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皇家仪仗研究

一、概述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封建皇权的象征与展示，不仅反映了清朝宫

廷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彰显了皇家的威严与尊贵。仪仗，作为一种古

老的礼仪形式，自古以来便在各类庆典、祭祀、巡游等场合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清代，皇家仪仗更是被赋予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其规

模宏大、种类繁多，不仅包括了各种传统的旗帜、兵器、舆轿，还有

众多身着华丽服饰的仪仗队员。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清代皇家仪仗的

鲜明特色，使之成为了研究清代宫廷文化的重要窗口。

1. 清代皇家仪仗的历史背景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中国古代皇家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仪仗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的扈驾卫士，这

些卫士不仅负责保护帝王的安全，同时也承担着展示帝王威严的职责。

经过先秦时期的发展，尤其是周朝，初步形成了皇家仪仗的雏形。到

了秦汉时期，皇家仪仗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其显赫的威

仪逐渐显现。



随着历史的演进，皇家仪仗制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得

到了大力的发展，仪仗规模日益扩大，气势更加宏大。至宋代，皇家

仪仗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其规模和气势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

代沿袭前制，虽然有所省节，但皇家仪仗制度仍然保持了其庄严和神

圣的地位。

到了清代，皇家仪仗制度在继承历代王朝的礼仪制度的基础之上，

融入了满族的特色元素，形成了具有清代特色的皇家仪仗制度。1644

年大清入关后，顺治帝作为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对清廷上下包括皇

帝、皇太后、贝勒、贝子、王子、公主等的仪仗制度进行了全面的确

立。这一制度不仅是对明制的继承，同时也加入了许多满族元素，标

志着清代皇家仪仗制度的正式确立。

为了凸显仪仗制度的重要性，顺治帝特意在朝内设立了管理皇家

仪仗的机构“銮仪卫”，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掌卫事大臣为正一品官

员，由王公大臣担任，足见清廷对皇家仪仗制度的重视程度。在清代，

皇家仪仗不仅用于宫廷仪式和重要场合，还体现了皇家的威严和尊贵，

成为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皇家仪仗的历史背景深厚，其发展和演变历经了数千年的历

程。从最初的扈驾卫士，到后来的皇家仪仗制度，再到清代的皇家仪

仗，其形式、规模和职责都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发展。这些皇家仪

仗不仅是封建帝制社会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通过对清代皇家仪仗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皇家礼

仪制度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也为后人研究封建社会历史和文化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

2. 仪仗在清代皇家文化中的地位

在清代皇家文化中，仪仗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符号，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和传承。仪仗作为皇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仪仗是清代皇家文化中的重要象征。皇家仪仗以其独特的规模和

形式，彰显了皇家的尊贵和威严。在盛大的庆典、祭祀和巡游等场合，

仪仗队伍庄重而肃穆，为皇家活动增添了庄重和神圣的氛围。仪仗中

的各种元素，如旗帜、武器、服饰等，都体现了皇家的权威和尊贵，

成为皇家文化的重要符号。

仪仗在清代皇家文化中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皇家仪仗

的形式和内容，往往与清代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紧密相连。通过

对仪仗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清代皇家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以及皇家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仪仗中的许多传统元素，如礼仪、音乐、舞蹈等，

都体现了清代皇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神内涵。



仪仗还是清代皇家文化与社会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清代，皇家仪

仗不仅展示了皇家的权威和尊贵，也成为皇家与社会各界交流的重要

平台。皇家仪仗的展示和表演，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观看和参与，增

进了皇家与民众之间的了解和互动。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推广皇

家文化，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仪仗在清代皇家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不仅是一种象

征权力和地位的符号，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和传承。通过对仪仗的研

究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清代皇家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为

当今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3. 研究目的与意义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中国古代皇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后蕴

藏着丰富的历史、艺术和社会信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深入挖掘

和整理清代皇家仪仗的相关资料，通过对仪仗的种类、形式、用途及

其演变过程的细致分析，揭示其在清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地

位和作用。本研究还旨在探究清代皇家仪仗与当时社会制度、宗教信

仰、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

更加全面、深入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清代社会的多元面貌。



本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文化意义和现实启示。在学术

层面，通过对清代皇家仪仗的深入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古代皇

家文化的研究体系，为历史学和艺术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

思路。在文化层面，清代皇家仪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研究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

文化自信心。在现实层面，对清代皇家仪仗的研究还可以为当今的礼

仪制度、文化传承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清代皇家仪仗的深入研究，达到挖掘历史文化

价值、促进学术交流、传承传统文化以及服务现实社会的目的。

二、清代皇家仪仗的种类与特点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皇权的象征和展示，其种类繁多，特点鲜明。

根据用途和场合的不同，皇家仪仗大致可分为宫廷仪仗、巡幸仪仗、

祭祀仪仗和军事仪仗等几大类。

宫廷仪仗是皇家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仪仗形式，主要用于宫廷内

的各种庆典、朝会和日常礼仪。这类仪仗规模宏大，讲究庄严和肃穆，

以彰显皇家的尊严和权威。宫廷仪仗中，包括各种旗帜、伞盖、兵器、

乐器等，每一样都经过精心设计和制作，以符合皇家的高贵气质。

巡幸仪仗则是皇帝出巡时所使用的仪仗，其规模和形式根据出巡

的目的和地点有所不同。巡幸仪仗不仅用于展示皇家的权威，还具有



一定的实用功能，如保护皇帝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等。这类仪仗中，

往往包括大量的随从和护卫，以及各种华丽的装饰和装备。



祭祀仪仗是皇家在举行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仪仗，主要用于向天

地神灵表达敬意和祈求。祭祀仪仗通常非常神秘和庄重，以符合祭祀

活动的特殊性质。在仪仗中，常常可以看到各种象征天地神灵的图案

和符号，以及各种法器和祭器。

军事仪仗则是皇家在军事活动中所使用的仪仗，主要用于展示皇

家的武力和军事力量。军事仪仗中，包括各种军旗、战鼓、号角等，

以及身着华丽铠甲的士兵和将领。这类仪仗不仅具有展示作用，还能

激发士兵的斗志，提高军队的士气。

清代皇家仪仗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模宏大，

场面壮观。无论是宫廷仪仗还是巡幸仪仗，都展现出皇家气派和威严

二是种类繁多，形式各异。不同类型的仪仗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用途，

体现了皇家的丰富多样三是制作精良，工艺精湛。皇家仪仗的每一件

物品都经过精心设计和制作，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四是

寓意深刻，象征性强。皇家仪仗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寓意着皇家的权威、

尊严和神圣不可侵犯性。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皇权的重要象征和展示手段，其种类繁多、特

点鲜明。它不仅体现了皇家的权威和尊贵地位，也展示了当时社会的

文化水平和工艺技艺。通过对清代皇家仪仗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

地了解清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



1. 仪仗的种类



首先是旗帜类仪仗，包括龙旗、凤旗、日月旗、黄纛旗等。这些

旗帜多以绸缎制成，色彩鲜艳，图案精美，上绣有龙、凤、日月等皇

家专属图案，彰显着皇家的威严与尊贵。在重大庆典或巡游时，皇家

成员会手持这些旗帜，以显示其权威和尊贵地位。

其次是兵器类仪仗，如金瓜、钺斧、朝天镫等。这些兵器均为象

征性的礼器，并非实战所用。它们的设计精美，工艺考究，用以展示

皇家武力之强盛和统治之稳固。在皇家出行或举行大典时，这些兵器

仪仗会紧随皇家成员身后，形成一道威严的护卫队。

再次是伞盖类仪仗，如黄罗伞、万民伞等。伞盖在古代被视为能

够遮挡风雨、带来好运的物品，因此被皇家用作仪仗之一。这些伞盖

多以黄色绸缎制成，上绣有吉祥图案，既能够彰显皇家的尊贵地位，

又能够为皇家成员提供一定程度的遮阳避雨功能。

还有扇子类仪仗、马具类仪仗等。扇子类仪仗如宫扇、团扇等，

多以精美的丝绸或羽毛制成，用以展示皇家的富贵与奢华。马具类仪

仗则包括马鞭、马鞍等，用以装饰皇家马匹，彰显皇家的威武与尊贵。

清代皇家仪仗种类繁多，每一种仪仗都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和文

化内涵。它们不仅是皇家权威与尊严的象征，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这些仪仗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皇

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



2. 仪仗的特点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皇权与尊严的象征，其特点鲜明而独特。在规

模上，清代皇家仪仗庞大而壮观，无论是人数还是器物的使用，都远

超其他时代和场合的仪仗。这种庞大的规模不仅体现了皇家的威严，

也展现了清朝国力的强盛。

在种类上，清代皇家仪仗种类繁多，涵盖了从武器、旗帜到礼器、

乐器等多个方面。每一种仪仗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武器代表国

家的武力和战斗力，旗帜则象征皇家的统治和权威，礼器和乐器则体

现了皇家的礼仪和文明。

再次，在制作工艺上，清代皇家仪仗的制作工艺精湛，材料考究，

注重细节和装饰。许多仪仗都是由工匠们精心制作，采用金、银、玉、

石等贵重材料，并镶嵌有各种宝石和珍珠，既体现了皇家的尊贵和豪

华，也展现了我国古代工艺的高超水平。

清代皇家仪仗还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级别的官员和场合使

用的仪仗种类和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更改或僭越。这种等

级制度不仅体现了皇家的权威和统治秩序，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和

谐。

清代皇家仪仗还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和表演性。在重要的场合和庆

典中，皇家仪仗往往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通过精心编排和演

练，仪仗队伍能够展现出整齐划气势磅礴的视觉效果，给观众带来强



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皇权与尊严的象征，具有规模庞大、种类繁多、

制作工艺精湛等级制度严格以及象征性和表演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不

仅体现了皇家的威严和尊贵，也展现了我国古代工艺的高超水平和社

会的稳定和谐。

三、清代皇家仪仗的制作与使用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皇家权威和尊严的象征，其制作与使用都极为

讲究，充满了浓厚的礼仪色彩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一章节将详细探

讨清代皇家仪仗的制作工艺、使用场合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清代皇家仪仗的制作工艺堪称精湛，几乎汇集了当时中华手工技

艺的精华。仪仗的材料多为金、银、玉、翠等珍贵材质，经过精细的

打磨、雕刻、镶嵌等工艺处理，呈现出璀璨夺目的光彩。金銮驾是皇

家仪仗中最为显眼的部分，其制作工艺尤为复杂，每一部分都经过精

心设计和制作，力求完美。

清代皇家仪仗的使用场合主要集中在重要的祭祀、朝会和庆典活

动中。在皇帝出巡、接见外国使臣、举行大典等重要时刻，皇家仪仗

都会被陈列出来，以彰显皇家的威仪和尊严。在皇家陵寝的祭祀活动

中，仪仗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代表着皇家的祭祀精神和孝道传统。



清代皇家仪仗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和象征，更是儒家礼制在皇家生

活中的具体体现。仪仗的种类、数量、排列顺序等都严格按照儒家礼

制进行规定，不得有丝毫逾越。这种对礼制的严格遵守，体现了清代

皇家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推崇，同时也强化了皇家的权威和尊严。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皇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作工艺的精湛、

使用场合的庄重以及所蕴含的深层意义，都反映了清代皇家的权威和

尊严。通过对清代皇家仪仗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皇家

的礼仪文化和政治制度，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清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视

角。

1. 制作工艺与材料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权力的象征，其制作工艺与材料选择都体现了

极高的标准与精湛的技术。在材料上，皇家仪仗主要采用了金、银、

铜、铁、玉、翡翠、珍珠、宝石等贵重材料，以确保其华丽与尊贵。

金和银常用于装饰和镶嵌，铜和铁则用于构建结构框架，而玉石和宝

石则用于点缀和装饰。

制作工艺方面，清代皇家仪仗的制作涉及了铸造、锻造、镶嵌、

雕刻、鎏金等多种技艺。每一件仪仗都经过精心设计，再由工匠们精

心制作，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最终呈现出的仪仗既符合皇家

规范，又展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铸造和锻造工艺用于制作仪仗的金



属部分，而镶嵌和雕刻则用于装饰和美化，鎏金技术则使得金属部分

更加光彩夺目。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皇家仪仗的制作还融入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元

素，如龙、凤、牡丹、蝙蝠等吉祥图案，以及“寿”、“福”等吉祥

文字，这些元素不仅增加了仪仗的文化内涵，也体现了皇家对吉祥、

美好生活的追求。

清代皇家仪仗的制作工艺与材料选择都代表了当时工艺技术的

最高水平，也体现了皇家对权力与尊严的追求。这些仪仗不仅是权力

的象征，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2. 使用场合与礼仪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皇权象征的核心元素，在各类重要的国家、宗

教和社交场合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使用场合严格遵循着封建

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不仅体现了皇家的威严和尊贵，也彰显

了清朝的统治秩序和文化特色。

在国家层面，皇家仪仗通常用于皇帝登基、册封、祭祀天地、宗

庙、社稷等重大庆典。在这些场合中，仪仗队伍的规模和排场尤为宏

大，以彰显皇家的权威和正统地位。例如，皇帝登基时，仪仗队伍会

伴随着皇帝从紫禁城的午门出发，一路行进至太和殿，期间各种旗帜、

兵器、礼器等仪仗用品一应俱全，彰显了皇家的庄严与神圣。



宗教仪式方面，皇家仪仗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清朝皇帝常常前

往天坛、地坛、太庙等宗教场所进行祭祀活动，此时皇家仪仗便作为

沟通天地的媒介，引领皇帝完成祭祀仪式。在这些仪式中，仪仗队伍

的行进路线、节奏以及使用的乐器、祭器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以确

保仪式的顺利进行。

皇家仪仗还常用于各种社交场合，如接见外国使节、举行宴会等。

在这些场合中，皇家仪仗不仅展示了清朝的文明和礼仪，也体现了清

朝对外的友好态度和国际地位。通过这些活动，皇家仪仗成为了清朝

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媒介。

清代皇家仪仗的使用场合与礼仪丰富多彩，既体现了皇家的威严

和尊贵，也彰显了清朝的统治秩序和文化特色。通过对这些场合和礼

仪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清朝社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背

景，以及皇家仪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四、清代皇家仪仗的演变与发展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皇家权威与尊严的象征，经历了从初创到成

熟，再到繁盛与变革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清代皇权的巩

固与变迁，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与审美风尚。



清初，皇家仪仗在继承明代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改进。

由于清初统治者对皇权的强化，仪仗的规格与数量都有所增加，特别

是在皇帝出行时，仪仗队伍庞大，旌旗蔽日，彰显出皇家的威严与尊

贵。清初的皇家仪仗在色彩与图案上也更为丰富与精致，既体现了皇

家的富贵与荣华，也展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

到了清代中期，随着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皇家仪仗也迎来了其发

展的高峰期。此时，仪仗的种类与数量进一步增加，如出现了更多的

武器与旗帜，以及更为复杂的队列与阵型。同时，皇家仪仗在形式上

也更为多样，既有传统的旌旗、武器，也有各种新奇的道具与装饰，

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皇家仪仗的内涵与表现力。

到了清代晚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影响，皇家仪仗也开始了

其变革与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传统的皇家仪仗在保持其基本形式的

同时，开始吸收西方文化的元素，如引入了西式的乐器与道具，使得

皇家仪仗在形式上更为新颖与多样。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加

速，皇家仪仗的功能与意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皇权

的象征，而更多地成为了国家形象与文化的展示。

清代皇家仪仗的演变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它不仅反

映了清代皇权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风尚与

文化追求。同时，皇家仪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也为我们研究



清代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视角。

1. 初期仪仗的形态与特点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皇权象征和宫廷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初

期形态与特点深受明代和满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清朝初期，皇家仪

仗不仅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展示了满族独特的军事、文化和审

美观念。

初期的皇家仪仗，形态上呈现出庄重、威严的特点。仪仗队伍庞

大，排列有序，各种兵器、旌旗、伞盖等器物均体现出精工细作和华

丽精致。旌旗飘扬，色彩鲜明，既有汉族传统的龙凤图案，也有满族

特色的鸟兽纹样，彰显出皇家的尊贵和威严。同时，仪仗中还包括了

各种乐器，如鼓、铙、钹等，这些乐器的使用不仅丰富了仪仗的音响

效果，也强化了皇家的神圣和庄严。

在特点上，初期皇家仪仗注重礼仪性和象征性。仪仗不仅是皇家

出行的护卫，更是展示皇权和宫廷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仪仗的规模

和器物的选择，可以清晰地看出皇家的权威和地位。仪仗中还融入了

满族的传统习俗和信仰，如萨满教的元素在某些器物和仪式中得到了

体现，这反映了清朝初期满汉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清代皇家仪仗在初期阶段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态和特点，这

些形态和特点不仅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展示了满族文化的独特

魅力。随着清朝历史的演进，皇家仪仗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但其初

期的形态与特点仍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中期仪仗的创新与变革



清代中期，皇家仪仗经历了显著的创新与变革。这一时期，不仅

仪仗的种类和规模得到了扩充，其形式和内容也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

多样性。这些变革不仅反映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

体现了皇家对于仪仗制度的深入思考和持续创新。

仪仗的种类和规模在中期得到了明显的增加。随着清朝疆域的不

断扩大和统治力量的日益稳固，皇家仪仗也逐渐扩展，不仅增加了新

的仪仗种类，如龙旗、凤旗等，还提升了原有仪仗的规模和数量。这

些新的仪仗不仅彰显了皇家的威严和尊贵，也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神

圣性和不可侵犯性。

仪仗的形式和内容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中期皇家仪

仗不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固定的形式，而是开始尝试融入更多的文

化元素和艺术形式。例如，在仪仗的装饰上，开始大量使用各种寓意

吉祥、富贵的图案和纹样，如龙凤呈祥、牡丹富贵等。仪仗的演奏也

开始引入更多的乐器和曲目，使得整个仪仗过程更加庄重、肃穆。

皇家仪仗在中期还经历了一些制度性的变革。随着清朝政治制度

的不断完善和皇家对于仪仗制度的深入思考，中期开始对于仪仗的规

格、使用等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和限制。这些规定不仅使得皇家仪

仗更加规范、有序，也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威严和尊贵。



清代中期皇家仪仗的创新与变革是多方面的、深入的。这些变革

不仅丰富了仪仗的种类和形式，也提升了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同

时，这些变革也反映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皇家对于

仪仗制度的持续创新和深入思考。

3. 晚期仪仗的衰落与转型

进入清代晚期，皇家仪仗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衰落的态势。这一时

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了皇家仪仗的规模和形式。

政治上，清朝晚期国力衰微，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皇家对于大规模、

豪华仪仗的投入自然减少。经济上，随着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传统

的手工艺和制造业受到冲击，影响了仪仗的制作和材料供应。社会上，

随着西风东渐，人们对于传统仪式的认同感逐渐减弱，新的思想观念

和生活方式开始兴起，皇家仪仗作为传统象征，其影响力逐渐减弱。

正是在这种衰落的背景下，皇家仪仗也经历了一种转型。一方面，

由于经济和技术条件的改变，仪仗的制作和展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例如，传统的木质和金属材质逐渐被新材料所替代，而一些复杂的工

艺和装饰也逐渐简化。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皇家仪仗也

开始吸收和融合一些外来元素。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仪仗的外观和制

作上，更体现在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象征价值上。



清代晚期皇家仪仗的衰落与转型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既反

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

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研究这一时期的皇家仪仗，

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更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

和启示，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五、清代皇家仪仗的社会影响

塑造社会等级观念：清代皇家仪仗的严格规定和细致分类，无疑

加深了社会等级观念。仪仗的规模、色彩、样式等各个方面的规定，

都反映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严

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但也限

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促进文化艺术发展：皇家仪仗的设计和制作涉及到了绘画、雕塑、

音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领域。这些艺术元素在仪仗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验，也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皇家

仪仗还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了文化多样

性。

强化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皇家仪仗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其展

示过程也是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形成的过程。在盛大的庆典和仪式中，

皇家仪仗的壮观场面和庄重氛围，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



豪感，增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影响社会风俗和民间文化：皇家仪仗的影响还体现在社会风俗和

民间文化上。一些民间庆典和节日活动中，人们会模仿皇家仪仗的形

式和元素，以此来表达对皇权的尊崇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模仿

不仅丰富了民间文化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皇家与民众之间

的距离。

作为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清代皇家仪仗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宝

贵资料，对于研究清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对皇家仪仗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社会的风

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清代皇家仪仗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塑造了社会等级观

念，促进了文化艺术发展，强化了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影响了社

会风俗和民间文化，并作为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这些影响共同构成

了清代皇家仪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1. 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在清代，皇家仪仗作为皇权的重要象征，不仅体现了皇家的威严

与尊贵，更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皇家仪仗的华丽与庄严，无疑加强了皇权的神圣性。每当皇帝出

行，前呼后拥的仪仗队伍，使得百姓望而生畏，进一步巩固了皇帝的

统治地位。这种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慑力，使得皇权在民众心中更加



根深蒂固。



皇家仪仗的规制和制度，对当时社会的礼仪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皇家仪仗的种类繁多，每一种仪仗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象征意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当时社会的礼仪制度。官员、士绅乃至普通百

姓，在参与各种礼仪活动时，都需遵循一定的仪仗规制，这有助于维

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皇家仪仗的展示也是当时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清代皇家仪

仗中融入了众多传统文化元素，如音乐、舞蹈、服饰等，这些元素在

仪仗的展示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为当时社会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

平台。同时，皇家仪仗的展示也吸引了众多外国使节和游客的目光，

成为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清代皇家仪仗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它不仅加强

了皇权的神圣性，规范了社会的礼仪制度，还是当时社会文化交流的

重要载体。这些影响共同构成了清代皇家仪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

2. 对后世的影响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中国古代皇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后世皇家和贵族礼仪的塑造

上，还深刻影响了民间文化和艺术的发展。



在皇家和贵族礼仪方面，清代皇家仪仗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模板。许多朝代在制定自己的皇家礼仪时，都参考了清代皇家仪仗的

形式和内容。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仪仗的规模、布局和服饰上，更体

现在礼仪的内涵和象征意义上。可以说清代皇家仪仗为后世皇家和贵

族礼仪的规范化、系统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在民间文化和艺术方面，清代皇家仪仗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清

代皇家仪仗的华丽和壮观，不仅展示了皇家的威严和尊贵，也激发了

民间对于美的追求和创造力。在绘画、雕塑、文学等艺术领域，清代

皇家仪仗成为了重要的创作题材。艺术家们通过描绘仪仗的壮观场面

和细节，表达了对皇家威严的敬畏和对美的向往。这些艺术作品不仅

丰富了民间文化的内涵，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和艺术资料。

清代皇家仪仗还对后世的国际交往产生了影响。清代时期，中国

作为东方大国的地位逐渐确立，清代皇家仪仗成为了展示中国文化和

国力的重要窗口。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活动中，清代皇家仪仗的展示

不仅展示了中国的文化魅力和国家实力，也增进了外国对中国文化的

了解和认识。这种影响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仍然有所体现，例如在一

些重要的国际场合中，中国的仪仗队仍然会采用传统的仪仗形式，以

展示中国的文化底蕴和国家形象。



清代皇家仪仗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为后世皇家和贵

族礼仪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也促进了民间文化和艺术的

发展和创新，同时还对后世的国际交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

共同构成了清代皇家仪仗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六、结论

清代皇家仪仗的种类繁多，包括导驾仪仗、卤簿仪仗、行幸仪仗、

大阅仪仗等，每种仪仗都有其独特的用途和象征意义。这些仪仗的细

致分类和精心设计，既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展示了清朝宫廷文

化的独特魅力。

清代皇家仪仗的规格严谨，无论是仪仗的数量、排列顺序，还是

仪仗的使用场合、使用方式，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这种严谨性不仅体

现了皇权的威严和神圣，也反映了清朝宫廷礼仪制度的严密和完善。

再次，清代皇家仪仗的内涵深厚，它不仅是一种礼仪形式，更是

一种文化符号。通过仪仗的展示和使用，可以传达出清朝的政治理念、

文化精神和社会价值观。同时，仪仗中的各种元素，如旗帜、兵器、

服饰等，也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清代皇家仪仗在清朝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不断的变革和

调整。随着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皇家仪仗也在不断

地进行适应和创新。这种变革和调整，既体现了清朝皇家的灵活应变



和时代意识，也展示了清朝历史的丰富多彩。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清朝政治、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的缩影，其

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清朝历史和文化，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皇家文化。

1. 清代皇家仪仗的文化意义与历史价值

清代皇家仪仗，作为清朝皇家权威与尊严的象征，具有深远的文

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它不仅体现了清代皇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更反映

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从文化意义上看，清代皇家仪仗是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集中展示了清代皇家礼仪的庄重与威严，彰显了中华民族对

于礼仪文化的重视。同时，仪仗中的各种器具、服饰和仪式，都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清代社会的审美观念、工艺水平和社会风

俗。

从历史价值来看，清代皇家仪仗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清代历史的宝

贵资料。通过对仪仗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清代皇家的组织结构、

权力运作方式以及皇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仪仗的变

化也反映了清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如政治权力的更迭、经济社会的发

展以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

清代皇家仪仗还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仪仗中的各种器具和服饰，

都体现了清代工艺的高超水平，展示了清代艺术的独特魅力。这些艺



术品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是今天人们欣赏和研究的对象。



清代皇家仪仗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它不仅是我们了

解清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2. 对现代礼仪与文物研究的启示

在深入研究了清代皇家仪仗之后，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对现代礼仪

与文物研究的宝贵启示。这些启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礼

仪文化的内涵，同时也为现代礼仪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清代皇家仪仗的丰富多样性和精致细腻的工艺设计，为现代礼仪

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素材。无论是仪仗的种类、规模，还是其背

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通过借鉴清

代皇家仪仗的元素和理念，现代礼仪可以更加富有文化内涵和艺术美

感，更好地体现出尊重和敬意。

清代皇家仪仗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传统礼仪文化的

途径。通过对仪仗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传统礼仪文化的

内涵和精髓，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文化遗产。这种对传统礼仪

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也为

现代礼仪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皇家仪仗的研究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物研究经验和方

法。通过对仪仗的材质、工艺、保存状况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更

加深入地了解文物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从而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

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经验和方法对于现代文物研究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有助于推动文物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

清代皇家仪仗的研究对现代礼仪与文物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通过借鉴其元素和理念，我们可以更好地完善和发展现代礼仪通

过深入研究其文化内涵和精髓，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传统礼仪

文化通过借鉴其研究经验和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和利用珍贵的

文物资源。这些启示将有助于推动现代礼仪与文物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帮助。

参考资料：

圆明园，中国清代大型皇家园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西路 28

号，占地 350多公顷，其中水面面积约 140公顷，由圆明园、绮春园、

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圆

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

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一座博物馆。



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圆明园开始兴建。清雍正二年（1724

年），圆明园的扩建工程正式开始。乾隆帝继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

了园林的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1860年，英法侵略者纵火焚烧圆

明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

被烧。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圆明园的

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清朝灭亡后，圆明园的遗物又长期遭

到官僚、军阀、奸商巧取豪夺。建国后，中国政府对圆明园开始了保

护整修工作。

圆明园大量仿建了中国各地特别是江南的许多名园胜景，其主要

建筑类型包括殿、堂、亭、台、楼、阁、榭、廊、轩、斋、房、舫、

馆、厅、桥、闸、墙、塔，以及寺庙、道观、村居、街市等；建筑平

面布局共有 38种。圆明园的园林造景多以水为主题，部分建筑包含

大量宗教元素。

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

1月 13日，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之一。 2019年 12月 31日，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景区被文化和旅

游部评定为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

明万历年间，皇亲武清侯李伟在这里大兴土木，首先建造了号称

“京国第一名园”的清华园（故址在北京大学西墙外）。嗣后米万钟



又在清华园东墙外导引湖水，辟治了“勺园”，取“海淀一勺”的意

思。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

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爱新觉罗·胤禛。



清雍正二年（1724年），圆明园的扩建工程正式开始。同年正

月，雍正帝奏准由内务府派员前往热河围场一带采伐林木。自此之后，

凡大内、西苑及三山五园营建所用木料，大部分来自围场。

清雍正三年（1725年）7月，内务府再委派商人于长生采办圆明

园所需石料。雍正帝有朱批云：“于长生备石之事稍有耽搁，即将其

议罪。”可以看出他建园的急迫心情。

清雍正时期的圆明园扩建工程大体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将中

轴线向南延伸，在赐园的南面修建宫廷区，严格仿照紫禁城中轴对称

的形式，包括新辟的大宫门，还有左右外朝房和内阁各府各衙门的值

房，这里日后成为皇帝在圆明园主政的主要建筑群。第二部分，将原

赐园向北、东、西三面拓展，构建曲水岛渚，增设亭榭楼阁，这部分

构成了后来乾隆帝御题“四十景”的主体（其中至少有三十三景于雍

正在位期间完工）。第三部分，修建福海及其周围配置的建筑组群。

扩建后的圆明园，占地面积达到 3000亩左右。每个景区内，既有庄

严宏伟的宫殿，也有使人感觉轻松灵巧的楼阁亭台与回廊曲桥，假山、

湖泊以及蜿蜒的河流点缀其中。在雍正时期，圆明园的格局基本形成。

清嘉庆年间，主要对绮春园（万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

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



清道光帝时，国事日衰，财力不足，但宁撤万寿、香山、玉泉

“三山”的陈设，罢热河避暑与木兰狩猎，仍不放弃圆明三园的改建

和装饰。

乾隆帝继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的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

并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

园）。这三座园林，均属于圆明园管理大臣管理，称圆明三园。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归并熙春园，俗称东园，也就是

清华园。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又归并春和园（康雍年间为康熙

第十三子胤祥的赐邸花园，园名交辉），改名绮春园，俗称南园。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再归并淑春园，不久改名春熙院，

也就是燕园。

清康熙时期，绮春园的前身——萼辉园开始修建。关于萼辉园的

详细修建时间，并未见有史料记载，但有学者根据康熙所作《萼辉园

记》推测，其始建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春和园归入圆明园，正式定名为

“绮春园”。那时的范围尚不包括其西北部。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绮春园添建宫门和朝房，并开始

整修公主寝宫。



清嘉庆五年（1800年），消耗盐政中的 10万两白银用于绮春园

的扩建工程。

清嘉庆六年（1801年），于西爽村内开辟含晖园，并赐予庄敬

和硕公主，直到公主逝世，将此园缴回，并改称“南园”（即绮春园

西南隅部分）。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绮春园宫门建成，因它比圆明园大

宫门和长春园二宫门晚建半个多世纪，亦称“新宫门”，一直沿用下

来。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养雀笼、海晏堂、方外观、大水

法建成。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样式雷奉敕仿宁波天一阁营造皇

家藏书楼四库七阁。

清咸丰十年（1860年），文源阁及其庋藏图书在英法联军火烧

圆明园的浩劫中被焚殆尽。

清咸丰六年（1856年）10月，英国和法国在沙皇俄国和美国的

支持配合下，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咸丰十年（1860年）10月 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

直扑圆明园，当时，僧格林沁、瑞麟残部在城北一带稍事抵抗，即行

逃散。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傍晚，侵略军闯入圆明园大宫

门。次日，军官和士兵就进行抢劫和破坏。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

议和条件，英法联军洗劫两天后，向城内开进。同年 10月 7日，英

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后，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予

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英法侵略

军入园的第二天，军官和士兵们冲上前去抢劫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化

艺术珍品。同年 10月 18日，数千名英国骑兵奉命到圆明园放火。圆

明园以及位于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

等处的宫殿、文物，全部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英法侵略者纵火焚烧圆明园。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万寿山清漪

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遭到焚毁。圆明园及附近

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

同治年间，同治帝准备修复圆明园，供慈禧太后居住，曾试图择

要重修。当时拟修范围为 20余处共 3000多间殿宇，主要集中在圆明

园前朝区、后湖区和西部、北部一带，以及万春园宫门区、敷春堂口

清夏堂等处。但开工不到 10个月因财力枯竭被迫停修。此后，慈禧

太后虽然修了颐和园，但并未修复圆明园。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诸园再

遭劫掠。清政府对圆明园已完全失去控制，土匪地痞即趁火打劫，土

匪地痞们已不再满足于抢劫财富，他们把园内火劫之余的建筑、木桥

的柱子、桩子锯断，用大绳拉倒，园内大小树木也被滥伐殆尽。当时

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而园内则炭厂林立，树枝、树根全被烧成木

炭。圆明园的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

清宣统末年，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昔日的皇家园林

麦垅相望。

清宣统二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10年至 1937年），长春园门铜

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被移往颐和园；安佑宫华表、

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源阁碑被分

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

民国四年（1915年），兰亭碑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移往

中山公园；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基座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西洋楼

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

地改刻为其他石料。徐世昌拆走圆明园属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王

怀庆拆毁园中安佑宫大墙及西洋楼石料。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

将士碑。溥仪时期的档案留下了不少记录：“军人押车每日 10余大



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

多。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为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

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

断续续拉了 20多年。后人称此为圆明园火劫之后的“石劫”。



至此，圆明园已经过了火劫、木劫和石劫，圆明园建筑、林木、

砖石皆已荡然无存。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以后的日本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

于是奖励开荒。从这时起，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圆明

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 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面目全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圆明园遗

址的保护，先后将其列为公园用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征收了园内

旱地，进行了大规模植树绿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址虽然遭到

过一些破坏，但它毕竟被保住了：整个圆明园的水系山形和万园之园

的园林格局依然存在，近半数的土地成为绿化地带。十几万株树木蔚

然成林，多数建筑基址尚可找到，数十处假山叠石仍然可见，西洋楼

遗址的石雕残迹颇引人注目。

1956年 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批准：市园林局在圆明园

内荒地进行绿化，用地 18公顷。

1959年 12月，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划定圆明园的绿化用地设计范

围为 5公顷。

1960年 3月 11日，海淀区人民委员会公布海淀区第一批古建文

物保护名单，圆明园西洋楼残存石雕及散失在朗润园的五块刻石列于

其中。同年 5月，市园林局完成征用园内农业用地 1069亩。



1962年 5月，根据支援农业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决定将

圆明园已征用的土地和地上苗木移交海淀区管理。同年 6月，市园林

局与海淀区签订移交协议，计交地 1809亩、树木 72万余株。颐和园

代管之苇塘等不作移交。移交后，区人委责成区农林局将圆明园绿地

交海淀公社西苑大队管理。

1964年 10月，海淀区成立专业绿化队，圆明园遗址交区绿化队

管理。

1973年，海淀区革委会在圆明园遗址召开现场会，明确规定不

许擅自砍伐园内树木、不许挖山取土、不许挖掘砖石和随便建房。

1977年 10月，圆明园管理处职工用一架绞盘，将观水法的五块

石雕巨屏和两件汉白玉方塔吊运回园内并归安于原位。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

确把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同年，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了长

春园的东北南三面 2300米虎皮石围墙。

1984年 9月，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乡园内农民实现了联合，采

取民办公助形式，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发建设遗址公园。从

而使遗址保护整修工作迈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同年 12月 1日，首

期工程——整修福海破土动工。



1985年，孟冬接着整修绮春园山形水系，至次年初夏完成。这

两期工程均以挖湖补山为主，并修建园路桥涵和园林服务设施，清整

古建基址，进行绿化美化。两年动土方 40万立方米，使 110公顷范

围的山形水系基本恢复原貌，其中水面 55公顷。福海中心蓬岛瑶台

东岛的“瀛海仙山”亭和西岛庭院，绮春园的新宫门，以及西洋楼的

欧式迷宫（万花阵），均已在原址按照原样修复。

1990 年 4 月 16 日，根据市人民政府京政地字 159 号文件精神，

圆明园管理处征地 3000亩，农转非人数为 1528人，安置农转工 708

人，并于 4月 16日到管理处报到上班。

1994年 5月 22日，圆明园盛时微缩模型展室正式对外开放；同

年 8月 18日，在市文物局考古所的指导下，开始对藻园景区进行遗

址发掘清理工作；同年 10月至 12月，圆明园藻园景区内的 35户居

民迁出。

1997年 10月 5日—1998年 3月 12日，福海清淤及整修一期工

程完成。

1998年 4月 1日—5月 31日，福缘门至圆明园长春园宫门污水

管线工程竣工。

1999年 4月 27日，成立圆明园消费者投诉站；同年 11月 10日，

圆明园内住户搬迁工作正式启动。



2001年 4月，圆明园管理处委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圆明园内

含经堂遗址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古发掘，至 11月 17日发掘展陈工作告

一段落，共发掘遗址面积近 15000平方米；同年 9月 28日—11月 10

日考古发掘现场对游人开放；同年年底，圆明园围墙复建工程年内完

成 2816延长米，初步形成圆明三园的整体保护格局和基本框架。

2002年 12月 13日，在圆明园管理处多功能厅举行了圆明园正

觉寺修缮工程招投标会。同年 12月 15日，圆明园残存的古建筑正觉

寺的修缮工程开工。

2008年 6月 13日，长春园宫门及东、西朝房复建工程开始施工；

同年 6月 15日，正觉寺遗址围墙开始进行整修；同年 7月 29日，圆

明园九州景区向社会试开放。

2009年 11月 4日，圆明园遗址公园国家 4A级景区揭牌仪式在

南门广场举行。

2010年 9月 23日，正觉寺复建工程（本体部分）完成主体建筑。

2011年 4月 25日，三园交界展览馆改造工程完工，并于 5月 1

日对游客开放；同年 7月 6日，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的古建筑

群——正觉寺，经过 9年修缮、复建完工，向公众试开放；同年 11

月 10日，圆明园顺利通过海淀区旅游局进行的 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复核检查。



2014年 2月，武陵春色桃花洞遗址抢险与维护工程开工，并于 5

月份竣工；同年 4月 22日，圆明园九州清晏景区遗址桥修复工程完

成竣工验收，此项工程于当年 2月份开工建设；同年 5月 12日，圆

明园正觉寺福海周边等重点景区监控工程开工，并于 12月 23日竣工；

同年 6月 13日，圆明园澹怀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同

年 6月 20日，圆明园正觉寺福海等重点景区夜景照明工程开工，并

于 12月 23日竣工；同年 9月 15日，圆明园鉴碧亭修缮工程开工，

并于 12月竣工；同年 9月 18日，圆明园东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开工，

并于 12月 23日竣工；同年 10月 8日，绮春园宫门修缮工程开工，

并于 12月竣工。

2015年 25日，圆明园管理处南侧卫生间改造工程竣工验收；同

年 12月 1日，圆明园文物区防护栏项目竣工。该工程于 10月 8日开

工。完成了多稼如云北侧基础及护栏、西部景区管理部基础、升平署

南围墙、绮春园东围墙修补；绮春园东围墙防护网、狮子林残桥围栏

基础、东门狮子围栏、黄花阵北围墙、西部景区北墙防护网；西部景

区管理部铁艺围栏、狮子林残桥石材安装；管理处西门残桥玻璃围栏

安装、狮子林残桥玻璃安装；同年 12月 4日，圆明园九州景区碧澜

桥复建工程竣工。



2016年 3月 8日，圆明园管理处 2016年第四次党政联席会研究

决定，成立圆明园档案馆；同年 4月 1日，圆明园碧澜桥玻璃栏板工

程竣工。同年 4月，对万方安和遗址进行清理、展示；同年 8月 10

日，圆明园廓然大公遗址完成水生态修复。通过在湖区构建“沉水植

物—水生动物—微生物群落”共生系统，实现水体富营养物质资源化

和水质净化；同年 12月 19日，圆明园遗址（黄花阵）维修工程竣工，

主要施工内容为场地铺装调整、阵墙维修、中心亭表面清洗及局部维

修、局部环境整治。施工范围包括整个黄花阵景区及其周边环境整治，

西至长春园西宫墙、东至现状园区道路、南至现状黄花阵南侧黑色围

栏、北至现状自然山体，南北长 188米，东西宽 86米，占地约 6万

平方米。

2017年 6月 12日，圆明园遗址（大宫门、绮春园、方壶胜境部

分）安防工程结束；同年 8月 4日，长春园宫门区域基础设施提升项

目——排水系统修缮工程竣工，工程内容包括：内外广场原广场砖拆

除、土方开挖；内外广场排水沟基础、外墙、回填土及雨水篦子施工；

内外广场雨水管道基础、预埋双壁波纹管、土方回填；1号地及 2号

地北侧预埋铸铁排水管道施工；内外广场恢复原广场砖；同年 12月

9日，圆明园含碧楼台明归砌工程竣工。

2022年 6月，北京市海淀区将完成圆明园片区水网循环系统建



设，与此前已完成的玉泉山片区相连。三山五园地区完整的水系格局

将基本建成。



圆明园占地 350多公顷，其中水面面积约 140公顷，圆明园的陆

上建筑面积比故宫还多 1万平方米，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总

面积等于 5个紫禁城。绮春园位于圆明园的东南侧，是由若干个小型

园林组合而成，占地约 5370平方米；圆明园西洋楼景区占地约 3公

顷，位于长春园以北，约占圆明三园总面积的 5%；文源阁东西宽约 60

米，南北长约 90米，占地 54公顷。

圆明园周围连绵 10公里，由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组成，而

以圆明园最大，故统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还有许多属园，分

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

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等，全园面

积合计 5000多亩。

圆明园的位置在挂甲屯的北面，距畅春园约一里多路，即今北京

大学的北边，清华大学以西。康熙时的圆明园，里面有前湖、后湖等，

其内建有“牡丹台”“天然图画”等园景。当时圆明园还是一座藩赐

园，规模不能超过皇帝的畅春园，所以建景不多，名声也不大。可后

来随着乾隆皇帝的登基，清王朝的盛世的到来，在其多年陆续扩建中，

终于成为中国最宏伟的皇家园林。



圆明园的总设计师名叫雷金玉，他是在修建紫禁城时被康熙看中，

但在实际建造中大多还是皇帝的看法，不论是康熙、雍正还是乾隆都

亲自指导。并创造了“烫样”的模型方法，在咸丰年间损毁。

圆明园有个较为显著特点，即大量仿建了中国各地特别是江南的

许多名园胜景。

乾隆皇帝弘历曾六次南巡江浙，多次西巡五台，东巡岱岳，巡游

热河、盛京（即沈阳）和盘山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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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

全统计，圆明园的园林风景，有直接摹本的不下四五十处。杭州西湖

十景，连名称也一字不改地在园内全部仿建。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皇帝南巡时曾以海宁的陈氏

隅园作为行馆，并赐名“安澜园”。乾隆皇帝很喜欢该园结构佳妙，

回京后就在圆明园四宜书屋左右，仿其位置进行改建和增建。园成之

后，也题名叫“安澜园”，当时仿建的另外三处名园，都在长春园内。

一处是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思永斋东院，仿照杭州西湖

汪氏园而建的小有天园；一处是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仿照

江宁（即南京）瞻园而建的如园；一处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仿照苏州著名园林而建的狮子林。如园和狮子林，都分别有 16个以

上风景点。



圆明园的主要建筑类型包括殿、堂、亭、台、楼、阁、榭、廊、

轩、斋、房、舫、馆、厅、桥、闸、墙、塔，以及寺庙、道观、村居、

街市等，应有尽有。其盛时的建筑样式，也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

可能出现的一切平面布局和造型式样：既有常见的单檐卷棚灰筒瓦屋

面；又有宫殿式重檐琉璃彩瓦覆顶；既有一进两厢、二进四厢的规整

院落，又有灵活多变的建筑组群。

圆明园的建筑平面布局共有 38种之多，除常见的矩形、方形、

圆形、工字、凹凸字、六角、八角外，还有很多独特新颖的平面形式，

如眉月形、卍字形、书卷形、十字形、田字形、曲尺形、梅花形、三

角形、扇面形，乃至套环、方胜等。

圆明三园共有一百余处园中园和风景建筑群，即通常所说的一百

景。集殿堂、楼阁、亭台、轩榭、馆斋、廊庑等各种园林建筑，共约

16万平方米。园内的建筑物，既吸取了历代宫殿式建筑的优点，又

在平面配置、外观造型、群体组合诸多方面突破了官式规范的束缚，

广征博采，形式多样。创造出许多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较为罕见的建

筑形式，如字轩、眉月轩、田字殿、还有扇面形、弓面形、圆镜形、

工字形、山字形、十字形、方胜形、书卷形等。加之在园林布局上，

因景随势，千姿百态；园中各景又环环相套，层层进深，形成了丰富

多彩、自然和谐的整体美。



圆明园的园林造景多以水为主题，因水成趣，其中不少是直接吸

取江南著名水景的意趣。圆明园后湖景区，环绕后湖构筑九个小岛，

是中国疆域《禹贡》“九州”之象征。各个岛上建置的小园或风景群，

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借成景。北岸的上下天光，颇有登岳阳楼一览

洞庭湖之胜概。西岸的坦坦荡荡，酷似杭州玉泉观鱼，俗称金鱼池。

圆明园西部的万方安和，房屋建于湖中，形作卍字，冬暖夏凉，

遥望彼岸奇花缬若绮绣。雍正皇帝喜欢在此居住。圆明园北部的水木

明瑟，用泰西（西泽）水法引水入室，转动风扇，“林瑟瑟，水泠泠，

溪风群籁动，山鸟一声鸣”。乾隆皇帝喜欢在此消暑。长春园西湖中

的海岳开襟，在白玉石圆形巨台上建有三层殿宇。

福海之中的蓬莱瑶台，取材于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原名蓬莱洲。

雍正皇帝让工匠在圆明园的东湖之中用嶙峋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象

征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岛上建有殿阁亭台，“望

之若金堂五所。玉楼十二”，并按“徐福海中求”的寓意，把东湖命

名为“福海”。在福海四岸另外还建有十多处园林佳景。福海，东西、

南北各宽五六百米，加上四周小水域，共约 35公顷，相当于北海公

园的水面。这里水面开阔，景色秀丽，每于端午佳节，在此举行大型

龙舟竞渡活动。七月十五日夜，清帝于此观赏河灯。冬日结冰后，皇

帝乘坐冰床在福海赏游。福海实际上是圆明园的水上娱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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