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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2010_c34_635239.htm 北海 第一节 历史沿革 一、金

代大宁宫 北海地区位于金中都城的东北郊，当时在这里修建

了大宁宫，其范围包括今北海、中南海及东西两岸的大部分

地区。大宁宫的太液池两岸宫殿林立，琼华岛上建有广寒殿

，且周围遍植花木，金章宗美其名为“琼岛春阴”。 金代末

年，蒙古军队攻取金中都前，先攻占了大宁宫，使这里受到

一定程度的破坏，后成吉思汗将琼华岛赐给邱处机辟为道院

，改名万安宫。 二、元代万岁山御苑 金中都在战乱中变成了

一片瓦砾荒墟，元世祖忽必烈以琼华岛为中心营建元大都城

，并将琼华岛改名为“万岁山”(或称“万寿山”)。万岁山

御苑位于大内皇宫的西侧，它沿袭了大宁宫“一池三山”的

传统格局，即太液池、万岁山(今琼华岛)、圆坻(今团城)、犀

山台，规模大大超过了金代，使金代都城外的离宫成为元代

皇城内的御苑。 三、明代西苑 明代在营建北京城过程中，对

万岁山御苑进行修葺和扩建：扩展南海湖泊.建金鳌玉蛛桥使

团城与太液池西岸相连.将团城与太液池东岸之间的水面填平

为陆地，形成今日团城“半岛”的格局.拓建太液池东岸与北

岸，增建大量殿宇亭台.称这一带叫“西苑”，为如今北海景

观奠定了基础。 四、清代北海 清代西苑，仍是皇家内苑，称

之为“西苑三海”。清初顺治皇帝在万岁山顶的广寒殿旧基

上建造了藏式白塔，塔下南坡修建了白塔寺(今普安殿院落)

，万岁山也因此改称为“白塔山”。乾隆年间，对北海进行

了长达38年的扩建。新增各式建筑和景观100多处，将东围墙



和北围墙向外扩展，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布局、苑界，北海

的发展达到顶峰。 光绪年间大规模地修葺北海，从光绪十一

年(1885)开工，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

了北京才停止。此次工程不仅把原有建置修葺一新，而且还

新增了许多建筑，最著名的就是铺设了从中海瀛秀园到北海

静心斋的西苑小铁路。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在北

海内驻军，对园内珍贵陈设进行了掠夺。慈禧太后回京后，

对北海又进行了修葺。1912年清帝逊位，第二年清皇室将“

西苑三海”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北海从此结束了皇家御苑的

历史。 五、今日北海公园 1949年2月北海公园对社会开

放.1955年9月团城正式对外开放.1957年北海和团城被公布为北

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国务院又将北海和团城

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5年，遵照周总理

提出的将北海和团城连起来的建议，将敬跻堂明间改为穿堂

门，并在团城正北面增加一座抄手台阶，由团城便可直接下

到北海，为游客提供了方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