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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空间

法天则地揭意象
———清代行宫园林选址考析

孔俊婷　王其亨

[摘要 ] 清代行宫园林是皇家园林中特殊的一个分支 , 是皇家园林和 “实用功能主义 ”思想结合的浓缩典

范。本文对行宫园林的选址进行系统的分析整理 , 归纳提出行宫园林选址分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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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sic on the Rules of the Gods and Na ture to Represen t the Token s

Xanadu garden Of the Q ing dynasty is a special branch of royal gardens, which is the concentrated model for the com2
bination of royal garden and“utility functionism”idea1 This paper analyzes site selection of the Xannadu gardens, Con2
clude and put forward characteristics of how Xanadu gardens are located and distributed.

　　

前　言

清代行宫园林是皇家园林中特殊的一个分

支 , 是皇家园林和 “实用功能主义 ”思想结

合的浓缩典范。史料记载 , 南巡行宫达 40多

座 , 有北巡塞内行宫 14座 , 塞外行宫 20座 ,

往西、往东亦均建有行宫多处。其分布广泛 ,

构成了皇家园林最丰富的内涵。研究这种特殊

形态的皇家园林 ———行宫 , 我们可以找到帝王

居住与生活的尺度之基 , 从深层意义上讲 , 这

些不同的皇家行宫园林寄托了人类高尚审美情

感的精神居住 , 这种深层次的居住现象高度融

合主体与客体 , 实现了人与自然、社会情感交

流和精神对话。

一、清代行宫园林

清代营建的大批行宫别苑 , 虽规模都不很

大 , 但各有其特色 , 配置整齐 , 厅堂廊亭的结

构以及山池林石的布局 , 表现出自然情趣 , 由

此也可把承载特殊功能空间的帝王行宫称为行

宫园林。

行宫园林意象所表达的审美文化内涵与形

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 但清代后期凡选址建行

宫 , 已融入人对美的生存环境的向往与追求 ,

多位于山清水秀、风生水起之地。如塞外行宫

的建立 , 不仅是作为北巡沿途驻跸和避暑之

用 , 也是对山林生活的向往与留恋 , 当然这与

我们祖辈生活在深山老林、过着游牧生活、对

山林有着特殊的感情有关。正是出于这种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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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人性要求 , 帝王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 美

化其生存的居住环境也是其不懈的努力。归类

研究清行宫的式样 , 不管如何 , 其本质都是园

林 , 其布局以建筑为主 , 包容山水地形、花木

禽兽等环境空间 , 选址最为严格而又力求注意

生态环境 , 水土环境优胜、交通方便的地方是

上选 , 且极重风水 , 因而赋予行宫以园林的称

谓是当之无愧的。

二、清代行宫选址分布

《园冶》指出 “凡造作 , 必先相地立基 ”。

选址是建筑营建的基础。清代行宫的选址多以

皇帝出巡每日所行距离为主要依据 , 兼顾巡幸

时的综合目的 , 于距离适宜处 , 择适宜地点修

建或改建行宫。一般在出巡的前一年由各省大

员拟定后呈皇帝御览 , 往往一个行宫的选址要

往返折奏多次方能确定 , 因其功用不同 , 要考

虑多种因素 , 在选址上对自然条件的要求也各

有所重 , 所以行宫园林更多属于独立个体的皇

家园林。分析清代史料行宫依据巡行路线可分

南巡行宫、东巡行宫、西巡行宫和北巡行宫。

11南巡行宫选址

古代受交通条件所限 , 行宫之间的距离不

能太远。据记载 , 康熙、乾隆各六巡江南 , 南

巡的路线分陆路和水路。南巡一般按 “古者

吉行日五十里 ”“水行约倍于陆行 ”, 每日陆

路约走五六十里 , 水路行八九十里。从京师到

杭州 , 往返行程水、陆共五千八百余里 , 分四

十余站 , 途中历年陆续兴建行宫四十多处。行

宫建造有以扩建官衙府署为行宫 , 扩建名人祠

堂、故居或寺庙为行宫 , 在风景名胜之地修建

行宫 , 还有部分行宫选址靠近河防、海防及便

于交通中转之地 (表 1、图 1)。
表 1　南巡行宫一览表

区位 名称 位置 建造年代 性质

直隶

1 涿州行宫 在涿州城南 , 药王庙东侧

乾隆十六年建 , 现行宫仅存 “正

大光明 ”殿一座及假山一座 , 余

皆不存

在保庆寺基础上改建为行

宫 《涿州县志》

2 紫泉行宫
在新城县西南。其西北 15里处有

紫泉

西巡盛典为乾隆十五年建 , 南巡

盛典为乾隆十六年建
风景名胜之地

3 赵北口行宫 河间府任邱县北 50里 乾隆十三年左右建 途中转换之地

4 太平庄行宫 在河间县南 乾隆二十七年建 汉儒毛苌祠旧址

5 红杏园行宫 在献县南 30里之处 乾隆十六年建 河间献王日华宫旧址

6 绛河行宫 在景州城西北。河自故城流入 不详 风景名胜之地

7 思贤村行宫 河间府任丘县南十里 汉太傅韩婴故居

山东

1 德州行宫 在德州南门外古广川之地 汉儒董仲舒故里

2 曲陆店行宫 在济南府曲陆店 不详 途中转换之地

3 晏子祠行宫 在齐河县西北 , 地名晏城
春秋时齐臣晏婴采食处 ,

后人建祠祭之

4 灵岩寺行宫
在长清县东南 90里之处。在灵岩

寺东部 , 山上约里许 , 建行宫

乾隆三十年建 , 三十六年、四十

年、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各重修

一次 , 现仅存遗址

依托灵岩寺 , 风景名胜之

地

5 岱顶行宫
自泰安县南天门而上 , 出盘道 ,

即登至岱顶
不详 风景名胜之地

6 四贤祠行宫
在泰安县西南 , 魏家庄 , 依山而

建

四贤为宋臣称胡瑗、孙一

复、石介、孔道辅

7 古泮池行宫

在曲阜县东南隅 , 旧时其地有泮

池台。根据 《水经注》, 灵光殿的

东南方就是泮池

乾隆二十一年建
古灵光殿遗址 , 近有孔

庙、孔林、颜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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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位 名称 位置 建造年代 性质

山东

8 泉林行宫
在泗水县东 50里之处。泗源左右

有泉数十 , 互相灌输 , 合而成流

康熙二十三年 , 康熙皇帝临幸于

此 , 修行宫建御碑 , 惜毁于 “文

革”中 , 1997年 6月 , 重修康熙

御碑

传为子在川上处 , 风景名

胜之地

9 万松山行宫 在费县东北 10里之处 乾隆二十九年建 近有玉泉观老子故居

10
郯子花园行

宫
在郯城县外 1里左右 乾隆二十七年建

传为郯子花园 , 其地林木

苍蔚

11 中水行宫 兖州府 , 泗水县北六里中水村 不详 , 现仅存基址 途中转换之地

12 潘村行宫 济南府 , 长清县

乾隆三十年建 , 三十六年重修一

次 , 四十年、四十五年、五十五

年各修一次

途中转换之地

13 泰安府行宫 泰安府 不详 不详

14 注经台行宫 平邑县 不详 途中转换之地

15 问官里行宫 沂州府 , 郯城县 乾隆四十五年建 途中转换之地

16 分水口行宫 汶上县 乾隆二十九年建 途中转换之地

17 崮山行宫 济南府 , 长清县

乾隆三十年建 , 三十六年、四十

年、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各重修

一次

不详

江南

1 顺河集行宫
在宿迁县运河之东 , 遥堤之旁 ,

北距永济河桥五里
乾隆二十五年建 途中转换之地

2 陈家庄行宫
在淮安府 , 桃源县。由林家庄至

此 , 有 53里
乾隆二十九年建 途中转换之地

3 林家庄行宫

距陈家庄 50里 , 座落于六塘河之

阴 , 京杭大运河之阳 , 东依张沟 ,

西傍皇道

清初 , 皇家在林家庄建筑一座旱

营 , 乾隆四十四年建行宫。清道

光二十二年运河决口 , 行宫所有

楼台殿阁全被冲没 , 遗迹至今犹

存

途中转换之地

4
皂河龙王庙

行宫
江苏省宿豫区西北 20公里处 康熙二十三年建 视察海塘驻跸之所

5 天宁寺行宫 在扬州府拱宸门外
乾隆二十一年于寺之右兴建行殿

数室

为东晋太傅谢安的别墅 ,

后舍为寺

6 高 寺行宫 在扬州城南 15里之处

康熙四十二年 , 在高 寺西修建

行宫 , 道光二十四年塔毁 , 咸丰

五年、七年 , 行宫、寺宇毁于兵

火。同治光绪相继复建

高 寺旁

7 苏州府行宫 在府城之内
康熙南巡驻跸于此 , 乾隆十五年

重修
原为苏州织造署

8 龙潭行宫
江宁府 ,在句容县西北 80里之处 ,

背依大江 ,京口金陵适中之地
康熙南巡兴建 风景名胜之地

9 栖霞行宫 江宁府东北摄山 乾隆二十二年建 风景名胜之地

10 江宁府行宫 在会城中 乾隆十六年改建 原为江宁织造署

11 钱家港行宫 在镇江府西门外 乾隆二十五年 途中转换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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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位 名称 位置 建造年代 性质

江南

12 金山寺行宫 镇江府西北 7里金山寺旁 康熙二十五年 寺旁

13 焦山行宫 镇江府东北 9里 乾隆二十二年 风景名胜之地

14 北固山行宫 位于镇江府东北江边 不详 风景名胜之地

15 西峰顶行宫 焦山 不详 风景名胜之地

16 虎丘行宫 苏州府西北 9里 不详 风景名胜之地

17 灵岩山行宫 苏州府西 30里 康熙二十八年 风景名胜之地

18 徐州府行宫 徐州府北门 原为徐州织造署

19 云龙山行宫 徐州云龙山下

乾隆二十二年 , 清末大多已毁 ,

仅存大殿和东西配房各三楹。现

为徐州博物馆

视察河工海塘而驻跸

20 柳泉行宫 柳泉集北 不详 途中转换之地

21 锦春园行宫
扬州 , 瓜洲镇 , 地处长江北岸 ,

古运河入河口处
不详 不详

浙江

1 杭州府行宫 杭州府城 , 涌金门内太平坊
康熙二十八年建 , 乾隆十六年重

修
旧为织造署

2
西湖行宫 (圣

因寺行宫 )
在西湖孤山南

康熙四十六年建 , 雍正皇帝 1727

年 , 改行宫为圣因寺
旁有圣因寺

3 安澜园行宫 在海宁县拱辰门内

毁于咸丰十一年的兵火 , 今天仅

存 “曲水流觞”及 “漾月 ”石碑

等

为大学土陈元龙别业。视

察海塘驻跸之所

资料来源 : 《南巡盛典》《日下旧闻考》《中国宫苑园林史考》及地方志

图 1　清代南巡行宫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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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北巡行宫选址

清帝把 “巡狩习武 ”作为重要的政治活

动 , 每年率王公大臣到木兰围场举行秋 大

典 , 自康熙二十年 ( 1681) 至嘉庆二十五年

(1820) , 共举行木兰秋 105次。为省驼载

之劳 , 以息物力 , 并保证沿途休息 , 故 “命

发内府余储 , 建行宫数宇 ⋯⋯”。①北巡行宫以

古北口为界 , 分塞内行宫和塞外行宫。

塞内行宫是指从京师到古北口之间所修建

的行宫 , 也称口内行宫。考证文献 , 有 14座

行宫 (见表 2) , 占地面积都不大 , 布局比较

简单 , 建筑物少且体量较小。塞外行宫 (由

古北口至木兰围场之间所建的行宫 ) , 于康熙

四十年 ( 1701) 至乾隆五十七年 ( 1792 ) 之

间修建 , 前后经历了 90多年共建行宫 20处。

(见表 3) , 从建筑规模上看 , 最大是享有“明

珠 ”之称的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

分析史料 , 发现北巡行宫的选址遵循两条

重要的原则 : 一是环境优胜 , 择址均依山傍

水 , 每处行宫都离不开山水、河流、古柏苍

松 , 宫区范围内的各种树木中 , 均以松柏为主

体 , 因松柏四季常青 , 象征皇帝与松柏同龄长

寿 ; 二是地点是否符合皇家要求的所谓吉祥高

照 , 如中关行宫 , 前面九岭 , 后靠五梁 , 是取

所谓九、五之数的 ; 巴克什营行宫位于所谓前

照九龙口 , 后靠虎头山之间 , 其意亦然。
表 2　塞内行宫

名称 位置 建造年代 性质

1 南天门行宫 属密云县 , 长城南 16里处 不详

2 遥亭行宫 密云北 70里
建于康熙三十二年 , 行宫的建筑

已不存 , 仅剩下一些风景树木
临时休息和避暑

3 石匣城行宫
密云北 60里 , 在城北约 5里 , 谓

“茶棚”(今城址在密云水库里 )
不详 , 行宫遗址亦淹没在水库内 临时休息和避暑

4 白龙潭行宫 密云境内 建于乾隆四十三年

拈香和休息览景之所。 1986

被北京列为四十处风景名胜区

之一

5 羊山行宫 密云县北侧 20里处
建于道光年间 , 具体不详。至今

还存有前、后两大殿
临时休息和避暑

6 罗家桥行宫 密云县城东北 35里处
康熙五十年左右建 , 乾隆八年裁

撤
狩猎途中停歇

7 河槽行宫 密云县南 15里
建于康熙二十二年左右。现已不

存
临时休息和避暑

8
密云行宫刘

家庄 (行宫 )
密云县城的东门外

建于康熙二十二年。其建筑已不

存在
临时休息和避暑

9 宁髻山行宫
宁髻山位怀柔西南 , 宁髻山东四

里建宁髻山行宫
修竣于乾隆八年 狩猎途中停歇

10 南石槽行宫 位于顺义县西北

建于康熙四十六年左右 , 乾隆七

年进行过整修。毁于军阀和国民

党时期

住宫 , 狩猎途中停歇

11 怀柔行宫 位于县城南门外
建于康熙四十九年 , 解放以前已

不复存在

住宫 , “以三教堂旧址改建祗

园寺 , 遂建行宫于其地”

12 三家店行宫 位怀柔县城西南 , 牛栏山西北 建于康熙时期 , 拆于道光年间 住宫 , 狩猎途中停歇

13 汤山行宫 位今昌平县城东南 30里汤山下 建自康熙年间 , 具体不详 临时休息和避暑

14 蔺沟行宫
《热和园庭现行则例 》中记载 :

“东华门至蔺沟行宫 63里⋯⋯”
康熙四十六年建 , 拆于道光年间 狩猎途中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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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塞外行宫

名称 位置 建造年代 性质

1 巴克什营行宫 距古北口 10里 康熙四十九年建 , 道光九年废 茶宫

2 两间房行宫 距巴克什营 30里 康熙四十一年建 住宫

3 常山峪行宫 距两间房 33里 康熙五十九年建 住宫

4 鞍子岭行宫 距常山峪 10里 康熙四十二年建 , 后被常山峪行宫所取代 住宫

5 王家营行宫 距常山峪 40里 康熙四十三年建 茶宫

6 桦榆沟行宫 距王家营 30里 康熙四十二年建 , 乾隆七年废 住宫

7 喀喇河屯行宫 距王家营 32里 始建于顺治七年七月 , 康熙十六年再建 住宫

8 热河行宫 距喀喇河屯 40里 康熙四十二年建 , 康熙五十年 , 命名为避暑山庄 住宫

9 蓝旗营行宫 距热河 60里 雍正十一年废 住宫

10 钓鱼台行宫 距热河行宫 13里 乾隆七年建 , 嘉庆十三年废 住宫

11 黄土坎行宫 距钓鱼台 17里 康熙五十六年建 , 道光三年废

12 中关行宫 距黄土坎 70里 康熙五十一年建 住宫

13 什巴尔台行宫
距中关 37里 , 在韩麻营

镇十八里汰村

康熙五十九年建 , 嘉庆二十五年以后 , 清廷罢猎 , 行宫废弃 ,

现仅存遗址

14 波罗河屯行宫

距什巴尔台 18里 , 建于

隆化镇西北的苔山脚下 ,

伊逊河畔

康熙四十二年建 , 道光元年清帝罢猎 , 1934年其内 5间大殿 ,

2间文库被焚毁 , 次年重新修葺。1945年 8月 , 在第一次解

放隆化战斗中 , 毁于战火

住宫

15 张三营行宫

西南距波罗河屯 62 里 ,

在张三营镇龙潭山脚下 ,

行宫地近崖口 , 山势雄

奇峭拔 , 积翠霏蓝

康熙四十二年建 住宫

16 唐三营行宫 距张三营 18里 康熙四十二年建 , 旋废 住宫

17 济尔哈朗图行宫 东南距波罗河屯 28里 乾隆二十四年建 , 道光十二年正月废 住宫

18 阿穆呼朗图行宫 距济尔哈朗图 43里 乾隆二十七年建 , 道光十二年正月废 住宫

19 二沟行宫 距热河行宫 88里 康熙四十九年建 , 乾隆初年废 不详

20 汤泉行宫 距热河行宫 92里 康熙四十五年建
汤沐

之处

备注 : 对照地形图察看 , 20处行宫都建于河谷旁边 , 以利于行围的军队饮食和畜群饮牧。

表 2、3资料来源 : 《钦定热河志》、《清实录》、《承德府志》

31东巡行宫选址

谒陵祭祖是我国传统的文化活动 , 由于

“陪京 (清代盛京 ) 为王迹肇基之地 , 必当再

三周历 , 勤思开创艰难 ”。同时那里埋葬着清

朝肇、兴、景、显四祖 (葬于永陵 ) 和奴尔

哈赤 (葬于福陵 )、皇太极 (葬于昭陵 ) 等祖

辈。因此 , 清代皇帝借东巡之际 , 主要的目的

在于展谒山陵 , 敬天法祖 , 蠲免赋税 , 联谊满

蒙等。玄烨曾说他东巡的目的是 “巡行塞北 ,

经理军务 ”、“巡行边塞 , 亲加抚绥 , 兼以畋

猎讲武。”②由此形成了通往东北三省方向的御

道。沿路修建的行宫详见表 4, 图 2。行宫的

选址多密集分布于名胜古迹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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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御陵路线行宫位置图

表 4　东巡行宫

名称 位置 建造年代 性质

1 燕郊行宫 属三河县 , 距通州交界 46里
行宫建自康熙年间。乾隆二十年

移建于旧址迤南
巡幸憩息之所

2 白涧行宫 蓟州城西十里 , 距燕郊行宫 72里 乾隆十八年兴建行宫 为皇上展谒东陵入州境首站

3 桃花寺行宫
蓟州渔阳桃花山上 , 蓟州南 2里。

距白涧行宫 53里

乾隆九年 , 奉敕重修 , 于寺旁兴

建行宫
巡幸憩息之所

4 隆福寺行宫
蓟州东 60里 , 去孝陵一舍而近 ,

距桃花寺行宫 32里

乾隆九年奉敕重修 , 建行殿于寺

之西。寺创于唐初

皇帝有事于孝陵 , 至行宫驻

跸

5 柳新庄行宫 属迁安县 嘉庆二十三年建 道光十年 , 东巡曾经驻跸

6 夷齐庙行宫 在卢龙县治西北 20里 , 滦河南岸 道光二十六年 , 奉旨变估
东幸谒陵 , 驻跸于滦河西 ,

幸夷齐庙

7 天台山行宫 在抚宁县西南 25里天台山麓
嘉庆二十年 , 直督方观承督建。

道光九年 , 奉旨招商折卖
巡幸憩息之所

8 文殊庵行宫 在临榆县西关外石河西 不详 东幸谒陵 , 皆在此驻跸

9
盘山行宫 (静

寄山庄 )

属蓟州 , 在盘山下玉石庄东盘山

南麓

乾隆九年动工 , 十九年 ( 1754 )

竣工。赐名静寄山庄
巡幸憩息之所

9
蟠 龙 山 行 宫

(大新庄行宫 )
属三河县 , 山在县治西北 50里

乾隆十九年 , 始移建于山迤北之

大新庄。六十年代被毁 , 两口龙

眼井尚存 , 遗迹可辨

旧有行宫

10 汤泉行宫
属遵化州赤城县 , 在县治西南十

五里
不详 , 今尚存 巡幸憩息之所

11 丫髻山行宫
属怀柔县。县治东南 90里有丫髻

山 , 山东四里建行宫一所
建于康熙晚年 巡幸憩息之所

12 独乐寺行宫 顺天府蓟州西门内独乐寺东 乾隆十八年建 巡幸憩息之所

资料来源 : 《东道纪略》、《日下旧闻考》、《采访册》、《畿辅舆图》及地方志

19



41西巡行宫选址

清帝西巡主要目的包括 : 朝圣拜佛 , 怀柔

蒙藏 , 巩固政权。据清廷大档记载 , 康熙皇帝

曾 5次巡礼五台山 , 乾隆则 6次驻跸清凉圣

境。清初康熙巡幸五台山时 , 观后曾曰 : “朕

惟清凉山 , 古称文殊大士演教之区也。兹山耸

峙于雁门云中之表 , 接恒岳而俯滹沱 , 横临朔

塞 , 藩屏京畿。其地风劲而高寒 , 层冰结于阴

岩 , 积雪留于炎夏 , 故名清凉。然地虽寒 , 而

嘉木芳草 , 蒙茸山谷 , 称灵异焉。五峰竦立 ,

上矗霄汉 , 日月之在环 , 烟霞之亏蔽 , 苍然深

秀 , 其为神阜奥区 , 盖自昔而已然矣。是以自

汉迄今 , 历代皆有崇建 , 古刹精蓝 , 遍满岩

岫。宇内称灵山佛土 , 最著者有三 : 峨眉、普

陀而五台为尤盛焉 ”。③所以 , 在清初康熙、雍

正、乾隆祖孙三代帝王执政期间 , 整个五台山

佛寺群落的修缮尤为显著。清帝之西巡形成了

经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西行御道。在巡幸

路线上建造的行宫详见表 5。

表 5　西巡行宫

名称 位置 建造年代 性质

1 龙王庙行宫 在卢沟桥 , 去京南 30里

明正统中 , 建龙神庙于堤上 , 康熙三

十七年重建。乾隆十六年重修。三十

九年再修。

为清帝临幸卢沟 ,

亲阅永定河堤驻跸

之所

2 黄新庄行宫
属良乡县 , 在县北 5里。自京、营交

界起 , 至黄新庄行宫止 , 共 48里
乾隆十三年建

每岁为清帝谒陵驻

跸之地

3 半壁店行宫
属房山县。在县治西南四十里。距黄

新庄行宫 69里
乾隆十三年建 驻跸之所

4
涿州行宫药王

庙行宫

在涿州城南里许。去顺天府西南 140

里。距黄新庄行宫 70里
乾隆十六年建 驻跸之所

5 秋澜行宫
属涞水县。遒栏河在县西 15里 , 距半

壁店行宫 60里
不详 驻跸之所

6 梁各庄行宫 在易州城西 15里 , 距秋澜行宫 41里 乾隆十三年建 驻跸之所

7 大教场行宫 距发华村 46里
乾隆四十六年 , 前督臣袁守侗奉旨建

立
驻跸之所

8 临漪亭行宫 保定府城西 乾隆十五年建

9 众春园行宫

属定州 , 在城东北隅。该园宋太宗时

(977～997) 由中山太守李昭亮始创。

宋庆历八年 (1048) 韩琦扩其址

康熙四十一年 , 驻跸众春园 , 乾隆十

一年修葺行殿。道光二十七年 , 诏罢

行宫 , 以众春园专祀韩苏

驻跸之所

10 隆兴寺行宫 正定府行宫 , 在正定府署东 康熙 四十七年在寺西侧增建此行宫 驻驾瞻礼之所

11 台麓寺行宫 台麓寺旁建行宫 乾隆十六年建 驻驾瞻礼之所

12 台怀镇行宫 灵鹫峰之麓 , 距菩萨顶 3里 乾隆二十五年改建 驻驾瞻礼之所

13 白云寺行宫 寺北
康熙四十六年发帑重修 , 乾隆十二年

寺北预备行宫
驻驾瞻礼之所

资料来源 : 《西道纪略》、《日下旧闻考》、《西巡盛典》、《采访册》及 《房山县志》《涿州志》

三、选址的特点———法天则
地揭意象

　　行宫环境的选择也是帝王文化涵养、情趣

品位的真实体现 , 可谓 “居如其人 ”。清代皇

帝对行宫的追求与要求和历代帝王有所不同 ,

不以豪华嵯峨的建筑群取胜 , 而是以祟山峻

岭、水态林姿为主要内容 , 突出自然美。

11山水形胜、自然意趣

《南巡盛典 》有详细记载 : “名山胜迹尤

以存其旧规为自然之趣 ⋯⋯即如浙江之龙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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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自佳 , 又何必更兴土木 , 虽成事不说 , 似

此踵事增华伊于胡底 , 转非朕稽古时巡本

意。”④ “朕巡幸所至 , 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 ,

江南名胜甲于天下 , 诚亲掖安舆 , 眺览山川之

佳秀 , 民物之丰美 , 良足以娱畅慈怀 ⋯⋯”⑤。

清帝借巡幸之机 , 游访名山大川 , 因借风光旖

旎的自然风景、名胜来扩充自己的内涵 , 营建

行宫 , 选址较为自由 , 设计遵循从简的要求。

既满足自身园林的审美要求 , 又满足 “皇家 ”

这一特殊地位的表征。

选址于风景名胜之地的行宫 , 都具有一定

的地理景观 , 或为气势磅礴、雄奇挺拔的翠峦

叠嶂 , 或为蜿蜒如带、回环曲折的清泉溪流 ,

或在青松苍柏、郁郁葱葱之地。在这里登上山

峰 , 天高气爽 , 使人舒襟坦怀 ; 极目远眺 , 苍

莽辽阔 , 使人心旷神怡 ; 漫步山周 , 溪流潺

湲 , 使人神志清爽。徜徉于行宫山水之间 , 烦

恼忧愁抛之九霄云外 , 宛如归园田居 , 清静无

为 , 又不乏诗情画意般的浪漫气息 , 这正是帝

王行幸的刻意追求。

以热河行宫的修建为例 , 为了保护热河的

自然风貌 , 康熙曾授命负责工程的大臣 , “庄

田勿动树勿发 , 自然天成地就势 , 不待人力假

虚设 ⋯⋯命匠先开芝径堤 , 随山依水揉辐

齐 ”⑥ , 令其 “因地之势 , 度土之宜 ”⑦。并对

建筑的设置提出了具体要求 , 要 “度高平远

近之差 , 开自然峰岚之势 , 依松为斋 , 则窍崖

润色 ; 引水在亭 , 则榛烟出谷 ”。建筑物要

“无刻桷丹楹之费 , 喜泉林抱素之怀 ”。行宫

园庭则要求 “文禽戏绿水而不避 , 覲鹿映夕

阳而成群。鸢飞鱼跃 , 从天性之向下 ; 远色紫

氛 , 开韶景之低昂 ”。湖畔植物栽植也是尊康

熙之命 , “岸有乔木数株 ⋯⋯此皆奉上命所

留 ”⑧。所以建成后的热河行宫 , 不失于纯朴

美的自然格局。

计成在 《兴造论 》一文中言 : “园林巧于

因借 , 精在体宜 ⋯⋯因者 , 随基势之高下 , 体

形之端正 , 碍木删桠 , 泉流石注 , 互相借资 ;

宜亭则亭 , 宜榭则榭 ⋯⋯借者 , 园虽别内外 ,

得景则无拘远近 , 晴峦耸秀 , 绀宇凌空 , 极目

所至 , 俗则屏之 , 嘉则收之 ⋯⋯斯可谓巧而得

体者也 ”。故而为达到较好的造园效果 , 因山

借水 , 尽取河山之胜 , 兼求自然之趣 , 成为清

代行宫选址循行不逾的总则 , 于是这些风景名

胜附近自然成为行宫园林选址的最佳选择。

(参见表 1, 表 6)

表 6　在风景名胜之地修建行宫园林一览表

行宫 风景名胜

静寄山庄

“京东第一山”盘山、天成寺、万松寺、舞剑台、盘古寺、云罩寺、紫盖峰、千相寺、浮石舫、古中

盘、上方寺、少林寺、云净寺、东竺庵、东甘涧、西甘涧、莲花峰、双峰寺、法藏寺、青峰寺、天香

寺、感化寺、先师台、水月庵、白岩寺

黄新庄行宫 郊劳台

涿州行宫 永济桥 , 曾建有黄帝祠 , 即古涿鹿城

紫泉行宫 紫泉

灵岩寺行宫 甘露泉、白云洞

岱顶行宫 泰山、南天门、碧霞宫、丈人峰

绛河行宫 开福寺 (隋代古刹 )

万松山行宫 玉皇观老子故宫、万松山

分水口行宫 大禹庙、龙王庙、宋公祠

天宁寺行宫

高 寺行宫

惠济寺、先阜寺、天宁寺、慧因寺、倚虹园、净香园、趣园、水竹居、功德山、小香雪、法净寺、平山

堂、高咏楼、莲性寺、九峰圆、邢上农桑、锦春园、焦山

金山行宫 金山

灵岩山行宫 灵岩山

苏州府行宫

虎丘行宫

灵岩行宫

甘露寺、舣舟寺、惠山、寄畅园、狮子林、沧浪亭、虎邱、灵岩山、治平寺、邓尉山、香雪海、支硎

山、华山、寒山别墅、寒山 (千尺雪 )、法螺寺、高义园、穹窿山、石湖、石佛寺、治平寺、上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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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宫 风景名胜

龙潭行宫

栖霞行宫

江宁行宫

宝华山、栖霞寺、玲峰池、紫峰阁、万松山房、天开岩、幽居庵、珍珠泉、彩虹明镜、燕子矶、后湖、

报恩寺、雨花台、朝天宫、清凉山 (清凉寺 )、鸡鸣山、灵谷寺、牛首山、祖堂山、云龙山

焦山行宫 焦山

杭州府行宫

西湖行宫

(圣因寺行宫 )

烟雨楼、西湖十景、孤山、湖心平眺、吴山大观、湖山春社、浙江秋涛、梅林归鹤、玉泉鱼跃、玉带晴

虹、天竺香市、云栖寺、蕉石鸣琴、冷泉猿啸、敷文书院、云林寺、稻光庵、北高峰、六和塔、理安

寺、虎跑泉、山乐洞、宗阳宫、小有天园、法云寺、瑞石洞、黄山积翠、留余山居、漪园、吟香别业、

龙井、凤凰山、胜果寺、六一泉、大佛寺、安澜园、镇海塔院、禹陵、南镇、兰亭

台露寺行宫

白云寺行宫

台怀镇行宫

五台山、射虎川、涌泉寺、台露寺、镇海寺、殊像寺、菩萨顶、大螺顶、金刚窟、普乐寺、罗　寺、显

通寺、塔院寺、寿宁寺、玉花池

临漪亭行宫 临漪亭

注 : 表中仅对南巡及西巡中的行宫做一概括 (来源 : 许莹 《观风问俗式旧典 湖光风色资新探》, 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1编新不如述旧 , 刻古终胜雕今 ———人

文情结

清帝在巡幸过程中 , 安排许多祀典活动 ,

意在从思想上、文化上笼络文人 , 维系民心。

而且很关注名人故居、先贤胜迹的修缮问题。

乾隆曾下旨询问 “魏家庄大营有四贤祠 , 陈

家庄有晏子祠 , 其建祠时代始末及诸贤姓氏、

事迹 , 并费县之万松山有无故实可稽 , 著即确

查详悉具奏。”⑨通过整理史料 , 可以发现清代

的大量行宫园林就是直接对故居胜迹的改建或

建于附近 (见表 1) , 清代帝王将行宫选址于

名人故居 , 既可表达其对汉文化的接受与敬

仰 , 又能拉近与汉文人的距离 , 达到治国平天

下的圣王理想。另一方面 , 将这些故居与皇帝

行宫相结合 , 使故居得以保存 , 园林借以丰

富 , 二者相辅相成、合为一体。

31何分西土东天 , 倩他装点名园 ———宗

教情结

清代 , 各种宗教意识的渗透已达巅峰 , 并

对造园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园林营建上 , 乾隆

提出 “何分西土东天 , 倩他装点名园 ”, 明确

将宗教意识移植于皇家园林之中 , 行宫园林的

建造也渗透其思想。

热河行宫是清帝在京城外经营的最大规模

的行宫园林。避暑山庄和周边外八庙的营建 ,

吸纳了汉、藏、蒙佛教中的建筑形式特点。其

设计思想是将儒家 “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 ,

道教超脱凡俗、修身养性、阴阳五行学说及佛

教的曼陀罗宗旨相宜为用 , 使山庄、外八庙成

为中国重教文化的集合体⑩ , 并以环境风貌显

示 “天人合一 ”、遐迩一体的帝王愿望。在置

景方式上 , 集中融合了南北园林的特点 , 巧妙

地运用模、仿、创等手法 , 博采众长 , 将塞北

风光和江南景色 , 都纳入总体布局之中。避暑

山庄和外八庙合成的整体形象本身 , 意在发挥

儒家推崇的封建帝王行天运世、为政以德思

想 , 表明 “普天之下 , 莫非王土 , 率土之滨 ,

莫非王臣 ”的帝王愿望。

静寄山庄被誉为是清代京城外第二大皇家

行宫 , 依托盘山的自然风景。盘山集北方山川

的雄峻与江南山水的灵秀于一体 , 被颂为

“天穷于大漠 , 故收灵郁秀于此 ”�λϖ 。静寄山庄

的选址处在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基本风水格

局中 , 行宫园林的布局也依托盘山原有的寺观

形成外二十四景中的十六景。

一些小型的行宫园林则直接建于某些寺庙

旁 , 因借寺庙的传统文化来丰富自身内涵。如

喀喇和屯行宫 , 行宫周围建有寺庙十几处 , 其

中康熙帝改建的即有三处 , 即穹览寺、琳霄观

和大龙王庙。除此以外 , 随皇帝来此的官员和

地方官亦修建了诸如关帝庙、龙王庙、财神

庙、老爷庙、文昌阁和清真寺等等寺庙。

41扩建官衙府署为行宫

清朝最初的巡幸视察各地政务 , 所住行宫

多以地方衙署、原有的第宅园林改建而成。如

康熙南巡时到淮安 , 以漕运总督府为行宫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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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苏州、杭州 , 以织造府为行宫。修建的

行宫也较为简单 , “所有巡狩行宫 , 不施彩

绘 , 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 ”�λω。 (详见表 1)。

四、结语

“园地惟山林最胜 ”�λξ
, 中国古人一向崇尚

“自然 ”、“天然”。

行宫园林一般随自然环境的特点加以修

造。自由构筑于自然山林之中 , 以其素雅、简

洁的风格 , 和谐地融入大自然之中 , 更多天然

之趣而少人工之事 , 成为皇家追求 “自然 ”、

“天然 ”审美的实体。清代行宫园林是一个物

质整体 , 凸现其经济、文化、艺术的价值。因

地域环境的不同 , 其本身也因直接植根于某地

而成为该地区文化及经济发展的表征 , 对皇家

园林群体起到丰富、完善的重要作用。今天研

究其选址的意义 , 对我们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

布局不无启迪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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