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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初西方学界涌现一批中国园林研究论著，美国学者卡罗尔·布朗·马隆的《清代北京夏宫史》
是首部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专题史研究。为剖析其研究材料、方法及重点，明晰该研究的历史价值，
综合相关文献资料，梳理马隆的职业生涯与在华行迹，对比其著作与喜龙仁的《中国园林》在研
究材料及方法上的异同；并使用 ROST CM6 和微词云软件探究马隆的研究关注点，分析其背后
成因。研究发现，马隆以历史学、政治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综合视角，结合文献、田野考察和口
述三重史料，对清代北京皇家园林营造史进行纵向梳理，特别关注园林建筑特征、相关历史人物、
政治和社会因素。最后总结马隆的研究具有注重田野考察与事实考证、通过深层探索追溯本源的
特征，但因客观条件限制，其部分结论存在偏差。 
 
Abstract 
Numerous studies of Chinese gardens began to appear in Western academ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first to concentrate on the Yuanmingyuan Garden was the American 
historian Carroll Brown Malone's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The Yuanmingyuan Garden was the subject of the first thematic histo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synthesized pertinent literature, sorted out Malone's career and 
documentation in China, compar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materials 
and methods between his work and Osvald Siren's Gardens of China, and examined 
Malone's research focuses and motivations using the software ROST CM6 and Microwords 
Cloud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materials, methods, and focuses and to shed light on 
the study'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vertically sort out the histor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royal gardens in Beij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Malone used a multidis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chitecture. This is 
achieved by combining literature, fieldwork, and oral triple historical materials. Malone 
focused on th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f the garden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s, and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figures. Ultimately, it was determined that while Malone's research 
focuses on fieldwork and factual evidence, as well as tracing the genesis through in-depth 
investigation, some of its results were prejudiced because of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文章亮点
1）利用 ROST CM6 和微词云工具，分析得出马隆的研究重点关注建筑、景观与人文，以及园
林与社会变革和政治间的联系；2）马隆立足田野考察与事实追溯本源，但在客观条件限制下，
其研究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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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中法贸易航道开通，中西文化交流加深，圆明
园的形象通过传教士的书信及相关画作传入欧洲。王致诚
（Jean Denis Attiret）致友人的书信首次向西方展示了圆
明园的营建细节，蒋友仁（Michel Benoist）寄往欧洲的
信件进一步补充了圆明园的景观信息 [1]。随着《圆明园四十
景图咏》的多种复刻版流传欧洲 [2]，圆明园盛景以更加清晰
的形象传播。在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东方造
园论》的引领下 [3]，圆明园开始被视为欧洲园林变革的重要
参照，对西方造园产生巨大影响。18 世纪末，乔治·马戛
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使团在民族利益驱使下，
留下了带有主观偏见的关于圆明园的文字描述和影像 [4]，圆
明园形象在西方开始发生转变。1860 年，圆明园被焚，英
法侵略者通过《伦敦新闻画报》《泰晤士报》等报刊传播
圆明园侵略行为的合理性 [5]，从政治和侵略意图角度对圆明
园进行歪曲解读，战损且荒芜的圆明园景象被进一步散播
到西方 [6]。直至 20 世纪，西方开始逐渐扭转对中国园林全
盘否定的看法，对中国园林深层内涵的开放性探索拉开了
序幕。20 世纪初期的西方学者主要通过图文的方式记录和
阐释中国园林，在 1938 年出版的《中国园林：当代园林，
对其设计和象征意义的说明》[7] 一书中，多萝西·格雷厄姆
（Dorothy Graham）对游览过的圆明园进行描述，促进
了西方对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的理解。随后，喜龙仁（Osvald 
Siren）在 1949 年出版的《中国园林》[8] 中对北京皇家园
林进行介绍，展现了北京三海、圆明园、颐和园的园林风貌。
卡罗尔·布朗·马隆（Carroll Brown Malone，以下简称
“马隆”）于 1934 年出版的《清代北京夏宫史》（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 ing 
Dynasty），则是“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研究在
中国园林研究领域最早也是最具开创性的著作。

当代学者对 20 世纪初期海外学者撰写的中国园林论著
进行回顾与解读，例如对多萝西的书中园林图像背后折射出
的园林观念进行分析 [9]；对喜龙仁的在华行迹 [10]、研究方法
及其著作中展现的园林文化形象差异等方面进行研究 [11~13]。
关于《清代北京夏宫史》的研究主要是从著作的创作背景、
资料来源、学术价值等角度进行分析 [14]，简要概述其内容
价值 [15]，以及引用书中部分内容指出西方学者对圆明园的
错误解读 [16]。但目前对于马隆在该书中所采用的材料、方法、
研究重点等尚未有深入剖析。因此，本文通过回溯马隆的职
业生涯和在华行迹，分析其研究圆明园的动机；并将马隆的
《清代北京夏宫史》与喜龙仁的《中国园林》进行对照，使
用 ROST CM6 和微词云软件，从材料来源、研究方法、研
究关注点 3 个方面分析该时期西方学者的研究特点；最后通
过对比明确马隆研究的历史价值。

1 马隆生平
20 世纪来华考察学者大致分为 3 类：一是带有殖民主

义色彩的学者，二是以探险寻宝为目标的“学术研究”者，
第三类则是以汉学研究为宗旨的传教士、外交官、教员及汉

学研究组织等 [17~18]。马隆属于第三类，他不仅是美籍教员，
还是美国汉学研究组织源头“东方学会”的成员 [19]。

马隆于 1886 年出生于俄亥俄州，1908 年获阿尔伯
特学院（Albert College）学士学位，次年获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硕士学位，主修历史，副修政
治学与社会学。在清华大学创始人唐国安委托青年会选派教
育家在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任教时 [20]，马隆便
是首批美国教师之一，于 1911 年至 1927 年在北京清华学
堂教授西洋史和地理。初到清华的他采用田野考察和幻灯片
进行教学，以色彩鲜明的图片模型带领学生实操 [21]，这与
传统教育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学生胡光麃称赞他“教书能力
最强，时常带领学生到西郊各名胜实地勘察，致力于研究圆
明园的兴废史，是品格高超的外籍教师 [22]”。马隆在学习
中文的同时，带领学生考察现代工业技术、传教士历史遗迹、
英美公使馆等，试图全面了解中国政治、外交、历史、科技
与工业发展，秉承将历史与现状结合看待社会现实的教学观。
他持反战立场，曾为清华学生作题为《爱国主义》的演讲，
对中国近代遭受的外敌入侵表示强烈的同情，这种情感亦在
其圆明园研究中有所表现。

马隆深耕史学领域，有着丰富的教学和科研经历。他
首先于 1919 年赴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进修
历史，随后在 1924—1925 年赴俄丹尼森大学（Denison 
University）作交换教授。在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取得史学博士学位后，他先后任教于欧柏林
学院（Oberlin College）及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1930 年和 1955 年他分别在斯坦福（Stanford 
University） 和 科 罗 拉 多 大 学 暑 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Summer Session）任教。清华教学的经历让他
在学术上逐渐转向中美关系史与中国学研究，1928 年他参
加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举行的促进中国学研讨会，为美国的
中国学研究的专业化发展出谋划策。次年他加入东方学会，
成为最早研究圆明园、促使中国建筑研究学术化的关键人物
之一 [23]，并发布其研究圆明园的初期成果《中国皇家宫殿
建筑与修缮现行规定》[24]。1934年其著作《清代北京夏宫史》
在伊利诺伊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丛书中出版 [25]，该作品堪称
西方学界研究圆明园的奠基之作。1938 年美国历史学会第
53次年会上，马隆发表题为《帝制中华文明之说明》的论文，
指出中国学研究的最新进展。1973 年马隆去世，享年 87
岁 [14]。

2 《清代北京夏宫史》概况
《清代北京夏宫史》书名中的“Summer Palaces”

在西方语境中指皇家避暑宫殿，简称夏宫。在西方人看来，
位于北京西郊的众多皇家园林，如圆明园、颐和园等均属于
“Summer Palaces”的范畴。其中最让马隆感兴趣的是与
清华一墙之隔的圆明园，这座受战争侵害的历史文化古迹触
动了马隆的内心，因此成为此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20 世纪之前与圆明园相关的论述大多存在于与宫廷有

许琬琪，洪泉，唐慧超 . 20 世纪初期的圆明园研究——以美国学者马隆的考察与著述为例 [J]. 广东园林，2025，47（1）：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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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集的使团或文人的诗词书画等文艺创作中，侧重于记事与
抒情，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而马隆在著书前经常以“考察
古迹，增进学识”为目的带领学生们到西郊名胜古迹进行调
查，受过历史训练的他依照历史沿革完整地对圆明园遗迹进
行了记录和证据收集，因此《清代北京夏宫史》在体裁上属
于学术性的圆明园专史，这与以往圆明园著述有着鲜明区别。
同时就内容而言，此书也更为全面和深入。在多萝西和喜龙
仁等人的著作中，圆明园所占篇幅很小，而《清代北京夏宫
史》全书以九个章节论述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到 1860
年的历史沿革，并兼及附近的畅春园、颐和园等园林的历史，
堪称首部体系完备的圆明园研究专著。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代
表人物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曾称赞该
书是“历史研究的典范”[26]；著名汉学家施瑞奥克（John 
Knight Shryock）称其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进展的好迹
象 [27]。

马隆在序章描绘了北京西郊的 5 座园林及其建设背景，
将它们形象地比喻为“展开的折扇”以展现其空间布局，从
东至西分别是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与昆明湖、玉泉山以
及香山。第二章“康熙统治期”重点探讨这一时期圆明园、
畅春园的建设，推断康熙皇帝于 1680 年将澄心园更名为静
明园，并在次年仿金山寺样式建造玉泉塔。第三章“雍正统
治期”记录圆明园的显著遗迹，包括燕京大学在 1926 年修
复的恩佑寺和恩慕寺，并推测雍正时期仅建成《圆明园四十
景图》中的 16 处景观。第四至六章回顾乾隆时期的《圆明
园四十景图》，将圆明园欧式建筑铜版画与现状进行对比分
析。后续章节记录了 1860 年圆明园被毁事件，并在终章揭

示了慈禧放弃重建圆明园，使其成为“采石场”的悲惨命运。
马隆通过详细梳理，呈现了圆明园的历史变迁与建筑特色，
同时也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评价，例如对乾隆时期科技应
用的局限性的批判。

3 研究材料及方法对比
3.1 研究材料

从研究材料上看，《清代北京夏宫史》和《中国园林》
均包含大量插图，但在史料选用上各有侧重（表 1）。马隆
主要结合了文献、田野考察和口述三重史料，包括 113 幅图
像和文物资料。文献资料包含中文古籍和从伊利诺伊大学、
欧柏林学院借来的大量来华外国人的旅行日记。图像资料包
括手绘图和印制图 2 类，不仅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圆明
园、万寿山则例（内含大量圆明园和颐和园旧影及铜版画），
还有极具价值的满族官员收藏的圆明园官方地图（图１）。
第二重史料是马隆考察时搜集的资料，他曾多次实地考察圆
明园及周边园林，并于 1916 年拍摄了大量实景照片。第三
重资料来源于对当地满族居民的访谈，受访者包括镶蓝旗满
人军官、圆明园的工人、太监，以及载涛亲王。这些官方档
案、历史文献、当事人的回忆录等一手资料，为研究提供坚
实基础。

晚于马隆来华的喜龙仁也注重从田野考察、古籍、绘画
中获取一手资料。《中国园林》中配有 175 张喜龙仁先后 6
次深入北京、南京等城市开展田野考察的自摄照片以及多幅
古代绘画作品，所列的24部参考文献多为西方学者的论著，

表 1  《清代北京夏宫史》与《中国园林》所用史料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us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and 

Chinese Gardens

著作 材料来源 类型 列举

《 清 代
北 京 夏
宫史》

文献

西文参考书目
克拉克·艾布尔（Clarke Able）《中国旅行记》、乔治·奥尔古德（George Allgood）《1860 年的中国战争：信札与日记》、
约翰·巴罗（John Barrow）《中国游记》等

中文参考书目
《大清会典》《玉池圆明园四史》《顺天府志》《四库全书》《鸿雪因缘图记》《清朝野史大观》《大中华京兆地理志》
《清代通史》《中西纪事》《中国近世外交史》等

手绘图 《圆明园官方地图》《圆明园则例》《北京夏宫西北面示意图》《圆明园八旗和包衣三旗营制》

印制图 《圆明园四十景图》《清远图》《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万寿盛典图》

口述材料 口述人物
军官存峯和荣华、满族教师黄汝岚、圆明园吕姓帮工、官员文启举、衙门袁警官、太监何氏和董氏、亲王载涛与其子
孙后代

田野考察 照片 大宫门遗址、麒麟石像、祠堂内院、祠堂大门、万寿山青铜亭等

《 中 国
园林》

文献

西文参考书目
《中国园林理念》《中国镜子》《中国私家园林起源笔记》《中国——园林之母》《北京恭王府及其花园》《清代北
京夏宫史》《河北故树》

中文参考书目 《园冶》《鸿雪因缘图记》《顺天府志》《十竹斋书画谱》《素园石谱》

印制图 《圆明园四十景图》《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汉宫春晓图》《西林禅室图》《西园雅集图》

田野考察 照片 万方安和、养雀笼、方外观、远瀛观、大水法、舍卫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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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两书中采用的圆明园版画与遗址照片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Yuanmingyuan Garden prints and site photographs used in the two books

a.《清代北京夏宫史》中的圆明园方外观 b.《中国园林》中的圆明园方外观

图１  圆明园官方地图局部 
Fig.1  Part of the official map of the Yuanmingyuan Garden

其中便有《清代北京夏宫史》。《中国园林》将圆明园四十
景铜版画和现状照片进行对比的手法与《清代北京夏宫史》
非常相似（图２），这可能是因为喜龙仁借鉴了该书。此外，
《清代北京夏宫史》的“皇家夏宫总规划图”也被收录在《中
国园林》中，以此来填补喜龙仁未进行实地测绘的不足。
3.2 研究方法

《清代北京夏宫史》使用了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
对圆明园进行纵向解读。一方面，它集历史学、考古学、建
筑学、艺术学于一体，展现了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特点；另一
方面，它融合作者自身的观察视角与来华传教士、当地满族
居民的多重视角，更加全面地还原清代的历史情境和园林本
土文化。该书在解读方向上也有所不同，以往西人在考察中
最直观感受到的是园林的地域性差异，研究多聚焦于各类园
林元素、地域园林风格等静态的横向解读。而马隆基于其历
史学背景，通过纵向解读中国深厚悠久的皇家园林艺术，以
《清代北京夏宫史》这一研究成果引领西方学界开始由静态
的横向解读转向穿越历史的纵向解读。

而喜龙仁的《中国园林》作为第一部中国园林专著 [13]

进入大众视野，使用了田野调查、文献研究等方法，先论后
史，借助图像与文学材料追溯中国园林发展简史，分析不同
时期园林风格变化。喜龙仁注意到中国园林与绘画的关联，
以画论园，挖掘园林背后的情感、精神内涵，解读建筑命名
等蕴含的思想情怀，探讨园林与绘画在审美等方面的关系，
因此喜龙仁的研究方法更偏向人文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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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隆的研究关注重点
为了探究马隆的研究关注重点，本研究使用 ROST 

CM6 和微词云软件，基于数理统计和计算机算法 [28]，对该
书进行词频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
4.1 建筑、景观与人文

将《清代北京夏宫史》进行格式转化、检阅、使用
ROST CM6 进行分词和转译，得到转译后的文件，对其进
行微词云词频统计，提取前100个高频词汇生成高频词云（图
3）。从词云图中可看到地点类词语 garden、palace、

图４  《清代北京夏宫史》前 50 个高频词词条
Fig.4  The first 50 high-frequency word entr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 ing Dynasty

图３  《清代北京夏宫史》前 100 个高频词词云
Fig.3  Word cloud of the first 100 high-frequency word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  ing 
Dynasty

building 及人物类词语 emperor 占据了突出位置，此外还
有 marble、stone 等材质类，year、time 等时间类及其他
类别词汇出现。经统计，地点类词汇出现最多，人物类词汇
频数居第二，地点类中与园林建筑相关的词汇（palace、
building、gate、wall 等）占多数（图 4）。这表明马隆对
园林中的建筑特征尤为关注，重点解析宫殿、寺庙、大门、
墙壁等具体建筑元素；同时注重自然景观分析，系统考察湖
泊（lake）、山丘（hill）等自然要素的造园功能；此外，
还论及相关的历史人物（如皇帝、官员、太后等）和朝代背
景，注重园林与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的多维度融合。

马隆初次考察圆明园时，距离这座园林惨遭洗劫已逾
五十载，彼时园内多为残垣断壁，往昔辉煌难再，但他认为
历经磨难的中国终将迎来和平，承载帝国辉煌记忆的圆明园
不应被忘却。基于此情怀与使命感，他在研究中尤为关注园
林废墟中闪耀的历史积淀，而建筑作为重要载体，自然成为
他理想的研究对象。全书 47% 的插图是建筑，体现出他对
建筑类型、结构、装饰及布局的高度关注。他将正大光明殿、
安佑宫等进行今昔对比，描述屋顶样式、斗栱结构、彩画装
饰等建筑风格特征，称雕刻图案（如龙、凤、花鸟）、色彩
运用（如红、黄、蓝、绿等鲜艳的琉璃瓦颜色）、装饰材料
均展现了鼎盛时期建筑的华丽与庄重。此外，他称赞建筑依
山水而建，与周围的湖泊、山丘、树林等自然景观相互映衬
形成优美的画面，且整座园林的布局考虑了自然景观的特点，
营造出步移景异的效果。在园林人文方面，他描述康熙、雍
正、乾隆时期的园林建设、外交活动以及皇室成员对圆明园
的使用和影响，结合皇帝出行、射箭比赛、生辰庆典等人物
活动插图，展现园林曾经的生机和活力，使读者能更直观地
感受到园林曾经的辉煌与人们的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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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园林与社会变革及政治活动间的联系
《清代北京夏宫史》经转译和微词云处理后生成的语

义网络图谱（图 5-a）结构被分成 4 个层次，与中心层次的
“emperor”关联最为紧密的是“palace”，可见马隆注
意到园林中的宫殿在皇家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网
络图谱以 palace、chinese、garden、building、gate 等
为中心簇类展开，这些簇类与清代的人文历史、社会政治（如
embassy、imperial、government）紧密相连，呈现出发
散且深入的叙事结构。《中国园林》网络图则更侧重于自然
和人工元素（如 building、stone、tree、water），这体
现出喜龙仁更关注园林的自然美学设计，构建了以“garden”
为主要簇类的叙述体系（图 5-b），围绕多个园林要素簇类
展开叙述。

相较之下，马隆改变了以往较为常见的园林要素内涵的
解读方式，转为“外向式”，对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因素等外
部情境进行研究，将园林放到与之相关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他运用所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知识，关注皇帝在圆明园的权
力运作与宫廷政治外交生态，探讨社会阶层与群体关系，这
些内容在“康熙皇帝驾崩与皇室斗争”“英国使团马戛尔尼”
等章节可见一斑。他认为圆明园并非单纯的观赏休憩地，而
是关键的政治舞台，其举行的各类仪式以及官员、外国使节
的觐见活动，展现了皇权的绝对权威与宫廷政治的运行模式。
正大光明殿通过建筑彩饰的符号体系建构、使节进呈路线的
空间叙事设计，凸显以皇权为核心的外交格局，是政治权力
在园林形态之中的具象化表现。他通过记录皇位继承的诸多
相关事件与争斗，深入探讨了皇室家族成员以及贵族阶层在

宫廷生活中的角色和关系。马隆在叙述园林功能时还关注军
事功能，展示了检阅台、八旗驻军营地、千户所驻军眺望塔、
骑兵操练场等图景。不同于传统汉学研究 [29]，马隆以历史
学为主体进行了跨学科研究，在园林历史研究中兼顾了对中
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政治发展以及中外关系等重要问题
的关注，展现其研究从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特点。

5 马隆的研究特点与不足
5.1 立足事实的田野考察特质

20 世纪初期欧洲和日本探险家纷纷到中国西域考察探
险 [30]，寻获诸多写本、艺术品、古物 [31]。当时的西方学者
受实证主义影响，善于从实地调研入手，得到的研究成果更
为理性。

马隆注重田野考察，《清代北京夏宫史》中实地拍摄的
照片高达 66 张，每章均配有作者亲临的若干地点的现状对
比照片。马隆的学生陈之迈、梅贻宝在回忆中均提到其当时
去圆明园实地考察收集资料的经历，《清华周刊》也记载了
1914 年 4 月 19 日马隆在清华礼堂讲述圆明园的故事，4 月
21 日又率领历史班学生去圆明园旧址参观的情况（图 6），
可见他对圆明园已经开展了常态化的田野考察。马隆在考察
过程中拍摄的大量实景，如今多已不复存在，如位于文源阁
的玲峰石、安佑宫祠堂外墙的麒麟石狮、华表等（图 7）。
马隆的田野考察不仅是对皇家园林遗产的及时记录，还通过
满族友人留下的口述资料，为宏观叙事和微观聚焦提供了多
方面的视野，为最大化贴近历史情境提供了极佳的渠道。简
而言之，马隆基于田野考察，再融入文献和图像资料作为佐

图５  语义网络分析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semantic network analyses

a.《清代北京夏宫史》 b.《中国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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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理性和谨慎，接近历史事实。
5.2 深层探索中的溯源研究路径

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过程中的首个转折点出现在 1928 年
召开的中国学研讨会，该会议将中国学由地方议题变为全国
性议题，引发了美国人文领域学者、机构的密切关注。此后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借助了东方学等学科的思想和学术资源，
呈现出包容多样的特点。20 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园林研究
不仅聚焦于园林的形式风格等表层问题，而是转向更深层次
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及物质文化等维度，《清代北京夏宫
史》便是该转向的先驱。

在这一背景下，马隆侧重于观察研究中国社会、文化、
生活，在涉及园林要素的论述中不再聚焦景观元素寄寓的精
神需求与象征含义，而是将景观元素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
关联，理性探讨元素的特性、来源及变化。例如在“康熙
六十大寿庆典”一节中，马隆根据《万寿盛典》画卷指出“背
景中的装饰结构只是为了这个场合而临时竖立起来的”，同
时注意到画卷中景观元素的今昔异同，指出：“这幅康熙时
代的生活写照，最引人注目的是无论店铺内外的布置、花卉

图７  马隆拍摄的文源阁玲峰石、鸿慈永祜麒麟石狮和安佑宫华表
Fig.7  Photographed by Malone: Lingfeng Rock at Wenyuan Pavilion, Qilin Stone Lions of Hongci Yonghu, and Ornamental 
Column of Anyou Palace

图６  清华学生参观谐趣园东楼遗址
Fig.6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ents visit the Ruins of the East Tower in the Garden of Harmonious Interests

的装饰，还是人们对戏剧的热爱，依旧与今天的北京有着惊
人的相似之处。主要地标、花岗岩古道则依然如故。”马隆
还将人物的特殊性引入阐释体系，认为乾隆皇帝扩建圆明园
的动因，除孝顺之情及对自然艺术的喜爱外，更受到了权力
意志的驱动。这种解释改变了以往戴高帽式的统一表达，与
忽略人物身份、情感等个体差异的观点不同，采用了一种回
归到人本身的研究方式。综合来看，他的研究方式将以往对
园林历史的内向解读转变为对社会、政治、文化等外部情境
以及园主人的关注，是当时西方学者较为独特的研究范式的
表现。
5.3 客观条件制约下的研究偏差

20 世纪初期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园林时面临客观限
制，一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鸿沟，其对中国园林历史乃至中
国文化的了解必然不够完整和准确；二是当时中国学者对本
国园林的研究刚刚萌芽，再加上社会动荡等外部因素，相关
成果的发表和对外交流受到影响，因此西方学者难以获得来
自中国学者的参考资料，只能依赖既有的西文文献进行再研
究，在进行解读时难免出现偏差。

当马隆借助欧洲人来华游记进行研究时，对中国园林的
认识不可避免地受到已有论述所构建的园林形象的影响。例
如，他将自然式园林的整体意象简单归结为“乡村”与“无
序”的叠加，强调中国园林与法国古典主义园林理性、规则、
人工化的园林风格之间的反差，而没有指出中国人在园林中
寄托的向往自然的情感。此外，马隆的阐释中也存在几处明
显的错误，例如他在解释勺园的命名时提到，因只有一勺水，
且勺子是米氏家族的象征物，勺园被命名为“米园”。事实
上勺园依仗海淀星罗棋布的湖泊、丰富充沛的水源而建，园
内之景以水取胜，颇具江南水乡意趣，园主米万钟取“淀之
水滥觞一勺”[32] 之意命名。造成这类错误的原因也许是信
息来源本身有误，也可能是在交流过程中翻译不当。信息来
源的局限性和不准确性造成马隆的研究存在偏差。

a

a

b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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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置于 20 世纪初期的时代背景下，马隆的圆明园研究具

有开创性。《清代北京夏宫史》在体裁上属于西方最早的圆
明园专题史著作，从研究材料来看，该书主要依托于文献、
田野考察、口述 3 种史料，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翔实和全面
地分析了官方档案和亲历者的访谈资料。在研究方法上，他
采用跨学科、多视角的纵向解读方式，综合田野考察、文献
考证的手段，启迪了此后的园林遗产研究，为喜龙仁等后来
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史料和研究思路。马隆以跨学科研究视
野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成为 20 世纪跨文化语境下中国
园林研究领域跨步较大的西方学者之一。他以饱含人文关怀
的视角捕捉圆明园昔日之美，注重探讨建筑特征与相关人物
的关系，推动了园林历史研究从关注形态向探讨园林与社会
变革、政治活动的深层联系转变，有力推动了美国汉学向中
国学的演进。

本文回顾了马隆的生平和学术经历，深入剖析《清代北
京夏宫史》的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及研究关注重点，并进一
步总结马隆的研究特点，明确了《清代北京夏宫史》在 20
世纪圆明园研究中的历史价值。未来可将马隆的研究与中国
本土学者的研究进行对比，剖析在不同文化背景与学术传统
下史学观点的差异与共性。此外，后续研究还可挖掘更多同
时期西方的中国园林研究著述，完善 20 世纪以来西方学者
的中国园林研究的脉络，为中国园林的跨文化研究与传播提
供更为丰富的历史依据。

注：图1~2根据文献[8]和[25]的插图改绘，图6~7来自文献[25]，其余均由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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