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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圆明园乾隆御笔



3.圆明园宝印



4.圆明园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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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圆明园四十景图——正大光明

位于圆明园南向正宫门——大宫门之内。本景为“圆
明园四十景”之首，实即清帝御园圆明园的前朝所在。
圆明园盛时，清帝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重大活动有下列
六类，一是皇帝寿诞时，御殿接受皇子皇孙、宗室王公、
文武大臣、外藩王公及外国使臣行庆贺礼，并于此殿宴
赏诸臣。二是御殿接见较为重要的外藩来使和外国使臣。
三是科举殿试之后，御殿“传胪”(即钦定状元，宣布新
进士甲第之典)。四是御殿赐宴凯旋诸将士。五是公主下
嫁成婚定礼，御殿赐宴皇子、王公、大臣、额驸及其近
族王公。六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御考，包括“大考”翰

詹、“散馆”考试、“复试”乡试取中的举人，以及考
试京堂各官等。



6.圆明园四十景图——万方安和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后湖西侧，东邻杏花春馆，西南湖外为山高水长，是一处

以卍字轩为主体的风景园林。万方安和轩造型独特，风景秀丽，四时皆宜择优居住。雍
正帝特喜在此园居，乾隆时期仍是游憩寝宫之一，端午节例在此殿侍奉皇太后进宴。



7.圆明园四十景图——濂溪乐处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日天琳宇之东，是一处山拥水抱的园中之园，主景居于

岛上。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著有《爱莲说》，濂溪乐处即取自
此。本景水中遍植荷花，乾隆直言“左右前后皆君子”，是帝后盛夏赏荷的最佳处所。



8.圆明园四十景图——坦坦荡荡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是后湖西岸的一处园中园。园林布局与杭州西湖乾隆新

增十八景之一“玉泉鱼跃”颇为相肖，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是皇帝饲喂与观赏
金鱼佳处，俗称金鱼池。



9.圆明园碧澜桥

碧澜桥位于坦坦荡荡景内，连接圆明园四十景中坦坦荡荡与杏花春馆，复建于2015
年，成为圆明园西部景区的一大亮点。桥上每根望柱柱头上均有双鹤翱翔于云间的雕饰，
或展翅高起，或一往直前，姿态舒展而美丽。



10.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大水法

大水法遗址位于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是一处以喷泉为主体的园林景观，铜版图上标明“大水法”，
“水法”即“水的戏法”。



11.圆明园马首铜像

圆明园马首铜像原位于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海晏堂内。2020年12月1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将圆明园马
首铜像划拨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收藏，马首铜像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
“百年梦圆——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展”同期开展。



12.西洋楼铜版画-海晏堂西面



13.西洋楼铜版画-大水法正面



14.圆明园文物

大水法石鱼，汉白玉制，身长125厘米，
高58厘米。石鱼原本位于现在圆明园的标
志性建筑大水法前，大水法从乾隆十二年
动工，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基本完
成，圆明园罹难后流落民间，于2007年回
归圆明园。

铜鎏金象首，圆明园大宫门遗址御

河内出土。通体鎏金，卷鼻，扇耳，象
牙微挑，眉目传情，脉络清晰，为清代
皇家用器精品。铜象在古代是吉祥的象
征。



15.圆明园文物

1860年10月，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洗劫并付之一炬。在很多人眼里圆明园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
但圆明园地下还埋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遗址和文物。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圆明园遗址内出土了
大量文物，包括瓷器、琉璃、石刻等，其中仅瓷器碎片就高达10万片。2019年圆明园启动“修复
1860”项目，已修复文物青花八宝万福如意瓷砖、青花缠枝莲纹瓷绣墩等17件。其中，如园遗址发
掘出的粉彩地砖通过后期修复，再次将古人的精湛工艺完整的展现在大众面前。



16.圆明园荷花



17.皇帝御笔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