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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举世闻名的圆明园鼎盛时期， 有所谓 “圆明五园” 之说， 即圆明园中包括圆明园、 长春

园、 绮春园、 熙春园和春熙院这五个御园。 其中， 圆明、 长春、 绮春三园的所在位置， 学界无甚

争议。 熙春园经清代园林史专家张宝章、 苗日新的考证， 其位置在今清华大学范围， 已成定论。
唯有春熙院究竟在哪里争议较大。

春熙院， 在乾隆朝以前是一座赐园， 名淑春园。 目前发现的历史记载， 最早是 《钦定大清

会典事例》 中 “乾隆二十八年， 奏准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一顷二十三亩六分三厘， 岁征

租银三十九两一钱九分五厘有奇” 的文字记录。 四十五年 （１７８０）， 奉旨设置春熙院八品苑副一

人， 专司该园管理。 翌年， 再添设七品苑丞、 八品苑副及笔帖式各一人。①四十七年正月， 帝谕

“淑春园更名春熙院”。 直至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 遵旨： “春熙院著赏给庄敬固伦公主居住”。 上述

内务府派驻该园的官员及库守四名、 园隶、 匠役等 ２８ 人， 一并撤出， 分拨各园当差。②由此可

知， 圆明五园之一的春熙院仅仅存在了 ２３ 年。
弄清乾嘉时期春熙院的地理位置及其相关问题， 无疑是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

口， 它不仅可以彰显盛世圆明园的全貌， 而且能为今天更好地研究、 保护、 开发和利用圆明园，
推动清代宫苑文化史的研究，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早提出春熙院位置的是史学家洪业， 他在 《和珅及淑春园史料札记》 一文中， 根据上述

“乾隆二十八年， 奏准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 的相关记载， 提出： 此园即后来乾隆帝赏给

和珅的淑春园， 该园位于燕京大学校园之北部。③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在其 《燕园史话》 中

则写道： “乾隆四十七年， 划分淑春园北部别为一园， 改称春熙院。”④其后， 圆明园史专家张恩

荫进一步指出： 乾隆朝早期的淑春园， 也就是后来的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 位居今北京大学校园

北部， 其范围大体上是今未名湖以北的镜春、 朗润、 鸣鹤三园一带。⑤张恩荫的主要依据除前载

《大清会典事例》 外， 还有档案所载： 乾隆三十八年淑春园与圆明、 绮春、 熙春三园一起挑挖河

道、 桥闸等项工程， 共净销银 ５０５４１ 两有余。⑥张宝章也持此观点， 他认为： 淑春园与绮春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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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路之隔， 位于万泉河南岸， 原是大学士傅恒的宅园， 后被内务府收回。 乾隆四十五年将淑春

园南部赐予和珅， 更名 “十笏园”； 园北部在乾隆四十七年正月赐名 “春熙院”， 成为圆明园的

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① 另外， 园林专家焦雄也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一致。 他在 《北京西郊宅园

记》 中言： “鸣鹤园位于镜春园西部， 最初叫春熙院， 是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② 诸位专家学

者异口同声， 一时间圆明五园之一的淑春园， 即和珅的赐园原址， 就在今北京大学校园的北部，
似乎已成了定论。

对此提有异议的， 只有北京大学岳升阳教授和他的学生王雪梅。 岳教授等人从国家图书馆所

藏样式雷 《圆明园以东水道图》 中发现， 长春园北面的园子上贴有春熙院的字条， 于是通过分

析论证认为： 春熙院不在今天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区， 也不在朗润三园， 应该就是在长春园的北

面。 但该文的结论似乎有点不太坚定， 觉得样式雷图中的名称， 都是写在纸条上贴于图面的， 不

排除纸条脱落后， 重新粘贴错位的可能。 故其文章题目曰： “样式雷图上的春熙院”。 至于和珅

的赐园到底在哪里， 该文并未论及。③
这样， 就出现了三个问题： 一是圆明五园之一的春熙院究竟在哪儿？ 二是春熙院前身淑春园

到底是谁的赐园？ 三是和珅的海淀赐园究竟在哪里？

一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笔者近年查阅大量档案， 发现岳教授等人关于春熙院位置的推论是正确

的， 而且有多条史料可以佐证。
其一， 据光绪年间出版的记录京师掌故的 《都市丛载》 书中言： 晚清时期京城西北三山五

园地区归步军统领衙门巡捕五营之中的中营所辖， 其副将衙署， 在海淀洩水湖东边； 参将衙署，
在七空 （孔） 闸北边春熙院； 游击衙署， 在海淀四王府东边； 圆明园汛都司衙署， 在海淀挂甲

屯九道湾； 畅春园汛守备衙署， 在海淀下窪子南边； 树村汛守备衙署， 在树村街南边； 静宜园汛

守备衙署， 在香山买卖街； 乐善园汛守备衙署， 在西直门外大关。④ 其中， 该书不仅明确记载了

巡捕中营在三山五园地区衙署的具体位置， 而且亦明确了原春熙院就在七空 （孔） 闸北边 （时
原春熙院部分园区已为参将衙署所占）。 那七空 （孔） 闸在哪儿呢？ 该书又记载： 长春园本圆明

园东垣隙地， 旧名水磨村， 依长春仙馆命名， 园内诸河水东出七空闸， 灌溉稻田。⑤ 说明七空

（孔） 闸在长春园东墙下， 众水流出的地方。 此书虽写于光绪初年， 但乾嘉时期的御园春熙院，
到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 “奉旨赏给庄敬固伦公主” 后， 其名称始终没有改变。

另据清内务府档案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 十一月十九日， 《四达塞等为复查长春园桥闸等工程

钱粮呈稿》 中载： “长春园东墙下旧有四孔闸一座， 改为七孔， 拆砌虎皮石大墙； 闸东边旧有三

孔石桥一座， 亦改为七孔。 并桥东河南岸开宽等项工程， 共销算银七千四百九十两二钱五分七

厘。”⑥ 这就告诉我们， 上述的七空 （孔） 闸， 是经乾隆四十年改造而成的。 这项工程也可以说

是前述乾隆三十八年， 原办监督郎中福英、 员外郎姚良、 库掌阿尔邦阿承办的挑浚圆明园、 绮春

园、 熙春园、 淑春园河道、 桥闸， 并搭拆浮桥、 土坝等项工程的后续工程。 至于岳升阳等人文中

提及的学界对上述疏浚水道之争议， 其实， 早在雍正九年内务府既已奏准： 京城内外河道，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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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山河、 圆明园前后永庆斋等处河、 外七门围河等处桥梁、 水闸应修之处， 隔五年修理一

次。① 此是内务府定期疏浚京城内外河道之制， 与哪条水系并无直接关系。
其二， 岳升阳等人分析了乾隆四十七年， 由原赐园淑春园改为御园的春熙院， 与乾隆帝赏赐

给和珅的位于北大北部的淑春园 （其实， 淑春园是乾隆帝给下嫁丰绅殷德的和孝公主的赐园，
而和珅的赐园是十笏园）， 园林景观截然不同。 这一分析很有说服力。 笔者从近期出版的 《清宫

内务府奏销档》 中， 又发现了这样一条史料， 即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一日， 管理圆明园等处事

务大臣和珅曾奏报： 春熙院东河泡三间楼殿内遗失黄缎座褥、 铜炉等项陈设十六件。② 后虽追回

部分赃物， 但盗窃正犯始终未获。 为此， 同年十一月， 春熙院奉旨 “着添园户头目一名”， 以加

强园内巡防力量。 从上述案发地点的 “东河泡三间楼”， 联系到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五日的内

务府堂呈稿， “又， 春熙院南门内三孔板桥一座， 挑换承重、 铺板， 拆安挂檐板、 地伏， 栏杆找

补油饰” 工程， 和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奏案载， “春熙院外围西北二面成砌坍塌

大墙， 凑长二十六丈四尺五寸， 并等处捞堆山石泊岸、 云步、 码头等项， 用过工料银二百十两八

钱一厘。”③ 以及上述的 “乾隆二十八年， 奏准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一顷二十三亩六分三

厘， 岁征租银” 等多方史料， 都指向一个结论： 乾隆四十七年， 将原淑春园改为御园的春熙院，
是一个水景园， 其所在位置是靠近河流， 内聚湖泊的低洼之地， 它与位于海淀台地的和珅 “淑
春园”， 不仅存在时间有别， 且地理环境亦大不相同。

二

既然和珅的赐园与乾隆四十七年改为春熙院的淑春园， 不是同一个园子。 那和珅在海淀的赐园

究竟在哪里， 又是什么时候被赐予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 和珅被诛

案中， 其京城内外府邸和花园的处理情况。 嘉庆四年二月十六日奉旨： “福长安园内中段、 西段著

赏仪亲王永璇； 其和珅园内东段， 著赏成亲王永瑆； 西段仍赏十公主十额驸丰绅殷德居住； 现在仪

亲王永璇之含晖园， 著赏三公主三额驸索特诺穆多布斋； 其自得园三所， 著赏定亲王绵恩、 绵懿、
奕纶分住； 至福长安园内东段著赏奕纯。 钦此”。④ 这段史料非常重要， 它提示我们嘉庆四年， 在

嘉庆帝诛杀和珅、 处置福长安之前， 今北京大学校园最北部， 是福长安的赐园。 今北大校园中部，
福长安赐园东南的位置， 是和珅的赐园； 福长安赐园西南的位置， 是和孝固伦公主与额驸丰绅殷德

的赐园。 上谕原文是 “西段仍赏十公主十额驸丰绅殷德居住”， “仍赏” 云云， 其实有两层意思，
一是颙琰以当朝皇帝的口吻对小妹实施恩赏； 二是原来这部分花园就是乾隆皇帝赐给和孝公主与丰

绅殷德的园子。 那和孝公主与和珅的赐园， 又分别是在什么时候赐予的呢？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 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和珅的角度考虑问题的。 如张恩荫认为： 乾隆后

期， 和珅善伺乾隆皇帝意图， 因而深得弘历倚重， 加之他又是满族正红旗人， 所以就得到一座御

赐花园， 人称和相园。 焦雄提出： 春熙院是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 乾隆年间， 赐予驾前宠臣和珅

为园， 改名漱春园。⑤ 刘阳亦言： 和珅在任职期间， 用贪污得来的钱， 把自己的府第建造得富丽

堂皇， 其府宅仿照故宫宁寿宫修建， 其花园 （淑春园） 则按照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蓬岛瑶台修

建。⑥ 上述作者在论说和珅的赐园时， 均未言及和孝固伦公主下嫁时的赐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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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孝固伦公主是乾隆帝最小的女儿， 在诸皇女中备受皇父宠爱。 因其 “貌类己”， 故乾隆帝

“甚钟爱”， “尝曰： 汝若为皇子， 朕必立汝储也。”① 她还未下嫁， 即 “赐金顶轿”。② 在她十三

岁时， 又被破格封为固伦公主。 按清制， 只有皇后所出之女， 才能封为 “固伦公主”。 和孝公主

母为惇妃汪氏， 按常规她是不能得到 “固伦” 这个封号的。 待乾隆五十四年， 和孝公主下嫁时，
偏心的乾隆帝不仅给她的俸禄是下嫁公主最高一级的， 而且还多次给予其大量的金银珠宝、 皮衣

绸缎等赏赐， 所给之物远远超过她的几个姐姐。 据来京的朝鲜使者记载曰： 乾隆帝对和孝公主的

“宠爱之隆， 妆奁之侈， 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 （乾隆二十五年， 帝四女和嘉和硕公主下嫁傅恒

子福隆安）， 自过婚日， 辇送器玩于主第者， 槩论其直 （值）， 殆过数百万金。”③ 同年十月十五

日， 和孝公主初定礼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 帝赐皇子、 额驸、 王公大臣等宴。 按照清制， 皇

子成年和皇女下嫁， 都要出宫分府而居， 而有爵位的皇子和有封号的皇女， 还会在圆明园附近得

有赐园。 如以乾隆帝长大成人的五个女儿来看， 皇三女固伦和敬公主， 乾隆十二年下嫁额驸班第

孙色布腾巴尔珠尔， 其公主府在今张自忠路 （其海淀赐园不详）； 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 二十五

年下嫁一等公傅恒二子福隆安， 其公主府在景山东街马神庙， 海淀赐园在和庆斋 （即后绮春园

内）； 皇七女固伦和静公主， 三十五年下嫁额驸超勇亲王策凌孙拉旺多尔济， 其公主府应该在宝

钞胡同④， 海淀赐园亦在后来的绮春园内⑤。 皇九女和硕和恪公主， 三十七年下嫁一等公兆惠之

子札兰泰， 其公主府在什刹海前井胡同 （其海淀赐园不详）； 而最受乾隆帝宠爱的固伦和孝公主

的府第和赐园， 史料中却没有明确的记载。
和孝公主的府第和赐园在哪儿呢？ 上述嘉庆帝诛和珅案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即和孝公

主在京城的府第和圆明园、 避暑山庄附近的赐园， 均与和珅的宅园连在一起。 换句话说， 和珅在

京城什刹海的宅邸和圆明园、 避暑山庄附近的赐园， 实际上均得益于和孝公主。 就以圆明园附近

的宅园而论， 在和孝公主下嫁之前， 和珅原有的宅园在圆明园大宫门东侧的善缘庵， 即挂甲屯福

缘门附近， 有房舍八十六间、 游廊四十二间。 但据档案记载， 嘉庆四年和珅被抄家时， 查得其花

园内， 房一千零三间， 游廊、 楼亭共房三百五十七间。⑥ 这里必须明确指出， 如此众多的房舍游

廊，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孝公主下嫁时， 乾隆帝赐给女儿的， 其赐园的园额 “淑春园”， 也应

该是乾隆帝所题。 所以北大图书馆珍藏的嘉庆十四年 《万寿庆典画样册》 在集贤院之北标名为

“淑春园”。 十五年病故的丰绅殷德， 在其生前的最后两首诗： “春园淑景弄晴晖， 花里翩跹金粉

衣” 和 《淑春园牡丹守者剪数朵送至力疾赋此》 中， 都指明他与公主的海淀赐园是淑春园⑦。
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 醇亲王奕譞游览该园， 做组诗 《中秋后二日游舒 （淑） 春园四律》⑧ 等， 均

明曰淑春园， 而不提十笏园。 而努尔哈赤二子代善六世孙礼亲王昭梿曾说得很明白： 京师名园

“多诸王公所筑， 以和相十笏园为最”。⑨ 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 卒于道光十年， 与和珅可谓是

同时代人， 其对清代掌故、 制度非常熟悉。 他笔下的和珅海淀赐园是 “十笏园”， 而非 “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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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慎重思考的， 如果淑春园园额为乾隆帝所题， 那和珅再跋扈他也不敢改

称 “十笏园” 的。 和珅在和孝公主下嫁之前， 他的最高爵职是文华殿大学士 （正一品）、 三等忠

襄伯 （超品， 实际比正一品仅高一等）。 而和孝固伦公主的地位与亲王同， 也就是说， 和珅与和

孝固伦公主二者， 实不可同日而语。 不仅经济上的俸禄、 赏银， 官拨土地、 房屋、 当铺， 公主名

下的太监、 护卫、 侍奉女子、 庄丁等， 和珅不能望其项背 （和珅贪污所得， 则另当别论）， 而且

在政治礼仪上， 清廷也明确规定： 额驸及其父母见公主时， 必屈膝叩安， 如果公主有赏赐时， 还

必须叩首。① 因此有些作者提出， 和珅得到淑春园赐园的时间应是乾隆四十五年， 我以为这不大

可能。 因其时和珅官职仅为户部尚书、 领侍卫内大臣等， 其爵职、 地位与功劳等还达不到受赏

“十笏园” 的地步。
所以我认为， 今北大中部原和孝公主的淑春园， 与和珅的赐园十笏园， 应是乾隆五十四年和

孝公主下嫁时， 或先后或同时赐予。 它们是两个有墙相隔、 又有门相通的紧邻的园子， 这可从嘉

庆四年处置和珅案的上谕中， 得到印证。 如：
嘉庆四年二月初八日奉上谕： （热河） 和珅寓所房屋内有丰绅殷德原住之西所， 并房内

一应物件， 仍著加恩赏还， 将界墙门砌断。 其东所房屋， 著赏给成亲王永瑆。
同年二月十六日奉旨： 其 （海淀） 和珅园内东段， 著赏给成亲王永瑆， 西段仍赏十公

主十额驸丰绅殷德居住。②

另外， 和珅在京城的宅园亦是前所及祠堂、 马圈等， 赏给庆郡王永璘， 后所仍赏给公主与丰

绅殷德使用。 其中， 所谓东所、 西所、 东段、 西段、 前所、 后所、 界墙门等， 均透露给我们： 和

孝公主与和珅所居之宅园， 是既相连又分开的。

三

由上可知， 御园春熙院之前的淑春园与和孝公主下嫁时的赐园淑春园， 是两个园名相同、 地

点不同、 景观不同的赐园。 那春熙院之前的淑春园， 又是谁的赐园， 又是什么时候赏赐的呢？ 因

缺乏史料，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笔者在此， 试做一推断， 以求教于方家。
前文已述， 春熙院在长春园之北。 从目前能见到的最早于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 绘制的三山五

园地图及后来一系列的相关地图来看， 圆明园东北角与长春园北面有一大缺角， 在这一缺角内有

湖泊及山形地势， 明显透露出这里曾经也是一座园林。 长春园至迟在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 已开始

兴建， 至十二年六月奉旨做 “长春园” 匾， 说明此时长春园已基本建成。 那在乾隆帝准备为自

己退位后颐养天年所建的园林北墙， 却不能与圆明园北墙取齐， 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那

是什么人占据着此地， 而身为天子的乾隆帝又不能不有所顾忌呢？ 我分析这恐怕是乾隆帝的长

辈， 他一时不太好挪动。 那这个乾隆帝的长辈可能是谁呢？ 张宝章推测， 淑春园是康熙帝五子恒

亲王允祺的赐园， 因为由淑春园演变成的春熙院以至鸣鹤园， 后来赐予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绵

愉。 而绵愉在京城内的赐第， 正是允祺之子、 恒亲王弘升的原赐第。 在清代， 这种由内务府收回

的同一王爷的赐第和赐园， 又转赐给同一王爷的事例是常见的。③ 我以为这不太可能。 且不说春

熙院之前的淑春园不在今北京大学北部， 允祺京城的恒亲王府也不在灯市口西街， 而是在朝阳门

烧酒胡同。 灯市口西街是允祺长子弘升的王府 （实是世子府）， 弘升于康熙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 封

世子，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因事革除， 退出该府迁到了西城东斜街居住④。 嘉庆帝五子绵愉， 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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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帝继位时封惠郡王， 十九年 （１８３９） 晋亲王， 其入住灯市口西街惠亲王府的时间， 当在此时。
故弘升与绵愉二人不在一个时代， 不可能有什么交接。

我以为： 春熙院之前的皇子或皇女赐园， 很可能是雍正帝所赐予的康熙帝二十四子允祕。 理

由如下：
（一） 康熙朝时， 后来的圆明园还没有建成， 皇帝不可能把哪一个皇子或皇女的赐园， 放在

离畅春园那么偏远的地方， 而雍正时则大不一样， 圆明园已建成包括福海在内的御园， 有景观

３０ 余处， 面积 ３０００ 余亩， 春熙院之前的淑春园已近在咫尺。
（二） 康熙帝有封号的女儿共八人， 其中最晚下嫁的皇十五女和硕敦恪公主， 在康熙四十八

年十二月已病故①， 故该赐园不可能是康熙帝皇女， 而只能是皇子的赐园。
（三） 康熙帝序齿皇子共二十四人， 其中皇六子、 皇十一子、 皇十八子、 皇十九子无封； 除

皇六子外， 皇十一子之前诸子在康熙朝已各有赐园； 皇十三子允祥、 皇十六子允禄、 皇十七子允

礼、 皇二十一子允禧， 均在雍正朝各有赐园，② 不在考虑之内。
（四） 其余皇子中， 皇十二子允裪，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封贝子， 雍正帝即位后虽封郡王， 但

翌年即降为贝子， 旋又降至镇国公。 直到雍正八年五月， 才复封履郡王， 乾隆帝即位时封和硕履

亲王， 二十八年病故。 皇十四子允禵，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封贝子， 雍正元年五月封郡王， 三年十

二月降为贝子， 翌年四月缘事革退， 乾隆十三年正月封恂郡王， 二十年六月卒。 上述二王， 如有

赐园也应在康熙朝， 故与春熙院之前的淑春园无关。
（五） 皇十五子允禑， 雍正四年封贝勒， 八年二月晋愉郡王， 九年卒。 皇二十子允祎， 雍正

四年五月封贝子， 八年二月晋贝勒， 十二年八月降为辅国公， 翌年九月复封贝勒， 乾隆二十年正

月卒。 皇二十二子允祜， 雍正二年八月封贝子， 十二年二月晋贝勒， 乾隆八年十二月卒。 上述三

位皇子， 虽初封时间都在雍正朝， 但其卒年或降爵时间， 均与乾隆四十五年淑春园收归御园之时

相距过远， 故不太可能受赐淑春园。③ 而皇二十三子允祁， 乾隆帝即位时虽赏封贝勒， 但 “屡坐

事， 降镇国公”， 似乎也与淑春园无缘。
（六） 皇二十四子允祕， 是康熙皇帝活下来的最小的儿子， 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五月， 比乾隆

帝还小五岁。 史载： “雍正十一年正月， 谕曰： 朕幼弟允祕， 秉心忠厚， 赋性和平， 素为皇考所

钟爱。 数年以来， 在宫中读书， 学识亦见增长， 朕心嘉悦， 封为諴亲王。”④ 允祕于乾隆三十八

年病故， 长子弘畅降袭郡王。
由 《清史稿》 皇子世表和诸王列传可知， 康雍两朝序齿皇子共有三十四位， 初封即为亲王

爵者， 除后来的乾隆帝以外只有三人， 即康熙帝十三子允祥， 六十一年十一月封和硕怡亲王， 雍

正三年受赐畅春园东北交辉园⑤； 雍正帝五子弘昼， 十一年二月封为和亲王， 受赐畅春园北和王

园⑥； 康熙帝二十四子允祕， 雍正十一年正月封为諴亲王， 其在圆明园附近得有赐园应该是没有

疑问的， 其时万泉河两岸 （即后来绮春园和今北大、 清华校园等地）， 多被其兄长和王公大臣的

赐园所占， 而后来的长春园， 也就是水磨村一带则尚未开发。 由此我推测： 允祕的赐园就在雍正

朝圆明园的东北角， 其病逝后， 该园收归内务府。 前文所载 《大清会典事例》 中乾隆三十八年，
淑春园与圆明、 绮春、 熙春三园一起挑挖河道、 桥闸等项工程， 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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