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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日新先生出身于土木工程系，不曾受过文史方面的专门训练，但由他的著作不难

看出其人文修养非常深厚，历史知识殊为广博。《熙春园·清华园考》这部书，固然表

现了苗日新先生建筑学与建筑史的专业水准，于历史考证方面也不愧于专门学者。在学

科日益分化狭窄的今天，他的兼通博收，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熙春园·清华园考》的意义，应该说远远不限于对一处或几处园林沧桑变迁的表

述，其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苗日新先生能够将园林的盛衰置于清朝大的历史

背景中去观察和理解，从而揭开当时秘史的幕布。我以往曾引述过女诗人李清照之父李

格非所作《洛阳名园记》，记文说洛阳园林兴废关系宋代大局，清代皇家园林又何尝不

是如此呢。

《熙春园·清华园考》，是年代连续的园林沿革史。苗日新先生用确凿的证据，将

熙春园的始建年代、园址范围、景观概览、传承沿革、园主人的生活状况和园林今貌清

楚地记述下来。这部著作的一大贡献，是关于《古今图书集成》编纂经过和印刷地点的

考证。这在清代以至于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称得起是一件大事。《古今图书集成研究》

的著者裴芹，是相关研究的专家，他在《陈梦雷“校正铜版”释考》一文中特别指出，

《古今图书集成》不可能如传统说法是在紫禁城中的武英殿编印。裴芹认为一则“古今

图书集成馆”的人员既无显官又无知名学者，陈梦雷的子侄和亲友有很大比重，有浓重

的家族色彩；二则康熙将陈梦雷从流放地召回之后，也始终未赐予官职，存有一定的戒

心。“康熙怎么会让这样的一群人马在宫廷重地武英殿活动呢？”揭开这一谜底的，正

是苗日新先生。他以“理工科学到的论证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证明了

“熙春园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诞生地”，“陈梦雷可歌可泣

的90年坎坷人生中，惨遭两次监禁流放，‘百死而得一生’，长达40年，‘境遇皆极人

世万不能堪者’，……然而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使他历21年矢志独肩编纂比北

宋的《册府元龟》精详十几倍的大类书，最后居熙春园13年，达到其人生的顶峰，完成

了1.6亿字的《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校正并印刷了全书的96%”。苗日新先生确实是发

人所未发。

而围绕着熙春园的一些难解的疑谜，诸如熙春园的始建年代和园主人是谁？熙春园

的历史缘何被隐瞒长达300年？ ……等等，这部书中均给出了解释。

咸丰二年，曾是乾隆御园的熙春园被改赐名“清华园”。宣统二年，游美肄业馆又

因筹建于清华园而改名清华学堂，也就是延续至今的清华大学。记得余冠英先生在30年

代写过一篇非常美的散文，谈说清华园和清华大学的关系。清华是一个大学，而同时又

是一个园，“山水明秀的地方，灵气所钟，人物自然也会明秀，所以‘清华’了”。作

为1952年院系调整的末一班学生，我在校时日甚短，但几十年来对母校所在的清华园，

从宿舍楼建筑到草木丘壑，总觉得不能忘情。步行经过清华园，不免对康乾盛世这些园

林的风光景色，有着种种的臆想和揣测，成为心底情结的一部分。清华大学与清华园，

究竟是不可分的。

苗日新先生，一位学长，在母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完成《熙春园·清华园

考》，作为珍贵的献礼，这足令每一位清华人欢喜和赞叹。

清华园三百年记忆
○ 李学勤

《熙春园·清华园考》
作者：苗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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