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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万泉河流域水网密布，其丰沛的水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滋养了北京西北郊的园林集群，成为海淀

“三山五园”地区园林营造的关键性要素。万泉河流域的园林营建，体现出园林水景营造与水资源利用的

紧密结合。梳理清代万泉河流域历史，结合该流域自然条件及水资源概况，通过文献研究、图解分析等

方法，归纳出水源调蓄与园林营建的耦合、水利工程与园林造景的协同、水质保育与水景营造的统一等

三方面该流域理水特征。通过对万泉河流域理水手法的梳理与探究，总结传统理水智慧并应用于现代城

市建设。继而从恢复风貌的整体性、保护遗产的原真性、增强实用功能性三个角度，探索如何保护与传

承该流域古代园林所构成的景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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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Wanquan River basin was densely covered with a water network, and its abundant water sources and 

superior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nourished the garden clusters in the northwestern suburbs of Beijing and became a key ele-

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ardens in the “Three Mountains and Five Gardens” area of Haidian. The garden construction in the 

Wanquan River basin reflects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garden waterscap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The 

article sorts out the history of the Wanquan River basin in the Qing Dynasty, combined with the natural conditions of the basin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graphic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summarizes the 

coupling of water source regulation and storage and garden construction; the synergy betwee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garden water management; the unification of water quality conservation and waterscape construction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rden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basin. The traditional wisdom of water management is summarized and applied in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comb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ater management techniques in the Wanquan River basin. 

Then,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styl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eritage, and the practical function, it ex-

plores how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landscape system composed of the ancient garden.

Keywords
Wanquan River basin; garden cluster; water management; water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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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庄境内的万泉

河，形成于约3 000多年前，是海淀区现存

最古老的河流之一，以天然泉眼众多而得

名。玉泉山泉水在金元时期以前汇入瓮山

泊，从其东侧流出，流入地势较低的海淀，

最终与万泉庄一带的泉水汇合形成万泉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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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1]。万泉河主河道全长约8.5 km，流域面

积约26 km2，流域虽小却以其丰沛的水源和

优越的地理条件滋养了清代北京西北郊的园

林集群，成为海淀“三山五园”地区园林营

造的关键性要素，将北京西北郊园林营建活

动推至巅峰。

近年来相关研究可概述为三方面：（1）

对万泉河流域历史演变的梳理。岳升阳 [1]、

怀倩 [2]等研究叙述了自金元时期至今万泉河

的历史变迁。（2）对依托万泉河建设的皇家

园林研究，其中以畅春园的研究为代表。朱

强 [3]、高原 [4]等研究均以依托万泉河所营建

的畅春园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了清代皇家

在水系治理影响下的园林建设过程。（3）从

城市层面分析河流流域与城市园林营建的关

系。胡而思 [5]、徐磊 [6]、孔繁恩 [7]等研究从宏

观层面对多条河流进行研究，分析了北京古

代城市水系与水利工程、园林建设三者的相

互作用和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北京古代园林营建与城

市水系的整治与利用存在着紧密联系，明确

了古代造园者在营建水景的同时，对水系进

行多样化利用，但也存在着诸多空白：（1）

现有研究并未对万泉河流域内的园林集群整

体进行深入分析，也未涉及到除皇家园林外

的其他园林类型。（2）现有研究视角普遍

较为宏观，没能体现出园林空间与该水系的

联系。文章将北京万泉河流域的诸多园林作

为整体研究对象，将“理水”的概念进行拓

展，不仅包括该流域范围内的自然水系梳理

与整治，也包涵了该流域范围内园林空间的

水景营造。研究在对该流域的发展变迁进

行梳理的基础上，探究园林理水与水利系

统的关系以及对城市区域景观风貌的影响，

从而为保护与传承该地区古代园林资源提供

理论��。

1 区域环境概况

1.1 自然条件

北京所�区域��春�，����，�

于�型�带��性�风��。年�均�水�

为640 mm，流域内�水��性明�，�有明

�的地区分���。��7�8�东�和西�

风�带的水�到�北京��到西北山���

而�升，�水多以��形�出现 [8]。��的

地方��性较�，��北京水�����发

�，对水资源的�积与利用成为历史上营建

城市基础设�的关键。清代万泉河源�水�

相对前���，近150年来北京的�水�整

体�下��势 [2]。现今万泉河流域除�中水和

�玉河�水，�年水�在10 cm以下，水流�

���，水���。

1.2 水资源概况

北京�东至西地表分�有�白河、北�

河、��河、��河（�清河）、泃河（��

河）5�水系，�河�流多在�期集中��，

不利于地表水资源�存，而�于城市西北郊

的海淀��可以���一不� [5]。��河自

西北而来，在北京地区西北高东�低的地

势影响下，形成北京�原�积�。万泉庄地

���河�积�的前�带，有丰�的地下泉

水资源，�得该流域范围内��密�，河�

��，�地自流泉� [8-9]，形成一�天然��

区。�着时代变迁，北京西北郊形成了万泉

河与玉泉山��水系。其中玉泉山�在金代

�是北京城西北郊�要的水源。万泉河�清

河水系，�于��河�道的泉水�出带，地

下水资源丰�，在�未�工整治之前，��

区域�于�水不畅而形成���泊��，�

合���� [10]。为��该区域城市及园林

供水��，清�对北京西北郊水系进行“养

源”与“清流”�方面的整治 [4]。建��期，

1959 -  1961年��了三年自然��，1999 -  2007

年万泉河流域���� [1]。�前万泉河主要水

源为��和来自清河水�的��水，自�玉

河的�水北�的水资源，仅在��期间�水。

�着万泉河水系的��，��相互联�的园

林集群已�为����的�体，也��了该

区域园林景观的��性。

2 万泉河水系变迁概述

2.1 明清时期万泉河流域

万泉河流域水源丰沛，自古�形成了海

淀、��庄等��，以从�����等活

动，��了该流域的发展基础。从明代�

�，依托万泉河流域的水源，该地区营建了

�多�家园林，但多为自发性行为，并未对

�地域进行有��的建设。

�至清����三年（1684年）�建畅

春园，清����了整治万泉河水系的工程。

�万泉河水在清�园明代原�上�建皇家园

林��畅春园。万泉河不仅成为该园造景的

主水源，�成为其护园河。畅春园的�建�

�了清代近100年间对万泉河水系的利用，�

成了对万泉河流域的����。�过整治�

的万泉河��了原海淀“��沜”的水域 [1]，

也为该流域园林集群的建设提供了水源。

虽然��时期没有对万泉河流域�展�

��建设活动，但在��年间万泉河�变了

�能。为了���多水源��于����和

皇家园林的建设，��时期�展了一系�水

系整治工程。����西山和玉泉山的水系，

拓展瓮山泊，并设�多�进出水�和水�，

将玉泉水系、�明�和万泉河水系��，�

过�北�河将西山�水��至玉��和清河，

形成一���的西北郊供水��系统。�过

整治，西北郊形成了“玉泉水��明��万

泉河”相互��的水源��区[10]。万泉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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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流域内多��园及�家园林、�观园林

提供水源，成为“三山五园”不可分�的�

要�分 [1]。对万泉河流域的整治，有�地�

�了�时北京城市的供水�，造园活动进入

历史上最繁�的时期。自��三年�到之�

的30多年间（1738 -  1774年），园林建设工程

��进行。�建、�建、�建的皇家园林、

�家园林、�观园林、���地等，营建�

�之�，为前�以来所未� [10]（�1）。��

时期万泉庄泉眼��，皇�下���泉水，

为进一�������范围��基础，��

�河��，�万泉庄地区成为京西����

的�要基地。至清中期北京西北郊��形成

了自然山水、�工园林与�����相��

的城市景观。

万泉河在清�中�期����。清��

��在清����用了畅春园��，河道�

至园东侧并�行���北侧，于���东�

外与原河道汇合 [1]。但清�时期的�次��

�的�道并未对该水系造成太�影响 [3]。

2.2 近现代万泉河水系的变迁

1931年，蔚秀园被燕京�学购入作为

教职工宿舍。北京�学于1952年迁入，在园

西、北�侧�建楼房15幢，�得蔚秀园及北

京�学内�的诸园的水系与万泉河相�裂 [11]。

�到20世纪60年代，整�海淀地区�为过

��采地下水�得水源严���致�万泉河

�全依赖�工供水 [12]。1981年对已���的

8.5 km河道进行��、衬砌，�建13.7 km污

水截流管线，并�建13 km滨河路 [13]。��

�着海淀快�城市化，万泉河��了水污染、

河道裁弯取�以及箱体化的�造，基本消失

在了�们的记忆中。现今河道沿线用地局促，

�态�益几近消失，沦为一道狭长的城市消

极空间 [3]。综上所述，自金代��，万泉河

�到多方复杂驱动力的影响（表1），在数百

年的发展变迁中形成了�今的格局。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2016 - 2035

年）》文件指�，万泉河流域为海淀区“�态

循环�水水网”5��区之一。近年来计�利

用清河和“�水北�”的水资源，为万泉河

流域�水，实现圆明园遗��园、清��学、

北京�学、101中学内水系��。海淀区将�

造万泉河�态治理样板，�“水木清�”“荷

塘�色”“未名�”等景观将有源�活水。�

过为万泉河上游�水，�沿岸景观�水，并

以万泉河泵站循环，形成以万泉河为�态�

表1   万泉河流域发展变迁驱动力总结
Tab. 1   Dri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Wanquan River Basin

时期
Period

现象
Phenomenon

自然因素
Natural factor

社会因素
Social factor

金代-明代 万泉河水系变迁 地下水资源丰富
人口增长，用水量增长；西郊造

园活动兴起

清初-清乾

隆年间

三山五园水系治理与用水

达到鼎盛

人口增长，园林建设用水及生

活用水需求持续增长；帝王热

衷于园林建设，开启整治万泉

河水系工程

清末 皇家园林走向衰败 开放圆明园遗址用于农业生产

民国时期
稻田面积增加；水源枯竭诸

园水系割裂；万泉河道淤塞
外来人口迁入；园林功能转变

建国初期
1959-1961年自然灾害

时期；过度开采地下水

改革开

放后

建设用地扩张，泉眼枯竭，

河流断流，稻田及村落消失

1989-2000年人口急剧膨胀，城

市化快速发展

北京万泉河流域园林集群发展历史及理水特征研究      杨子茹   等.  

1

图1   万泉河水系历史变迁示意图（改绘自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Wanquan River water system（Repainted from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Beijing by 
HOU Renzhi）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YSTEM专题Ⅱ：山水园林体系传承与创新

88

道的区域水循环。北京市海淀区出台了《“水

清岸�”行动计�（2020 - 2025年）》，对万泉

河等水系提出了建设滨水�行走廊，��亲

水空间等建设要求。在以上�策背景下，本

文回溯历史，从水源��、水利工程、水�

保育等三�方面研究清代万泉河流域园林集

群的理水特征，希望从保护与传承的角�为

�前万泉河流域的城市建设提供��。

3 清代万泉河流域园林集群理水特点

清代利用万泉河流域水源营建了�类型

园林，不仅满�居民�活��的用水需求，

同时把万泉河水系作为美化环境，�善该地

区�态的�要手段，�得万泉河流域水利

工程兼有供水、灌溉和造景的多�作用。在

营建园林的同时，赋予了园林水景��、滞

水、净水的�能 [14]，既维�区域�态环境，

�成为城市�色基础设�、�文景观存留

至今。

3.1 水源调蓄与园林营建的耦合

水体是中�古代造园的核心要素，对水

资源的�发与利用不仅是园林造景的基础，

也是营建园林的�的。《园冶》相地篇写道

“水��源，桥�跨水”，指园林在选�上要

求营建于水资源丰�的地区[15]，并尽可能�

��工建造的园林对自然水系的�扰。万泉

河流域水资源丰厚，为该地区的园林提供了

相似的水文地理条件，�保障了该地区园林

内�水景品�。该流域以湿地环境和��为

基底，其间贯穿着�接内城与西北郊的��

水���要道��长河与�道 [4]。围�万泉

河水系建�的园林集群，将泉水�出带形成

的天然�泊��进行�展，并在长河与�明

�建�控制水�，�之成为周边��河流�

���的陂�，�该流域范围内的园林营建

与万泉河流域水资源的��相耦合。

在清中叶北京西北郊造园的高峰时

期，依托万泉河水系而营建的园林多��几

�（�2）。����时期营建的畅春园和�

�时期营建的西花园，其中水体既可作为供

�游玩观赏的园林景观，也是该流域�要的

�水池，对该地区的��、�活与�态�有

�要的意义。自����三年（1684年）�，

�建万泉河流域的明�清�园��营建畅春

园，在�致继承��格局的基础上，对河渠

进行整治和清� [4]。�畅春园、西花园，分

别成为万泉河东西�支的下游园林。��

三�一年（1766年）建泉宗庙，�过��清

�等方�维护万泉河原主河道，同时整治河

流东支，将原有河道�分拓宽。为�强万泉

河的供水能力与�水能力，对万泉庄泉眼进

行清理并��养水� [4]。万泉河流域内�园

�势利�，体现出古�以园林整理自然水系

的智慧。

�外，之前建�的水系已不能�全满�

西北郊园林建设发展所需的耗水�。��

�四年（1749年）对北京西北郊水系�展了

整治工程。����九年（1764年）��万泉

河并��水�范围，之���河��，�万

泉庄一带成为����基地，而����面

积的迅���，进一��致万泉河水�不�，

��在长河与�明�东�建��水东流，以

灌溉�外��[5]。�过整治，该水系形成一

�可�控的供水系统，满�了京师用水之需

并保证了��和园林用水 [16]，也�万泉河流

域内京西��的��区与西郊�类园林建设

�相��。

3.2 水利工程与园林造景的协同

清代万泉河流域为了满�城市��、�

活和水���发展的需求，建设了多样化的

水利工程，为城市环境提供了保障，形成区

域景观体系构建的基础 [5]。该流域的水利工

程不仅有���的水系整治系统，还体现

2

图2   万泉河流域园林分布[10]

Fig. 2   Landscape distribution in the Wanquan River Basi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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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林空间内�的水景营造中。��该流域

的�家园林承�园，就是水利工程与园林

造景结合的�型案�。该园原主为�机�

臣英和。�面�东西向长、�北向短的狭长

�局，�以万泉河北岸为界，堆土山作为屏

障。园内另�入一条�行于万泉河的水系，

形成该园水景。道光��五年（1845年）进

行了�建，�侧边界向�拓至畅春园北墙，

并将万泉河一段河道�全纳入园中，�一河

贯穿变为�河并峙的园林格局，自西向东贯

穿全园�汇合，向东北流出，�空间�有了

��北密的特点 [17]。园林被河流一分为三，

�水之间的�地与土山形成洲渚。园墙设4

�水�，不仅可以��园内外水�的高�，

而�利用水的高�形成跌�的动态水景。承

�园是西北郊�家花园中唯一一�将原有自

然水源或河道�过局��造圈入园中营造水

景的园林 [5]。�入的水源�过合理的�水手

法不仅形成水景胜地，��有���能，�

到�水建园、以�吐纳的作用。

在万泉河流域众多的王�花园及�家园

林，�蔚秀园、鸣鹤园、勺园、朗润园、绮

春园中，都会以水利系统中的供水渠道或灌

溉水渠�水入园，形成小型�池、�流等水

域景观 [18]。�蔚秀园东北角�入万泉河的一

�支流，并在园内形成10多��小不一的

�面，�从蔚秀园之北折向东流。鸣鹤园

在万泉河�岸�入河水，�山池水将庭院包

围。�继�东流，朗润园承接勺园流出的

水体而建，勺园之水在朗润园西北角归流于

万泉河。万泉河水系沿途汇集�园中泉眼�

出的新流，水���，其主流紧贴绮春园

与长春园围墙，在长春园东北�，注入清河

（�3）。�过治理的万泉河是圆明园、畅春

园的供水河道之一，也是多�王�园林的护

园河道 [19]。

3.3 水质保育与水景营造的统一

园林水�保育依靠健�的水循环状态来

保�。现代�用�水、�水、�物净化、�

态净化、�流�断等方�维�健�的水循

坏 [20]。在未出现相关技术的清代，古�同样

积极探寻维护水�优良的方法。�过�万泉

河水入园，将流域内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类活水不断地�给入园林。在万泉河流域园

林营造中，��利用该地区地势低洼地下水

资源丰�的优势，�过在园池较低�凿井的

方�沟�园内池水与地下活水，以保证水�

稳�及水�清洁 [7]。

园林中�过对水体尺�及水景形态的控

制，可以�到水�保育的�的。在“天�合

一”思想的指�下，清代万泉河流域摹拟自

然界形�多样的天然水景形态，�该流域园

林集群中集合了�、池、�、涧、�、瀑等

��水体景观，几乎涵盖了全�水景形态 [21]。

《园冶》相地篇所写：“园基不拘方向，地势

自有高低﹔涉�成趣，得景�形，或傍山林，

欲�河�。”其中“欲�河�”强���河流

和��，保留自然水体风貌，营造自然��

湿地与水系的�态法则 [15]，不仅丰�了园林

空间体验，而�维护了流域内水体循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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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3   万泉河流域水利工程与园林理水示意图（改绘自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garden water management in Wanquan River Basin（Repainted from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Beijing by HOU Ren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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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地形而设计水景，形成竖向上的高�变

化，�得园林水景动静结合，在水体流动过

程中水�得以净化。��清��万泉河水系

建设圆明园，�����建，单一水系已不

能满�需要，�将玉泉山水系与万泉河水系

相结合。����九年（1764年），�明��

��龙�，将�明�水体�向东流，与万泉

河支流汇合，到�圆明园外围，其主流于圆

明园西�角的藻园附近流入园内，一�分流

向该园宫墙外的护园河。万泉河水系作为绮

春园中的主要水系，分为三��水入园，一

为畅和堂西�；�为�觉�西侧；第三��

�觉�东侧�入�碧亭所在�面，为主要�

水�。圆明三园内，万泉河与玉泉山�水系

�贯沟�，最�一同注入东墙外万泉河主河

道 [22]。圆明三园内�，水体��其总体西高

东低的地势自西而东地贯穿园内，并形成了

不同尺�的水景，构成全园的水景�络 [23]。

以活水��三园，并在多�院墙�设水�

进行水源的�充，�圆明园形成了舒展明快

的广阔�面与曲折宁静的狭窄�流相结合的

不同尺�水景空间。�河�水系与土山地形

互�成�整的山水园林系统，与�工堆叠的

众多冈阜石峰相结合，并辅以�物，形成山

复水拥的园林空间 [24]（�4）。同时圆明园许

多景点����水��物，不仅实现了造景

�能，而��到净化水�的�果。蜿蜒曲

折的驳岸和动静结合的水体为�类�物提供

栖息地，保护�物多样性。众多园林集群

中的水景营造在构成丰�空间的同时，与地

形、山石、�物等要素相结合，保证了园内

的水�。

4 万泉河流域园林集群的保护与传承

4.1 恢复风貌整体性

�于对河道截弯取�以及对水岸自然�

境缺��视，城市水系统的��性和历史环

境风貌的整体性�到严��坏 [25]。快�的城

市化�得万泉河河道及其水系在空间形态上

与历史风貌���离。�前万泉河的滨水环

境既与现代城市空间不相匹配，也不能满�

�们的��游憩需求。万泉河水系原本集�

态、景观、水利与一体的�能��弱化，造

成区域“�岛化、�裂化”现象严� [5]。

清代海淀地区曾被比拟做江�水乡，主

要得益于玉泉山和万泉河水系[1]。万泉河水系

不仅是����的�要水源，还分�着�类

型园林与��游览地，在广阔的��景观基

底上��特色而��联系。清��皇�曾赞

其为“万泉�里水云乡”，行船河上曾写下“�

岸��一水�，维舟不断�花风”的诗句[1]。

在现今城市�新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对历

史上万泉河流域所形成的园林和��村�景

观进行�复，考虑在一�程�上�现�区域

�有特色的地域性景观。在未来的��建设

中，可考虑对�龙�以东水系进行��，�

�龙��水，沿颐和园东墙向�流�，�向

东注入万泉河�道。���并获得充�水源

�，可实现该流域内的多�园林遗�中的水

资源�充，可形成以活水串联园林�地的整

体风貌，为��恢复该流域的景观风貌��

基础 [22]，并形成该地区的文化名�。

4.2 保护遗产原真性

“原真性”（Authenticity）是�际�认和较

为权威的文化遗�评估、保护和监控的基

本原则 [26]。1964年制�的《威尼斯宪章》�

�了原真性对现代�际遗�保护的方向和意

义，提出“将文化遗�真实、�整地传下�

是我们的责任”。1994年《关于原真性的奈良

文件》中指出：“原真性本身不是遗�的价值，

而是说明对文化遗�价值的理�取�于有关

信息来源是否真实有�。”[27]

万泉河流域现存的古代园林集群是中�

宝贵的历史文化遗�，根据“原真性”原则，

须保�其真实性和�整性，必将其作为历史

4

图4   圆明园内水流方向示意图[22]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water flow direction in the Old Summer Palac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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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中的一�发展过程�以保护。针对古代

园林遗�的原真性，应不仅考虑其空间格局、

地形地貌、�物要素，而�要考虑其赖以�

存及维护的城市水系。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得诸多园林内�成为死水。可��侯仁之

先�曾提出的�造建议��从万泉河�水，

依托现状�地对河道进行建设，�用合理的

理水手法�得该地区水�相�，最�程�地

恢复其历史风貌并保护园林遗�的原真性 [1]。

��之急应对万泉河流域文化遗�进行�掘

与整理，准确评估万泉河流域历史园林集群

的价值。根据不同园林的特点，提出针对性

的保护策略，从不同角�构建文化遗�保护

体系，�其得以世代传承、��利用。

4.3 增强功能实用性

�强万泉河水系及周边景观与现代�居

环境的联系。对�前水资源和水利系统现状

进行评估，在一�程�上构建�水而乐、�

�互融的水�态景观体系。并�地制宜地�

�河床形态，对万泉河流域进行�态化与景

观化�造，将局�的硬�箱体河道�造为柔

性�色�态驳岸，�其在满������能

的基础上对水�进行净化�理，为周边居民

提供环境优良的亲水空间 [3]。将沿线�放空

间与历史文化景观�点相结合，构建�有丰

�类型、多��能结合的滨河景观体系，�

万泉河流域在首都�地系统中发挥�要作

用。在区域层面上需要考虑�何与三山五园

联动，体现北京特色文化内涵，同时需要与

城市整体�道���接，丰�城市�色空

间。在微观层面上，利用城市�新和景观遗

�保护的相关理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分景观遗�附近的河�渠道，�其能够满

��代海绵城市的����等�能的同时延

�古都风貌。

5 结语

万泉河既是历史的缩影，�承载着北

京城市发展的印记。作为历史文化的记忆载

体，万泉河体现出北京海淀地域性的文化特

色，是与历史空间、�活记忆互动的桥梁。

本文�过梳理万泉河的历史演变，探究了清

代北京西北郊地区园林集群在城市水利系统

中发挥的�要作用。万泉河流域的园林理水

�有�水、��、灌溉、游赏的多��能，

同时也�有极高的景观价值。清代万泉河流

域园林集群的理水手法为�今北京城市建设

提供了宝贵的�验。本文将对万泉河流域的

研究��到依托其建�的西北郊园林体系，

将景观格局、水利安全与水体景观融合，�

得西北郊园林集群承担�要的社会、�态、

�济及文化�能。�过对万泉河流域园林

集群理水特点的探究，为�造该区域景观特

色，推动历史文化景观保护与协�发展提供

��。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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