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 2012年6月13日 星期三

D16关注·海淀皇家园林旅游节 之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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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雷”，是对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
家建筑设计的雷姓世家的誉称。17世纪末
年南方匠人雷发达来北京参加营造宫殿工
作。然后，从第二代传人雷金玉于康熙时
期参与畅春园建设，至清末，“样式雷”家
族七代人为清廷设计修建或完善了畅春
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和颐
和园等，将清代皇帝的治国理想和美好幻
想在建筑上转化为现实。

雨果说：“艺术有两种起源：一是理
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
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
位，和帕台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相
同。这是一个几乎是超人民族的想象力
所能产生的成就。”

北京西郊皇家园林就承载着诸多的
“梦”，有“移天缩地”之梦、“长生不老”之梦、
“四海承平”之梦、“国家统一”之梦、“阁书永
存”之梦、“荷锄田园”之梦，甚至还有当下
现代人最流行的“穿越”之梦，而建筑世家

“样式雷”正是这多彩梦境的创造者。
他们，是通过建筑艺术帮助清代帝王

圆“千秋家国”之梦的人。

颐和园四大部洲建于乾隆时期，是仿造西藏桑耶寺所建，体现了其国家统一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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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圆明园里，能看到一
处“卍”字形的建筑遗址，这就是

“万方安和”遗址。“万方安和”俗
称“万字房”，建成于雍正五年
（1727 年）。它的建筑形式很奇
特，房屋建在水里，成为一个

“卍”字，意寓四海承平、国家统
一、天下太平。

建筑西路为一室内戏台，唱
戏者在西北殿，皇帝则坐在正西
的殿内观戏，中间以水相隔。万
字房的东南为一临水码头，皇帝
平时来万方安和一般是坐船直
接从这个码头上岸。

“万方安和”是雍正最喜欢
居住的地方。至于其原因，有一
种说法是，康熙末年“九子夺
嫡”，对于雍正继承皇位，人们一
直存在争议；雍正上台后根基不
稳，担心会有人刺杀他，把房屋
建在湖中，四面临水，住在这里
比住在陆地上安全系数更高，想
刺杀他的人不容易靠近。

此外，这里也有“冬暖夏凉”
之妙。这所建筑共33间殿宇，东
西南北，室室相通，曲折相连。
在通风、保暖和采光等方面都有
独到之处。夏天，穿堂风轻轻吹
过。这是一个修身养性、吟诗作
对的绝佳场所。

清代皇家园林从规划、设计
到装饰、陈设，再到命名，都充分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澹泊宁静”也是雍正五年在圆
明园落成的一座宫殿，呈“田”字
形，俗称“田字房”。“田”为耕地，
农业是封建帝国的命脉，皇帝每
年都要在这儿举行犁田仪式，

“澹泊宁静”的名字也反映了农
业社会的精神风貌。

“仿田字为房，密室周遮，尘
氛不到。其外槐阴花蔓，延青缀
紫，风水沦涟，蒹瑕苍瑟，澹泊相
遭，洵矣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从乾隆的这首题诗中臆想当年
的园林建筑景观：皇帝在“澹泊
宁静”中可以找到凡俗百姓“田
园荷锄”的乐趣。

与“田字房”的精神相一致的
是清漪园里的“耕织图”和玉泉山
的“溪田课耕”。尤其是清漪园，
西有“耕织图”，中间是昆明湖，东
边建有“铜牛”——西为“织女”，
中间是“银河”，东为“牛郎”，用

“牛郎织女”隐喻中国农业社会的
“男耕女织”。在圆明园、清漪园、
玉泉山等皇家园林里，乾隆看到

“园户”（皇家园林里种地的农户）
的庄稼丰收了，似乎就看到全国
的庄稼丰收了。

“万方安和” “澹泊宁静”
文源阁是乾隆三十九

年在圆明园内仿造宁波
天一阁建造的，用以收藏

《四库全书》，与北京故宫
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文
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并
称“北方四阁”。除强调
山水葱郁之气的庇护外，
四阁取名亦独具匠心，阁
名表明了乾隆帝推崇儒
家经典的宗旨，同时“文
渊阁”、“文源阁”、“文津
阁”、“文溯阁”中的“渊源
津溯”四字都带水，从水
而立义，“以水克火”，以
求阁书永存。

文源阁虽已不存，但
其格局当与文渊、文津、
文溯三阁类似。现存的
其它内廷三阁均为正宇
上下六楹、各通为一间，
内部采取了明两层暗三
层的“偷工造”法，即外观
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
上、下楼板之间通常被浪
费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
了一个夹层，全阁上、中、
下三层都能用来贮藏书
籍，既充分利用空间，又
节省工料。

与前世相比，藏传佛
教建筑是清代皇家园林的
一大特色。清漪园万寿山
后山中部的四大部洲就是
一个代表。从颐和园北
宫门长桥上向南眺望，从
下至上排列有序、金碧辉
煌的建筑群体，就是四大
部洲。

四大部洲是乾隆仿造
西藏桑耶寺所建，建筑群
是以香严宗印之阁为中心
（香严宗印之阁是按照桑
耶寺的乌孜大殿建造），象
征佛教的须弥山。四个大
部洲边上各有两个小部
洲，即八小部洲，另有红、
绿、黑、白四色塔。另外在
四大部洲的金刚墙下建造
了规模庞大的中式建筑
——须弥灵境大殿。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
建 立 的 王 朝 ，非 常 重 视
与 藏 族 、蒙 古 族 保 持 紧
密的关系，尊崇藏族、蒙
古族信仰的宗教。弘扬
藏 传 佛 教 ，在 皇 家 园 林
中 兴 建 藏 传 佛 教 寺 庙 ，
寄托了清代皇帝维护国
家统一的理想。

“国家统一” “阁书永存”
现代人喜欢做“穿越”梦，

电视里充斥着“穿越剧”。有
趣的是，清代皇帝也喜欢“穿
越”，这种“穿越”既有空间上
的，也有时间上的。

圆明园、清漪园的特色之
一就是仿造了许多江南的名园
胜景。乾隆皇帝曾经多次南巡
江浙，每至一地，凡他所中意
的名山胜水、名园胜景，就让
随行画师摹绘成图，回京后在
园内仿建。杭州西湖十景，均
建于圆明园内，仿造之中又有
创意，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在圆明园里还有“武陵春
色”、“上下天光”等“穿越时
空”的景观。“上下天光”取自
范仲淹《岳阳楼记》“上下天
光，一碧万顷”，模仿宋代洞庭
湖岳阳楼而建，为两层楼宇，
登楼可尽览湖光水色。

“武陵春色”的灵感则来源
于陶渊明《桃花源记》。陶渊
明笔下的“桃花源”本来就是
他做的一个梦，圆明园的“武
陵春色”却是“梦上加梦”，盛
时此地山桃万株，东南部叠石
成洞，名为“桃花洞”，可乘舟
沿溪而上，穿越桃花洞，梦回

“世外桃源”。

“穿越时空”

■ 建筑之“梦”

七代“样式雷”“千秋家国”梦
万方安和

澹泊宁静

武陵春色

6 月 11 日，为期一周的海淀皇
家园林旅游节“皇家园林艺术周”正
式启动。活动期间，将通过专家论
坛、展览等方式展现清代皇家园林建
筑艺术的辉煌成就，并探讨著名的

“样式雷”家族与海淀皇家园林建筑
之间的密切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