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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朝之后英华殿一区建筑存毁年代研究

王� 丛　李　越

（故宫博物院，北京，������）

摘要� 英华殿院落始建于明代�迄今为止�有案可查的重要修葺、拆建和改建，包括乾隆八年的拆

建、乾隆十七年的拆建、乾隆二十一年的改建，另有零星的拆除与添建。这些，有的涉及院落布局

的变化，有的关系到个别建筑物的添减。依据历史档案资料及相关图像资料，结合现场实地勘查，

尝试探讨清康熙朝之后英华殿院落中每座建筑的存续年代�以及院落本身的布局变化。

关键词� 英华殿� 斗母殿� 方亭� 药栏� 拆建

英华殿院落位于故宫内廷西北角，东邻西筒子，西界内宫墙，南邻寿安宫，北至神武门内西横

街，南北长�����P，东西宽����P，占地面积������P�。

英华殿始建于明代，初名隆禧殿，隆庆元年（����）年更名为英华殿；明清两代均为内廷供奉

佛像，礼佛之所。

《钦定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寿安宫之北为英华门，门内为英华殿。英华殿庭内

方亭恭勒皇上御制诗碑。”［1］

《国朝宫史续编》中记载“寿安宫之北为英华门。门内为英华殿，亦供奉佛像之

所。”［2］

《清宫词》中记载：“大内英华殿，为前明所建，在寿安宫之北。宫中自皇太后及

皇后以次，均以英华殿为礼佛之所。”［3］

《清宫述闻》中记载：“寿安宫之北为英华门，门内有碑亭，亭北正中南向为英华

殿，殿西北有城隍庙，庙东为祀马神之所。英华殿，清袭明旧，康熙二十八年修，乾隆

二十七年重修。”［4］

上述文献说明了英华殿院落的功能和院落所处方位。另据《明宫史》载：“万历时，每遇八月中

旬，神庙万寿圣节，番经厂虽在英华殿做好事，然地方狭隘，须于隆德殿大门之内跳步叱……［�］”英

华殿一区现存建筑由五个空间组成，前为横街，东西各辟角门，横街北为山门。自山门向北，第一

进院内北有英华门，第二进院内北有英华殿，第三进院为英华殿后院，西为西跨院，建筑不多，布

局舒阔，与《明宫史》记载“地方狭隘”截然不同。

在众多有关英华殿院落内建筑维修的清代档案资料中，少有建筑始建及拆除年代的明确记载。

通过对这些繁杂档案资料的分析，可以初步梳理出英华殿一区建筑的变迁过程，亦可把这一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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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建筑的存续时间做初步判定。这一工作旨在为英华殿一区的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贡献绵薄之力。

由于目前掌握的档案资料有限，文章的研究定位在清康熙之后英华殿一区建筑的变化上。

根据《明宫史》中记载，英华殿始建于明代。在对英华殿勘查时发现英华殿大木构架多为楠

木；大木构架、斗拱、明间脊檩彩画等都存在早期手法，这些也佐证了英华殿为明代建筑遗存。

《潘氏东华续录》记载：“殿门东西翼有琉璃鹤壁，意态生动，明代物也。”［�］这不仅说

明，英华殿和英华门明代已有，而且说明，英华门两边琉璃影壁，也是明代所建。

�� 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八年

有关英华殿院落情况，目前所能查到最早的图像资料是康熙年

间的《皇城宫殿衙署图》，即《康熙衙署图》（图�）。《康熙衙署

图》绘制时间不祥，多数学者认为其绘制于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

前［�］（本文姑且按此图为康熙十八年绘制完成）。图中英华殿院落

分为四进院落，没有分隔东、西跨院。图中轴线方向有四座建筑，

自南向北为：山门、英华门、斗母殿和英华殿。山门外侧院东侧有

一东门。英华门两侧有东、西两座门。英华殿东、西耳房没有出现

在图中，英华殿后有一道东西向院墙与后院相隔。这些与英华殿院

落的现状有所不同。

《康熙衙署图》中没有绘制英华殿东、西耳房，这是否说明当

时两耳房不存在呢？在查阅档案时，我们发现：

乾隆八年闰四月十九日��对英华殿的修缮档案中有记载：“英

华殿大殿一座，顺山殿二座，方亭二座，里外琉璃门二座，

佛殿一座，露明石料占斧石扁光，头停俱夹陇捉节，外檐油

饰彩画见新。原旧配房十间，殿后净房一间，英华门外西边值房五间俱拆去，挪至西

大墙外盖造值房十二间，其英华门两边琉璃门拆去，改砌院墙开角门二座，内外地面

甬路月台俱换新砖铺墁。琉璃门外东西添栅栏二道。改做药栏，拆搭高炕……”［�］
根

据档案记载，乾隆八年，英华殿院落有较大规模的建筑拆建工程。

档案中记载的“顺山殿二座”指的就是英华殿东、西两个耳房，也就是在《康熙衙署图》中并

没有绘出的两个耳房，《康熙衙署图》绘成于康熙十八年之前，那两个耳房是否修建于康熙十八年

至乾隆八年之间的呢？通过对两耳房的勘查，发现其木构件存在较为明显的早期手法，比如檐枋的

“抱肩”做法，再比如斗拱的斗幽页做法。

此外，东、西耳房梁架中存在部分润楠木构件，而英华殿正殿大多数木构件使用的正是润楠这

种木材。因此，笔者认为东、两耳房应与英华殿正殿是同一时期的建筑，同样始建于明代。

《康熙衙署图》中没有绘制出两耳房，很可能是因为《康熙衙署图》并未绘制完整，存在遗漏

所致。在《康熙衙署图》中，东、西六宫都仅各绘制出三宫，那么对于英华殿院落，只绘英华殿等

主要建筑，不绘耳房等次要建筑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档案中提到的“方亭两座”，在《康熙衙署图》中没有显示出来，如今两座建筑已经不存在，

因此不能判断它是否与英华殿正殿同期建成。只能确定它在乾隆八年之前就已经存在。

图�� 《康熙衙署图》英华殿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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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提到的“里外琉璃门二座，佛殿一座，”应指的是山门、英华门和斗母殿，这与《康熙

衙署图》相吻合，说明这三座建筑均系康熙十八年之前就已经存在。

目前没有文献能支持确定山门的建造时间，也无法通过山门的现状判定其建造年代，仅能根据

《康熙衙署图》所描绘，确定它在康熙十八年之前就已经存在。

档案：“原旧配房十间，殿后净房一间，英华门外西边值房五间俱拆去，挪至西大墙外盖造值

房十二间，其英华门西边琉璃门拆去改砌院墙角门二座。”乾隆八年，正逢修建福宫花园，建福宫

花园西墙西移，占用部分西筒子和英华殿东跨院，因此推测档案中“拆去”的“旧配房十间”很有

可能部分位于当时的英华殿东跨院内。另有乾隆八年五月初四日的修缮档案：“西华门内御书处、

南薰殿外、武英殿后、造办处、永康左门、中正殿南门外、咸安宫门外、英华殿东边，共拆卸原旧

诸旗房三十二间、挪盖房十五间……”［�］证明当年所拆房屋应在英华殿东侧。

在对英华殿后院勘查时，发现英华殿北侧，

紧靠北院墙处有一台明遗址（图�），按遗址的现

状，可以初步确定此处原有一座七开间的建筑，其

中部分柱础呈现早期手法，应为早期建筑遗址。推

测这七间建筑应为“旧配房十间”中的七间。但其

位置并不像档案中提到的位于英华殿东侧，而是位

于英华殿正北稍偏西，因此推测另外三间配房应位

于英华殿东侧，很有可能位于东跨院内。

在勘查过程中发现，英华殿东、西耳房西次间

后檐墙上均有已经封堵的门口痕迹，而西耳房西稍

间前檐台帮和东稍间后檐下肩处均发现排烟口（图�、图�）。这说明西耳房早时存在响地和地炕。

据此可以推测西耳房早时应是供人居住之所，因此拆去的“殿后净房一间”应在西耳房后。

档案中还提到，乾隆八年还拆除了英华门西

边的五间值房，连同前面所说的“旧配房十间”、�

“净房一间”共拆除了十六间房屋，一并挪至西跨

院内，改造成值房十二间。

同时，在乾隆八年，英华门两边琉璃门拆除，

改建成两座角门，这两座角门保留至今。拆除的两

个琉璃门在《康熙衙署图》中隐约可见，这说明琉

璃门在康熙十八年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琉璃门的

存在时间应为康熙十八年之前至乾隆八年。英华门

两侧角门则是始建于乾隆八年，至今尚存。

此外，山门外还新添东、西栅栏两道，英华

门外两侧加做药栏。我们对英华门外院落地面勘

查时，发现了药栏套顶石和药栏门口的遗迹（图

�），恰好与档案中的记载相符。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得出，乾隆八年修缮之前

的英华殿院落，应该是存在东、西跨院，东跨院中

图�� 英华殿后院建筑遗址的柱础

图�� 英华殿西耳房西稍间前檐台帮排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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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配房三间。院落轴线方向上建筑分别是：山门，英华门，斗母殿，英华殿。英华门两侧有两座琉

璃门，英华门前西侧有值房五间，斗母殿两侧有方亭两座。英华殿两侧有东、西两耳房，后有配房

七间。西耳房后有净房一间（图�）。

图�� 英华殿西耳房东稍间后檐下肩排烟口 图�� 英华门外院药栏门遗迹

�� 乾隆八年至乾隆十七年

经过乾隆八年的拆建，英华殿东跨院被拆除，腾出空间用于兴建建福宫花园。英华殿院落内轴

线建筑没有改变，只是拆除了英华门外西侧的五间值房、西耳房后的净房一间以及旧配房十间，一

并在西跨院中挪建值房十二间。山门外添东、西两道栅栏，英华门外出现药栏，英华门两侧的琉璃

门拆除改为角门两座（图�）。

�� 乾隆十七年至嘉庆五年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档案中有记载：“……粘修英华殿五间，两边正殿六间，方亭二

座，英华门一座，影壁一座，琉璃门一座，拆盖斗母殿一间，药栏门四座，墙垣地面油饰彩画糊

裱……”［��］

根据乾隆十七年的记载，对英华殿正殿、东西耳房、两座方亭、英华门、英华门影壁、山门都

做了保养维护。此条档案记载“拆盖斗母殿一间”，目前斗母殿已经不存在，原来斗母殿的位置现

在坐落着碑亭。

乾隆十七年以后的修缮档档案中，再没出现过斗母殿的信息。但是，在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十

的档案中出现了对碑亭的如下记载：

“……今查得降雪轩五间抱厦三间；重华宫正殿五间；翠云馆五间；漱芳斋五间东

西配殿六间；崇敬殿五间东西配殿六间；英华殿大殿五间前檐渗漏，东西耳房六间，碑

亭一座。以上六处渗漏稍多，查此六处修理年久或过十余年至二十余年者，头停不免残

损椽望间有糟朽，加之雨水过勤是以渗漏亦多……”［��］

这说明乾隆三十六年时英华殿、东西耳房、碑亭均漏雨比较严重，并且档案中提到此次维修的

建筑十余年至二十年余年未曾修理，从乾隆十七年到乾隆三十六年历时十九年，与档案中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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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乾隆八年对英华殿修缮之前的英华殿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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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乾隆八年对英华殿修缮之后的英华殿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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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基本相符；同时说明在这段时间内除了乾隆二十一年对英华殿的院墙有较大规模的改动以外，

并没有对英华殿建筑进行过大规模修缮，更不应存在拆改建筑的工程。因此，推测乾隆十七年“拆

盖斗母殿一间”，应为拆斗母殿改建为碑亭。因此，笔者认为斗母殿的存在时间为康熙十八年之前

（具体时间不祥）至乾隆十七年，碑亭的兴建时间为乾隆十七年，至今尚存。

乾隆十七年档案中记载需要粘修的建筑包含了

方亭两座，这是文字档案里最后一次提到方亭的信

息。在乾隆十五年绘制完成的乾隆京城图（图�）

中，在英华殿正殿月台东侧有一攒尖方亭。由于原

图破损，西侧相同位置图像无法分辨。但因中国古

建筑追求对称之美，在月台西侧也应有一相同形制

的建筑。这两座攒尖建筑就是档案中提到的“方亭

两座”，这说明在乾隆十七年的时候方亭还是存在

的，但在乾隆三十六年时，年久失修的建筑中并不

包含这两座方亭。从常理来讲如果方亭当年还存

在，没有道理比后建的碑亭保存的要好，必然存在

着瓦件缺失，甚至漏雨等情况，修缮时必会提及。

但在乾隆三十六年的档案中，提到的因木构糟朽而

漏雨的建筑中并没有列出方亭，由此可以推断当时

两座方亭已经不存在了。

至于方亭是什么时候拆除的，并没有详实记

载，只能确定它们乾隆十七年尚存，乾隆三十六年

已经消失。如果真如乾隆三十六年档案中所记载，英华殿内建筑十余年至二十余年未曾修理，考虑

到方亭的结构应相对简单，应不如正殿或耳房等建筑结构牢固，笔者推测方亭很有可能在这段时间

内损毁。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有档案记载：“……奴才等遵旨，英华殿北边大墙拆卸上截长

二十二丈八尺五寸高八尺，东边大墙拆卸上截长二十六丈一尺五寸高二尺，西边大墙拆卸上截长

二十二丈八尺高二尺，头亭苫背瓦黄色琉璃脊瓦料，墙身找抹红泥提刷红浆，大殿后拆卸大墙一道

长十八丈三尺四寸，东边大墙内帮砌墙二道凑长十一丈八尺，西边大墙北头添砌墙一道长四丈三

尺，俱各下肩旧城砖 白上身旧砖糙砌，头停苫背瓦黄色琉璃脊瓦料，墙身找抹红泥提刷红浆，并

前面拆换栅栏门二槽等项工程修理完竣……”［��］

依照档案记载，乾隆二十一年英华殿的院墙有较大规模的改动：北、东、西侧院墙均截去部分

墙身；正殿后大墙拆除；内西墙向北延伸至北大墙。在勘查中发现院落外墙墙帽坡度明显较一般墙

帽要缓，应为乾隆二十一年大墙截去部分墙身，改变了原墙帽坡度所致。

这条档案中提到“大殿后拆卸大墙一道长十八丈三尺四寸”，这道大墙正是《康熙衙署图》中

所绘制的英华殿正殿后的大墙。在此次勘查的过程中，恰好发现了此道大墙的基础遗迹（图�），

与档案资料恰好相吻合。

档案中提到“并前面拆换栅栏门二槽”，应指的是山门外东、西两栅栏的栅栏门。在此以后

直至嘉庆五年二月档案中提到：“英华门博缝板三块损坏，东西角门门闩二根糟烂，西宫门门钉脱

图�� 乾隆京城图（英华殿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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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一个……东西外角门两座，内换门闩二根，俱照

旧粘补油饰……”［��］其间没有关于栅栏门或山门

外东、西角门的任何记载，因此栅栏门何时拆除改

建为山门外东、角门还不能确定。仅能确定山门外

东、西栅栏门在乾隆二十一年还存在，但在嘉庆五

年就已经改为山门外东、西角门了。

综上所述，经过乾隆十七年至嘉庆五年的改

建：拆除斗母殿，改建为碑亭；拆除两座方亭；院

落大墙大规模改动；拆除山门外东、西栅栏门，改

为山门外东、西角门。因此，到嘉庆五年时，英华

殿院落如图��所示。

�� 嘉庆五年至今天的英华殿

嘉庆五年之后，英华殿院落的工程只限于日常的维护保养，档案记载多为油饰修补和归安石

活，少有大规模的工程。道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丙辰记载：“……英华殿首领太监张进禄呈报，英

华殿大殿前阶台石走错，东西旗杆二根铁料不齐，油什爆裂，东西药栏二十四座门楼二座瓦片不齐

俱油什爆裂，西大墙脱落红灰一块……”［��］这是档案中最后一次提到药栏的情况。在十九年后，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壬午记载：“……英华殿首领宋喜报称本处大殿糊饰糟朽，东西耳殿顶棚

脱落、糊饰糟朽、窗户纸张、博缝虫蛀糟朽，东西丹墀菩提树二墩顶戗木糟朽，大宫门、东西宫

门、东西角门、后铁门铁料门闩间有损坏，俱各油饰脱落破烂不堪等情呈报请交营造司派员踏勘修

理……”［��］这条档案中没有提到药栏损坏的情况，依据常理，药栏暴露在室外无遮挡，应比档案

提到的室内装修更易损坏。因此，推测药栏在道光五至二十四年已经不复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力尚不强大，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对很多坍塌或濒临坍塌的房屋进行拆

除处理。����年，在英华殿西小院小房修缮工程中拆除了西跨院中坍塌的值房。之后，由于使用需

要，曾在西跨院中添建了数间库房。�

近年实施的英华殿一区维修保护工程，对该院落内建筑残损点给予了必要的维修保护，清除近

代添加建筑。维修中力求减少对建筑不必要的扰动，对院落进行整体保护，保持院落的完整性和原

真性。至此，英华殿院落经过数百年的沧桑，最终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现状（图��）。

�� 结� � 论

通过对英华殿这些变迁过程的探讨，就每座建筑的存续年代而言，总结如下：

（�）英华殿正殿、东耳房、西耳房、英华门、英华门两边琉璃影壁：始建于明代，具体年代

不详，至今尚存，虽经多次维修，却依然保留了一些早期的手法。

（�）山门：始建年代不详，系康熙十八年之前修建，至今尚存。

（�）方亭两座：始建年代不详，系乾隆八年之前修建，乾隆十七年至乾隆三十六年间损毁。

（�）斗母殿：始建年代不详，系康熙十八年之前修建，乾隆十七年拆除。

图�� 英华殿后发现大墙基础



清康熙朝之后英华殿一区建筑存毁年代研究 ��235��

图��� 嘉庆五年英华殿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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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如今的英华殿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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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亭：始建于乾隆十七年，至今尚存。

（�）旧配房、净房及英华门外西值房：始建年代不详，均系乾隆八年拆除。

（�）西跨院内值房：始建于乾隆八年，����年拆除。

（�）英华门两侧琉璃门：始建年代不详，系康熙十八年之前修建，乾隆八年拆除。

（�）英华门两侧角门：始建于乾隆八年，至今尚存。

（��）山门外东、西栅栏及栅栏门：始建于乾隆八年，乾隆二十一年至嘉庆五年间拆除。

（��）山门外东、西角门：始建于乾隆二十一年至嘉庆五年间，至今尚存。

（��）英华门外药栏：始建于乾隆八年，道光五年至道光二十四间拆除。

（��）院落大墙：乾隆八年，拆除东跨院，东院墙西移。乾隆二十一年，英华殿后大墙拆除；

北、东、西侧院墙均截取部分墙身；内西墙向北延伸到北大墙。

致谢：感谢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张淑娴女士馈赠的珍贵资料，感谢季秀云女士对笔者完成本文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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