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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象征高雅的精神故里。历代统治集团依托万寿

寺展开种种大型活动，成为北京西郊重要的庆典

舞台及水路和陆路交通节点；对百姓而言，宏大

场景带来的感受代代相传，刻入北京城的集体空

间记忆中。万寿寺从废黜太监家庙到京西敕建重

刹，再至成为皇家游赏的必经之处，这种人地关

系的变化，反映在建筑格局的演变中，是北京西

郊在微地理层面上的变迁缩影。

有关万寿寺历史方面的研究颇多：何孝荣《明

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在爬梳大量史料后准

确而全面的归纳统计了不同背景的佛寺。彭兴林

从皇家禁地到庆典舞台：

北京西郊万寿寺的微观格局变迁
From the Royal Forbidden Land to the Ceremony Stage：  
The Development of Wanshou Temple in the Western Suburbs of Beijing

杨菁    YANG Jing 叶翔    YE Xiang 张小弸    ZHANG Xiaopeng

摘要：本文是对万寿寺建筑群这一微小空间领域由明末至清末三百余年变迁的研究。明代万历生母李太后崇佛及其

个人情感归属，替僧制度，西郊的人文地理是万寿寺初创的背景。尔后三百余年，万寿寺历经多次营建变革，畅春园的

始建，崇庆皇太后六旬和七旬庆典，慈禧太后六旬庆典无不例外地影响到了组群的建设。文章将史料与实际建制进行

联系，分析万寿寺各时期的主要营建特色，并指出其成型除了时代语境给予的必然外，也是一座因古代水陆交通位置

优越而成，随年代愈富女性统治者色彩的北京皇家寺院案例，以期见微知著，反映北京西郊这段时期历史、地理、建

筑等方面的变迁。

关键词：万寿寺、长河、北京西郊、女性统治者、营寺动机

Abstract：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Wanshou temple from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to the end of 
Qing Dynasty.In the Ming Dynasty, the personal affection of Empress Dowagen Li, the system of replacing monks, 
and the human geography of the western suburbs were the factor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Wanshou Temple. 
During the 300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Wanshou Temple experienced many chang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angchun Garden, the celebration of Empress Dowager Chongqing’s sixties and seventies, and the celebration of 
Cixi’s sixtieth birthday all affected the building complex. This paper links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the actual con-
struction system. It points out that the formation of Wanshou Temple i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the times, but also 
an example of Beijing’s royal temple formed due to its superior location of land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whose 
style became increasingly more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female rulers.The small details indicate the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of Beijing’s Western suburb areas.

Keywords：Wanshou Temple, Changhe River, Western suburbs of Beijing, Female rulers, Factor of establishment

一、序言

万寿寺地处西直门外迤西四里许，长河沿线

北岸的广源闸处，即今日北京艺术博物馆（图 1，

图 2）。自万历冲龄践祚、李太后敕建祈福以来，

万寿寺因其地理优势而屡屡获视。其地处长河与

御道交汇的水陆转换点，从大内或是海淀行至此

地后正值日中，无论是驻跸休息还是乘船换马，

其恰当的格局规模都显得尤为方便，因此在往返

西郊的过程中万寿寺被历代帝后广为临幸。长此

以往，其意义也渐渐从皇家祷祝拓展成为平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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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佛寺遗迹考》同样在诸多记载里进

一步明确并系统整理北京各寺的位置沿革

建制等内容。万明《传承与重塑——万寿

寺的历史记忆》聚焦祈福功能并以祝釐活

动为线索。孔祥利主编的《北京长河史万

寿寺史》及其若干文章从沿革、地理、建

制、流变、活动等内容中详细考察不余遗

漏。四位皆酌情分析并合理定论，在广泛

考察推究之余，均明确指出万寿寺在古代

京西建设等诸多决策中的特殊地位。而建

筑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在产能有限

的古代则需要承担工程环节和建筑艺术之

外的内涵，其特殊性无法孤立于社会语境。

可惜的是，以上研究在历史探讨极大丰富

的同时，对万寿寺与北京西郊历史地理的

联系却鲜有涉足，也缺乏对建筑、景观、

人类活动的考察，这样的缺憾着实令人意

犹未尽。因此本文试图将万寿寺的格局变

迁置于更大背景的同时，也更希望从微观

尺度揭示演变背后深层次的动机。

二、明清交替下的万寿寺

1. 格局与变迁

万寿寺从始建到扩建几乎都与顶层女

性有关（表 1）。从影响万历朝政四十二年

的李太后主持始建，再到乾隆朝因崇庆太

后庆典的两番修葺与加建，再到慈禧太后

对整个西路行宫的完善。在父权皇权大行

其道的古代社会中，女性统治者话语乏善，

而被女性统治者孕育出的建筑更是少之又

少。三百年间不同女性集团共轭为契形成

图1：万寿寺区位 图2：万寿寺山门

的万寿寺建筑格局罕有，从以观音殿为核

心的明代园林，到清末暗示使用者性别的

新建筑，如后罩楼和爬山游廊等，这一系

列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同为女性统治

者之间暗示合法、渴望身份认同、委婉要

求独立叙事的共同诉求。

明代初创时期仅有一路 [1]（图 3， 

图4），前为佛法场所，后为园林。前以山门、

天王殿、大延寿殿、藏经阁、方丈作为空

间序列。后部园林有一座假山，山上观音

阁，山下有文殊、普贤、禅堂。山前山后

各有一亭。山前有三池，方亭位居其中，

万历谒陵中途在此用食。山后也有一池，

方亭位居池北。除了中路外，在寺院东侧

布置有药王殿，明代可能由殿前阁后的两

进院落组成 [2]。在药王殿前还存放着著名

的永乐大钟，大钟迁入时因其体量巨大

无法移入中路已建成的建筑中 [3]，于是在

寺院东路前排、临街大道处修筑一钟楼专

门存放 [4]，至此明代万寿寺东路格局初成 

（图 5）。永乐大钟本应随始建之时迁入，

但因择吉时日的缘故便一直等到万历

三十五年（1607 年）才动工搬运。大钟的

搬迁时间需要与其铸造时间相符，于是便

需等待“四丁未”一致时方可动迁 [5]。

清代兴办了康熙六旬庆典、乾隆朝崇

庆太后六旬和七旬盛典、慈禧太后六旬盛

典，每一次活动都丰富着万寿寺的功能和

规模。康熙六旬庆典拓展寺院后部的园林，

并在东路整修了已有的建筑（图 6）。崇庆

皇太后六旬庆典除了大量添修建筑外，再

次改动了中路园林的格局和形式（图 7）。

崇庆皇太后七旬盛典在六旬庆典格局上，

西路增设了三进院落作为行宫，行宫外修

建苏州街（图 8）。慈禧六旬庆典在西路行

宫后再增加了两进院落，至此万寿寺格局

全部成型（图 9、图 10）。

2. 特色与对比

明代的万寿寺是一座以祈福皇室为任

务、礼佛弘法为主导且兼顾生产的皇家寺

院，并紧密围绕礼佛、弘法、祷祝、寺院

生产为主题组织建筑功能和布局。清代万

寿寺仍保持着为皇室祝釐的功能，但此时

的万寿寺已发展成为了集行宫、游赏、园

林、佛法、修持、民俗等活动为一体的皇

家寺院。清代在原本的一路格局上增加了

行宫空间、服务性空间、游赏空间，扩大

为东、中、西三路，护寺土地减少，寺院

外增设下寺紫竹院承担僧侣日常起居。受

皇家庆典的影响，万寿寺清代还开展了大

量的民间活动，也是民俗活动可以共享的

空间。从具体数据上看，明代的万寿寺占

地约 8500 平方米，房屋 19 座，建筑面积

约 2800 平方米，面宽约 45 米、纵深约

190 米。到了清代高峰时，万寿占地面积

约 43000 平方米，房屋 80 座，建筑面积

约 14000 平方米，面宽约 130 米、纵深约

240 米。

万寿寺明清寺院及其周边开放程度不

同，对待市民的包容性也不同，这也体现

在明清的格局变化上。明代万寿寺只面向

皇室，不仅不许外人进入，甚至接近寺院

也被明令禁止，公众与万寿寺建筑场所的

互动行为仅是远瞻。如此森严的戒备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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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万寿寺格局对比	 表 1

李太后始建（图 3） 永乐大钟迁入（图 5） 康熙六旬庆典（图 6）

万历五年（1577 年） 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 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

崇庆皇太后六旬庆典（图 7） 崇庆皇太后七旬庆典（图 8） 慈禧六旬庆典（图 9）

乾隆十六年（1751 年）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 光绪二十年（1894 年）

图10：慈禧太后六旬庆典万寿寺格局示意图图4：明代万寿寺初创格局示意图

万寿寺周边形成了较为隔离封闭的寺院外

格局，具体表现为寺院四周有护寺土地四

顷环绕，寺院后方设有果园一顷，果园四

周用杂树标记。通过大量布置耕地和园地

包围寺院的方法将万寿寺与周边的场地隔

离开。清代万寿寺则采取了更加开放包容

的态度对待公众，不仅寺院周边也开始为

节庆、庙市、集会等诸多活动提供活动场

所，公众也可以进入寺院近距离接触这座

皇家大刹，这样的包容态度同样如实的反

馈到了万寿寺外更为开放的格局中。

万寿寺的廊庑空间特色鲜明，它的变

化也是整体布局演变的关键一环。明代廊

庑一气连接从天王殿到方丈的中路主要殿

宇，围合感强；清代则采取了更丰富的手

法组织两侧廊庑的空间——左右两院落并

置、左右仅配殿、左右仅连廊、左右庑房、

左右倒座房、左右庑房连接配殿、左右连

廊连接配殿，甚至还出现了左右爬山游廊

连接小亭这样精巧生动的空间格局。明清

中路园林在建设中也屡屡改观——明代中

路园林规模较小，清代中路园林规模扩大，

山池的表达方式也与前朝不同（图 11）。伴

随多样化组织方法的不断应用，清代万寿

寺产生了与明代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形

成了空间层次丰富、注重游赏的组群效果。

3. 重新定位的万寿寺

从明到清，万寿寺从与皇室关系密切，

带有政治色彩的寺院，演变为与万寿庆典

紧密相关的驻跸节点。功能上的转变加

快了寺院独立封闭格局的瓦解。此后，寺

院不再代表皇室修持并被清廷改变了其作

用——将寺院定义为兼做交通枢纽的大庆

典主场。交通节点、庆典主场、集会地点

这些开放的场所属性，让万寿寺一度令人

紧张的禁地氛围逐渐消散。尽管清代已经

没有了像明代一样明确提出封锁万寿寺此

类极具私享色彩的规定，寺院内外也开始

向市民开放，但万寿寺在此后各项活动中

表现出来的用途和管理，仍然紧密服务于

皇室活动，重新获视以后依旧是一座高等

级的皇家寺院。

三、变迁动机

万寿寺的格局变迁背后有着复杂的动

因，与大的历史背景有关，也和个人的情

感与审美偏好相联系。而万寿寺就是反映

这种综合历史、地理、人文、建筑方方面

面变化的，具体而微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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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太后京师敕建佛寺一览表	 表 2

时间 寺名 地点 史料记载 备注

万历元年

（1573）
海会寺

左安门外

马家村

张居正《重修海会寺记》：“海会寺在都城之南，创于嘉

靖乙未，穆宗皇帝常常受禧于此。皇上即位之二年，圣母

慈圣皇太后出帑银，即其地更建焉”

重修，

今无存

万历二年

（1574）
承恩寺

城东北隅南居

贤坊

张居正《敕建承恩寺碑文》：“命司礼监太监冯保贸地于

都城巽隅居贤坊故太监王成住宅，特建梵刹。寺成因官志

善为僧录司左善世以住持之，而赐名曰承恩。”

新建，

今无存

万历二年

（1574）
普安寺 西城河槽西坊

葛守礼《重修重修普安寺碑略》：“西城河槽西有梵宇曰

普安，建自国初，修与嘉靖。万历二年四月十日，慈圣皇

太后发帑金重葺其旧”

重修，

今无存

万历四年

（1576）
慈寿寺

阜成门外八

里庄

张居正《敕建慈寿寺碑文》：“常欲择宇内名山灵胜，特

建梵宇，为穆考荐冥址、皇上祈胤，皆以地远，不便瞻礼”
新建

万历四年

（1576）
慈善寺

北安门外靖

恭坊

李琦《敕赐护国慈善寺碑记》：“敕司礼监择地于北安门

外靖恭坊地方永太庵旧址……将前基址通展，而大建精舍”
重修

万历五年

（1577）
万寿寺

西直门外广源

闸之西

张居正《敕建万寿寺碑文》：“命司礼太监冯保等卜地，

于西直门外七里许、广源闸之西特建梵刹，为尊藏汉经香

火院……工始于万历五年三月，竣于明年六月。以内臣张

进等主寺事。上赐之名曰万寿”

新建

万历八年

（1580）
千佛寺

德胜门内八步

口，北城日

忠坊

杨守鲁《千佛寺碑记略》：“随贸地于都城乾隅御用监太

监赵君明杨宅也，将建梵刹迎遍融主佛事”
新建

万历十一年

（1583）
真圆

塔院

德胜门外八里

鹰房村

赵志皋《大护国千佛寺遍融大师塔院碑记》：“于德胜门

土城关外鹰房村，置地四顷八十七亩有奇，建立普同大塔

一座”

新建，

今无存

万历十七年

（1589）
明因寺

正阳门外三里

河东正东坊

《日下旧闻考》：“明因寺，明慈圣太后所立也，在正阳

门外三里河东。故三圣寺也，明万历初，慈圣宣文明肃太

后改建，赐额”

重修，

今无存

万历十七年

（1589）
慈慧寺

阜成门外二

里许

莲池《憨山老人梦游集》：“乃卜阜城关外二里许，捐赀

创寺以居，寺成，请额，圣母嘉之，赐曰慈慧”
重修

万历十九年

（1591）
衍法寺

阜成门西一里

许平则关

王爱《重修衍法寺碑》：“两皇太后、中宫暨宫嫔诸贵人

悉初镪倡为修葺”

重修，

今无存

万历二十年

（1592）
长椿寺

宣武门外宣北

坊

刘侗《帝景景物略》：“至北京时，誉者众，孝定皇太后

闻而创寺居焉，神宗赐额曰长椿寺”
新建

万历二十一

年

（1593）
慈恩寺

西直门外

二十五里青

龙桥

赵志皋《敕建护国慈恩寺碑》：“圣母出内帑遣慈宁宫近

侍御马监太监陈儒督造，精致与万历癸巳五月，落成于甲

午九月”

新建

万历二十一

年（1593）
嘉福寺

宛平县平园村

潭柘山

《潭柘山岫云寺志》：“万历年间，太宰陆公光祖、太仆

卿徐公琰启慈圣皇太后，重修殿宇”
重修

万历二十二

年（1594）
慈隆寺 北城金台坊

朱国祚《敕建慈隆寺碑记》：“兹寺也，圣母皇太后之

□□□皇恭妃之所创建，以祝皇上之万寿者也”

新建，

今无存

万历二十六

年（1598）
智慧文

殊庵

南城宣北坊

柳巷

朱之蕃《新建智慧文殊庵记》：“择广宁门之柳巷，悬箔

蔽席，设文殊绘像”

新建，

今无存

万历二十七

年（1599）
圆通寺 南城永定门外

黄辉《重修圆通寺碑记》：“佛像、殿堂、门廊、庖字，

无一不备”

重修，

今无存

1. 明代 ：市井隔离的皇家禁地

1.1	 太后崇佛

万寿寺的建立，与万历皇帝生母慈圣

李太后的私人情感紧密相连：“两宫圣母，

首建慈寺、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

海内。” [6] 其中以万历生母慈圣李太后崇佛

更甚，慈圣皇太后其人“顾好佛，京师内

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7]

在李太后主持之下仅京师地区建造或者修葺

的寺院以及番经厂等就有二十多座，包括海

会寺、承恩寺、普安寺、慈寿寺（图 12）、

慈善寺、万寿寺等（表 2）。这其中许有更

深层次的原因——神穆交替之际，万历冲

龄践祚，太后执政。基于特殊的身份，李

太后希望通过政教一体的权宜，应对未来

时政的多舛。于是她效仿武曌，通过菩萨

托梦的宣传将自身包装成了佛教偶像“九

莲菩萨”供世人敬仰（图 13）。李太后自

述梦见九莲菩萨传授经书，之后将此场景

事无巨细地描绘、反复诵咏经文。她还专

门将梦中所见命工匠造像安置在慈寿寺的

九莲阁中，借佛法天选之名自证合法 [8]。

在家庭情感上，李太后与神宗皇帝感

情交好。神宗皇帝生前素有重修汉经厂的

愿望，于是李太后执政时便希望通过修建

寺院“惟是皇考祈祐之地，又重之以圣母

追念荐福慈意” [9] 追思先帝。一方面完成

其未尽心愿，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兴建寺

院保佑践祚的万历皇帝。万历四年（1576

年），万寿寺一箭三雕的修建计划成了太

后平复多年夙愿的契机，除了为年幼的万

历皇帝加持保驾，平日也代行经厂焚修职

图11：万寿寺中路假山 图12：慈寿寺塔 图13：慈寿寺塔内九莲菩萨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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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清末长河与御道景观

图15：兴建紫竹院公园时的双林寺遗址 图16：明代万寿寺及其周边示意图

责成先帝遗愿。

尽管万寿寺有意将个人行为与国家行

为进行分割，在建设的执行与资金的筹措

上，均使用了许多非官方的渠道。[10] 但因

为建设主导人的身份和心愿过于特殊，万

寿寺仍然是一座皇家寺院。寺院所提供的

服务主要满足了李太后对于个人信仰、对

于亲子的保佑、对于丈夫的思念等家庭情

感寄托。寺院所承担的人伦关怀甚至超过

了政治权宜间的无奈，因此万寿寺最初的

定位更接近于太后捐建的家庙。

1.2	 替僧制度

明代建寺之初封闭严整的格局还另有

原因——寺院中有一位不方便公开的人

物——万历的替僧。替僧代度是明代皇室

流传的习俗，当皇太子和皇子出生以后将

会挑选一名幼童替皇子出家祈求功德平安，

享有极高的待遇 [11]。在《敕建承恩寺碑文》

中也有关于明代宫廷替僧习俗的记载：“皇

朝凡皇太子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为僧，

名剃度，虽非雅制，而宫中率沿以为常。” [12]

万历皇帝，前后共拥有三位替僧，《万历野

获编》中记载了这位万寿寺替僧的故事 [13]。

替僧在寺院中的地位极高，并有专人伺候。

“寺成，因官志善为僧录司左善世以住持

之。” [14] 据《敕建万寿寺碑文》中记载：“以

内臣张进等主寺事。上赐之名曰万寿。” [15]

在此特殊情况下，建筑格局的布置必

须充分体现寺院的地位，于是万寿寺在始

建之初就有了功能齐备、格局理想的五进

院落。山门及天王殿在前，左右配钟鼓楼，

前大殿后高阁，方丈列后左右庖湢，禅堂、

讲堂、佛堂、法堂具备，全院左右廊庑夹持，

佛法僧配置一应俱全，后部再建一叠山园

林庭院以供游赏。

1.3	 地理形胜

万寿寺特殊的性质使其需要低调经

营，却不能将寺院隐于远离京城的深山野

岭，而古刹亭榭相连缀发的北京西郊是远

离闹市却不远离京城的最好选择。明清之

际，长河流域治理良好，已然成为联结京

城和西郊的交通网络和景观系统中的重要

一环（图 14）；明代宦官大量参与西郊寺

院建设，也遗留了许多有良好建设基础的

地盘。明代袁宏道对西郊如此描述：“精

蓝棋置，丹楼朱塔，窈窕绿树中，而西山

之在几席者，朝夕设色以娱游人。当春胜

时，城中士女云集，缙绅大夫，非甚不暇，

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 [16] 文字除了直接

阐述人物往来频繁和一望不尽的西郊风景

外，也暗示出长河沿线庙宇丛林之富饶和

人民生气之旺盛。

万寿寺的选址也受到了宦官营寺之风

和西郊丛林林立的影响。万寿寺督办负责

人为宦官集团势首冯保，他是虔诚的佛教

信徒，在西郊自设坟寺双林寺（图 15）。

据记载：“万寿寺，万历五年建。大珰谷

大用寺基，慈圣李太后出资钜万，命太监

冯保督造。” [17] 冯保在双林寺始建两年后又

开始督办万寿寺，万寿寺选址的思路或许

有受到双林寺的影响 [18]。万历初，靠近西

直门河畔早已被庙宇和民居占满（图 16），

冯保便于双林寺附近寻找，到迤西一里处

正好有正德年间太监谷大用的废弃寺院，

营建基础尚可，无论是河道形势还是山川

配合均属理想地段，于是该地块被重新利

用，万寿寺选址既定。

万寿寺的选址无疑是挑选了西郊人文

地理环境较好的长河流域，以此取得堪舆

相地上的优势。但这样的选择需要将寺院

置于人群活跃的地带，与原本低调森严的

营寺要求相悖。于是万寿寺在外部空间塑

造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万寿寺四周有

护寺土地 4 顷环绕，寺院后方设有果园 1

顷，果园四周用杂树标记。这些耕地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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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清代万寿寺及其周边示意图

地使万寿寺与周边的场地隔离开，变相的

与市民生活拉开距离的同时也享受到了良

好环境形势所产生的便利，俨然一世外桃

源。所以万寿寺筹备时“不足为外人道”

又“在乎山水之间”的“贪心”使其最终

形成了一派皇家禁地的格局。

1.4	 皇家禁地

万历五年（1577 年）万寿寺成，赐名

“护国万寿寺”。当朝给予了其极大地礼遇：

万历七年（1579 年），皇帝专门颁诏御旨

从寺院生产供养、人员安排、政策保护等

方面将这座寺院的运营方式安排得当 [19]，

官方的总体态度是将万寿寺严格戒严、派

亲信专人监管、并使其自给自足。不仅各

色人等无法进入，甚至接近万寿寺都是不

被允许的，公众与寺院的互动行为也仅限

遥望观瞻。寺院的日常维护、僧人供养的

经费也不来自于市民的香火，而是赠予万

寿寺土地供其收租或自己生产——用于收

租的土地远在宛平，用于生产的土地则在

寺院周围。万寿寺通过精准的人事安排介

入寺院宗教事务，这种特殊管理办法，其

实是与其自身定位相关，并且反映在寺院

本身以及周边的格局和配置上。

2. 清代 ：京西重要的庆典舞台

2.1	 驻跸节点

明清交替的半个多世纪中，万寿寺处于

颓败状态。天启年间万寿寺内悬挂的大钟被

视为不祥 [20]，卧倒于地。离开万历皇帝与

李太后的万寿寺风光不再，被朝野排斥。

顺治十六年（1659 年）二月，万寿寺

夜间失火焚毁 [21]，之后也不复再修，直到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左右修建畅春园

时才得以重修。众多园林中康熙皇帝格外

偏爱畅春园 [22]。期间无论是处理朝政抑或

修养性情，帝王的生活工作等行为在畅春

园内均可安排，俨然紫禁城外的另一中枢。

此时清朝国祚已稳，万寿寺的政治属性早

已淡化，摆在康熙皇帝面前的仅是一座残

破不堪的寺院。万寿寺成为去往畅春园路

上的驻跸节点，借由西郊园林的兴建而重

获目光。

诚然物料工序等能借畅春园修建之际

统筹安排，万寿寺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其在

一众明代旧寺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往

返畅春园可走西直门外御路或者走长河水

道至万寿寺后改走陆路。万寿寺恰处往返

紫禁城与畅春园的半途，且是长河与海淀

御路水陆转换的交汇点（图 17）。从大内

或是畅春园出发，行至此地后正值日中，

无论是驻跸休息还是乘船换马，其恰当的

格局规模在接待皇帝队伍时都显得尤为方

便。因此在往返西郊的过程中万寿寺便被

委以任务而重新使用，寺院也被修缮一新。

康熙年间，寺院周边禁地的风气已经

十分松动了。至迟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万寿寺便开始在寺院东路大道前接待来往

游人香客了 [23]。康熙六旬庆典时，万寿寺

作为庆贺的主场之一举办千佛道场。为迎

接庆典寺院内重新修整，在园林后又增加

了一进院落，院中建有无量寿佛殿与万佛

楼，以此攀附康熙皇帝的万寿庆典。寺院

外部为了接纳大量前来道贺的群众、官员

和僧侣，寺院外沿路大量修筑了各式彩棚

彩坊、鼓亭、戏台、表棚、灯楼、灯廊、

小亭等，籍此万寿寺周边通过政府的建设

逐步具备了聚散大量人群的能力，比环境

改造更重要的是，万寿寺首次筹办了皇帝

寿辰庆典，在悠悠众口间拥有了举行大庆

典的谈资。

2.2	 庆典舞台

乾隆朝，万寿寺周边建成了许多方便集

会的建筑和构筑物，苏州街的设立更将万寿

寺的开放气氛推向高潮。在康熙朝六旬庆典

的先例下，乾隆朝万寿寺举办了两次十分隆

重的庆典，分别是崇庆皇太后六旬庆典和

七旬庆典。这两次的庆典比康熙六旬庆典

处理得更加隆重，特别是崇庆皇太后七旬

庆典，对万寿寺周边格局影响甚多。

乾隆十六年（1751 年）其母崇庆皇太

后六十大寿。因太后向居畅春园，万寿寺

因位置适中、名称喜庆而成为驻跸节点 [24]。

为了满足驻跸的需要，中路与东路建筑重

新修缮，西路添加辅助用房，一系列的改

造和添建活动配合了高规格的皇家典礼以

备太后莅临游览。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崇庆皇太

后七十大寿，万寿寺作为主场之一替皇太

后诵经祝釐。而在万寿寺外，长河对岸

平旷土地上召集僧梵唱呗者千百人，异

口同的为太后祷祝。这一夹岸盛况绘制

在乾隆御笔提名的《香林千衲图》[2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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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香林千衲图

（图 18）。万寿寺的格局也因庆典产生了较

大的变化——中路增添了若干建筑点景，

西路增加了五进院落供行宫使用。崇庆皇

太后喜爱江南风景，万寿寺西侧修筑了一

条苏州街 [26]。苏州街将周边原本零散无序、

自发形成的市肆重新组织，仿造苏州市廛

坊巷样式设计并经营，并专门调集大量江

南商庶云集街中，无论是从建筑的格局形

态还是坊巷内的人文气息均有意模仿着姑

苏情调。苏州街一经建成便获得了很高的

评价，“在万寿寺西，路北设关门，有长衢

列肆，北达畅春园，居人称为苏州街。魏之

绣诗描绘曰：楼馆青红百货俱，水村山郭似

姑苏。小人近市真堪羡，翻作人间大隐” [27]。

不仅如此，万寿寺也于每年四月初一至四

月十五的苏州街庙会期间同步开放 [28]，这

样的举措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庙会时间只

持续半个月，其余时间万寿寺又回归封闭

管理，但经由大典，完全瓦解了万寿寺曾

经封闭独立的市民印象。

2.3	 万寿余晖

光绪时期，万寿寺最后的余晖是慈禧

太后赐予的。面对其过度执政合法性的批

评，女主太后更加注重外部理想形象的塑

造。同样是母凭子贵，慈禧的模仿对象便

指向乾隆皇帝生母崇庆皇太后。

光绪二十年（1894 年）慈禧六旬庆

典模仿着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但其游行

往返的目的地、游行所使用的工具、塑造

点景的方法与百年前截然不同。慈禧平日

往返颐和园的交通工具早已从原本的人力

船更换为“捧日” [29] “恒春”[30] 两艘小火

轮洋船，一小时内即可完成从倚虹堂到颐

和园 11 公里的水路路程 [31]。游行队伍行

进的速度更快了，游行往返的目的地与路

线也变化了，不再需要经过陆路苏州街，

这样一来原本万寿寺的水陆枢纽作用淡化

了。尽管如此，慈禧并未因为效率的缘故

而忽视万寿寺的特别意义，反而对这一承

载了李太后和崇庆太后两代女性传奇的寺

院心存向往。面对母子不睦的流言，万寿

寺此时似乎成了一个代言母子关系的现实

凭证，借万寿寺特殊的政治底色完成对自

身合理执政的阐释，慈禧太后修缮活动补

完的不仅是行宫建筑，也是太后当国的额

外内涵和形象。

四、总结

明代万寿寺营寺的动机主要来自于时

代风气，与李太后个人情感寄托紧密相关；

清代万寿寺的营寺动机主要来自于愈发隆

重的典礼，以及在西郊开发下恰合时宜的

地理位置。不同的设计定位最终都会反馈

在万寿寺的建筑体验与格局变迁中：明代

万寿寺营寺低调而戒严，寺院结构完整但

基本延续着只可远观不可接近的状态；清

代万寿寺隆重而相对开放，自身规模转而

宏大的同时周边也为庙市、游赏、节庆等

诸多活动提供了场地，极大程度改变了市

民对其封闭而独立的固有印象。尽管清代

的万寿寺及周边较明代已显得十分热闹，

集会和寺院每年有固定的开放日期，院外

格局也得到明显变化，市民可以因此轻易

接近或者进入，但其皇家寺院的庄严私有

属性并没有因此改变，仍然是一座高等级

并忠于皇室服务的寺院。

今天的万寿寺位于城市扩张带来的车

水马龙之间，从前的苏州街成为通衢大道

西三环路的一部分，长河也历经改造，不

复昔日重要水陆交通的作用。万寿寺原有

环境巨大的变迁，使其掩埋在高架桥和现

代建筑之下愈显边缘化，这种现象是类似

于万寿寺的无数古代文化遗产在城市变迁

下的缩影。本文试图从微观地理的角度，

在分析万寿寺三百余年来格局变迁和背后

动因的同时，为这座已经淹没在时代洪流

中的建筑书写其微小的传记。

[感谢巴黎索邦大学李纬文，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李卫伟，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熊炜，清华大学徐

腾在研究中的帮助。]

注释

[1]  《敕建万寿寺碑文》中对万寿寺始建时格局的记

载：“中为大延寿殿五楹，旁列罗汉殿各九楹，前为钟

鼓楼、天王殿，后为藏经阁，高广如殿，左右为韦驮、

达摩殿各三楹。修檐交属，方丈庖湢具列。又后为石山，

山之上为观音像，下为禅堂、文殊、普贤殿。山前为池三，

后为亭池各一。最后果园一倾，标以杂树，琪株璇果

旁启，外环以护寺地四倾有奇。”

[2]  《重修药王殿碑记》中记载“入寺，前殿已毁，殿基

立巨钟，钟高可二丈余，大六围，外楷书万佛忏，内楷

书法华经各一部，精□异常，盖明永乐时所铸。殿后

阁前，罗汉松七八株，大可两人合抱。”

[3]  永乐大钟尺寸：大钟通高约6.94m，口径约3.3m。

[4]  “寺有方钟楼，前临大道，楼仅容钟”[明 ]蒋一葵：

《长安客话》，卷三，《万寿寺》，北京：北京古籍出版

社，1982年，第四九页。

[5]  “铸时年月日时皆丁未，今徙置之日为六月十六日，

亦四丁未相符。”[清 ]于敏中、朱彝尊等等：《日下旧闻考》，

卷七十七，《国朝苑囿》《乐善园》，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第一二九六页。

[6]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释

教盛衰》，中华书局，1959，第679页。

[7]  [清 ]张廷玉等：《明史》，志一百一十四，列传第二，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134页。

[8]  “九莲菩萨者，孝定皇后梦中受经者也，觉而一字

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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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

而为之。”[清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

[9]  [清 ]于敏中、朱彝尊等：《穀城山房集》，《日下旧

闻考》，卷九十七，《郊坰》，《西七》，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第一六二〇页。

[10]  然不可以烦有司，乃出帑储若干缗。潞王、公主

暨诸宫御、中贵亦若干缗——[明 ]刘若愚：《酌中志》，

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汉经厂》，中华书局，

1994年，第116页。

[11]  “主上新登极，辄度一人为僧，名曰代替出家。

其奉养居处，几同王公。”[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

编》，卷二十七，《释道》，《主上崇异教》，中华书局，

1959，第680页。

[12]  [明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十二，《敕建承恩

寺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一四六页。

[13]  “予再游万寿时，正值寺衲为主人祝厘，其梵吹者

几千人，声如海潮音。内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妇。问之

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盖志善者已谢世，此又代职者，

自承恩移居此中耳。”[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二七，《释道》，《京师敕建寺》，中华书局，1959，第687页。

[14]  [明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十二，《敕建承恩

寺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一四六页。

[15]  [明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十二，《敕建万寿

寺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一五〇页。

[16]  [明 ]袁宏道：《游高梁桥记》，《中国古代建筑文

献集要·明代下》，2013，第180页。

[17]  [清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六，《寺院》

[18]  双林寺动工于万历二年（1574年）。万寿寺动工于

万历四年（1576年）。

[19]  “朕惟慈悲之教，盖以阴翊皇度，化导群迷，乃于

万历五年，命建僧寺一所于西直关外广源闸地方，以

崇奉三宝，庇佑民生，赐额曰护国万寿寺。凡殿阁、廊庑、

方丈、庖庾规制咸备，复念寺众无以养赡，于寺基后置

果园及白地共计五顷五十亩。又买到顺天右宛平县香

山乡强花村民庄房果园四顷二十亩，其房地所出租课，

俱供本寺香火之费，悉照先年大慈仁寺事例，一体优免。

仍令内官监太监张进等侍奉香火，率督僧众焚修。尚

虑愚顽之徒，罔知禁忌，或至毁亵侵凌，兹特赐寺禁谕，

凡内外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俱宜仰体至意，敢有不遵

敕旨，辄肆侵犯者，必重罪不宥。故谕。万历七年四月

初四日。”[明 ]沈榜：《宛署杂记》，卷一八，《万字》，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第208-209页。

[20]  “帝里白虎兮，不宜鸣钟者，遂卧钟于地。”[明 ]

孙国敉：《燕都游览志》。

[21]  “寺乃万历初所造，为母氏祝釐，最为钜丽，乙亥

二月，余在退谷，寺僧报夜毁于火……丹垩尚焕烨，俄

警劫火红……形骸原土木，焦烂倾西东。”[清 ]孙承泽：

《天府广记》，卷三十八，《寺院》。

[22]  “计一岁之中，幸热河者半，驻畅春又三之二”[清 ]

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第233页。

[23]  “远望西山，蜿蜒窈窕，高出林端，苍翠之色，可

挹而聚。入寺，前殿已毁，殿基立巨钟，钟高可二丈余，

大六围，外楷书万佛忏，内楷书法华经各一部，精□异常，

盖明永乐时所铸……吾师示寂后，戊午遂建毗卢佛殿

五楹于药王殿后。辛酉复建配殿。□□□□□己巳修

山门、茶棚，至今以茗饮行者无虚日”[清 ]曹白瑛：《重

修药王殿碑记》，康熙三十七年。

[24]  《御制敕修万寿寺碑记》中记载“自昆明湖循长

河而东，缘岸所乔林古木，僧庐梵舍远近相望。广源

闸西，万寿寺实为之冠。宏畅深静，规制壮丽。考碑志，

建自明神宗初，迄今二百余载矣。朕时从舟过之。乾隆

辛未之岁，恭值圣母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皇太后六

旬大庆，海内外臣民举行庆典，朕恭奉大安舆由畅春

园道西直门，至大内。銮與所经，兹寺适居其中，且其

嘉名符祝禧之意，命将作新之。”

[25]  《香林千衲图》系清宫佚名旧藏《胪欢荟景册》

绢本中的一幅。图册纵约97厘米，横约161厘米。《胪

欢荟景册》分景点描绘了乾隆三十六年因其母崇庆皇

太后七十寿辰举行的举国欢庆的大规模庆典活动。画

作共有八幅：万国来朝、合璧联珠、回人献伎、慈宁燕喜、

寿宇同游、九老作朋、香林千衲、厘延千梵。八幅画作

均见御题画名，并钤“乾隆御笔”朱文方章。

[26]  “乾隆辛巳，孝圣宪皇后七旬诞辰，纯皇以后素

喜江南风景，以年迈不宜远行，因于万寿寺旁造屋，仿

江南式样，市廛坊巷，无不毕具，长至数里，以奉銮舆

往来游行，俗名曰苏州街云。”[清 ]昭梿：《啸亭杂录》

[27]  [清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四，《郊坰三》，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二八二页。

[28]  “万寿寺在西直门外五六里，门临长河，乃皇太

后祝厘之所。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游人甚多，

绿女红男，联蹁道路，柳风麦浪，涤荡襟怀，殊有天朗

气清，惠风和畅之致，诚郊西之胜境也。”[清 ]富察敦

崇：《燕京岁时记》，《四月万寿寺》，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第61页。

[29]  “光绪十三年（1887年）天津制造局承造昆明湖

需用‘捧日’钢板小轮船一只，洋舢板二只，炮划八只。”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

清档案部编辑组：《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第56-57页。

[30]  “光绪十七年（1891年）又照‘捧日’小轮船式样、

马力，再造‘恒春’小轮船一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 .《中

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四册，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61：第281-282页。

[31]  小火轮行驶速度可据洋务运动当中国人首造船只黄

鹄号的航速可判断。“1866年春，该船在南京下关试航成功，

顺流速度为225公里 /8小时，逆流速度为225公里 /14小

时，曾国藩勘验得实，激尝之，赐名‘黄鹄’。”席龙飞：《中

国造船通史》，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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