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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位于北京西北部的颐和园、圆明
园、香山是人们游玩的好去处。这几处景区与玉
泉山、万寿山、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统称为

“三山五园”，素以风景秀丽、人文荟萃而著称。
日前，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颐和园

管理处承办的“园说Ⅳ——这片山水这片园”展
览开幕。展览汇集颐和园、故宫博物院、国家图
书馆、首都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 16家
文博单位的各类展品 171件/套、资料品 32件/套，
首次以文物为载体，系统讲述以三山五园为核心
的历史名园在选址、营建、造园艺术、历史功能
及保护发展等方面的故事。

登峰造极的园林艺术

从颐和园文昌阁东行，循着古桂的清香，步
入一座两进四合院，颐和园博物馆就坐落于此。
颐和园博物馆馆长、本次展览执行策划秦雷介
绍，展览由“山水毓秀”“名园盛衰”“移天缩
地”“园居理政”“古园新生”5个单元构成，以丰
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手段呈现三山五园的历史
变迁和文化内涵。

北京西山拱列西北，自南向北绵延不绝，其
东面的冲积扇平原山冈突起、平地涌泉、湖泊罗
布，宛若江南水乡，为园林营建提供了优越的自
然地理条件。“这一带的造园历史可追溯至辽金时
期，迄今已有上千年历史。”秦雷指着辽代“头陀
遗身舍利舌塔”碑说，此碑是香山公园发现的年
代最久远的文物。

明代，达官贵人纷纷在西山地区建祠立庙，一
大批私家园林先后建成，其中以清华园和勺园最出
名。展柜中并排展示着两件文物，从侧面反映了皇
亲贵戚营建的园林（清华园）和文人造园（勺园）不
同的审美。錾花鸟错金银执壶纹饰繁密细腻，出土

于清华园主人李伟夫妇墓中；青花洞石花卉出戟觚
清新雅致，是勺园主人米万钟订制的瓷器。

清代康乾年间，三山五园次第建成。作为中
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这一时期的皇家园
林继承了“一池三山”的传统造园思想，多采用

“名胜写仿”的造园手法。宫廷画师钱维城曾两次
随乾隆南巡，奉命描绘沿途风景名胜。此次展出
的 《钱维城画西湖名胜图》 详细描绘了杭州西湖
及其周边“苏堤春晓”“平湖秋月”“雷峰夕照”

“断桥残雪”等12处景观。画作以中锋行笔，细笔、
淡墨勾勒线条，青绿、赭石设色，画风秀逸，笔墨精
工，楼阁、树木等错落有致，真实还原了西湖风光。
颐和园有 19 处景点为写仿各地名胜，乾隆御制诗

《万寿山即事》有句云“面水背山地，明湖仿浙西”，
点明了昆明湖乃仿照杭州西湖建造。

步入核心展区，巨大的弧形屏幕上，一幅动
态画卷徐徐铺陈开来。跟随一名清代官员的步
伐，从北海出发，途经历代帝王庙出阜成门，经
畅春园、圆明园，最终到达香山静宜园……

“弧幕动画是 《香山路程图》 的数字化成果，
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三山五园的历史人文环境。”秦
雷介绍。《香山路程图》是清末宫廷绘画机构如意
馆专门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出行御览绘制的彩绘
线装本“游览图”，详细记录了从北海团城至香山静
宜园42余里路途中的重要景点，并以“贴黄”形式准
确标注图中各建筑名称及不同路段的里程数，是记
录三山五园历史风貌的珍贵史料。现今仅存的孤
本《香山路程图》在展览中一并展出。

此次展览共展示了 45 件古代地图，包括方位

图、地盘图、立样图、水道图、风景图等，反映
了皇家园林从选址到设计、营建的过程。除了

《皇明职方地图·北京地图》 这种全景式地图，有
的地图还详细标注了建筑的细节特征，台阶、门
窗等信息清晰可见，甚至还用贴纸的方式记录了
设计方案的修改过程。“许多极具历史价值的地图
首次展出，有助于推动三山五园研究的深入开
展。”秦雷说。

园居理政的多重功能

“宫馆御苑，足为宁神怡性之所”，这是康熙楷
书《畅春园记》中的一句话，表明了兴建畅春园的初
衷是为了怡情养性、调剂生活。《御笔玉泉山竹罏山
房记》碧玉册记录了乾隆在玉泉山竹罏山房品茗的
心得，抒发了寄情山林、畅享悠闲的逸兴。

清代的三山五园地区，既是帝后日常生活的
居所，也是处理政务、举行各种重要礼仪活动的
场所，堪称“园林紫禁城”。

勤政殿是乾隆在香山静宜园驻跸期间处理朝
政和接见王公大臣之所，也是静宜园 28 景之首
景。展览中，一方碧玉材质、雕云龙纹的“勤政
殿”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方玉玺造型华
贵、雕刻精美，自上而下刻阳文篆体“勤政殿”3
字。它与“自强不息”玺、“八徵耄念”玺合为一
组套玺，盛装于长方形紫檀木匣中。

颐和园玉澜堂曾是乾隆读书的地方，后用作
光绪寝宫。展厅里还原了玉澜堂的布局：嵌杏木
人物楼阁蕃莲卷草纹紫檀宝座居中，其后立着玻
璃山水画五折围屏，宝座两边有一对嵌杏木夔龙
蕃莲纹束腰檀香几，前方摆放着造型精美的长方
桌、掐丝珐琅盘龙亭式香筒、硬木脚踏。紫檀宝
座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其纹饰既有西洋风格的
卷草纹，又有蝙蝠纹等中式纹样，是颐和园藏宫
廷家具中的经典之作。

清帝多次在三山五园接见外国使臣和来华传
教士，并赐宴游赏。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康
熙帝在畅春园九经三事殿接见葡萄牙使臣斐拉
理、罗马教皇使臣嘉乐等。乾隆五十八年 （1793
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成为中西方文化交
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晚清时期，颐和园成为清政
府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舞台。展览中有一件 18世
纪在法国巴黎制造的铜镀金月相演示仪，推测为
康熙时期由传教士携入清宫。“御制英吉利国王谴
使臣奉表贡至诗以志事”青玉册则记录了乾隆接
见马戛尔尼使团的经历。

为加强与少数民族的交往，清代实行朝觐制
度、围班制度。每逢年节，都要邀请蒙古各王公
首领、回部伯克、四川土司、蒙藏喇嘛等入京朝
觐，并在畅春园、圆明园等地举办隆重的宴会和
典礼。“十三世达赖进京觐见”壁画描绘了光绪三
十四年 （1908 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颐和园觐见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场景。“它是中华各民族团
结和睦、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写照。”秦雷说。

历经沧桑重焕光彩

近代以来，三山五园曾遭劫掠毁坏，在新中
国成立后重焕生机。

四周是一组三山五园被毁坏后的老照片，一
扇宝云阁铜窗芯静卧在展柜里，诉说着山河巨变
的故事。宝云阁是清代皇家园林中仅存的一座铜
铸建筑，原有铜门 12 扇、铜窗 20 扇、格扇心 70
页。历经抢掠偷盗，10 扇铜窗流失海外。后经国
际友人出资购回，无偿赠还中国。1993年7月，流
失海外多年的铜窗终于回到了颐和园。

与皇家器物的富丽堂皇相比，第五展厅入口
处的一个方形四足铜炉显得颇为简陋。“毛泽东等
领导人当年在益寿堂休息时，曾用这个铜炉烧水
热饭。”秦雷介绍。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部抵达北京。颐和园益寿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

“进京赶考”的第一个落脚点，毛泽东在此会见并
宴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
随后，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为新中国的建立擘画
蓝图，《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 就诞生于此。当时为了保密，香山
临时驻地对外称“劳动大学”。看着展柜里的“劳
动大学通行章”和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书，观
众仿佛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改天换地的年代。

“这段历史为三山五园烙上了红色印记，在新中国
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秦雷说。

新中国成立后，三山五园陆续对公众开放，
颐和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古建修缮、文
物修复、考古发掘等工作持续推进。

2019年 8月，“江山如此多娇——三山五园皇
家园林光影艺术展”亮相法国巴黎。2020年 9月，
三山五园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国家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2021年9月，颐和园博物
馆挂牌。兴建三山五园艺术中心、恢复颐和园西
侧京西稻景观、开展万泉河和金河河道治理、实
施功德寺等地区历史景观恢复……三山五园在新
时代绽放出璀璨光彩，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交相辉映的亮丽“金名片”。

流光溢彩，如珠似玉，造型多样……在湖南长沙博物馆“砂与
火之歌——丝路玻璃文化展”上，琳琅满目的古代玻璃制品让观众
大饱眼福。

展览汇集长沙博物馆、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湖南博
物院等国内外 9 家文博单位的 380 件/套玻璃器，分为“初现与兴
起”“发展与传播”“繁荣与绽放”“融合与影响”4个单元，以时间
为脉络，以玻璃工艺发展为线索，呈现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多彩的玻
璃文化，反映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融合，彰显中华文明的包
容性与创造性。

玻璃是最古老的人造材料之一，它诞生于两河流域和埃及，价
值曾堪比黄金。

春秋末战国初，原产于地中海东岸的玻璃珠饰及相关技术沿着
中亚地区传入中国，推动了本土玻璃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工匠将东
方艺术融入玻璃制作中，创造了典型中国风格的仿玉玻璃制品——
玻璃璧、环、剑饰和印章等。

展览中展出了长沙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战国玻璃璧。这是一件典
型的仿玉玻璃器，通体翠绿，造型规整，璧上饰谷纹。它属于本土
生产的铅钡玻璃，采用模具铸造而成。这种玻璃礼器多见于长沙及
周边地区的战国晚期墓葬中。“从国内玻璃璧出土情况来看，战国时
期长沙或已成为玻璃璧的生产中心。”本次展览策展人、湖南博物院
研究员喻燕姣说。

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起，让东西方文明交流更加深入。原产于地
中海及南亚次大陆的玻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入岭南地区，继
而流传到内地。

来自湖南博物院的西汉玻璃矛是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之一。玻
璃矛为绿色半透明状，长 18.8厘米，刃宽 2.2厘米，矛脊两侧有槽，
矛柄作圆柱状，柄中部凸起成圆球形。这种兵器造型的玻璃制品非
常罕见，专家推测其为礼器或明器。这件玻璃矛是本土工匠在吸收
地中海玻璃制造技术的基础上制作而成，反映了西汉玻璃工艺的高
超水平，是研究玻璃文化传播的重要实物资料。

唐代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帛画上可见磨花玻璃器，这些器物带
有明显的西亚风格。贵族墓葬和寺庙塔基中也出土了不少来自西亚
的精美玻璃器。展柜里这件绿色玻璃瓶出土于广东广州珠江江心岛
上的康陵，瓶主人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开国皇帝刘岩 （龑）。玻璃瓶
侈口，圆唇，短颈，折肩，收腹，整器由模吹成型，经分析检测为
西亚舶来品，在当时是珍贵的奢侈品。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11日，展览期间配套举办专家导
览、讲座、艺术工坊等活动。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近日，“2022先农坛一亩三分地农耕体验季·收
割水稻嘉年华”活动在北京先农坛举办。此次活动以“先农坛里识五谷
耤田丰收庆升平”为主题，结合线下体验与线上直播，让公众了解中国
传统五谷知识和北京传统小吃文化，体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的深刻含义。

当天的活动在《庆丰年》的开场舞中拉开序幕。3个小朋友分享了水
稻看护日记，其他孩子齐声朗诵《农耕赞歌》。由主持人开锣，小朋友们
齐喊“丰收喽”，收割仪式正式启动，在场嘉宾和10个小朋友一起收割第
一镰新稻子。开镰后，从水稻认领小程序申请家庭中选出 10 组家庭代
表，下田地亲自体验稻谷收割，感受农业丰收的喜悦。来自北京烹饪协
会的非遗传承人讲述了以五谷为原料制作老北京小吃的过程。随后，孩
子们在互动体验区体验了“五谷画”“簸箕画”的制作。最后一个环节，
邀请当天入馆观众在文创体验区感受先农坛文创带来的文化盛宴。

“原来稻子是这样的，黄米和小米是这样的！”刘茵之小朋友说，通
过参与活动，增长了农业知识，深入了解了传统文化。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俭表示，收割水稻嘉年华是2022先农坛
一亩三分地农耕体验季的收官活动，旨在让更多人走近先农坛，领略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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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体验稻谷收割。 主办方供图

清代方形四足铜炉，颐和园藏。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供图

清代方形四足铜炉，颐和园藏。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供图

东汉夹金玻璃珠串。东汉夹金玻璃珠串。

西汉玻璃矛。

清代《香山路程图》（局部）。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供图清代《香山路程图》（局部）。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供图

清代雕云龙纽碧玉“勤政殿”玺，故宫博物院藏。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供图

清代霁蓝釉描金开光粉彩御制诗文兽耳扁瓶，颐和
园藏。 余飞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