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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之一分册。燕园的幽美，世界驰名，湖光塔影，令人陶醉。但是如果
仅仅流连于燕园绮丽的风景，远远称不上了解北大。只有把北大的历史、人文与风物景观联系在一起
，才能更品位出北大的魅力所在。本书在描述燕园风景的同时，还揭示了依托于其中却又独立于其外
的北大精神内涵与北大所经历的百年沧桑。该书融历史、景观、人文掌故于一体，弥补了众多关于北
大的图书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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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畅春园建成以后，康熙皇帝很喜欢这座园子，为此还专门写有《御制畅春园记》一文。由于这里
“酌泉水而甘”，实在是养颐的胜地。所以除了要举行重大庆典外，康熙皇帝就经常在畅春园内听政
，据后人的详细统计，康熙皇帝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二十二日，首次驻跸畅春园，至六十一
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园内寝宫，凡三十六年，每年都要去畅春园居住和处理朝政。三十六
年间累计居住畅春园257次3800：余天，年均驻园7次107天。最短者为29天，最长者为202天。可见畅春
园在康熙朝的重要性。　　为了听政之便，康熙皇帝便把附近的园林都先后赏赐给他的儿子们居住。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康熙四十八年在畅春园的北边，修建了“镂云开月”景区，并赏赐给皇四子胤祯
居住。胤祯即后来的雍正皇帝。雍正即位以后，便在此基础上大肆扩建，遂形成圆明园四十景区，并
正式命名为圆明园。乾隆时又在圆明园西边修建了清漪园。至此，清代在北京西郊所建的皇家园林区
“三山五园”就基本形成。它们是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网，万寿山的清漪园和畅春园与圆明
园。山于畅春园建造得最早，又为圣祖幺烨所建，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三山五园”之首。在圆
明园成为清帝主要活动场所之后，因畅春园位于网明园的南边，故也称其为为“前苑”。　　由于畅
春园是清朝皂帝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它和清室的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很多大事逸事都
发生于此。其中比较有名的当数康熙朝的“千叟宴”和雍正的夺宫轶闻。　　“千叟宴”为清宫中规
模最大，与宴人数最多的盛大御宴。这一盛举肇始于康熙皇帝，而首次举行的地点就在畅春园。康熙
年间，三藩平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积蓄有余，民间年岁丰稔”，大清帝国呈现出一片繁荣
兴旺的景象。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十八日，是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在此之前，各地官员、富
人为感谢皇帝的“恩泽”，不少老年人为了庆祝皇帝生日，从新年开始，就陆续入京。康熙看到这种
盛况，十分欢喜，同时为了体现自己“与民同乐”、“尊老敬贤”的圣君风范，下诏于三月下旬在畅
春园正门前，宴赏六十五岁以上的祝寿老人。据记载，二十五日，参加御宴的官吏十庶达4240人。二
十七日，又有2605人参加御宴。宴会上。由皇子皇孙和宗室人员执爵敬洒，分发食品。康熙对于年过
八十岁的老人，还亲自搀扶，赐酒慰劳。二十八日，又召集八旗满蒙汉七十岁以上的妇人于畅春园皇
太后宫门前参加御宴，由皇太后和康熙帝亲赐茶果洒食。可见御宜的盛况空前。宴毕之后，又各赏白
银，并告谕各位老人回家肝，要在乡间讲解养老尊贤，尽知孝悌的传统。　　康熙六十一年（1722）
，为了博取民心，康熙皇帝又先后召群臣耆老一千余人，宴赏于乾清官。在这次宴席上，康熙即席赋
诗《千叟宴》，“千叟宴”之名由此而定。此后的乾隆皇帝也在乾清宫、宁寿宫皇极殿举行过“千叟
宴”。这就是被传为佳话的康乾盛世“千叟宴”。后人称誉“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占未有之
举”。乾隆之后就再也没有举行过这样的宫廷大宴了。　　至于雍正夺宫一案则显得扑朔迷离，是清
代野史渲染的重要话题，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但不容置疑的是康熙皇帝病卒的地点就在畅春园的寝宫
中，雍正登上皇位的地点也是在畅春园。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中旬，康熙皇帝在南苑行围，突然
患了感冒，便赶回畅春园养病。谁知一病不起，不久便病逝于畅春园。由于康熙皇帝在废掉太子胤扔
以后，就没有再立太子，一直到病逝前也没有明确宣布把皇位传给哪个儿子，便在身后留下了“世宗
夺嫡”的疑案。清世宗雍正皇帝是如何登上金銮宝座的，历来众说纷纭。一说康熙帝本意传位于第十
四子胤欐．．临终前写下“传位十四子”的遗嘱，狡诈的胤祯(雍正帝)通过其舅父隆科多设法得到遗
嘱，在“十”字上加上一横一勾，变成“传位于四子”；一说康熙帝病重时，皇四子胤祯用一碗人参
汤将父皇毒死，然后才夺得了皇位；也有的说康熙帝特别喜欢他的皇孙弘历(乾隆帝)，因而把皇位传
给弘历之父胤祯，以望相承。种种说法，似乎各有道理，但究竟谁是谁非至今尚无定论。一般情况下
，当代史学家比较认可第三种说法。　　及至乾隆朝时，畅春园又成为乾隆皇帝生母孝圣皇太后的园
居之所，孝圣皇太后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园中度过的。乾隆皇帝每三日必到畅春园请安一次
。还经常“驻跸其间”，于游赏之余处理朝事。乾隆皇帝的很多诗文都作于畅春园中，现在未名湖南
岸的诗碑上所镌刻的两首“御诗”即是一例。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在焚毁圆明
园以后，又对周围的皇家园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掠和破坏，畅春园首当其冲，园中建筑悉被焚烧。旦
夕之间，一代皇家名园被殖民主义强盗焚毁殆尽，让人扼腕痛惜。　　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畅春
园一直未能重建。据宣统元年(1909)时的测绘地图所见，当时的畅春园已是一片荒地，只留下几处土
丘和低洼苇地。民国时期，北京西苑一带先后驻扎陆军十六师、冯玉祥国民军第十一师、万福麟五十
三军和宋哲元二十九军等军队，畅春园旧址被辟为操场。日伪时期，畅春园又被开辟成农田。　　直
到仁个世纪70年代前，畅春园旧址上新建楼宇还不是很多。1983年以后，便开始在旧址上大规模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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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房。在旧址西南部建成芙蓉里居民小区和万泉河中学，东南部建成海淀体育清官。在这次宴席上
，康熙即席赋诗《千叟宴》，“千叟宴”之名由此而定。此后的乾隆皇帝也在乾清宫、宁寿宫皇极殿
举行过“千叟宴”。这就是被传为佳话的康乾盛世“千叟宴”。后人称誉“千叟宴”是“恩隆礼洽，
为万占未有之举”。乾隆之后就再也没有举行过这样的宫廷馆和畅春园饭店。在修建畅春园饭店时，
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曾撰写《新建畅春园饭店记》一文，以简洁
明晓的语言记述了畅春园一带的历史沿革，对于我们了解畅春园的历史掌故大有助益。现将全文抄录
如下：　　新建畅春园饭店记　　北京近郊海淀镇之西北一带，地势低湿，草木丛茂，原有流泉淙淙
，随地喷发．汇为湖泊，名曰海淀。早在辽金以前，滨湖低地，已历经开垦，修渠作埂，艺稻植荷，
俨然江南景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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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北大风物与人文精神　　肖东发　　“常向湖光会意思，偶从塔影悟精神。”　　不知从什
么时候开始，人们以“一塔湖图（一塌糊涂）”来概括燕园的风景，语虽诙谐，却也恰切。围绕着未
名湖、博雅塔和图书馆，燕园里产生了很多美好的传说，也涌现出了很多巧妙的解释。有人说，博雅
塔是一枝硕大的神来之笔，而未名湖则是一方来自天池的巨砚，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挥动着博雅巨笔
，饱蘸未名之墨，书写了北大的辉煌历史，而图书馆则正好是北大百年历史的最好见证和保存者，等
等。这样的传说和神话实在是举不胜举。　　近来，我倒对“一塔湖图”有一种新的理解——那分明
是北大精神的一种特殊象征：　　古朴庄重的博雅塔·原是为解决校园供水问题而建造的水塔，模仿
通州古燃灯塔样式，简洁朴素，卓然耸立。能把与我们生存相关的最基本的现实需求化作为一种超然
的美，而且名之博雅——广博优雅，这一现实，焉能不发人深思?湖光潋滟的末名湖，曾是前清淑春园
的所在地，石舫横卧，石鱼翻尾，垂柳环湖，美不胜收。蜿蜒曲折的小径旁，常有琅琅书声；碧波掩
映的小岛，宛若嵌于湖心的珍珠。立足湖畔放眼望去，东观博雅塔影，西对钟亭落霞，南眺林木葱郁
，北望层楼掩映，游目骋怀，平添多少书生意气。　　湖光塔影，确实是北大校园最有代表性、最醒
目的一景。博雅塔雄健挺拔，体现着北大人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未名湖柔波荡漾，象征着北大厚德
载物的阴柔之美。　　塔和湖，一纵一横，一刚一柔，一凸一凹，一阳一阴，一伟岸，一纤秀，一沉
稳凝重，一欢快空灵。　　塔象征着思想自由，卓尔超群，特立独行，敢于创新，科学求真；湖隐喻
了兼容并包，虚怀若谷，整合精深，和而不同，民主多元。二者刚柔相济，珠联璧合，相映生辉，缺
一不可，暗合着北大人的精神品格。古话说“大象无形”，我们居然把充溢在空气中，原本无形的“
北大精神”、“少年气象”、“风骨气韵”有形化了，与可视的燕园景观融在一起了。　　为什么北
大学生“一旦配上校徽，每个人顿时便有被选择的庄严感”？而且总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的豪迈气概和“心忧天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感，这就是博雅塔和未名湖所体现的精神。就是毕
了业，走到天涯海角，也改不了特立独行、不迷信权威、舍我其谁的劲头。难怪在有些人的眼里，这
些特征被置换成另一套词语，如狂傲不羁、眼高手低、自由　　散漫、清高而不合群等等。这些用不
着申辩，因为大致符合事实，确实是不少北大人的毛病。早在1931年，蒋梦麟校长发表《北大之精神
》一文、在谈到“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时候便说过：“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
缺点。能容则泽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
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世上事物往往如此：有一长必有一短。识己之长补己之短，方
为明智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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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向湖光会意思，偶从塔影悟精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以“一塔糊图（一塌糊涂）
”来概括燕园的风景，语虽诙谐，却也恰切。围绕着未名湖、博雅塔和图书馆，燕园里产生了很多美
好的传说，也涌现出了很多巧妙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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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M
2、一本不错的北大景观指南用书。人文性的文字介绍改变了以往旅游指南一贯的生硬的文字
3、考试期间不适合看⋯⋯静不下心⋯⋯ 好多地方~ 原来真的有那么多故事~ 未名湖是海洋~ 三角地是
森林~ 
4、了解学校的一部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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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p32页码：鲁斯（Harry Luce）应为：Henry Winter LuceHarry是他儿子的昵称其子亨利-鲁滨逊-鲁斯
（1898-1967），Henry Robinson Luce，中文名亦为路思义，是鲁斯的长子，生于中国，后成为美国历
史上著名出版商，创办《时代周刊》、《财富》和《生活》等杂志，被称为“时代之父”，美国人称
其为大Harry。p33页码：1928年，鲁斯先生去世彼时鲁斯并未去世，详情参考wikipediap55页码：恩佑
寺建于雍正元年应为：雍正三年，剧励宗万《京城古蹟考  日下尊闻録》记载，恩佑寺本名清溪书屋
。清溪书屋的始建时间不知（未考证），恩佑寺于雍正三年改建而成。雍正年间首创供奉圣容制度，
最开始供奉康熙遗容在城内的德寿殿，颇具非议。之后胤禛驻跸圆明园，才着手新建一处供奉圣容之
所。p55页：永慕寺建于南苑，是康熙皇帝为他母亲烧香拜佛所建不甚准确，有记载“圣祖仁帝为太
皇太后祝厘，建永慕寺於南苑。吐宗宪皇帝为圣祖仁皇帝荐福，建恩佑寺於畅春园。高宗纯皇帝建恩
慕寺，为圣母皇太后广资慈福。”P119页:高近3米日晷高度只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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