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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圆明园被焚 2 10周年
,

中国建筑学会

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举办了圆明园学术讨论会
。

大家就 圆明园历史文物价值
、

园林艺术
、

遗址

保护和整理
、

今后规划设想等各方面问题展开

讨论
,

各抒 己见
。

同时强烈呼吁要采取积极措

施
,

保护和整理好圆明园遗址
。

五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就曾指出
,

圆明园

要保护好
,

地不要拨出去
,

将来有条件时作些

恢复
。

现在圆明园及 其周围的六千多亩土地
,

就是由于周总理的关怀而保存了下来
。

十年动

乱
,

无人管理
,

遗址破坏严重
。

目前
,

园内还

占着不少 单位
,

此外还有 3 00 多户农民
、

7 00 多

劳动力
,

2 0 0 0余人
,

他们每天
“
移山填海

” ,

挖

砖取石
,

砍伐树木
,

如不迅速采取措施
,

予以

制止
,

则仅有的遗址
,

也将荡然无存
。

去年初
,

又有人建议要在圆明园内修建旅

游宾馆
,

国家建委
、 ·

北京市建委邀请在京有关

单位对此进行规划探讨
。

我们是反对在园内修

建宾 馆的
。

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
,

结合 当时规

划设计教学
,

组织师生查阅文献
,

踏勘旧址
,

访问各方面专家和有关人士
,

并得到圆明园管

理处 同志的支持和协助
,

提出了一份 圆明园远

期与近期规划设想
。

我们认为圆明园应作为一

个古迹遗址公园逐渐 予以整理恢复
,

绝不能改

变性质成为一个旅游 区
。

万不得已
,

退而求其

次
,

可以在圆明园宫门外两侧结合达园
、

一 亩

园等现状及湖面水系
,

开辟一部分低层庭园式

宾 馆区
。

现在看来
,

这点退让也不合适
,

应该

把园外干道范 b1I 内用地 留作绿化
,

作为圆明园

保护区
。

现在时间又隔 了一年多
,

修建宾馆之

议虽搁置起来
,

但认识并不一致
,

这也是正常

的
。

这次规划由于时间匆促调查研究很不够
,

做得粗浅
,

主要是反映 了我们的认识和期望
。

一
、

园林性质

古迹遗址公园
。

应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

圆明园是我 国清王朝鼎盛时期建成的大型

皇家园林之一
,

虽然遭到严重破坏
,

但原有山

岗丘壑
、

池沼 萦回的基本地貌依然保存
,

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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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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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
、

优美的
。

风景区优美的

神话和传说
,

象一条彩练
,

把

自然景观的美和人文景观的美

巧 妙而协调地联结起来
,

构成

了风景美的更高形式
,

使风景

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

从而对

游人产生更大的美的感染力
。

三
、

结 语

我 国风景区是在特定的地

质地理环境中
,

在具有美感的

自然景观的基础上
,

经过人们

长期的游览
、

鉴赏和建设
,

渗

透着与之相协调的文化而形成

的很有特色的风景景观
。

这些风景景观美的特点是

以自然景观美为基础
,

以 自然

美与人之美的结合为内容
,

以

神话传说为彩练
,

构成和谐统

一的美的空间综合体
。

这种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

综合体
,

由于地质地理条件的

差异和人文景观的多样化而成

为各有特色的丰富多采的风景

明珠
,

撤落在祖国的大地上
。

这些风景区都是祖国的宝

贵财富
,

是民族的骄傲
,

是难

得的旅游资源
。

我们应当研究总结我 国风

景区建设的宝贵经验
,

继承传

统
、

发扬光大
,

建设更多更好

的适合时代需要的 风景区
,

为

我国和世界旅游事业服务
。



水系也尚完整
。

特别是 19 5 6年以来所植树木已

蔚然成林
,

现虽未开放
,

中外游人络绎不绝
,

这说明它仍有很大的魅力
。

圆明园是清帝驻弊之地
。

实际上的政治中

心
,

鸦片战争之后
,

两次遭到焚毁
。

今天的颓

垣残壁既是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罪证
,

也是一

个国家民族由于政治腐败
、

经济落后就必然挨

打的历史明鉴
。

这方面有着大量的文献资料
,

因此圆明园及其历史文献的展览开放
,

可 以作

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生动课堂
。

圆明园修复开放还可以丰富北京市园林系

统的内容
,

减轻 颐和园的压力
,

满足国内外游

人 日益增长的需要
。

北京绿地面积每人仅 3
.

9平

方米
,

而华盛顿每人平均有绿地 40 多平方米
,

巴

黎平均每人有 10
.

16 平方米
,

相比之下
,

北京绿

地远远不足
,

因此每逢节假 日
,

公园游人摩肩

接踵
,

拥挤不堪
。

如颐和园的节日最高游人数

竟达 13 万人
。

圆明园紧邻 颐和园
,

今后地铁车

站就在园外
,

目前已有很好的园林基础
,

稍加

整理即可开放
。

北京西北部已成为首都文教科

学汇集地方
,

恢复圆明园这一历史名园
,

对开

展有关历史
,

文化的研究也极 为有利
。

北京西北部泉水丰沛
,

又有玉泉山
、

西山

之胜可 以借景
,

很 富有江南情调
,

自明代以来

就是私家园林荟萃之处
,

到清代康雍乾三朝国

力充沛
,

就在这一带大肆兴修皇家园林
,

建成

了著名的三山五园
。

现在畅春园遗址已漫德不

可辨认
,

而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三园
,

则

地貌依然
,

它在这三山五园中
,

规 模最大
,

内

容最丰富
,

园林艺术造诣最高
。

因此
,

圆明园

的整理恢复
,

对继承我国古代造园 艺术
,

对恢

复北京园林古迹
,

对发展今后北京旅游事业均

有着重要意义
。

基于 以上四点
,

我们认为圆明园的园林性

质应该是古迹遗址公园
,

并应列为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

二
、

圈内建设旅游宾馆问题

之所 以要发动这次圆明园规划方案的讨论
,

主要是由于有同志提出
:

要在园内修建一批旅

游宾馆
,

以吸 引国外游客
,

获取外汇
,

支援四

个现代化建设
,

圆明园本身也因此可 以得到恢

复
。

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

但是否能达到预期效

果 ? 对圆明园本身是得 以恢复还是遭到进一步

破坏 ? 是很值得慎重考虑的
。

我们是持否定态

度
,

担心的理 由是
:

第一
、

在园内修建旅游宾馆
,

势必破坏园

林古迹遗址
。

有人争辨日
:

可在圆明园沿西北

两面和升平署一带修建
,

不会影响主要景区
,

而且还能
“
锦上添花

” 。

我们耽心是旅游宾馆一

旦 引入园内
,

必然会逐步蚕食绿地
,

最后导致

破坏原有地形
、

古迹
。

何况大规模土建施工
,

三通一平
,

原有地貌就先受到破坏
。

这样失去

了圆明园存在的价值
,

又何谈旅游?

第二
、

按 目前管理体制
,

一旦建成旅游宾

馆
,

圆明园又将成为
“
禁苑

” ,

广大群众被排斥

于园门之外
,

非但不能减轻对颐和园压力
,

首

都还将失去一块珍贵的公共绿地
。

`

第三
、

圆明园地处北京西北郊
,

附近无城

市能源可资利用
,

市政管线也不足
。

旧址地势

低洼
,

河渠纵横
,

要修建宾馆
,

在市政管线
、

动力供应等方面投资大
,

效率低
。

建成以后
,

居住分散
,

经营管理费用也大
。

第四
、

在园内建设宾馆
,

如体型布局要保

持原来园林建筑造景和点景特点
,

则功能上就

不易满足现代化旅馆要求
,

另外圆明园是平地

造园
,

以水景取胜
,

建筑
、

山岗都不高
,

借西

山之景以扩大园林空间
,

取得真山效果
,

这是

圆明园成功之处
。

如在西面建成大片旅游区
,

即使层数不高
,

一些烟囱
、

水塔
、

附属用房拥

塞园内
,

势必影响到西山
、

万寿山借景
。

第五
、

现代化旅游宾馆除住房外
,

还有大

量服务设施
,

缺一不可
。

颐和园虽开辟了一些

院落作为旅游宾馆
,

而因服务设施解决不了
,

尚迟迟不能营业
。

何况 目前圆明园并未整理
,

匆匆忙忙在园内修建大片宾馆
,

游客住在里面
,

如在荒郊
,

这怎么能吸引得住人呢 ?

从上五点分析来看
,

园内建造旅游宾馆弊

多利少
,

得不偿失
,

最根本是与古迹名园的性

质不相容
。



圆明园内建宾馆之 争
,

目前虽告一段落
,

估计今后还可能有反复
。

另外
,

旅游宾馆与名

胜古迹之矛盾
,

也决非圆明园一地
,

这个问题

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

如何解决呢 ? 这要看具体

情况作具体分析
,

不能一概排斥
,

但总得有个

主次
,

应 以保护好自然风景
、

名胜古迹为主
,

否则本末倒置
,

喧宾 夺主
,

破坏了旅游观赏对

象
,

旅游本身价值也就不存在了
。

三
、

圆明园 的规划方针

全面规划
,

保护整理
,

分析研究
,

重点恢

复
。

l
、

全面规划
:

在公园性质确定之后
,

应对园内土地使用
、

功能分析
、

河湖水系
、

道路系统
、

园林绿化
、

建筑布局
、

服务设施
、

工程管线等作一全面规

划
。

我们这次规划由于时间与工种限制
,

仅仅

作了一些方案示意
,

提出一些 问题
。

今后有待

于有关方面对全园及其附近地 区的发展作出全

面规划
,

以指导今后建设
。

2
、

保护整理
:

当前
,

圆明园遗址保护整理是主要问题
。

自成立圆明园管理处之后
,

情况有所改善
,

管

理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

是由于体制问题没有

解决
,

在园内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用地被机关单

位所占
,

三园中还有 3 00 多户 2 0 0 0多农民
,

他们

每天要种地谋生
,

经常要破坏旧有地貌
,

这是

对圆明园的最大威胁
。

最好是把这些农民改为

园林职工或另给生路
,

让他们植树造林
,

清理

遗址
,

整治水系
,

变破坏因素为建设 因素
。

此

外
,

目前管理处还属 海淀区
,

职权有限
,

人员

经费均不足
,

宜归北京市园林局或文物局领导
,

拨专用经费
,

进行保护整理工作
,

为今后开放
、

逐渐修复创造条件
。

3
、

分析研究
:

圆明园是历史名园
,

有关史料
、

文献
、

图

样
、

模型都很丰富
,

国内外研究此园的专家学

者也很多
,

这次会议还有成立
“ 圆明园研究学

会
” 之倡议

,

这对圆明园的今后整理
、

修复有

着重要意义
。

因此
,

对圆明园景区的恢复
,

建

筑
、

绿化
、

山石等的布置
,

一定要在深入研究

的基础上进行
,

既不能泥古
,

又要尊重历史
,

必须有所取舍
,

成熟一处
,

恢复一处
。

它的修

复决不同于一般的公园设计
。

4
、

重点恢复
:

圆明三园范围很大
,

遗址 占地 5 1 83
.

83 亩
,

原有古建筑面积 16
.

7万平方米
,

无论在总体或个

体
,

园林或建筑
,

室内或室外均十分讲究
,

这

是积 1 50 年全国财力物力苦心经营而成
。

今天既

无可能也无必要全部恢复
,

只能选择在历史价

值
、

造园 艺术
、

建筑群体
、

建筑类型
、

风格上

有特点有影响的加以恢复或改建
。

在恢复程度

上也要区别对 待
,

有的全面恢复
,

有的重点恢

复
,

有的保留遗址或保存风景等
。

整个园林应

保持原有风格
,

但在建筑平面布局
、

室内布置

上要适应今天需要
,

达到古为今用
,

推陈出新

的 目的
。

四
、

远景规划设想 (图 1
、

2 )

l
、

功能分 区及景区恢复
。

圆明园由圆明
、

长春
、

万春三园组成
,

各

有不同风格
。

在乾隆时圆明园有 40 景
,

长春园
、

万春园各有 30 景
,

实际景区在 10 0以上
,

是一个
“
集锦式

”
水景园

。

这次规划基本上保持了原有

三园格局
,

根据历史与风景特色进行综合考虑
,

将全园分为 5 个不同功能的活动区
,

并根据今

后经济条件分期分批恢复 40 一 50 个主要景区
。

初步考虑如下
:

( l) 九 洲清宴景区
。

包括大宫门
、

正大光明殿
、

九洲清宴等环

绕后湖的九个岛屿 以及东西两边如万方安和曲

院风荷等景区
。

这一区在历史上最早形成
,

轴

线明确
,

布局完整
,

体现 了皇家园苑
“
前朝后

寝
”
的典型格局

,

在造园 艺术上尺度亲切
、

严

整中富于变化
,

九个岛上造景手法多样
,

又能

相互协调统一
,

为圆明园园林艺术精华所在
,

应重点予以恢复
。

本区在功能上以陈列展览为主
,

通过主要

建筑群的恢复
,

使游人能看到圆明园全盛时期

风貌
,

而 园史陈列展览可起到教育作用
。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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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习

在宫门区恢复大宫门 (包括朝房
、

转角朝房 )
、

贤良门
、

正大光明殿等 3 处
。

作为售票
、

照相
、

小卖
、

饮食服务
、

管理等用途
。

正大光明殿按

原样陈列
。

九洲清宴区恢复九洲清宴 (陈列圆明园历

史
、

文物 ) ( 图 3)
、

坦坦荡荡 (观鱼茶室 )

(图 4 )
、

杏花春馆 (酒馆 ) (图 4 )
、

天然

图画 (茶室 )
、

上下天光
、

慈 云普护 (园林点

景 )
、

长春仙馆 (中餐馆 )
、

勤政殿 (外宾餐

馆 ) 等 8 处
。

另外楼月开云恢复牡丹台
,

曲院

风荷恢复莲花墉
,

万方安和建筑体型独特
,

也

应恢复
。

在景区园林规划上也应尽量保持原有风格
,

触以新的内容
。

如楼月开云当以观赏牡丹为主
,

夭然图画则宜凭栏远 眺西 山秀色
,

坦坦荡荡可

拟玉泉观鱼
,

杏花春馆则布置为茶楼酒肆
,

其

他上下夭光
、

慈 云普护
、

碧桐书院等则从点景

擂要出发
,

可恢复一亭一榭
。

总之
,

使这一主

要景区内容丰富
,

布局多样
,

但又相互照应如

众星拱月
,

托出主要群组的九洲清宴
。

(幻 安静游憩区
。

在九洲 以北有一大片景

区包括派溪乐处
、

汇芳书院
、

坐石临流
、

水木

明瑟
、

澹泊宁静
、

文源阁
、

武陵春色等原有景

区
,

这里山迥水转
,

曲折有致
,

造景上有很多

独到之处
,

目前建筑虽被毁
,

但地形景色大都

保留
,

规划中按原有风格辟为安静游憩区
。

规划中拟恢复旅溪乐处 (茶室
、

观荷 )
、

汇芳书院 (陈列 )
、

武陵春色 (恢复原有山水

及局部点景建筑 )
、

紫碧山房 (恢复山石
、

园

林建筑
,

作为全园西北制高点 ) 等 4 处
。

此外
,

保留遗址的有断桥残雪
、

文源阁 (恢复山石
、

池沼 )
、

等 4 处
。

安佑宫
、

坐石临流 (包括兰亭八柱 )

除重点恢复以上几处组群外
,

应多保

留原有地形地貌
, 成为以自然山水为主的风景

区
,

与九洲清宴形成景观上的对比
。

( 3) 大型水上活动区— 福海景区
。

圆明园福海一带水面开阔
,

宽达 6 00 余米
,

湖心有蓬岛瑶台三小岛
,

取
“ 一池三 山

”
之意

,

沿海复有一系列岛屿溪流
,

是开展水上活动好

地方
。

西边舍卫城的三面城墙还保留至今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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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回明园远 景规划示愈

① 大宫门 . ② 正大光明 . ③ 九洲清赛 (陈列 ) , ④ 长春仙馆 (餐馆 )
. 3 勤政段 (夕滨任馆 ) · “ 俊

月开云 , 宁 天然图画 (茶室 ) ; ⑧ 慈云普护 . 毯 上下天光 , J“ 杏花春馆 (酒馆 ) · 11 坦坦荡荡
` 以 万

方安和 , L 武陵春色 ,
@ 抢泊宁静 . L 买卖街 (商店作坊 ) ; 峋 舍卫城 (保存遗址 ) ; 孙 旅澳乐处 (茶

室 ) , L 汇芳书院 . 佩 紫碧山房 ; L 鱼跃茸飞 , 乞 月馆 门 , 娜 邢然大公 (展览 )
.

, 课农轩
. , 若翻

之阁 , 多 蓬岛瑶台;

娜 方壶胜境 (恢复前半 ) , 矛 接秀山房 (吸馆 ) . 然 别有洞天 . 扮 夹镜鸣琴 . :u] 码

头 ; L 安佑宫 (保存遗址 ) ; 摊 西洋樱 (保存遗址 ) , L 脚子林; 娜 码头 ; 匆 泽兰堂
.

树 海岳开徽 ;

一

邸 淳 化轩 (碑帖 文物 ) ; 舞 思永斋 (书画馆 ) . L 玉玲珑馆 (茶室 ) ; 4lj 茹园 (美术工作者之家 ) ;

朴 宫 门 ; 肋 饭馆 , 蜘 东门
、

钊 宫门 ;
吵 正觉寺 ;

啪 鉴落亭 . 寸 凤麟洲 ; 4, 涵秋馆 (公馆 ) · 钓 码

头 ; 凤 春泽斋 , 邸 四宜书星 , 娜 杨和堂 . 以 西南门
。

作为遗址保存
,

城内可临时设置帷幕帐蓬开展

文艺演出活动
。

城外买卖街可适 当恢复
,

作为

制造
、

出售特种工艺晶的作坊与商店
,

沿街布

置茶楼酒馆
,

形成热闹的群众活动区
。

沿湖建

筑可恢复接秀山房 (餐馆 )
、

蓬岛瑶台 (茶室 )
、

夹镜鸣琴
、

别有洞天 (园林点景建筑 )
、

方壶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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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九 洲清实 景 区规划

胜境 ( 可恢复前部 )
、

买卖街等几处
。

此外
,

福海西北山岗背面还藏有一组布局精致
、

仿自

扬州瘦西湖的园外之园
。

在其中廊然大公 (又

名双鹤斋 )
,

鱼跃莺飞
、

西峰秀色三个组群鼎

足而三
,

各具特色
。

其北面若帆之阁是全园北

面制高点
。

规划 中还拟恢复廊然大公 (书画陈

图 4 杏花春馆
、

坦坦住荡景 区规划

列 )
、

鱼跃莺飞
、

若帆之阁三组
。

以上共计恢

复 10 处
,

使这一大景区既有各种群众活动
,

又

有安静欣赏之地
,

做到闹中有静
,

园外有园
。

( 4) 文化活动区— 长春园
。

长春园建于乾隆 16 年 ( 1 7 5 1年 )
,

是总结

了圆明园经验
,

在山水布局上更趋成熟
。

该园



广价
、 入

碑

少人之
,

图 5 思永裔景区规划

图 6 茹园景区规划

水面曲折变化
,

尺度合宜
,

与承德避暑山庄湖

区 同属上乘
。

原淳 化轩以藏名家书法碑刻著称
,

北面西洋楼遗迹还保存 了一部分
,

因此拟辟此

园为文化活动区
。

规划中保留原有山水地貌
,

恢复一部分建筑
,

如淳化轩可适当恢复一部分

建筑陈列碑帖
,

思永斋结合原有建筑布局特点

建成一书画陈列馆 ( 图 5 )
。

原有 茹 园 规划为

美术工作者之家 (图 6 )
,

并 利用现有假 山遗

址作为全园东部制高点
。

玉玲珑馆地形曲折有

致
,

规划为茶室
,

茜园结构精致
,

也拟重点恢

复
。

狮子林原有 16 景
,

是 长春 园著名景区
,

现

在地 形还 大多保 存
,

可 作 为点景 加 以局部恢

复
;
海岳 开襟可恢复三层平台

,

西洋楼则作为

遗址 继续整理保护
.

以上共计 8 处
。

( 5 ) 万春园景区
。

万春园原由若干赐 园合并而成
,

是一座以

小型水体相联缀 的水景 园
,

可辟为若干院落群

组
,

作为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之 用
。

另一设想是
,



① 大门 . ② 达。 . ③ 坦坦 ,

撬矗
, ,

嗯限罕黯愁禁氛。
. 、 武

.
色。

. ⑦ .
乐处 (茶室 ) . ⑧ 分必山房

.

⑨ 安佑宫遗址 , L 文娜阁遨址 .

@ 舍卫抽通址 ,
@ 事 , L 水橄 ,

O 码头 .

L 方查胜恤遗址 , L 西洋楼遗址 . L 海岳开徽遗址 . L 思水青 (局部 ) (陈列 》 , L 俘化轩遗址 . L 玉

玲珑馆 `茶室 ) . @ 圈明目 , 理处 . @ 翻秋馆 (份馆 ) .
@ 正觉寺 . @ 次要入口

这一带布近规划的地铁出入口
,

交通方便
,

也

可辟为青少年科技活动区
。

北区内可恢复正觉

寺
、

风 I 洲 (茶室 )
、

鉴碧亭
、

澄心亭
、

凌虚

拳
’

(以上均为园林点景建筑
,

凌虚亭为全园南

部制高点 )等 5 处
。

此外
,

杨和堂
、

四宜书屋
、

春泽裔
、

天地一 家春等 4 处可保留遗址或局部

恢复
。

以上 5 个区 内初步考虑恢复或局部恢复

(包括 改建 )景 区 38 处
,

保 留 遗 址 共 10 处
。

此外
,

还拟在三园以外的中心地区
,

原升平署

现 10 1中学所在地
,

保留作为国家重点文化建筑

用地
,

近期限制 1 0 1中学扩建
。

2
.

道路及水上活动规划
。

圆明园范围辽阔
,

必须有较为通杨的水陆

交通 系统
,

以方便游览与管理
,

初步考虑如下
:

入 口
:

全园共规划 7 个主要入 口
。

其中圆明园有

三座大门
,

以大宫门为全园主要入 口
,

恢复其

原来格局
,

并加以延长玉西颐路
。

两旁规划停

车场和公共汽车站
。

此 外
,

还辟有西宫门和北

宫门作为辅助入 口
。

长春园规划设东宫门和南

宫门两个入 口
。

万春园设南宫门和西宫门两个

入 口
。

道路系统
:

游园干路结合主要入口 形成几个环路
,

连

系各 主要景区
,

但不穿越景区
,

以免破坏
。



景区内游步道
,

结合景区规划进行
。

供应管理用道路
,

布置在三园四周
,

可通

行车辆
。

停车场结各合主要入 口布置
,

车辆 一般不

准进园
。

水上交通
:

圆明
、

长春
、

万春三园水系
,

因标高不同
,

似各自形成 独立的游船系统
,

这样分区管理也

较方便
。

船坞
、

修船等用地另外安排在僻静处
。

3
.

后勤管理
。

三园规划中各有集中的后勤基地
,

包括苗

圃
、

基建维修
、

生活后勤等用地
,

分别安排在

西
、

北
、

东三处
。

职工住宅与农民户拆迁用地

分别安排在后勤基地附近
。

总管理处考虑安排

在大宫门
,

另外两园各有分管理处
。

五
、

近期规 划设想 ( 图 7 )

1
.

首先整理开放长春园
。

长春园为乾隆盛时统一规划修建的
。

正 如

前面已经提到的
,

在造园艺术上更趋成熟
,

且

一气呵成
。

故全园构图完整
,

又富于变化
。

其

中狮子林
、

茹园
、

茜园等小园布局都很精致
。

目前长春园现状地形基本上保持原貌
,

外单位

和农民占地也很少
,

无须拆迁
,

水系绿化条件

均不错
,

北面西洋楼 遗址较务
,

经圆明园管理

处大力整理
,

办 了圆明园历史展览室
,

新修的

游园道路 已初具规模
,

游人络绎不绝
。

因此
,

近期规划应重点整理和开放长春园
。

设想在 目

前基础上
,

适当添建一些亭
、

榭
、

茶室
,

琉浚

湖水
,

增添一些桥涵码 头
,

即可作为一个完整

的园林开放
。

长春 园以水景和西洋楼古迹可吸

引不少游人
,

并通过整理开放
,

可进一步提高

对圆明园的认识
,

为全园 的进 一步恢复创造条

件
。

2
.

积极整理 圆明园的九洲清宴和福海两

个景区
,

扩大游览范围
。

此处为圆明园中心
,

可先整理地 形和遗址
,

增添 一些游园道路和少

数园林 点景建筑
,

然后开放
。

3
.

整理疏通 三 园水 系
,

解决水质污染问

题
。

圆明园是一座水景园
,

且曲折变化
,

犹 如

江南水乡
,

在 目前经济条件下
,

不可能大量修

复古建筑
,

更应以水上活动作为主要内容
,

因

此整理水系
、

处理水质成为当务之急
,

并应修

筑一些码头
、

舱坞等设施
。

4
.

修筑道路
、

围墙
,

加建茶室
、

小卖
、

厕所
,

点缀一些亭榭
,

初期可用一些简易材料

建成竹篱茅舍式临时性用房
,

以后逐步更新
。

也可 以利用旧城区改建时拆迁的一些古建筑或

民居移到园内
。

5
.

收集有关圆明园历史文物
、

文献资料
、

图纸模型 (烫样 ) 以及美术作品等
,

加以陈列
,

提高中外游人对圆明园的认识和兴趣
,

在此基

础上编印出售圆明园图册
、

画片
、

书刊
。

6
.

做 好绿化 规划
,

在原有基础上先行普

遍绿化
,

结合对圆明园与中国古典园林植物配

置研究
,

制订今后绿 化规划
,

重点配置点景树

种
,

并应根据各景区的不同特点
,

进行绿化
。

还可 以培植有特色的花木盆景出售
,

以增加收

益
。

圆明园水面很 多
,

可考虑建成一个水生植

物园
,

作为北京植物园的一个分园
。

使观赏与

普及科学知识结合起来
,

杭州植物园与西湖风

景溶为一体 的经验值得借鉴
。

7
.

近期景区恢复 (时间可根据经济条件而

定 ) 规划
,

初步考虑为
:

长春园的玉玲珑馆
、

思永斋
、

茹园等 3 处
。

圆明 园九洲清宴 区的九洲清宴 (局部 )
、

坦坦荡荡
、

上下天光
、

天然图画等 4 处
。

福海

景区的蓬岛瑶台
、

接秀山房等 2 处
。

此 外西洋楼
、

狮子林
、

文源 阁等遗址整理

3
、

4 处
。

此外
,

还须增添一些服务性建筑
,

如饭馆
、

小吃
、

茶室
、

厕所等
,

以及挖湖堆 山
,

铺桥筑

路等
,

初步估计需投资 1 0 00多万元
。

以上五点
,

均属初步探讨
,

极不深入
,

望

批评指正
。

(规 划指导教师
:

朱杨 中
、

徐 莹光
、

郑光

中
、

何重 义
、

朱 自 煊 , 规 划设计
:

建五班同学

n 人 , 本 文执笔
:

朱 自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