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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内规模宏大的清音阁建筑
群，在1945年冬季毁于一场大火。和永
佑寺建筑群一样，作为避暑山庄内最重要
的遗址区域之一，清音阁建筑群也通过数
字化复原得以再现。

清音阁建筑群位于避暑山庄宫殿区，
始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是皇帝理
政、宴客、听戏之所，主要由卷阿胜境殿、
勤政殿、福寿园、清音阁、前殿、门殿、德汇
门组成七进的中路院落，尤以清音阁最具
特色。

戏曲文化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清宫戏
台的发展。清音阁，作为中国建筑史上
为数不多的三层戏楼，与北京故宫畅音
阁戏楼、颐和园德和园戏楼、圆明园同乐
园戏楼，一同被誉为清代“崇台三层”四
大戏楼。

从外观看，清音阁大戏楼是一座三层
卷棚歇山顶建筑，地上三层每层都设舞
台，可以同时演戏。地下还有一层，合起
来应为四层。戏台面北，其南有五间扮戏
楼，其北是观戏楼，主殿为福寿园，观戏楼
两侧环绕着二层廊庑，同样作为观戏之
用。也就是说，清音阁戏楼被以上各建筑
紧密围合起来。清音阁的平面为三间，面
积为 241.3平方米，一二层面积相同，三
层略收小，近似于方形，阁高约26米。

三层的清音阁戏台大大丰富了演出
空间，为清宫演剧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可能

性。周围二层的看戏楼和看戏廊为帝王、
官员、使臣观戏提供了舒适、有序的位
置。南侧合间与前殿相连，又紧邻门殿，
提供了充足的房间存储布景道具。

赵翼在《檐曝杂记》记有乾隆时内府
戏班演剧情况，称东宫福寿园大戏台“阔
九筵，凡三层”。一筵为9尺，可见戏台的
规模。

其中还记述了演出场面的宏大，演出
内容的精彩。

“有时神鬼毕集，而具千百，无一相肖
者。神仙将出，先有道童十二三者作队出
场；继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者，每队各数
十人，长短一律，无分寸差。”

“又按六十甲子扮寿星六十人，后增
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来庆贺，携带
道童不计其数。至唐玄奘雷音寺取经之
日，如来上殿，迦叶、罗汉、辟支、声
闻，高下分九层，列坐几千人，而台仍
绰有余地。”

卷阿胜境殿，位于清音阁建筑群最北
侧，是皇帝、太后宴请、赏赐宾客之所，常
在此处会见各地王公大臣。这一活动与
赏戏紧密联系，动线连贯，为藩王使者来
朝提供了连贯的空间序列。

整个清音阁建筑群见证了晚清戏曲
艺术的辉煌，同时也整合了演出、观看的
全部流程体验，是传统戏曲艺术舞台的
高峰之作。 文/李梦祎

避暑山庄永佑寺：

一座皇家寺庙的数字化再生
张小天

清音阁：戏曲舞台高峰之作

【阅读提示】

承德避暑山庄，享誉中外的中国古代皇家
园林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在动荡的历史时期，避暑山庄内
30余处园中园遭到严重破坏，现仅存遗址，
建筑的原貌和价值很难被公众知晓。

位于避暑山庄平原区东北部的永佑寺，就
是这样一座“失去的建筑”。

近年来，承德市文物局联合中央美术学院
组建避暑山庄数字化复原研究课题组，对包括
永佑寺在内的17处园中园进行了数字化复原。
2022年8月22日，《“正色山川又见盛华”——
避暑山庄古建筑数字化复原艺术展》在承德避
暑山庄举行。作为避暑山庄内规模最大的寺庙
建筑群，永佑寺得以用另一种方式再现昔日
风采。

永佑寺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建在皇家
园林中的寺庙有哪些不一样之处？课题组又是
怎样通过数字化进行古建筑复原的？

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所藏《避暑山庄分景
图》中的永佑寺建筑群。 陈东供图

永佑寺内建筑遗址。 张小天摄

永 佑 寺 宝 轮
殿复原模型图。

张小天制图
永佑寺航拍图永佑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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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用天然山石叠砌而成的云步踏跺
（台阶）。

云步踏跺的使用及与垂花门的结合，
为肃穆庄严的宗教建筑创造出极为自然清
秀的园林氛围。

依托数字化复原重现风采

走进永佑寺，舍利塔孤单矗立，一
座座宫殿建筑基址，裸露着残存的柱
顶石。

在避暑山庄，像永佑寺建筑群一样在
历史动荡中被损毁的园中园建筑群，还有
30 多处，它们大部分没有复建，只保留了
遗址。

这些承载着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
以及学术价值的古建筑，就这样在历史中
消失了吗？

承德市文物局联合中央美术学院组建
避暑山庄数字化复原研究课题组，通过“数
字复原+艺术再现”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
永佑寺进行了数字化复原。

如今，游客只需要扫描展板上的二维
码，就可以在手机上移步换景，欣赏避

暑山庄盛期的园林景观。
然而，这样的数字化复原

背后，是大量艰辛的考证
工作。

在复原设计过程
中，课题组要详细考

证每一座单体古建
筑的平面基础、
大 木 结 构 、瓦
面 、外 檐 装 修
的各项数据，
有条件的情
况 下 ，还 要
对 内 部 装
修、室内陈
设、景观布
局 等 进 行
复原和梳理
研究。

对 于 数
字化复原来

说，能直接或
者间接反映出

历 史 信 息 的 资
料都是重要的研

究资料。历史资料
包括两类，一类是历

史文献资料，对相关的
历史状况进行的记录；另

一类是历史图像资料，包括
老照片和相关的历史绘画。
关于永佑寺的文献数量巨大，

直接相关的历史档案记载包括《清高宗
御制诗》《钦定热河志》《清宫热河档案》《活

计档》《陈设档案》，以及永佑寺内四块碑的
碑文《永佑寺碑文》《避暑山庄后序碑》《永
佑寺舍利塔记》《避暑山庄白韵诗》及其序
文等。

历史影像资料，包括了相关的历史绘
画以及历史老照片。

历史绘画有清代所绘制的避暑山庄全
图中的永佑寺部分，清代各个四库全书版
本里的《钦定热河志》永佑寺插图，大量的
避暑山庄全景图中的局部，几份热河行宫
图里的局部。

其中，以国家图书馆所藏《钦定热河
志图》描绘的永佑寺图最为详细清晰，
对 建 筑 的 屋 顶 样 式 和 立 面 做 法 都 有
描绘。

此外，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所藏
的一份 《避暑山庄分景图》 中永佑寺建
筑群的绘画非常珍贵，图中大量细节与
历史记载有诸多的吻合，建筑的体量层
数，甚至屋顶形式，大多能与其他资料
吻合上。

在数字化复原的过程中，大到梁架
结构，小到每一面瓦的型号，都要详细
考证。

例如，在永佑寺主殿宝轮殿的瓦面
复原设计中，屋顶瓦面的瓦号没有明确
记载，但比宝轮殿建筑等级低的无量寿
殿有明确记载，为一号瓦，由此推测，宝
轮殿不可能用二号瓦，因此按一号瓦设
计复原。

在复原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在查找记
录各项建筑构件的尺寸、数据来源过程中，
还要对数据准确度进行评估，当遇到互相
矛盾的文献记录时，要辨别真伪。

与文字资料、绘画资料相比，老照片的
作用更为重要。很多古建筑大木结构的复
原，要依赖老照片进行建模匹配。

比如，在无量寿殿大木结构复原中，两
张从山上俯拍无量寿殿的老照片，两张院
墙倒塌后从西侧拍摄的无量寿殿老照片，
就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依据照片。

通过照片，可以看出无量寿殿屋面的
大概尺寸，以及檐部仅有一层额枋，并没有
大额枋和小额枋的设计。这些远景照片，
通过建模匹配，就可以大致确定无量寿殿
的出檐尺寸、柱高、斗栱形制、额枋尺寸等
数据。

依据全部的考证数据，课题组最终绘
制出永佑寺每一座单体建筑的平面图、立
面图、剖面图、轴测图，进而制作出永佑寺
乾隆盛期复原设计的 VR 全景影像和 3D
打印实体模型。

一座百年前消失的皇家寺庙，就这样
得以在世人面前重现风采。

据了解，经过8年探索，承德市文物局
联合中央美术学院组建的避暑山庄数字化
复原研究课题组，目前已完成了避暑山庄
内清舒山馆、梨花伴月、永佑寺等 17 处园
中园遗址的数字化复原研究工作。

避暑山庄内规模最大的寺庙建
筑群

在承德避暑山庄平原区东北部，耸立着一
座八角九层楼阁式砖塔——永佑寺舍利塔，是
承德市区的地标性建筑。

这座统领避暑山庄景观视线的67米的高
塔，属于一座几乎已经消失的寺庙——避暑山
庄内规模最大的寺庙建筑群，永佑寺。

永佑寺，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曾
是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朝拜先祖、祭祀礼佛的
庙宇。

永佑寺建筑群占地面积约 8700 平方米，
是一座形制规整的传统汉式佛教寺庙，寺院坐
北朝南，鼎盛时期共有23座单体建筑。

南侧为四进寺院区，沿中轴线由南向北依
次布置南牌楼、山门、天王殿、正殿（宝轮殿）、
后殿（无量寿殿）、垂花门、嘉荫阁，附属建筑东
西牌楼、钟鼓楼、配殿等在中轴线东西两侧对
称布置。北侧为塔院区，由舍利塔、圣容楼、写
心精舍等建筑组成。

历史上，寺庙内建筑被毁严重，大多只剩
建筑遗址。这座皇家寺庙，究竟经历了怎样的
前世今生？

在乾隆执政之前，避暑山庄内并没有专门
用于家族祭祀的建筑群。康熙时期仅在正宫
区十九间照房内，设太祖、太宗、世祖灵位，挂
圣容像。

永佑寺，是避暑山庄建设皇家家族祭祀建
筑的开端，完善了避暑山庄的建筑内涵。

永佑寺经历了乾隆创建时期、嘉庆道光衰
退时期、民国破坏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保护
修复时期四个阶段。

《清朝通典》 卷四十六原庙篇记载，“乾
隆十五年，皇上于避暑山庄，躬度平敞地，
规建永佑寺以奉圣祖仁皇帝御容；是年鸠
工，至十六年秋告成，明年增建后楼至十八
年夏工竣。”

从这一记载可以推断，永佑寺的选址规划
工作始于乾隆十五年（1750 年），大部分建筑
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秋天建成。

保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销档，记载了永
佑寺初创时期的建筑明细。

“奴才等遵旨热河园内万树园新建庙宇四
柱七楼牌楼三座、旗杆二座、山门三间、钟鼓楼
二座、天王殿五间、大殿五间、配殿四座、后殿
五间、垂花门二座、后楼十七间、角门四座、成
砌院墙凑长一百二丈六尺。”

通过对如今院墙的测算，“一百二丈六
尺”，正是从山门到嘉荫阁（即奏折中“后楼十
七间”）的距离。

而这，只是永佑寺的“一期工程”。此后，
乾隆十六年（1751 年）的第一次南巡，很大程
度上促成了永佑寺的扩建，永佑寺舍利塔就是
其中加建的重要建筑。

乾隆在《永佑寺舍利塔记》中写道，“越十
岁甲申，窣堵乃成，岿然峙于避暑山庄。”因此，
舍利塔最终落成于“甲申”这一年，即乾隆二十
九年（1764年）。

写心精舍和圣容楼建造时间没有直接记
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活计档记载写心精
舍匾额的制作，故推测建造时间在乾隆十八年
左右，此外，乾隆第一次写诗题咏写心精舍是
癸酉年，也是乾隆十八年。

由此推测，“二期工程”、位于舍利塔西北
侧的写心精舍和北侧的圣容楼，皆为乾隆首次
南巡后所建。

到嘉庆时期，皇帝每次来避暑山庄仍要先
去永佑寺圣容楼祭祖，并留下大量御制诗文和
维修记录，可见永佑寺在乾嘉时期发挥着重要
的祭祀作用。

道光时期，档案中多是官员汇报永佑寺
内大量建筑损坏情况的记录，可见当时大量
建筑皇室已无力维修。道光十一年，舍利塔
塔顶损坏，为圣容楼安全，圣容移至避暑山
庄继德堂。自此，永佑寺作为宗庙祭祀建筑
的历史就结束了。

1913 年 10 月，袁世凯嫡亲姜桂题任热河
都统，执政期间从1913年到1921年，大量砍伐
古树拆毁古建，这一阶段，永佑寺除舍利塔外
的所有建筑都被拆毁。

1988 年，承德市文物局对舍利塔进行了
保护修缮，1992年于原址重建山门，2004年对
古 建 筑 遗 址 进 行 了 归 安 并 修 复 了 舍 利 塔
塔厦。

园林气息浓厚的皇家寺院

大多数寺庙建筑，多给人以庄重严肃之
感，但建在皇家园林之中的永佑寺，在建筑布
局和细节设计上却有明显的园林气息。

永佑寺位于避暑山庄平原区北侧，紧靠避

暑山庄东侧院墙。
平原区在永佑寺选址规划之初，已形成了

比较完善的建筑组群。南侧是与湖区相结合
的景观亭，东侧是一系列祭祀和赏玩建筑及仓
库，北侧为书房与赏景建筑，西侧与山体相接，
而平原区内部万树园大片空间可用于赛马、宴
请、接见使臣等大型活动。

永佑寺该怎样自然地融入已相对完整的
平原区景观之中呢？

通过丈量永佑寺与平原区一些重要景观
建筑的距离，可以大致反推出永佑寺选址时的
规划设计思路。

以平原区甫田丛樾 （即热河泉） 位置为
基点，往北一百丈的距离，恰好是春好轩建
筑群的中心位置，再往北一百丈，正好是永
佑寺南侧建筑序列开始的位置。这使得平原
区东侧的景观丰富，并不失疏朗大气的空间
效果。

同时，如果以舍利塔为建筑群中心，以一
百丈为半径画一个圆，能看到其北侧正好就是
惠迪吉门（避暑山庄东北门）的位置，西北侧则
正好与山体起坡的位置相接。

永佑寺选址在这样一个地方，既保证了
万树园空间的完整性，也使舍利塔距离山体
不至于太远或太近，成就了合适的观景
空间。

永佑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
功能划分。大体分为佛教祭
祀建筑区、家族祭祀区及
休息区。

佛教祭祀区包括
从牌楼、山门、天王
殿、宝轮殿、嘉荫
阁到舍利塔的几
乎所有建筑，家
族祭祀区仅包
含圣容楼，休
息 区 则 是 写
心精舍院落。

这里，要
重点说一说
永佑寺舍利
塔的独特形
制。

舍 利 塔
通高 67 米，八
角九层楼阁式
砖塔，是避暑山
庄内唯一高塔。
它 始 建 于 乾 隆 十
九年（1754年），完工
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是永佑寺体量最
大、建设时间最长、耗资最
多的建筑。

它建设之初的形制渊源，要
从乾隆皇帝首次南巡说起。

乾隆皇帝亲自题写的《永佑寺舍利
塔记》 中写道：“自辛未奉慈辇南巡……所
谓金陵之报恩、武林之六和，归而欲肖之，
以延鸿筭。”乾隆皇帝在《登永佑寺舍利塔作
歌》中写道：“玲珑九层塔，江南则伙江
北无。我因南巡忽欲肖杰构，曾仿六和
报恩之塔于京都。”

“南巡”“欲肖杰构”，可见乾隆皇帝觉
得“六和报恩之塔”的建筑效果极其出众，
希望在北方也能建设出在江南见到的精
美建筑。

历史上，康熙、乾隆均六次南巡，考察
了大量南方园林，令随从画师对一路的场
景进行描绘，把大量南方造园手段运用到
北方园林之中，永佑寺舍利塔极有可能属
于这一类写仿建筑。

舍利塔的形制和设计，与杭州六和塔
和南京报恩寺塔颇为相似，但并不完全一
样。这也正合避暑山庄写仿建筑只重神似、仿
中有创的特点。

永佑寺的动植物景观，在细节上，也透着
园林的婉转灵动之气。

永佑寺内部树木大多是油松，从一些
历史照片中可依稀辨别出在轴线两侧对
称分布，而且油松的植株高度自南向北，
有依次增高的趋势。

通过御制诗也可以发现，寺庙附近的
植被主要是松树，可能还有一定数量的槐
树，整体高大茂密。

乾隆在永佑寺写心精舍相关的诗文
中，有少量与动物有关的描述，如“翠烟低
处岩鸣鹿，白浪冲开渚下禽”，“不闻清梵
音，雅爱幽禽语”。

可见，在写心精舍可以听到鸟鸣、
鹿鸣。

永佑寺嘉荫阁也是一座园林特征浓厚
的建筑，不仅使用了园林中常见而在寺庙中
不常见的垂花门，在垂花门南边的踏跺还采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