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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
地
区
具
有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
不
仅
是
辽
、
金
、

元
、
明
、
清
五
个
朝
代
的
皇
家
猎
场
，
而
且
是
元
、
明
、

清
三
代
北
京
最
大
的
皇
家
苑
囿
，
经
历
了
一
千
多
年
的

历
史
。
不
仅
如
此
，
这
里
也
是
京
南
军
事
重
地,

是
中
国

航
天
、
航
空
两
大
事
业
的
发
祥
地
，
中
国
第
一
座
飞
机
场
、

第
一
所
航
空
学

校
、
第
一
家
飞

机
修
造
厂
就
产

生
在
南
苑
，
中

国
运
载
火
箭
的

研
制
和
航
天
事

业
的
摇
篮
也
在

南
苑
。

南苑的大泡子

南苑古色历经沧桑，已在战火中灰飞烟

灭，而丰台区则在当年麋鹿饮水、大雁临汀

的大泡子湖畔建设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供

南苑地区的居民休憩、游览。

泡子这一叫法多见于关外的东北地区，

主要指小湖泊和池塘。南苑大泡子的叫法可

能是满族人叫起来的。南苑还曾有过小泡

子、双泡子。

据《丰台区地名志》载：“大泡子在南苑

镇西侧，约有五平方公里的水面。”大泡子似

乎没有这么大，应在500亩左右。为圆状。水

源是泡子里那四时不竭的泉水，水多则溢，由

东南角的闸口排入几米外的小龙河，成为小

龙河的支流之一。

大泡子在清代被称作苇塘泡子，这里，

春天鸟语花香、绿意盎然；夏天红荷映日、生

机勃勃；秋季芦花摇曳、孤鹜寒汀；冬季雪舞

纷纷、银装素裹。风景优美的大泡子是个十

分理想的休憩之地。冯玉祥将军的戎马生涯

中，曾以陆军检阅使身份在南苑驻扎；陈毅、

贺龙二位首长也经常利用闲暇时间来大泡子

钓鱼休息。

2018年5月，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规划建设工作启动。目

前，公园初具规模，部分开放，成为市民休闲空间。南苑森林湿

地公园规划功能一方面，完善首都生态格局的“四梁八柱”，

打造城市发展的绿色引擎，引领城南地区功能和品质的全面跃

升。另一方面，挖掘与传承南苑历史文化印记，打造大南苑复兴

的文化引擎，彰显新时代大国首都文化自信。规划建设中的南

苑森林湿地公园是首都一道绿隔城市公园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打造成中心城区最大的绿色开放空间和城南地区一道亮丽的

生态“银边”。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位于北京南中轴与一道绿隔城市公园

环的交汇处，北起南四环，南至警备西路，西起京开高速，东至

德贤路，东西长7.2公里，南北长3.4公里，规划面积17.5平方公里

（26250亩），其中丰台区15.6平方公里（23400亩），规划生态用

地规模不低于936.72公顷、生态空间占比不低于60%。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规划定位为“首都南部结构性生态绿

肺，享誉世界的千年历史名苑”，到2050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将全部建成，生态环境优越、生态效益显著，文化展示功能区

全部建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文化展示重要承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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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囿秋风”再现

古老的永定河，在历史上曾有多条

故道。离北京最近有三条故道，其中有

一条便是三国至辽代的河道：沿着卢沟

桥，经看丹村、南苑到马驹桥。由于南

苑地势较低，河水、雨水、泉水汇聚，形

成了饮鹿池、大泡子、二海子、三海子

等水域。

流经南苑的永定河、凉水河、小龙

河、凤河等河流，为这一带喜水的动植

物繁衍创造了优越的条件，随着辽、金

等最初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将都城定在

北京，南苑这一带的水乡泽国便成了皇

家狩猎的最佳去处。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颁旨修葺并扩展

“下马飞放泊”，把元朝的猎场扩大了数十倍，

并更名为南海子，为此还修了约120多里的围墙

以防动物逃逸和老百姓入苑私猎。

后来，永乐帝还在南海子围墙中开了四个

门，即北大红门、南大红门、东红门、西红门，同

时还修建了庑殿行宫及旧衙门、新衙门两座提督

官署，还建起晾鹰台。

大红门在明清时期是南苑的重要城门，它是

帝王赴南苑必经和歇憩之地。

清朝时，仍将南海子作为游猎、阅兵的场所。

清廷将南海子改名南苑并将苑囿加以修葺、建

设。在原四门的基础上，又辟五门。即东南的迴

城门，西南的黄村门，正门东侧的小红门，东北的

双桥门，西北的镇国寺门，并开辟了13个角门。苑

内有新（衙门）行宫、旧（衙门）行宫、南红门行宫

（南宫）、团河行宫四大行宫及20余座寺庙。

在圆明园未建成之前，南苑是清代皇帝幸

游、休养的主要苑囿。康熙皇帝在位61年，到

南苑就有55次。而乾隆皇帝更是对南苑情有

独钟，自12岁随其祖父康熙皇帝到南苑行宫读

书、习骑射，终身不辍，乐此不疲。他曾赋诗云：

“南苑往来难数计，古稀欲罢未能犹。”他一生

所作与南苑有关的诗作达40 0余首，不乏“清

时作行宫，明季乃衙门，不必其名易，于中鉴斯

存”这样的名句。

实际上，作为皇家狩猎苑囿的南苑，还有

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练兵和阅兵。顺治皇帝

于1656年为南苑的阅武活动定制曰：“定三岁

一举，著为令。”南大红门的晾鹰台是南苑阅

武的主要场地，故此当地百姓俗称其为“点将

台”，康熙曾12次在南苑举行阅武活动。

清朝嘉庆帝后，国力渐衰，尤其到了道光帝

后，更是江河日下。苑囿管理也日趋松懈，苑吏腐

败，盗卖树木，私垦苑地，危及苑囿的生态平衡。

为此，道光皇帝对南苑的管理予以整顿，《清实

录道光朝实录》载：“乃近年来围场牲畜，甚属廖

廖，此皆管理不善之故……必至围猎之时，一无

牲畜，尚复成何事体，至禧恩此次莅任未久，从前

管理多年，朕曾屡加面谕，认真整顿，自应力挽积

习，乃漫不经心，废弛疏懈，咎实难辞，仍革去三

眼花翎，赏戴双眼花翎，革去紫缰，仍交部议处，

经此次训谕整饬之后，该王大臣等务当认真经

理，力挽积习，以复旧规，勉之。”

然而，道光帝的励精图治并没有扭转苑囿

的颓势。尤其是八国联军的入侵，把苑囿毁坏

殆尽。日薄西山的清朝廷已无力修复，于是在光

绪28年（1902年）准招佃屯垦，并售卖苑内荒

地。宫廷的官宦，尤其是太监捷足先登，在苑内

建起了数十座地主庄园。苑内的生态环境遭到

相当的破坏，但湿地尚存。依然百泉涌流，湖泊

星布，河渠纵横，稻谷飘香。进入十九世纪，大

清王朝由盛转衰，历经数百年沧桑的皇家苑囿

毁于八国联军的劫掠。

明朝  | 南海子筑起围墙开四个大门

元朝 | 水乡泽国变身狩猎场

清朝  | 不仅狩猎还处理政务

园不在大，林茂则幽。南苑森林湿

地公园就像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首

都城南的南苑地区，它是居民休憩和怡

心养性的乐园。

丰台盛名由来

丰台区位于北京西南，在商周时期

为蓟和燕国之地，源于“丰宜门外拜郊

台”而得名，悠久的历史在丰台这片古

老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而南

苑，则是体现丰台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

见证之一。

“卢沟晓月，琼岛春音，金台夕照，

太液秋波，玉泉趵突，蓟门烟树，居庸叠

翠，西山晴雪，南囿秋风东郊时雨”，这

是明朝《天府广记》中所记的“燕京十

景”，其中的“南囿秋风”，就是指现位于

丰台南苑、大兴南郊农场的秋天景色。

南苑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南

苑的形成可追溯到元代，那时的大都城

南是湖泊、沼泽地带，游牧民族的元朝

贵族沿袭辽、金贵族“春捺钵”“春水”

之制，亦在大都郊外“飞放”。所谓“飞

放”，就是纵“海东青”等鹰隼捕猎天

鹅、大雁的活动。因而捕鹅、雁的湖沼

被称为飞放泊，由于城南这座飞放泊距

大都城较近，故命其为下马飞放泊。宫

廷为捕猎天鹅、大雁，在此处设有鹰坊、

仁虞院（后称晾鹰台）。

到了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皇帝朱

棣颁旨扩展并修葺下马飞放泊。这时的

南海子，“七十二泉长不竭，水田漠漠似

江南；蒿草深处獐鹿聚，芦苇陂塘雁影

来”。尤其是金风送爽时节，更是别有一

番苍茫壮阔的景象，因此被称为“燕京

十景”之“南囿秋风”。

南苑范围很大，基本覆盖了从南四

环到南六环、从京开高速到京津塘高速

之间的广阔范围。南苑又称“南海子”，

是因为地处古永定河流域，地势低洼，

泉源密布，多年的河水、雨水和泉水汇

集，形成几个很大的水面，那时紫禁城

北的积水潭有“北海子”之称，于是这

里就叫成了“南海子”。

凤凰涅槃

北洋六镇的进驻使南苑成为扼守北京南

大门的军事重镇。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在兵

营的操场修建了中国第一座飞机场，成立了

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座航空学校，使南苑成为

中国航空的摇篮。

1949年8月15日人民空军第一支飞行队在

南苑成立，并于10月1日从天安门上空飞过，

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检阅。新中国成立

以后，党中央又在南苑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

上，建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即今

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为中

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

南苑航校

居民行走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原梓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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