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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片反说A明

本吉属《北京内城寺崩碑刻志》第三卷，舆 2011 年出版的前雨卷一攘，

它亦致力於北京寺庸的清查舆研究。 《北京内城寺崩碑刻志》的研究限定於

京城北部，即"内城"钮圈之内。 遥一匾域在蕾I侍原由城躺所瑕鳞，清代曾是

八旗子弟的事屈居住匾。 舆近二十年来已缉乎完全拆毁业重建的外城相比，

内城的古老建第相射保存鞍好，它例仍然是老北京人的居住之所，有些甚至

是他俐的世代祖棠。 以适些老北京人员主要彷嵌婪躁，我俩也得以搜集到舆

寺崩及其厘史有阔的各额资料。

本I真研究的第一步，是清黠业定位乾隆《京城全圆》上的寺翩。 运份巨

大的北京地圃缩组於公元 1745 至 1750 年闹，在我俩闹，心的内城部分共樱

注了，钓 830 座寺翩。 加上组圃者遗漏的或成圃之後革开建的翩宇，我例共猿得

钓 1500 座内城寺庸的资料。 乾隆 《京城全圆》将整座北京城自北向南分成

平行的十七排，其中内城部分共有十一排，每排再分属十一段，我俐的研究

成果也以此属匾剖框架，每卷即辈才醒 《京城全圆》的某一排。

第三卷中共阁涉寺崩 157 座，其中禹 143 座寺庸编富了崩志，著雏碑刻

43 通 。 根撩所穰资料的不同，渲些剧志或畏或短，健量使用苦苦如碑铭、文献

明清或民团描案以及田野调查资料等，描述寺崩建籍的存底情况，追溯寺翩

活勤，重J懵寺庸的匪史。 向 2004 年 7 月"北京内城寺翩碑刻舆杜舍史"瑕目

立JÞï足，法圃逮柬串院舆北京闹翻大串合作，共同罔展了田野拥查、碑文和

槽案整理工作。 2010 年 6 月整方箱簇的合作合同於 2011 年年底截止後，法

囡速柬主要院在商家中国舆法国研究楼槽的支持和营助下，锺横道行此项目

的研究。

本卷席志 FR法国速柬肇院吕敏 (Marianne Bujard) 任主编。 趟如11 (峙周

北京闹翻大串文串院博士生)撰萄初稿。 来恒靶(峙属北京邮粗大牵文擎

院博士後)承搪了抄菊业整理相阔民圃寺崩情案的主要工作。之後，在中国

社舍科事院考古所趟超研究员的指导下，割文珊(北京大事哲肇舆宗教系

硕士研究生)、趟垦 、桂枭(均属北京大肇中圆语言文旱'系博士研究生)和

祖京强(中圆薯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重新抄窍了本卷中的所有碑文。 范辈



i 北京内城寺扇碑刻志

(Patrice Fava) 和晓松 (Gil Gonzalez-Foerster)拍捅了喜中部分照片。 阔笑品(北京杜重抖斗肇院满

肇所博士後) I茄助鞠熙(北京阳能大事端自币)修改了庸志。 在本卷成害的遇程中，每一步都有法圆

速柬旱'院北京中心秘害杜疏的参舆 . 而圆家圆番自官出版杜蝙崛挠、彦女士舆王燕来先生局本苦的

编腊舆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 。 中辈害局的柴愈IJ虹先生，以他的耐心舆才能蕃渍全稿，自始至佟支

持了我例的工作。 ~军短圆圆隙旱'街交流基金舍禹本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此，谨向他例致以衷

心的谢意!

, , 

编者

2013 年 5 月



Avertissement 

Le présent volume est le troisi主me d'une série de onze. Comme les deux premiers parus en 

2011 , il est consacré à l'inventaire et à l' étude des temples de Pékin. Les recherches conduites 

en vue de cette publication ont été volontairement limitées à la partie nord de la capitale, 

appelée la (( ville in térieure 队 Cet espace dé fÌ ni par I'ancien tracé des murs de la ville est 

compris aujourd'hui entre les tronçons nord, est et ouest du deuxième p古iph缸ique ; il est 

délimité au sud par l'avenue reliant les portes Xlbianmen 西便问 à Dongbianmen 柬便问， en 

passant par Qianmen 前问， au sud de la place Tian' anmen 天安rt Dans ce périmètre autrefois 

rése凹d 主 la seule population des bannières mandchoue, mongole et chino时， le bâti ancien a 

été relativement mieux préserv己 que dans la ville sud, presque entièrement rasée et reconstruite 

au cours des v~ngt dernières années. La ville intérieure abrite en outre des Pékinois de vieille 

souche, q山 y résident parfois depuis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C'est vers eux que nous avons dirigé 

en priorité 'nos enquêres afin de rassembler tous les éléments utiles à l'histoire des lie山 de

cultes. 

Le point de départ de nos recherches a été le rep己rage des temples sur la gigantesque carte 

de Pékin dessinée entre 1745 et 1750, (( Carte complère de la capitale )) 0ingcheng quantu 京

城全j;]). Dans la partie qui nous intéresse, nous en avons compté 830 ; à ceux-cÎ se sont ajoutés 

quelques-uns oubliés par les cartographes, et plusieurs centaines d'autres construÎts par la suite, 

soit un total d'environ 1500 temples dans la seule ville intérieure. LaαCarte complète de la 

capitale 沙 représente la ville sur dix-sept bandes horizontales, se succédant du nord au sud, la 

ville intérieure occupant onze bandes. C'est en partant de ce module que nous publions nos 

résultats, chaque volume correspondant à une bande horizontale, elle-même découp位 en onze 

sections ou îlots. 

Ce troisième volume inventorie 157 temples et reproduit 43 inscriptions commémoratives. 

Cent quaranr卧trois temples font l '。问 et d'une notice plus ou moins longue en fonction des 

données disponibles. Cette notÎCe décrit l'已tat acruel de l' édifÌce, et, lorsque les matériaux 

existent, retrace l'histoire du temple teUe que l' épigraphie, la littérature, les archives impériales 

et républicaines et l' enquête sur place permettent de la restituer. Une partie de ce travail a été 

conduite de 2003 à 2011 dans le cadre d'une coopération entr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et l'Université normale de Pékin au titre d'un programme intitulé 1槐raphie et mémoire 

orale des temples de Pékin, histoire sociale d 'une capitale d'empire. Il se poursuit depuis 2012 sous 

la seule responsabilité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mais bénéfìcie de nombreuses 

collaborations avec des institutions de recherches et d'enseignement françaises et chinoises. Ce 

programme a reçu le soutien g臼优阻止 la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Un premier 己tat des notices publi己es dans ce volume a été rédigé p盯 Mlle Zhao Na 趟娜，

alors doctorante à l'Institut de Littérature de l'Université normale de Pékin, tandis que Mme 

Zhang Hengyan 强恒靶， post-doctorante dans le même département, a assumé l' essentiel du 

travail de copie et de synthèse des archives républicaines utiles à notre corpus. Sous la direction 

de M. Zhao Chao 趟超， chercheur à l'Institut d'archéologi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Mlle Liu Wenshan 割文珊，己tudiante en master du Département de philosophie et 

d毛tudes religieuses de l'Université de 民kin ， a retranscrit toutes les inscriptions présentées ici , 

aid位 par les doctorants du Département de langue chinoise et de littérature de cette universi时，

MM. Zhao Yu 趟垦 et Gui Xiao 桂枭 et par M. Zu Jingqiang 祖京强 de l'Institut des Beaux

Ar ts de Chine. Une partie des photographies a été prise par MM. Patrice Fava 范辈 et Gil 

Gonzalez-Foerster 晓松. Mme Guan Xiaojing 阔笑晶， docteur en histoire et post-doctorate au 

Centre d毛tudes mandchou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Pékin, a secondé Mme Ju 

Xi, ma1tr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normale de P己kin， dans la rédaction du volume. Mme 

DuRui 杜恋 du Centre EFEO de Pékin a suivi toutes les étapes de la réalisation de ce volume 

tandis que Mme Sun Yan t系彦 et M. Wang Yanlai 王燕来 des 臼ition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Chine en ont assuré la fabrication et l'édition. Avec ténacité et compétence, 

M. Chai Jianhong 柴剿虹 de la Zhonghua shuju a soutenu l' entreprise de bout en bour. Que 

tous soient chaleureusement remerciés. 

4 

Marianne Bujard 

Ma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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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庵

• 

三里庵，原址在今柬

城区柬直阿南大街，寺崩

建第现已不存。

此庵始建年代不言羊，

攘清乾隆 《京城全圃 》所

擒，三望庵聚那城捕，坐柬朝西，属雨造院落，艇山问，懂在院腊上阔一小内，

院内有前殿三罔、正殿三罔 。

除 《京城全国 》外，再燕此翩起载，本喜编者捐查峙附近的老街坊挠，民

圆年罔柬直阿城腊下曾有一庸，撤出水涵洞(即南水阔水口)不速，坐北朝

南，翩内正殿属雨眉，上届三罔供佛，下屠带柬西配房，均属吹鼓手居住，以承

接红白喜事局生，其旗号真姓董，属柬城一带吹鼓手之首。 徙其描述位置来看，

舆此三里庵相堂接近，惜其朝向格局舆《京城全固》所措相去甚速，且此小脚

在"文革"拆城躏峙也已被拆除。 它是否属三童庵之演蟹，今已不可考。

2008 年拥查峙，三里庵原址位於二瑕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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