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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 

《燕园史话》 









燕京大学时期 



司徒雷登 
1876－1962 

1919.1任校长 

1946.7任大使 

 
 
 
 
 
 
 
 
 
 
 
 
 
 
 
 
 
 

 
 
 

办公楼(贝公楼)、外文楼、化学北楼、化学
南楼、档案馆(图书馆)、民主楼、南阁(麦
风阁)、北阁(甘德阁)、俄文楼(适楼)、 

一体、二体、西校门、博雅塔、钟亭、方楼 

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一院、二院、四
院、五院、 

临湖轩、健斋、体斋、燕南园、燕东园 



Henry Murphy 

1877－1954 

六访中国 

1914－1934 

1914清华 

1921燕京 





• 。 



• 中国传统风格，最上镜 

• 布局合理 

• 得到很好保护 

• 低密度 高成本 



社会主义时期 



第一教学楼、第二教学楼、
哲学楼、生物楼、文史楼、
地学楼、（老）化学楼、
物理楼、力学大院、大讲
堂 

这个时期的建筑反
映了当时的办学雄
心， 

一教附楼和哲学楼
附楼的大教室、还
有现已拆除的二教，
记录了五十年代高
等教育的迅速扩张。 



学一食堂、学二食堂(康
博斯)、学三食堂(已拆) 

宿舍楼16-43、 

朗润园教师公寓8-13、 

校医院、附中、附小、 

北招待所、南校门 
 



建筑特点 

布局合理      

简朴实用 

风格与燕京老建筑衔接 

 

增建了三院，六院 
 

在外围建朗润园宿
舍 



七十年代 

• 突击盖一幢平房 

     百货店/书店， 

     摩肩接踵 

• 蔚秀园和燕东园 

• 文革期间大手笔，真是奇迹。图书馆外形为
“出”字形，建筑面积 24813 平米，是当时国
内建筑面积最大、馆舍条件最好的图书馆。 

• 1973 年 4 月开工,   1974 年 12 月 30 日落成， 
1975 年 5 月 1 日正式开馆。 

• 一塔湖图 

• 定位准确 

 





改革开放时期 



三教、四教、
电教、 

勺园1-5号楼 



• 学生宿舍
45-48楼、 

• 学四食堂 

（燕南美食） 

• 学五食堂 



理科楼群 
新化学楼 
遥感楼 

• 理科楼群 

 

 



外部拓展 

• 北大出版社，重离子
所，二附中 

• 中关园，畅春园，承
泽园 

 





学校东部 
• 太平洋大厦、资源大厦、 

• 邱德拔体育馆； 

• 中关新园、方正大厦、新化学南楼、
物理西楼、附小； 

• 生命学院、经济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微电子所、外语学院、法学院（两
幢）、光华管理学院（两幢）； 

• 校医院、北大科技园、博雅酒店。 



燕京老校园 

• 90年代  赛克勒博物馆 

• 翻建了一批老建筑，
朗润园， 全斋 

• 塞进考古文博院，国
际关系学院，校史馆，
人文学苑 



 

见缝插针，布局
混乱，拥挤不堪 

体量巨大，风格
多样 

内部设计更人性
化 

 



五六十年代建筑正在逐步替换 

• 学生宿舍 

• 二教 

• 农园 



一些记忆在消退 

• 大礼堂/第三食堂 

• 毛主席像，北招， 

• 学生宿舍，露天游泳池 

• 虎皮墙     图书馆扩建 



景观在改变 
 

• 畅春新园            2003， 2011 

• 畅春园食堂 

 

 



周边已
无空地 

• 四环，中关村北大街，成府路，地铁4号线 

• 燕北园， 蓝旗营，肖家河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
谓也。－梅贻琦 
 

 
 

校园建筑就像树木年轮，记录下学校发展的
轨迹和节奏，也反映一个大学的结构和重点。 

16-18楼 

19-21楼 



谢谢大家！ 
请不吝赐教！dayue@pku.edu.cn 

大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