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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于圆明园遗址第三个十年

汪 之 力

　　自从社会各界提出“保护、整修与利用圆明园遗址”的

倡议后, 圆明园遗址业已经过两个十年, 对于这个倡议的实

践我们已经取得许多正面与反面的经验教训, 现在让我们充

满希望地来迎接它的第三个十年。

140 年前, 这个清朝盛时五代皇帝经常居住和临朝听政

的夏宫, 不但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 而且是继承中国园林

优秀传统在造园艺术上有卓越成就的大型皇家园林。当圆明

园的风景传到欧洲时, 曾被誉为万园之园。著名思想家卢梭

就说, 他死后希望埋在自然风致的中国园林中。此外, 乾隆

又修了西洋楼, 再次体现出中国之善于吸收外来文化, 实现

了中西的文化交流。1860 年圆明园被雨果称为两个强盗的

英法联军在大肆抢掠之后, 放火烧个净光, 造成毁灭人类珍

贵文物最野蛮无耻的罪行。以后, 在清朝没落和军阀混战时

期, 圆明园遗址无人管理又连遭所谓木劫、石劫、土劫, 完

全成为垃圾遍地的一片废墟。

80 年代初, 保护整修与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由学术

界提出后, 经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社会名流及各界群众的

赞助和媒体的宣传, 立即在国内外的引起巨大反响。随后, 圆

明园学会又广泛收集圆明园的历史资料, 出版学刊; 召开学

术会议及周年纪念会, 进行宣传活动; 制订整修圆明园遗址

的总体规划与景点的复原设计; 更接待法国专家代表团共同

进行学术研究。国务院先是批准北京市总体规划中规定圆明

园及其周围的范围, 相继又批准圆明园遗址为国家文物保护

单位。北京市政府成立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市区政

府拨款及海淀区内的集资捐助, 共筹得资金 1675 万。除 450

万用于搬迁宫门村百户农民外, 其余用于重建东部围墙, 万

花阵, 万春园大、二宫门, 蓬岛瑶台部分建筑和恢复福海及

万春园水面、山形、桥梁、道路, 清整周围遗址, 植树及建

立展室。1988 年遗址公园正式开放, 每年游人多达 200 万左

右。整修工作所以能够如此节约、迅速而有效, 主要由于管

理部门和驻园农民采取组织联营公司共同建设的方针, 农民

无偿交出土地, 部分转为园林工人, 部分在园内养鱼、养鸡

仍保持集体所有制。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遗址经营商业化的思想开始发展。

市区政府着眼于圆明园西南山高水长 200 亩原为骑射及放

烟火的空地。先提出在该处修 20 幢别墅, 经学会提出意见后

改在万春园边缘地区。以后再计划修建 1ö10 的全园缩微景

观, 占用山高水长周围更大范围, 进行单独经营, 预计可获

极大利润。当这个方案模型交付国家文物局审查时, 在专家

会议上引起普遍而激烈的反对, 认为这是对遗址的最大破

坏。但北京市政府仍然坚持实施, 并为吸引外面投资而自己

先行投入大量资金, 以平整土地、发掘遗址、搬迁农户。报

载 1994 年 4、8、11 月, 当时市委书记陈希同三次发表谈话,

一定要完成缩微景观。12 月, 我在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上,

再度提出这个缩微方案不仅严重破坏遗址, 而且资金、建造、

维护、游览均存在问题, 难于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但会后,

市区仍然继续投入资金。并动用曾宪梓捐助的 800 万重修西

部围墙专款, 从里面增修一道围墙把缩微景区拟占的遗址圈

了出去。不过政府虽决心修建, 但外部接洽的资方已更换三

家, 投资迄未落实。报纸虽三番五次发表签约和开工消息, 结

果都成为空谈。1995 年, 中央批准陈希同辞职后, 12 月我在

《北京晚报》著文, 要求圆明园停止缩微景区活动, 遗址公园

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给报社回信称: 缩微景区计划已经撤消。

当缩微景观积极进行时, 圆明园经营商业化、游乐化亦

多方面展开。区里利用圆明园周围土地, 成立圆明园房地产

开发公司。在圆明园内部随意打通水面。修建牌楼、店铺及

行政用房; 而且在遗址中搞锣鼓喧天抬花轿, 照皇帝皇后像,

设水上火车、森林狩猎、神奇岛小动物园和射击场等等。同

时, 还有许多外来人员私自迁入, 搭盖住房, 以致垃圾遍地,

污水横流, 极大破坏园内环境。因而引起众多游人不满, 纷

纷在报上提出批评。如《人民日报》费伟伟提出“遗址公园

何必图热闹”; 《中国青年报》贾敬韩提出“要公园还得要遗

址, 要效益还得要历史。”《广播电视报》赵林冬说“这种商

业味儿和遗址特有的历史沧桑感是那么格格不入, 就像巴黎

圣母院开了卡拉O K 厅一样的不可思议。”随后几年社会各

界又引起遗址能否复建的争论。1990～ 1999 年 10 年中, 圆明

园管理部门曾挖开长春园的水面, 清理了西洋楼的遗址, 恢

复了西部 70% 的围墙, 连同缩微景区及其它各种工程, 总计

开支 100524 万元, 为 80 年代的 6 倍。学会在政府大搞缩微

景区的时期基本停止了各种活动。

1999 年秋, 在北京市新的领导班子领导下, 由副市长汪

光焘主持, 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市规划局制定的圆明园遗址公

园总体规划, 2000 年春再度开会议审议。8 月市政府办公会

议最后审查通过, 相继国家文物局也回函同意。这个规划重

申圆明园遗址过去规划的原则, 严厉批评建设中的商业化、

游乐化现象, 决定恢复全园的山形、水系及植物配置, 保留

大部分遗址被毁面貌, 必要复原的建筑物限定在 10% 以内。

市政府为实施规划, 同时决定拨款 2～ 3 亿, 于今年将在园农

民一律迁走, 住房一律拆除; 明年将驻园单位一律撤出。然

后按规划逐步进行建设。这样圆明园遗址的建设将进入新阶

段。为了圆满实现从前社会各界提出的倡议, 为了圆满实现

市府制定的总体规划, 我根据 20 年来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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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下的几点建议:

(1) 强调圆明园遗址是有重大历史文化意义的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它曾是清朝盛时政治文化中心, 是继承中华园林

优秀传统的大型皇家园林。它被英法联军劫掠焚烧是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野蛮毁灭人类文明最生动有力的见证。因此遗

址公园必须充分表现它的特点, 绝不能成为一般公园, 更不

能办成游乐园。遗址公园的环境与气氛应该是富于历史文化

的、接近自然的、宁静肃穆的、令人沉思而发愤图强的并与

世界人民相互友好的。

(2) 按照原貌, 细致而慎重地恢复全园的山形、水系及

植物配置。恢复原有的自然景观。先把遗址公园办成优美的

自然风景园林游览场所。

(3) 清除所有遗址上面的垃圾, 然后根据各个遗址的具

体情况, 决定是否按照科学程序挖出建筑基址, 是否设立原

有建筑的图片。遗址周围的散落建筑构件, 应收集在遗址周

围加以整理。有些石构件较多如西洋楼各景点经适当整理

后, 应尽量表现帝国主义者破坏的惨状和周围优美自然风景

形成的对比。

(4) 规划允许遗址内恢复的建筑物, 都必须在原来位置

按原样复原, 内部可以按照现代功能需要加以布置, 但外观

必须保持历史的原有景观。

(5) 园外规划用地, 应以绿化为主, 然后适当安排行政

及文化、生活服务用房。这些房屋应限于低层并使外观与园

内建筑协调。所有园内外建筑的规划及复原都必须有正式设

计, 并经过学术界的讨论及市政府与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6) 园内复原的建筑 (包括园外) 除满足管理及风景点

缀外, 可考虑以下用途: 11 圆明园史料及失散文物展览。21
建立国耻馆。31 与故宫合作办清代历史文物展览。41 与建

设、园林部门合作办中国传统风景、园林展览。51 举办国际

文化交流中心。

(7) 恢复及加强圆明园学会活动, 继续收集资料, 出版

学术刊物, 协助规划设计, 进行学术研究, 开展宣传活动, 加

强国际合作。逐步开展圆明园失散文物的调查和回收工作。

写于圆明园罹劫 140 周年纪念日

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收稿时间: 200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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