成长起来。试作简要说明如下。

在"三山五园"的兴建过程中，以畅春园为起

点，在其东南一隅的台地上，海淀镇的原始聚落也

迅速发展起来，终于形成为从属于皇家园林的服务

中心。 这是由当时交通条件所决定的。因为当时来

自北京城内的主要干道，大都出西直门，或出德胜

门，最后合而为一到达畅春园，也就是继续深入"三

山五园"的新起点。实际上这就是清初以来海淀镇

上南大街和西大街形成的开始。 作为南大街起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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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就是今天依然存在的双关帝庙 13。另外在

双关帝庙以北，还有一条附属道路，斜向西北，经过

北海淀天仙庙 M 可以直达畅春园东邻的弘雅园
IS 
。

根据以上所述，试作清代北京城至海淀镇的主

要交通路线图如下:

正是由于上述交通上的关系，海淀镇也就随着

"三山五园"的兴建而迅速发展起来，它既是通向皇

家园林区的门户，又是为其服务的中心集镇。 16 当

时在海淀镇上就有御园的中营副将衙门、畅春园守

备卫衙门、中将参将公所等。

雍正、乾隆在位时期，圆明园已成为常年临朝

昕政的中心，海淀镇也就更加繁盛起来，旧日临近

北海淀的老虎洞东西一条街，终于形成一条繁华的

商业街，商号多达百余家，海淀特产"莲花白酒闻

名京城。震钩在所著《天咫偶闻》一书记说:

海淀，大镇也。自康熙以后，御驾岁岁幸园，而

此地益富。王公大臣亦均有园，翰林有承怀园，六

部司员各赁寺院。清晨趋朝者，云集德胜、西直二

门外，车马络绎。公事毕，或食公厨，或就食肆。其

，肆多临河，举网得鱼，付之酒家，致足乐也。……当

是时，百货非上者不往，城中所用，乃其次也。 17

关于当时的士大夫居住区，(天咫偶闻》又有如

下记述说:

旧日士夫居第，多在灯笼库一带，朱门碧瓦，累

栋连薯，与城中无异 18 。

灯笼库胡同位于海淀镇中心地区遛南，这里曾

是南海淀居民点起源的地方。清代随着"三山五

园"的兴建，南、北两个海淀居民点也都继续扩展起

来连为一体，其中心所在，随着南大街和西大街的

形成而北移，于是西大街与北海淀居民点接壤处的

老虎洞，逐渐形成繁华的商业区，而南海淀居民点

起源处的灯笼库一带，遂逐渐形成达官贵人的居住

区。值得注意的是其地西去巴沟低地甚近，举目所

见，既富有江南风光，又有西山在望，遂成为海淀镇

上良好的居住区。相传最初建在这里的是清太祖

二子札亲王代善后代的礼王园，传至今日就是苏州

街上有名的乐家花园所在地。

总上所述，随着清朝前期鼎盛之时"三山五园"

的兴建，北京郊外独享盛名的海淀镇，就是这样发

展起来的。

五、圆明园惨遭帝国主义侵略者劫掠焚毁，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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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海淀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清代乾嘉盛世之后，名扬中外的圆明园竟在

1860 年首先遭到英法侵略者疯狂的抢劫和纵火焚

烧，其他诸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里须补充说明的是在 1860一1900 年之间，

被毁诸园曾有一些修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光绪十

四年( 1888 年)到十八年(1892 年)间，也就是慈禧

作为皇太后掌握大权的时候，为了显示个人的权威

和享乐，曾利用海军军饷，将清满园加以维修，改称

颐和园，同时还利用昆明湖下游广源闸附近的万寿

寺兴建行宫，既便于沿河行船至昆明湖，又维修了

乾隆时代从万寿寺北上，经南海淀至畅春园的道

路。实际上当时已经是国事日非，又终于导致了

1900 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北京三山五园"再遭破

坏。按，上述乾隆时代在维修从万寿寺北上畅春园

的道路时，曾于寺西设关门内有长衙列肆，北达

畅春园，为万寿街，居人称为苏州街"。 19 这条苏州

街上的建筑，在八国联军人侵后，也尽遭废毁。《天

咫偶闻》在记到万寿寺时，就有如下的记述说:

寺西城关为万寿街，俗称苏州街，两行列肆，全

仿苏州。旧传太后喜苏州风景，建此仿之，今已毁
尽。 20

近年来重建万寿寺遛北的大路，连接西三环至

海淀镇的一段，又恢复了苏州街的名称，因略述其

原委如下。

现在回顾海淀镇整个地区，在"三山五园"连续

遭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破坏之后，在生态环境上所

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水源的破坏，兹就其最突

出者，略述如下。

首先是樱桃沟以及碧云寺和香山诸泉引水石

渠的下游，特别是从四玉府东至玉泉山东西两公里

间高架墙上的石渠已惨遭摧毁，偌大工事迄今无踪

迹可寻。其次是从康熙到乾隆间不断开发的巴沟

低地上的万泉河水系，也遭受到严重破坏，例如巴

沟上游建有圣化寺，可以乘舟泛游于附近一带河流

与稻田之间。乾隆曾有描述自畅春园西花园行舟

至圣化寺的诗句，节录如下:

万泉十里水云乡， 兰若闲寻趁晓凉。

两岸绿杨蝉唱唱， 轻舟满领稻风香。 21

这时所反映的当时巴沟附近地区的水乡景色，

而今已无任何踪迹可寻。更重要的是乾隆三十一

年(1766 年)在巴沟低地上分别命名的 28 个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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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也已逐渐潭废。当时兴建的泉宗庙，最后也被全

部拆除，只剩下一条仍以"万泉"命名的小河，残存

至今。

上述这些引水渠道的变化，竟然不见于任何

系统的记述，至于这些变化必然导致海淀地区生

态环境的破坏，也是意料中的事。但是时过境迁，

详细资料缺乏，已难作具体的分析了。

六、民国时期海淀镇上两座大学校固的建设，

是田林遗址利用的新起点

民国时期北京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

作为首都仍称北京。 1928 年中央政府迁往南京之

后，改称北平。其后，从 1937 年 7 月日本侵略军入

侵北平沦陷，直到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为止，

在此期间，北平城日趋衰落，地处近郊的海淀镇也

不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淀镇以北地区，从畅

春园到圆明园之间，原来一些附属于皇家御园的

小园林，多己转化为私人所有，一般都处于颓废没

落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恰好是以这类小园林的

遗址为起点，两座大学先后兴建起来，这就是清华

大学和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首先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是在 1911

年开始建立的， 1912 年改称清华学校，其命名来源

于所在的清华园。清华园又是从圆明园遛东的附

属小园林即熙春园和近春园的遗址上相继发展起

来的。清华大学的正式命名始于 1928 年，而清华园

一名也同样保存下来。燕京大学为美国教会所创

办，是由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和北京女子

协和大学合并而成，原在北京城内，并无统一校

址。 1920 年购地于海淀镇北紧相毗连的旧日小园

林，主要包括明代的勺园遗址和清代的淑春园在

内。 1926 年校园本部基本建成，统称燕园。

清华大学正式建校之后，扩建校园，西部与重

修后的万春园近在比邻。东部有万泉河的下游自

南而北纵贯其间。

燕京大学校园地处万泉河中游，有湖一区，引

万泉河水流注湖中，曰"未名湖沿湖周围多为岗

阜环绕，苍松翠柏，丛生其间。

清华燕大两校本部建成之后，又各有扩展，直

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两者已是近在比邻。同时在

校园景观上又各有特色。清华大学校园水木映掩，

平展浩荡;燕京大学校园，湖光塔影，秀丽多姿。当

时有人称赞说清华大学校园像一篇散文，燕京

海淀镇与北京城

大学校园像一首诗。"两校校园在总体景观上之所

以取得如此效果，实在和海淀镇附近万泉河上旧

日园林遗址上的善加利用，有直接关系，从而提供

了有利于环境改造的先例，迄今仍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清华、燕京两校

的校园有重要关系的万泉河。如上文所述，自清朝

晚期以来，万泉河上游的泉宗庙及附近诸泉已遭

人为的破坏，但是仍有涓涓清流，涌出地表。更重

要的是还有昆明湖下游的长河上，设有闸口分水

东流，部分流水下注万泉河。河水北流至畅春园故

址，其四周仍有渠道环绕。燕京大学建校时，曾从

畅春园东北隅的渠道中引水东流，经西校门遛南

的篓兜桥 23 下引入校园，或汇注池塘，或蜿蜒曲折

流经岗阜丘陵之间，最后下注未名湖，遂形成校园

内的风景中心。不幸的是近些年来，这里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畅春园四周渠道已不存在，就

是现在的万泉河又遭污染。此不多赘，详见下文。

七、人民首都的建立和海淀镇的新机遇，以及

"中关村西区"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重新

建都北京，随即开始进行郊区的规划建设，决定以

海淀镇为中心，创建首都文化教育区。海淀镇上近

在比邻的燕京大学在 1952 年与北京大学合并，北

大从城里迁来燕园，与清华大学同为首都文化教

育区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同年中国科学院在海

淀镇东邻的中关村，开始兴建研究所，逐步加以扩

建，终于取得了"科学城"的称号。

"文化大革命"前后期间，北大、清华和中国科

学院诸所虽然与海淀镇互为近邻，却并无密切联

系，但是随着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

时期的到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世界新技术革命

的浪潮，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得风气

之先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出高楼深院内的研究室、

实验室，走上开拓知识经济的第一线，力求将生

产、教育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一形式下，中

关村的"电子一条街"开始出现。随后海淀区主要

领导也开始认识到本地区的智力优势，支持科技

人员到电子一条街办企业，大好形势就这样在海

淀镇上发展起来。结果，在 1986 年国家科委立项进

行了调查与研究，终于在 1988 年成立了"北京市新

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海淀百镇风物志略

|导|川 ì7川口J'\内的 "11 1 'J:;牛、t [141吨"划JGij范 [Þl

此后又经过 10 年的调查研究，决定将传统的

"海淀镇中心区"改建为"中关村西区以与其东侧

的中国科学院中关村科学域的重新规划相呼应。

现在"中关村西区"即将开始建设为国际上重要高

新技术产业总部的聚集地和高科技的中央商务区

24 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仅就"中关村西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

一些补充意见。

海淀区委领导曾提到环境问题是关系全区

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现在仅就

"中关村西区"的建设来说，有下列三个问题特别值

得注意，请分别讨论如下:

(一)海淀镇上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在"中美

村西区"的建设中，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

海淀镇的地理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官原始聚落

的起源上，如上文所述，它正好处于东有高地、西有

低地.两者紧相连接的微地貌变化上。其间高低之

差不过数米。低地上泉水丰沛最宜耕作，高地上便

于居住，就近形成聚落。如上文所述，命名为"海

淀"的原始聚落，就是因为紧傍原始的"海淀"湖泊

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水田的开发，迎来无限江

南风光.举目远望，又有西山峰峦如屏如障，终于形

成海淀镇上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这一特点原来

突出地表现在南海淀街的路西一侧，这是海淀聚落

最早形成的地方。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兴建畅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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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里就成为王公大臣营建郊居宅园的首选之

区。如上文所述，清代的礼王园，相传就选址在这

里。及至民国初年，其故址转为同仁堂乐家所有，

改称为乐家花园。新中国建国之初，乐家花园西侧

下临巴沟低地，万泉河蜿蜒于平畴如画的水田之

间，举目远眺，西山在望，依然是独具特色的自然景

观，从而提供了良好的人居环境。

不幸的是到了 80 年代期间，海淀镇西下坡的

边缘低地上，自南而北、从万泉庄一直到畅春园遗

址中部，不但大量建筑物开始密布其中，还有稻香

园和芙蓉里一带高楼崛起。如今来到乐家花园及

其南侧的八一中学一带，抬头西望，不仅原有的田

园景色不可复见，就是西山风景也被楼群所阻隔。

应该看到这一带海淀镇上原有的历史悠久的自然

景观，距离正在开发的"中关村西区"只有图书城一

条街和苏州街的最北一段相隔，因此在随着"中关

|到9 瓦十-{r代的乐家花园与巴向低地

• w; 19;;4{ I'-/I. -f分之'炮I~I划绘制。 ;N淀w
1. ~f，东 iEJ，叶以外 ill 1>l:从赂，

村西区"的开发过程中，如果也能进一步考虑到这

一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海淀镇兴起所具有的

重要意义，从而予以规划设计以显示其地方特色，

也是有利于"中关村西区"生态环境及其文化内涵

的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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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遛西的巴向下游低地上，

北京市政府"绿树、清水、蓝天"重点工程之一的"万

柳工程已经开始动工，它的建成，将包括 160 多

公顷"天然风光公园"和 77 多公顷"绿色天然体育

公园"。 它的西北方与颐和园的东南部分紧相连

接，其总面积还超过了颐和园。因为区域内南有万

泉庄.北有旧日的六郎庄(历史上又曾改称柳浪

庄) ，因此这处以绿色园林为主的建设项目就命名

为"万柳工程"。这项工程的大力开展，也是近年来

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屡遭

破坏，今后这项工程的顺利完成，必将大有利于"中

关村西区"生态环境的建设c 为了保证这一重要工

程的顺利进行，从全市的规划建设来说，有两个重

要问题应予充分考虑。 第一是京密引水渠的给水

应该得到保证。 第二是规划中的西北四环路自东

北而西南，斜贯本地区的园林绿地，在工程设计上

如何有利于万柳景区，应予以充分考虑。

(二)万泉河截膏取直和严重污染的问题，必须

重视和及阜处理 j ì茵河新辟的"万泉公园"应该得到

进一步的规划和利用

工 国
J 口

口
E二3

口
ftl[二2

时 1(\ )j}民文化公|叫内 'J 1 Jj( ~.\n先缸 1']"-: 店、 l￥|

从万泉庄附近发源，一直沿着海淀台地的西下

坡弯转北流的万泉河，在沿河右侧(东侧)群楼兴建

的过程中，河道已被裁弯取直，两岸又加筑壁立的

水泥墙，已经失去了原来河道曲折蜿蜒的自然形

态，而且河水污染严重。 其下游洞床，原来绕经北

海淀镇与北京朋

京大学西墙外，有支渠经篓兜桥下分水东入校园，

款款清流， -F注未名湖。可是自从上游裁弯取直之

后，下游河床转而向东，再经北京大学北墙外，东入

清华大学校园。但是由于地势低下，北大校园须两

级抽水，先抽入校园北墙以内小湖，再由小湖二次

抽水南下。流经大小池塘，最后才得流注未名湖，

而且已不再是过去的款款清流。现在随着万泉河

上游的东侧有"中关村西区"的建设，西侧有"万柳

工程"的开发，它的现状如何处理，已是应该尽早解

决的问题。其中最惹人反感的，是小河两岸垂直而

下的水泥墙。在处理污水来源和恢复其款款清流

的同时，可否再作进一步的改造，也是应该考虑的

问题。

最近在畅春园遗址中部尚未被占用的空旷地

带，新开辟了一处称之为"万泉文化公园"的小公

园，面积虽然有限，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所标志的

乃是明代清华园和相继兴建的清代畅春园的核心

地区。 现在，在这一地区的东北隅，还有字迹清晰

的"畅春园东北界"的界碑.立在路旁。界碑以南相

去不过 30 米，尚有畅春园内清雍正年修建的J恩佑

寺和乾隆年修建的恩慕寺的两处庙门，屹立在那

里。 这些遗迹遗物的存在，应该使人联想到这里正

是有清一代"三山五园"开始兴建的起点，同时又是

导致历史上海淀原始聚藩开始发迹的重要原因，今

天，它又面临着"中关村西区"跨世纪的新发展。因

此继承过去，展望未来，应该在这个小公园里建立

一个历史性标志，作为永久的纪念。更重要的是还

应该在小公园内自西而东，开渠引水，将治理后的

万泉河分流东下，但是这条分流东下的小渠，务求

其近似自然，下流经过恩佑寺、恩慕寺两座寺门旁

一直到"畅春园东北界"碑南侧，然后依照旧址重建

篓兜桥，根据原有遗址从桥下引水流注北大校园，

这不仅有益于北大校园‘而且也大有利于"中关村

西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此同时，还应该将恩佑

寺、恩慕寺两处庙门周围地区杂乱无章的建筑，尽

行拆除，进→步扩大小公园的面积，并使仅存的两

处古建筑得到应有的保护。

(三)圆明园遗址的进-步整治，不仅涉及到

"中美村西区"生态环境的建设问题，更重要的乃是

与包括北大、清华、科学院在内的整个"中关村科技

园"核心地区的全面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因此

它的整治，已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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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惨遭帝国主义入侵者的疯狂劫掠和焚

烧，迄今已是 140 周年。新中国建国之初，已开始考

虑到就地建立为遗址公园，力求在整治维修园林

遗址的前提下，为人民群众保留一处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的实地场所。时至今日，半个世纪已经过

去，最初的设想，仍在不断的追求之中。其间的经

历，一言难尽。而目前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新形势，已经不能再踌躇不决，失之交臂。

最近得悉，根据市领导的指示，北京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已经多方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在

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整治圆明园遗

址的总体规划，细致入微，而且还考虑到园址周边

地区的整治问题。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殷切希望

能早日见诸实施。

作者在这里，仅就目前所见，提出应该尽先考

虑解决的一些问题。园内"福海"造东的部分，经过

圆明园管理处的部分维修和整建，已经售票开放，

姑不具论。"福海"海西部分，是全园最初兴建也是

最有重要意义的部分，却在日益荒落和破坏之中。

数百家外地人口杂居其间，随意搭建，杂草丛生，

污水漫流。原来还有诸多重要建筑遗址和遗迹，历

历可见，而今已多遭破坏，甚至理没在乱草丛中。

如此情景如何能令其再继续下去!

首先应该看到，圆明园最初兴建的这一部分，

原是最重要的最富有政治意义的建筑群就在这

里。例如临朝昕政的"正大光明"殿，就是在大宫门

内"前湖"所在的正前方。"前湖"遛北，环绕"后

湖更有以"九州清宴"为主的九座宫殿群，环列

在"后湖"周围，并且各有水道通流其间。这"九州

清宴"的命名，应是来源于《禹贡》九州，富有一统

天下的象征意义。可惜的是这些重要的宫殿遗址，

在惨遭破坏之后，现在又全部潭没在草木丛中。周

围其他建筑群，亦莫不如此。例如另一处在命名上

富有象征意的"万方安和原是以巨石砌成的以

"白"字形为基础的大型建筑物，坐落在一片开阔

的水面上，现在杂草丛生，已无综影可见。以此为

例，足以说明河湖水系乃是圆明园建筑的基本脉

络，人工丘陵和形象各异的建筑点缀其间，构成了

→区巧夺天工的人间园林。由此看来，圆明园遗址

的清理保护，应"以水为纲，以木为本只需恢复

其河湖水系.清理并保存其尚能确定的建筑遗址，

因地制宜，加以绿化，并一一设法加以说明，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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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人民群众提供一处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基地。同时不仅有利于"中关村西区"生态环境的

建设，对于整个"中关村科技园"的开发，也是一种

富有历史意义的场所。它象征着祖国已经从多灾

多难的过去，开始走向光辉向上的未来!

八、结束语

本文只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上，阐述了海淀镇

起源和发展的地理特点及其与北京城在经济和文

化发展上的关系，只是最近随着知识经济新时代的

来临，终于促使海淀镇的中心地带，启动了"中关村

西区"的新建设，同时也将会为首都北京带来文化

上的新内涵。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在《光明日报》上曾经读过

的一篇题作《中关村与未来首都形象》的文章，深有

感受，就将其中结尾的→段，择要抄录在这里，作为

本文的结束语:

"首都北京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多元化的

文化。……中关村的崛起，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

科学和技术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融科技和文

化于一体，既将城市视为→种文化的存在，又将理

性地对待，科学技术，使城市不仅成为人们生息的场

所，更是精神的家园。 "25

1999 年 12 月 10 日于燕园

1 元大都开始兴建于至元四年(1267 年)。

2 合公历为 1261 年 1 月 14 日。

3 {新元史》卷一八八，{王悴传》。

4 {日下 1日闻考》卷三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89-590 页 O 按原作为中统元年，据

《新元史》本传，改为二年0

5 关于"丹棱，片"一名详见下文。

6 详见明人王嘉漠"丹棱 ， ~i己见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 年重印本，下

册，第 1265-1266 页。

7 蒋一葵:{长安客话》巷四，第 11 页 O

8 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五，第

1264-1265 页。

9 同上，第 1265 页 O

10 同上。

11 详见《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九国朝苑

圈泉宗庙。

12 侯仁之: {北京都市友展过程中的水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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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02 页。

13 黄庄双关帝庙始建于明代，原为隆福庵，

初建时西距南海淀尚有一里多路。清代随着海淀

镇的扩大，双关帝庙与海淀连为一体，成为海淀南

大街亦即海淀斜街入口处的标志物。

M 夭仙庙在北京大学大南门内逸西约百米

处，曾有明隆庆六年(1572) 碑文记述其地为北海

淀，最近已全部拆除。

明清时期，由京城通往海淀的大道在双关

帝庙前出现分途，一条由双关帝庙前向西北通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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