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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并非清帝“夏宫”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

四十六年（1707 年），后经

几位皇帝150余年的营造，

成为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

林的代表，也是世界园林

建造史上的奇迹。19 世纪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

称圆明园是“理想与艺术

的典范”。

因为当时正是西方势

力涌入中国的时候，因此，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

对圆明园存在着错误解

读，这种误读甚至反过来

影响了我们自己。

在西方，“圆明园是耶

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

的说法流传最为广泛。这

种说法始于法国人莫里

斯·亚当（MauriceAdam，汉

文名字亚乐园）。19世纪末

到20世纪初，莫里斯·亚当

曾经在中国海关工作，其

间他多方收集整理有关圆

明园的资料，并且亲自到

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

调查。长春园是一个中西

合璧的园林，其北部是一

组欧式宫苑建筑群，也就

是著名的西洋楼景区。

西洋楼景区的确是由

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王

致诚、蒋友仁等人设计的，

但是，莫里斯·亚当却以偏

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圆

明园：18 世纪耶稣会士的

建筑作品》书中，误将整个

圆明园视为“18 世纪耶稣

会传教士的建筑”，而且从

书名上也能够看出作者对

圆明园的错误解读。该书

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在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认

为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

设计和建造的，成为西方

学界的主流观点。

甚至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

（Jonathan D.Spence）在给

美国大学生写的《寻找现

代中国》这本教科书中也

说：“乾隆任命耶稣会的建

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

明园这座位于北京郊区，

建立在湖滨公园的雄伟欧

式夏宫。”

事实上，西洋楼景区

只是圆明园很小的组成部

分，其面积仅占圆明园的

百分之二，它并不能等同

于圆明园。而且，西洋楼景

区虽是由天主教耶稣会传

教士设计的，但其建造却

是由中国工匠，而非耶稣

会传教士完成的。

当然，现在熟悉历史

的中国人都知道，除了西

洋楼景区之外，圆明园的

其他建筑群主要是由中国

的“样式雷家族”设计，并

由中国工匠建造的。“样式

雷家族”是对清代世袭的

宫廷建筑师雷氏家族的

“荣誉称呼”。在 200 多年

间，主持清朝皇家建筑设

计，如紫禁城、皇陵、颐和

园等都是雷氏负责设计建

造的。

那么，西洋楼景区为何

在西方人眼中就“等同于”

圆明园呢？这和圆明园在西

方的传播有密切关系。

乾 隆 十 八 年（1753

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

京。为了向西洋人夸耀天

朝大国的无所不有，乾隆

皇帝决定建造西洋楼景

观，工程设计和实施工作

主要由意大利人、传教士

郎世宁负责，后来，又让法

国神甫蒋友仁作为助手，

协助郎世宁工作。这些传

教士把圆明园建筑和他们

设计西洋楼的过程与完工

后的西洋楼形象，通过书

信和铜版画图像的形式介

绍传播到西方，于是，逐渐

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演变

成为：圆明园是传教士设

计的，西洋楼就是圆明园

的全部。

1860 年，圆明园被英

法联军焚烧劫掠后，与为

数众多的中式建筑几乎焚

烧殆尽不同，西洋楼景区

的建筑因其主体为石材结

构而幸免于难，成为整个

圆明园建筑遗迹残存较多

的景区。清末，一些西方学

者如德国人奥尔末、法国

人莫里斯·亚当、美国人甘

博等，到西洋楼遗址游览，

拍摄了不少照片。随着这

些照片的广泛传播，使得

西方人产生了错觉，以为

圆明园里只有西洋楼景

区。这种观点也影响了中

国人，在网络上，还有不少

人把“西洋楼遗址”介绍为

圆明园的标志。其实，在历

史上，西洋楼景区只是圆

明园很小的一部分，并不

是圆明园的主体建筑，更

不能说是圆明园的标志建

筑。

另一个误读最多的说

法就是“圆明园是清朝皇

帝的夏宫”。这种说法也始

于西方人。欧洲人称圆明园

是“中国的凡尔赛宫”，圆明

园的英文名就是 The old

summer palace（夏宫）。

德国人约翰·拉贝在

《我眼中的北京》中，称圆

明园为“老夏宫”、颐和园

为“新夏宫”，书中写道：“圆

明园是康熙皇帝在1709年

作为夏季行宫所修建的。”

这个说法在时间上有问题，

1709 年是康熙四十八年，

实际上，圆明园作为皇四子

胤禛的赐园是在康熙四十

六年修建的，它也并非是康

熙皇帝的夏季行宫。

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影

响深远，20 世纪 80 年代，

史景迁也称圆明园是“雄

伟欧式夏宫”，甚至今天的

一些中国人还有这种认

识，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

“清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

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

务，因此也称‘夏宫’”之类

的话语。

其实，自雍正皇帝开

始到咸丰皇帝，他们在每

年的春天，甚至正月十五

前后就从紫禁城移住到圆

明园，直到腊月时才返回

紫禁城。圆明园建有供皇

帝处理朝政的正大光明殿

和勤政殿等，雍正、道光以

及咸丰等皇帝一年四季有

很长时间在圆明园居住理

政，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

除夏天到避暑山庄之外，

其余时间也大都在圆明园

居住，所以修建圆明园，根

本原因并不是作为避暑的

夏宫来使用的。圆明园虽

然兼具避暑的功能，但不

能就依此把圆明园称为夏

宫。可见，以“夏宫”来称呼

圆明园，并不恰当。

康熙皇帝为了避暑，

先后在塞外建立了木兰围

场和避暑山庄。康熙、乾隆

和嘉庆夏季往往去避暑山

庄或木兰围场，在那里一

边避暑一边理政。根据记

载，康熙和乾隆皇帝大致

在农历四五月去塞外，九

十月回北京。如果说清帝

有夏宫的话，那就是热河

的避暑山庄。不过清代也

不是每个皇帝都去那里避

暑，道光之后，除去咸丰，

其他皇帝均没有去过避暑

山庄避暑。咸丰皇帝倒是

去过避暑山庄，不过他不

是去避暑，而是去避难：在

英法联军的逼迫下逃去

的。 （据《北京晚报》）

关于月饼的起源，说法

很多。

有人说，宋朝中秋是吃

月饼的，苏东坡不是写过一句

诗吗？“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

饴。”圆如满月的小馅饼，里面

裹着奶油和麦芽糖。这不就是

月饼吗？其实这句诗根本不是

苏东坡写的，它是明清时期某

个不知名诗人的作品，被安到

了苏东坡头上。

还有人说，唐高祖李渊

也写过一句跟月饼有关的

诗：“应将胡饼邀明月。”其

实这句诗更是后人的杜撰。

就算不是杜撰，胡饼也不等

于月饼。唐朝胡饼是从中亚

传入的，说穿了就是馕，到

了中晚唐时期才发展成烧

饼。馕也好，烧饼也好，都跟

月饼差着十万八千里。

又有人说，月饼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这就

更加不靠谱了，因为月饼是

面食的一种，而咱们中国人

最初是粒食民族，南方以稻

米为主食，北方以粟米为主

食，都是煮着吃，磨成粉再蒸

或者烤，那是春秋战国以后

才逐渐形成的新型烹饪方

式。至于将小麦磨成面粉然

后再加工成各种主食，时间

更晚，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小麦在中原都被当成“杂

稼”，也就是非主流的杂粮。

关于中秋节吃月饼的

起源，相关说法五花八门，

几乎都是最近几十年才编

造出来的传说，然后被网络

流传，被商家运用，被不靠

谱的作家当成真实的典故

来引用。明朝建立，中秋吃

月饼也就成了民俗。因为现

存文献表明，月饼正是到了

明朝才流行起来的。换句话

说，中秋节吃月饼的历史应

该只有几百年。

明朝文人笔记里的月

饼比较丰富，有直径一尺的

大月饼，也有小如铜钱的袖

珍月饼。月饼馅儿更是多种

多样，有枣泥馅儿的、豆沙

馅儿的、桂花馅儿的、麦芽

糖馅儿的，还有木瓜馅儿

的。不过这种木瓜是那种硬

皮儿木瓜，不能生吃，削皮

煮熟，用糖腌成蜜饯，再做

成月饼。

民国时期离我们最近，

月饼的馅料更加丰富。1947

年中秋节，国民党机关报

《中央日报》刊登一条广告，

说南京冠生园推出25种月

饼，其中竟然包括金华火腿

馅儿的“火腿月饼”、烧鸡馅

儿的“烧鸡月饼”、板鸭馅儿

的“板鸭月饼”、椒盐馅儿的

“椒盐月饼”，以及直到今天

还备受争议的“五仁月饼”。

《中央日报》还刊登过

一篇《月饼的派别》，提到当

时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的竞

争，以及作者本人对五仁月

饼的恶评：“我对于五仁月

饼，无论咸肉还是甜肉，向来

最怕吃，诧异世间如何会有

如此令人憎恶的月饼！”

无论什么馅儿的月饼，

都有人喜欢，也都有人吐

槽，但是每年过中秋，这月

饼还不得不买。民国战火连

绵，农民破产，城市贫民也

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从

1912 年到 1949 年，总有一

大批穷人买不起月饼。买不

起怎么办？分期付款。

在民国北京，加工并出

售月饼的店铺叫“饽饽铺”。

比较有名的饽饽铺，有东四

猪市大街的芙蓉斋、在王府

井开有分店的一品香、前门

外鲜鱼胡同里的天兴斋，以

及鲜鱼胡同口路南的魁宜

斋。这几家铺子的月饼，都

是可以分期付款购买的。

（据《北京青年报》）

克什克腾石阵
克什克腾石阵景区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东北部，是

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之一，克什克腾石阵是第

四季冰川留下的杰作，是世界上独有的花岗岩地质奇观。

该景区于2002年8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2005年12月22

日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4A级景区，2015年被确定为

自治区重点建设的14个品牌景区之一，2018年晋升国家

5A级景区。 文/《内蒙古旅游报》整理 图/薛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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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前，月饼什么馅儿？

◎每周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