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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熱河）避暑山莊建築群建於清初，山莊
有仿江南式的園林，也有別具特色的寺廟，規
模之大實在不可思議。避暑山莊的作用一直被
人忽略，其實它不僅是休閒養生的場所，也兼
具聯絡、安撫少數民族，甚至有彰顯皇權的功
用。本文會從避暑山莊的建築和布防安排兩方
面，說明清廷應對各民族的政策。

德避暑山莊的基本資料承

1875-1890年避暑山莊地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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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文物局、中國人民大學淸史硏究所：《承德避暑山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1
同上註，頁9
同上註，頁8
同上註，頁2
同上註，頁1
同上註，頁8
同上註，頁9-10
同上註，頁9
紀欣、付際紅：〈雍正與清代承德開發〉，《河北旅遊職業學院學報》，2011年02期，頁103-110
紀欣、紀鳳儀：〈熱河行宮（避暑山莊）擇址緣由分析〉，《河北旅遊職業學院學報》，2015年03期，頁1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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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地理優越，近京師，且是聯絡各部民族的重要地點，如此一來清代君
主便可達致遵從傳統、理政及養生的目的。下將說明：

1. 草原習俗：北京夏季酷熱，冬天下雪，非常寒冷，氣候並不宜
人。遊牧民族素有「秋冬違寒，春夏避暑」的習俗10，而遵從這個

（二）為甚麼要建設承德避暑山莊？

清帝對北巡情有獨鍾，曾多次到訪避暑山莊。有學者統計，「康熙十四年
間共駐山莊二十一次；乾隆自登基後共到訪避暑山莊四十九次，六十餘年
皇帝生涯中有二十二年是在承德度過」9。上文亦提及，清帝每次一般會
在此逗留半年之久，經常的臨訪賦予避暑山莊重要的政治地位，其包羅萬
有的建築風格更能讓我們了解清廷的審美觀及應對各民族的政策。

（一）承德避暑山莊有何重要性？

位置：河北省承德市內，距離北京大約兩百多公里1。

建設時間：從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開始建設，1708年初步完工。乾
　　　　　隆統治時期開始擴建，1790年竣工。

面積：約五百六十萬平方米2

承德是一座山城，地形成花盆狀，被「群山環繞，武烈河流澆其東，灤
（音：聯）河橫貫於南」3，風景優美，是塞外少有4。因武烈河古有「熱
河」之稱，所以承德避暑山莊又名「熱河避暑山莊」5。避暑山莊顧名思
義是清帝皇避暑的地方，他們多五月到來，九、十月才回京。因此承德不
但是避暑養生的聖地，同時也是帝皇從事各種政治活動的地方6。

承德亦是清代有名的皇家園林，其奇特之處在於園林的建設「模擬全國的
自然地理風貌」，恰似全國的縮影7。湖區是江南庭園，也有松林草原仿
如蒙古，園外更有安遠廟和有「小布達拉宮」之稱的普陀宗乘之廟，把新
疆和西藏平移到承德8。

紀欣、紀鳳儀：〈熱河行宮（避暑山莊）擇址緣由分析〉，頁109-112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古北口即古北口鎮，位於中國北京市密雲區東北部
同上註。漠南蒙古科爾沁、巴林、烏珠穆沁、翁牛特等部入貢朝覲亦經由此道
同上註
白涅：〈清代熱河八旗駐防〉，《河北旅遊職業學院學報》，2012年01期，頁110-112
同上註
《清史稿‧本紀二十三‧德宗本紀一》：「甲辰，詔明年應來京祝嘏蒙古與內札薩克王、公、臺吉等，除有年班外，俱
止來京」。嘏音假
白涅：〈清代熱河八旗駐防〉，頁110-112
承德市文物局、中國人民大學淸史硏究所：《承德避暑山莊》，頁47；古稱秋天打獵
紀欣、付際紅：〈雍正與清代承德開發〉，頁103-110
紀欣、紀鳳儀：〈熱河行宮（避暑山莊）擇址緣由分析〉，頁109-112
白涅：〈清代熱河八旗駐防〉，頁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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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意味著「要兩地移駐，行宮的出現勢所必然」11。既要延續
傳統，又要處理政務，行宮的位置並不能遠離首都。「熱河雖地
處塞外，卻道近京師，至京兩日路程，快馬急馳可朝發夕至」，
可達致巡幸與理政兩便12。

2. 拉攏其他民族：承德「溝通東北、內外蒙古，接連西北蒙、回各
部」13，是極為重要的地理位置。清朝皇帝北巡，一般從「古北口
出發，經灤河至內蒙古，路線為古北口、熱河，再到木蘭圍場」14

。這條路線貫穿「漠南、漠北和黑龍江流域的交通要道15。如此一
來可以控扼京師至漠南蒙古之間形勢，懷柔藩部」16。清為邊疆民
族政權，而蒙古人習俗與滿人較為接近，且驍勇善戰，所以蒙古
便成了清廷親密的盟友；若能得到蒙古諸部的支持，統治就會更
穩固17。避暑山莊背靠蒙古，恰恰表明了清廷統治者對蒙古的信
任，秋獵北巡一系列的活動都是為了聯絡蒙古族及其他盟軍18。

3. 練兵及監督其他民族：清代有「年班」和「圍班」兩制。前者規
定「蒙古王公及喇嘛等分班於每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後、二十五日
以前至京師參加元旦朝賀」19；後者則在秋季，「內外札薩克、
回部各王公頭領及各處喇嘛，各按其年班分定之班次，輪班到避
暑山莊朝覲，並隨皇帝赴木蘭圍場行圍」20。康熙為訓練軍隊，
先增設木蘭圍場，1703年在此建避暑山莊。而雍正立下：「後世
子孫，當遵皇考所行，習武木蘭，毋忘家法」，自此「木蘭秋獮 
（音：癬）」成為清廷撫綏蒙古的盛典21。據統計，康熙共行獵
木蘭圍場四十一次，北巡五十六次；乾隆北巡四十九次，行獵木
蘭圍場四十次22。除了方便清皇室隨時行圍打獵23、訓練兵士，覲
見、陪同皇帝打獵的過程也讓清帝施展威壓，以及藉此確定各部
的忠誠。可見，「木蘭秋獮」不但能「加強蒙古各盟旗王公貴族
對清廷的向心力，更使熱河成為對付蒙古各部的軍事設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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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院：〈避暑山莊有哪些宮殿？〉，網址︰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years/3580，
瀏覽日期：2020年10月23日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郎世寧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奧內，義大利人，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及清朝宮廷畫家；王致誠原名讓．德尼‧阿蒂雷，
又稱為巴德尼、王之臣，法國人，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清朝宮廷畫家；艾啟蒙，字醒庵，原名依納爵‧西歇爾巴特，
波西米亞人，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
三車凌為厄魯特蒙古杜爾伯特部的三位首領，分別為車凌、車凌烏巴什和車凌孟克。白漠：〈飛躍世界的彩虹——清代傳
教士畫家在熱河避暑山莊的藝術創作〉，《文史知識》，2012年06期，頁107-109
承德市文物局、中國人民大學淸史硏究所：《承德避暑山莊》，頁1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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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宮殿區以北31

面積：現存湖面僅為四百八十畝，是原來的三分之二32。

（二）園林區／湖區

（一）宮殿區

簡介：

分析：

建築時間：1711年25

組成：正宮、松鶴齋、東宮、萬壑（音：確）松風四殿26。
位置：避暑山莊南部27

功能：清帝處理朝政、舉行慶典和帝后居住休息的場所28。

《 萬 樹 園 賜 宴 圖 》 藏 於 東 宮 區 勤 政 殿 後 殿 阿 勝 境 殿 裡 ， 由 郎 世 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艾啟蒙（Ignatius Sichelbart, 1708-1780）三位宮廷畫
家創作29，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該畫橫419.6厘米、縱221.2厘米，記錄
1755年清軍直入新疆伊犁（音：黎），平定天山南北，乾隆皇帝舉行「萬
人大慶」，接見三車凌和阿睦爾撒納一事30。圖中可見乾隆皇帝乘坐由十
六名太監抬著的轎子，在官員簇擁下，緩緩進入宴會場地；被接見的首領
則跪著迎接乾隆。

避暑山莊並不是單純一個養生休閒的娛樂區，內有行宮，方便清帝處理政
事。《萬樹園賜宴圖》也反映了乾隆在承德接見不同民族領袖的場面，故
不宜輕視其象徵意義和實際作用。

中國文化研究院：〈避暑山莊有哪些迷人的湖景？〉，網址︰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
years/3581，瀏覽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承德市文物局、中國人民大學淸史硏究所：《承德避暑山莊》，頁19
現存假山遺址
承德市文物局、中國人民大學淸史硏究所：《承德避暑山莊》，頁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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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區是避暑山莊的風景區，集「南方園林的秀美和北方園林的雄渾」33

，「呈現一派江南春色」34。比如「芝徑雲堤」是仿杭州蘇堤而建、「文
園獅子林」則是仿蘇州的獅子林35、「煙雨樓」為仿嘉興南湖煙雨樓的建
築；「文津閣」則是仿照浙江寧波天一閣而建的藏書閣，內藏《四庫全
書》，冷香亭荷花盛開，香氣襲人36。諸如此類建築充滿江南庭院的要
素，將池塘、綠植、假山、假石、亭子、長堤等的特點加入，環境清麗宜
人，風景如畫。宮殿區可見園林區的湖景，清帝閒時遊覽，佈局十分精
妙。

簡介：

分析：
避暑山莊的園林精雕細琢，仿製江南建築，將此地塑造成一個「小江南」
。這可反映清統治者漢化了的審美觀，蓄意融入江南園林的高雅情調，與
戎馬打獵的習俗形成巨大對比。

暑山莊的景區與建築風格避

文津閣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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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院：〈避暑山莊外八廟如何展現民族團結？〉，網址︰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
years/3583，瀏覽日期：2020年10月23日
同上註
因這十二座寺廟中有八座歸清廷理藩院管理，而這些寺廟又處在京師之外，因此通稱「外八廟」
中國文化研究院：〈避暑山莊外八廟如何展現民族團結？〉，網址︰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
years/3583
李龍、王立平：《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4），頁90
同上註，頁105-106
同上註，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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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三）寺廟區

避暑山莊的寺廟區位於避暑山莊的東部和北部37，是中國最大的皇家寺廟
群38，稱為「承德外八廟」。雖然稱為「外八廟」，但實際卻是十二座寺
廟39。當中有漢式、藏式，以及融合式風格40。見下表：

寺廟名稱 風格 狀態 簡介

溥仁寺 漢式 修復41

康熙平定準噶爾
分裂分子，蒙古
達二十年和平安
定 ， 在 六 十 歲
壽辰下令建設，
供 蒙 古 族 聚 會 
用42。

溥善寺 藏式 無存43 同上

李龍、王立平：《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頁90
同上註，頁91
同上註，頁90
同上註
同上註，頁110
同上註
同上註，頁111

44

45

46

47

48

49

50

普寧寺
（大佛寺） 漢藏式 完好41

乾隆第一所建設
的寺廟，為征服
蒙古部族叛亂、
鞏固西北部邊疆
的標誌，也是平
定準噶爾割據勢
力的紀念碑45。

普佑寺 藏式 殘存46 普寧寺的附屬廟

安遠廟
（伊犁廟） 藏式 存47

1 7 6 4 年 乾 隆 仿
新疆伊犁河北岸
的固爾扎廟修建
48。清廷取得平
定阿睦爾撒納叛
亂的勝利後，為
安撫在平叛中作
出了巨大貢獻和
犧牲的達什達瓦
部，決定將其遷
至承德 49。為表
示對他們信仰的
尊重，便仿伊犁
河畔的固爾扎廟
建了安遠廟，以
供瞻禮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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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龍、王立平：《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頁90
同上註，頁115
同上註
中國哈薩克族，通稱哈薩克族，中國西北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哈薩克斯坦、中國、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
和蒙古國等國；布魯特族源於蒙古族，出自元朝時期蒙古布魯特部，屬於以部落名稱漢化為氏。蒙古族布魯特氏，世居
科爾沁（今內蒙古東部通遼地區、吉林西部一帶），部族人豪爽驍勇。後有女真族、鄂溫克族引為姓氏者
李龍、王立平：《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頁116
同上註，頁90
同上註，頁121
同上註，頁122。1770年是乾隆60大壽，1771年則為皇太后80壽辰
同上註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普樂寺 漢式 大部分完好51

建 於 1 7 6 6 年 ，
是外八廟中唯一
的圓形寺廟 52，
與其他寺廟形成
童 子 拜 觀 音 之
勢，象徵各族同
心，天下統一 53

。乾隆為紀念哈
薩克族和布魯特
族 54的歸順，建
廟顯示尊重其宗 
教55。

普陀宗乘之廟 藏式 完好56

建於1767-1771
年，是外八廟中
規模最大，仿西
藏 布 達 拉 宮 建
設，有小布達拉
宮之稱 57。乾隆
為自己和皇太后
慶祝生日而建 58

；而布達拉宮是
藏 傳 佛 教 的 中
心，建設普陀宗
乘之廟可以拉攏
少數民族，防止
分裂59。

李龍、王立平：《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頁90
同上註，頁130
同上註，頁90
同上註，頁131
同上註
同上註，頁90
同上註，頁137-138

60

61

62

63

64

65

66

廣安寺 漢藏式 無存60

1772年建，為皇
太后祝壽以及供
蒙古王公
瞻禮61。

殊像寺
（乾隆家廟） 漢式 殘存62

建於1774年。乾
隆陪伴皇太后到
五台山遊覽，見
文殊菩薩像端莊
大方，產生敬仰
之情 63；也有稱
乾隆為文殊菩薩
轉世，所以乾隆
修此廟64。

羅漢堂 漢式 無存65

於1774年落成，
是外八廟中唯一
一座仿江南寺廟
形制而修的寺廟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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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龍、王立平：《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頁90
同上註，頁140
同上註，頁90

67

68

69

須彌福壽之廟
（班禪行宮） 藏式 完好67

1 7 8 0 年 ， 乾 隆
七十歲壽辰，藏
政教首領班禪額
爾德尼六世到承
德賀壽，乾隆帝
命人仿照班禪的
扎什倫布寺，為
班禪而建的行宮
68。

廣緣寺 藏式 殘存69

「外八廟」中規
模最小的一座。
該寺是喇嘛為表
示 對 皇 帝 的 敬
誠，個人出資建
造的寺廟。

三碑為《普陀宗乘之廟碑記》、《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金泉、岳南：《熱河的冷風：避
暑山莊歷史文化之謎》（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頁343
金泉、岳南：《熱河的冷風：避暑山莊歷史文化之謎》，頁343
同上註
同上註，指出黃教是藏傳佛教最大的派別

70

71

72

73

分析：
普陀宗乘之廟的建築特色

普陀宗乘之廟是外八廟中最大規模的廟宇，其乃藏式碉房式重台城樓。寺
廟內御碑亭有居中傲立的三碑70；繞過御碑亭就是「五塔門」，高大壯美
的藏式白台上並列著紅、綠、黃、白、黑五座喇嘛塔71。它們分別代表五
個佛教密宗的分支教派，「居中的黃塔代表黃教；紅塔代表紅教寧瑪派；
綠塔代表花教薩迦派；白塔代表白教噶舉派；黑塔代表黑教苯波派」72。
黃色喇嘛塔居中，表示五教以黃教為中心73，可見清廷對其的重視。

承德外八廟建築風格的寓意

避暑山莊有大量寺廟，而藏式佔多數，與漢式或融合式廟宇相比，其規模
最大。乾隆帝或借自己生辰與皇太后生辰為名目，或因民族投誠、或用以
紀念戰爭勝利而大興土木，在承德建廟設殿，其背後的政治考慮絕不簡
單。

普陀宗乘之廟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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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文物局、中國人民大學淸史硏究所：《承德避暑山莊》，頁35
藏傳佛教是由顯入密的大乘佛教，用以區別中土佛教（漢傳佛教）
李龍、王立平：《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頁108
同上註，頁112
同上註，頁117

74

75

76

77

78

乾隆為慶祝生辰而建廟，在象徵意義上能為後代積福、保佑社稷，但是這
些寺廟實際上是用來「招待」少數民族的領袖，安撫為上。普陀宗乘之廟
仿布達拉宮形制，而「五塔門」黃塔置中。班禪、達賴在信徒心中的地位
有如神王，而布達拉宮為黃教的聖地，乃「興黃教以安蒙古」74。又如須
彌福壽之廟是班禪的行宮，諸多寺廟明顯不是乾隆或皇室祭拜所用的。喇
嘛教是蒙古族和西藏上層人物的共同信仰，乾隆設廟多為藏傳佛教75，而
漢式較少，明顯是在宗教層面抬高藏傳佛教的地位，有學者認為此為乾隆
解決西藏問題的策略。

建設寺廟既是懷柔政策，又存在神道與皇權的角力，從承德外八廟的設計
可見清帝強調國家一統，各民族應該誠心臣服的內在思想。首先，普寧寺
乃乾隆平定蒙古部族叛亂及平定準噶爾的紀念碑，一方面可以彰顯乾隆平
亂的功業，另一個作用就是警告潛在叛亂勢力不要為非作歹。其次，承德
廟宇中多語牌匾隨處可見，隱含民族團結的精神。比如溥仁寺主殿有康熙
御題滿、漢、蒙三種文字的「慈雲普蔭」牌匾76、普樂寺山門及安遠廟拱
門77則都有乾隆御書滿、漢、蒙、藏四語的牌匾78。

李龍、王立平：《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頁113
同上註，頁122
承德市文物局、中國人民大學淸史硏究所：《承德避暑山莊》，頁38
同上註，頁39
劉小萌：《八旗子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頁22
瀛雲萍：《八旗源流》（大連：大連出版社，1991），頁36
同上註，頁36-43
同上註，頁48-53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甚麼是「八旗」？

承德外接各民族，是個敏感的地點，但清廷統治者偏偏在此處興建廟宇，
絕不可能是一時興起，背後的政治意味不言而喻。學者認為康熙、乾隆兩
位清帝大舉在承德建設大量的寺廟是「神道設教」，利用宗教對各少數民
族實行思想統治。清政府一方面極力宣傳佛法，表現統治者對各族文化和
宗教的尊重，以宗教安撫、懷柔各民族79；另一方面又借宗教領袖的名義
對各族進行統治，分散和削弱達賴喇嘛的權力，令信眾對皇帝的信仰大大
提升80，將其轉化為皇權的崇拜者，鞏固皇權的目的昭然若揭。

除了懷柔和打壓的目的外，這些寺廟更疑似為軍事訓練場地。有學者指出
外八廟雖然是宗教建築，但廟宇均由重兵把守81。而且有些寺廟根本不是
供奉喇嘛，反而是由蒙古士兵把持，儼然成為一個個軍營82。

八旗是經濟、軍事管理一體的社會組織83，這個制度是由女真族狩獵時
的臨時組織「牛錄」發展起來84。原本各人狩獵完畢組織便會解散，但
努爾哈赤把牛錄化用為軍隊的編制，並將之系統化，慢慢就發展成「八 
旗」85。

八旗包括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正紅旗、鑲白旗、鑲紅旗、正藍旗及
鑲藍旗。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為「上三旗」；正紅旗、鑲白旗、鑲紅
旗、正藍旗、鑲藍旗為「下五旗」。「上三旗」地位較「下五旗」高，其
後除了滿人能為旗人，歸順的蒙古各部和漢人都加入體系中，成為蒙古八
旗和漢軍八旗86。

德避暑山莊與八旗制度承
須彌福壽之廟全景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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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浩琨：〈研究清代熱河地區八旗駐防的重要史料——《承德府志》〉，《長江叢刊》，2016年08期，頁45
同上註
同上註
王宏斌、高德罡：〈清代前期熱河兵衛制度論略〉，《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01期，頁132-
138
白涅：〈清代熱河八旗駐防〉，頁110-112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駐熱河八旗的管轄範圍

承德避暑山莊與八旗制度的關係

正黃旗：營房在北郊獅子園和殊像寺一帶91

鑲黃旗：營房在北郊獅子溝口和松樹梁老西營一帶92

正白旗：營房在避暑山莊東南93

鑲白旗：營房在原通濟橋居仁里一帶94

正藍旗：營房在南營子五條胡同下口荊芭胡同以南一帶95

正紅旗：營房在頭道牌樓外下營房一帶96

鑲紅旗、鑲藍旗：營房在市郊灤河鎮97

蒙古正黃、正紅、鑲紅、鑲藍旗：營房在市區北郊普寧寺附近98

蒙古鑲黃、正白、鑲白、正藍旗：營房在樺榆溝99

八旗是軍隊，有守衛任務，一半駐京，稱為「禁旅八旗」，拱衛京師87；
另一半分駐於全國戰略重地，是為「駐防八旗」88。

由於清帝常到避暑山莊及木蘭圍場，需兵士保護人身安全，所以雍正二年
（1724年）正式設置八旗駐防熱河地區89。學者考據「駐防八旗」約有十
萬人，其中駐防熱河和木蘭圍場的滿蒙八旗兵在不同時期數量有加減， 
「乾隆初期為兩千人，由副都統率領。後來陸續增兵達到八千七百人，駐
防八旗最高官職副都統在嘉慶時期改為都統」90，反映出清廷對承德行宮
甚是看重。

王宏斌、高德罡，〈清代前期熱河兵衛制度論略〉，頁132-138100

八旗的布防反映了甚麼？
以上羅列的八旗大致以滿、蒙八旗為主力，而漢八旗則負責行宮的日常守
衛，雖居重要位置，但力量較為分散100。如此一來就能最大程度保護皇室
安全，更印證了滿蒙友好，清廷對蒙古人的信任遠大於漢人。同時，蒙古
八旗駐紮的數目又比滿洲八旗少，這又反映了清廷對蒙古的防禦意識。

承德避暑山莊有多種不同風格的建築物，園林區為江南園林景色，又
有大量佛廟，其中以藏傳佛廟數量最多，無疑是出於對少數民族的拉
攏。承德的設計將全國特色建築濃縮在一地，但此並非只限於避暑養
生的用途，更有聯絡、安撫少數民族，甚至彰顯皇權的功用。對蒙古
各部和西藏，清廷傾向懷柔政策，大興寺廟，但同時也是透過神權的
控制將其分化。雖然蒙古是清廷最大的盟友，但是避暑山莊的選址、
作用，到行圍制度和八旗布防，其實都反映着清廷對蒙古的猜忌。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