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山八景图
此《燕山八景图》由清代画家张若澄绘。画册以北京城著名的燕京八景（乾隆修订：

居庸叠翠、玉泉趵突、太液秋风、琼岛春荫、蓟门烟树、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

夕照）为题而作。此册为绢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燕京八景一说始自金《明昌遗事》，当时金章宗完颜璟将燕京的八处风光名胜选定为

燕京八景，即“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荫”、“蓟门

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和“金台夕照”。“燕京八景”历金、元、明、

清四代，又有称“燕台八景”、“燕山八景”、“京师八景”、“京畿八景”者，虽

景点相同，八景的名称在不同时期则有所变化。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曾御制

《燕山八景诗》，将八景定名为“琼岛春荫”、“太液秋风”、“玉泉趵突”、“西

山晴雪”、“蓟门烟树”、“卢沟晓月”、“金台夕照”、“居庸叠翠”，沿用至今。

该画册中建筑的刻画不用界尺，但是对建筑的特征却描绘得生动准确，表现手法活泼

而不失稳重，是画家对景写实的佳作。

金代燕京八景为：太液秋风、琼岛春荫、道陵夕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虹、

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元代燕京八景为：太液秋波、琼岛春荫、道陵夕照、蓟门飞雨、西山霁雪、玉泉垂虹、

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明代燕京八景为：太液晴波、琼岛春云、道陵夕照、蓟门烟树、西山霁雪、玉泉垂虹、

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清乾隆之前的燕京八景为：太液晴波、琼岛春云、道陵夕照、蓟门烟树、西山霁雪、

玉泉流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乾隆皇帝修订的燕京八景为：太液秋风、琼岛春荫、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西山晴雪、

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居庸叠翠

指的是居庸关以及附近的山区，居庸关又称军都关、蓟门关，是中国古代九大名关之

一，位于八达岭山区的关沟内，居庸关一带的山区植被覆盖率高，重峦叠翠。

玉泉垂虹（玉泉趵突）

此景位于北京玉泉山。玉泉趵突指的是玉泉山。玉泉山位于颐和园之西，山上有泉水

流下，金章宗曾在玉泉山麓建玉泉水院作为行宫。玉泉山泉水甘冽，明清两代是进贡

宫廷饮用的水源，乾隆皇帝曾经赐名玉泉山泉水为天下第一泉。在民间玉泉垂虹的说

法流传也很广。乾隆御书玉泉趵突碑位于玉泉山上的静明园中。

太液秋风

https://old.shuge.org/ebook/yan-shan-ba-jing-tu/


此景位于今中南海内。太液指的是皇家宫苑西苑，由北海、中海和南海三部分组成，

太液秋风描述的是西苑水域在秋季晴空下的景色，乾隆御书太液秋风碑位于中海东岸

水云榭中。

琼岛春荫

是对北海琼华岛春景的描述。这里建筑不多，但春景秀丽。树木成荫，苍翠欲滴；怪

石奇峰，透剔嵯峨；绿树白塔，交相辉印，别有意境；碧波环岛，莲叶亭亭，分外幽

静。

蓟门飞雨（蓟门烟树）

此景位于今北三环蓟门桥南边。蓟门烟树指的西直门以北的元大都城墙遗址西段，这

段城墙为夯土构建，元末明军攻陷大都后，将元大都北侧城墙南移5里，蓟门烟树所指

一段城墙遂遭荒废，在夯土城墙的遗址上树木生长，遂称蓟门烟树。景名取自唐代诗

人李益的诗《秦城》：“惆怅秦城送独归，蓟门烟树远依依。秋空莫射南来雁，纵遗

乘春更北飞”。乾隆御书蓟门烟树碑位於今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元大都城墙遗址上。

西山积雪

此景位于北京香山公园。西山晴雪指的是北京的西山，北京西山是太行山脉的一个支

脉。西山晴雪描述的是在北京城内远眺冬季雪后西山山脉白色积雪的景色。乾隆御书

西山晴雪碑位于香山公园香雾窟北侧岩石上。

卢沟晓月

此景位于北京卢沟桥。卢沟晓月指的是位于北京西南横跨永定河的卢沟桥。卢沟桥建

于金大定二十九年，曾经是出入北京的咽喉要道，从北京出发的旅客行至卢沟桥常已

天黑，便在附近住宿，从而得以欣赏卢沟桥的夜景。卢沟晓月的说法自金代就有，金

章宗亦曾经题写卢沟晓月御书碑，但该碑现已无存。乾隆御书卢沟晓月碑位于卢沟桥

进京一侧桥头。

金台夕照

所指的地点不明，有人认为金台是朝阳门外关东店金台路附近，有人认为金台夕照指

的是广渠门内夕照寺。金台典出于燕昭王筑黄金台广纳天下贤士的历史故事。乾隆御

书金台夕照碑位于朝阳门外关东店附近，今已无存，在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

中收录了倒伏路边的金台夕照碑的照片。

以上八景介绍参考

绢本设色，纵34.7厘米，横40.3厘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b3d4d590102wjd8.html


张若澄，字镜壑，清朝安徽省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庆市桐城）人，张廷玉次子。曾为

翰林编修，官至内阁学士。

燕京八景又称燕山八景、燕台八景，是指燕京（北京雅称）旧时的八个景观，包括蓟

门烟树（西土城）、卢沟晓月（卢沟桥）、金台夕照（黄金台）、琼岛春荫（北海）、

居庸叠翠（八达岭）、太液秋风（中南海）、玉泉趵突（玉泉山）、西山晴雪（香

山）。八景这种形式常见于中国各地，北京地区八景的说法最早见金代古籍《明昌遗

事》，此后历代方志包括《宛署杂记》（明）、《宸垣志略》（清）等对燕京八景均

有提及，早期的燕京八景与之后的燕京八景略有出入，八景之说历经数代，至清乾隆

年间，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修订了燕京八景的说法并下旨建造御书燕京八景碑，燕京八

景的景观和描述才固定下来。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帧书签。自题：“臣張若澄敬寫。”下鈐“臣若澄”、“筆露

思雨”二方印。此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
文件名：燕山八景图册.清.张若澄绘.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文件格式：PDF高清

文件夹大小：17M

https://cdn.shuge.org/uploads/2017/03/yan-shan-ba-jing-tu010.jpg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8B%A5%E6%BE%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7%95%E4%BA%AC%E5%85%AB%E6%99%AF
http://www.dpm.org.cn/shtml/117/@/79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