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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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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沿革
金明时期

选址造园

鼎盛时期

破坏与重建



颐和景观
➢万寿山西部景区

➢万寿山点景区

➢万寿山前山景区

➢昆明湖区

➢万寿山后湖景区

➢万寿山后山景区

➢长廊一线风景区

➢宫廷与生活区



万寿山西部景区
宿云檐城关
◦ 始建于乾隆年间，又称贝阙。城上原有楼，内供关羽银铸塑像，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联军掠走。光

绪年间重修颐和园时改为亭式建筑，内供关帝牌位。



万寿山点景区
画中游
◦ 始建于乾隆年间，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年间重建，是万寿山西部重要的点景建筑，

中为八角两层楼阁，东西配置两亭两楼，后有白石牌坊和一座三间小殿，各有爬山廊沟通。由于
建筑倚山而筑，视野开阔，循廊观景，仿佛置身画中，故名“画中游”。



万寿山前山景区
佛香阁 五方阁



昆明湖区
十七孔桥
◦ 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东接东堤，西连南湖岛，全长一百五十多米，是我国皇家园林

中现存的最长的桥，因有十七个桥券洞而得名。桥头及桥栏望柱上雕有五百多只形态各异的石狮。
桥栏的两端有四只石雕的异兽，威猛雄健，当属清代石雕艺术品中的杰作。



昆明湖区
西堤
◦ 西堤是仿杭州西湖苏堤而建，从北向南依次筑有界湖桥、豳风桥、玉带桥、镜桥、练桥、柳桥六

座式样各异的桥亭，称为“西堤六桥”；

◦ 在柳桥和练桥之间为取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之句命名的景明楼。

◦ 沿堤遍植桃柳，春来柳绿桃红，有“北国江南”之称。



万寿山后湖景区
苏州街
◦ 原称买卖街，乾隆时仿江南水乡而建，是专供清代帝后逛市游览的的一条水街，一八六〇被英法

联军焚毁，一九九〇年在遗址上复建。街全长三百余米，以水当街，以岸作市，沿岸设有茶馆、
酒楼、药房、钱庄、帽店、手饰铺、点心铺等六十多个铺面，集中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国江南的商
业文化氛围。



万寿山后山景区
谐趣园
◦ 乾隆十六年（1751）仿江南名园无锡惠山的寄畅园而建，取名惠山园。嘉庆十六年（1811）重

修，改名谐趣园。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十八年（1892）重建。方塘数亩，沿池建
有楼、亭、堂、斋、桥、榭等园林建筑，并由三步一回，五步一折的百间游廊相连接，错落相间，
步步有景，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园中之园”。



长廊一线风景区
长廊
◦ 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后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十二年（1886）重建。长廊东起邀月门，

西至石丈亭，共二百七十三间，全长七百二十八米，枋梁上还绘有人物、山水、花鸟等各种彩画
八千多幅，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长廊中间建有留佳、寄澜、秋水、清遥四座八角重檐
的亭子，依山临水，以排云殿为中心，向东西两边对称地展开，将分布在万寿山前的建筑连成一
气。



宫廷与生活区
文昌阁
◦ 颐和园内六座城关(紫气东来城关、宿云檐城关、寅辉城关、通云城关、千峰彩翠城关、文昌阁

城关)建筑中最大的一座，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时重
建。主阁两层，内供铜铸文昌帝君和仙童、铜特。文昌阁与昆明湖西供武圣的宿云檐象征“文武
辅弼”。



宫廷与生活区
德和园
◦ 位于仁寿殿北侧，兴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历时五年建成，是专供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

其主要建筑为大戏楼、颐乐殿和庆善堂。园内的三层戏台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
古戏台，其建筑设计精巧、气势宏伟，极富科学和艺术价值。

◦ 游客在园中可以直观地感受慈禧当年看戏的场景，并可目睹到大量珍贵的帝后生活用品及外国馈
赠清室的礼物。



宫廷与生活区
知春亭
◦ 建于昆明湖东岸边、玉澜堂前的小岛上，北有山为屏，南面朝阳，得春较早，因此为名。此处是

饱览万寿山、昆明湖全景和玉泉山、西山借景最好的观景点。



园藏精品
历史沉浮

文物分类
◦ 玉器

◦ 青铜器

◦ 瓷器

◦ 家具

◦ 杂项

◦ 露天陈设



公园管理

1 科研科技

2 遗产保护

3 组织机构

➢基层服务队

➢管理处机关



科研科技

课题名称 主持单位 课题名称 主持单位

颐和园建筑彩画历史信息的研究与保

护
颐和园设计室

中关村海淀科学城建设中的世界遗产——

颐和园保护问题研究
颐和园供配电及煤改电工程

城市绿地地被植物开发应用 颐和园管理处 古柳新型树体保护和修补技术 颐和园园林部

特殊条件下大规格苗木栽植及养护技

术的探讨
颐和园园林部 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保护的研究 颐和园文物部

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与听鹂馆戏台声

学测量及分析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颐和园文物部 皇家园林建筑装饰纹样的研究 颐和园

颐和园冷季型草坪建植管理模式研究 颐和园 关于恢复清漪园时期绿化布局的探讨 颐和园

关于古树濒危原因的初探 颐和园
颐和园计算机网络与图文信息管理系统的

研究
颐和园办公室

北京地区桂花露地越冬的研究 颐和园园林部
以昆明湖底沉积物探讨北京西山地区气候

变化和环境变迁
中国地矿部、颐和园管理处



遗产保护
◦ 颐和园于1987年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 1998年12月2日，颐和园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美的自然环境景观，卓越的保护管理工作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誉为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



组织机构

基层服务队

游船队 殿堂队

园务队 基建队

后勤队 园艺队

旅游服务队 西区管理队

苏州街队 护园队

社区管理队 文昌院队

园艺研究所 导游服务中心

综合管理督察队 颐和园商店

听鹂馆队 耕织图队

管理处机关

党委工作部 工会共青团

办公室 文物管理部

研究室 园林部

财务部 建设部

管理经营部 劳动部

保卫部 宣教中心

遗产监测中心



颐和美图



旅游信息
旺季：4月1日至10月31日
◦ 大门开放时间：6:30—18:00

◦ 园中园开放时间：8:30—17:00

◦ 静园时间：20:00

淡季：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
◦ 大门开放时间：7:00—17:00

◦ 园中园开放时间：9:00—16:00

◦ 静园时间：1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