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津流觞·细说《乾隆京城全图》之京水桥——后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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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海 

后三海是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和什刹西海（又称积水潭）的总称，与“前三

海”——北海、中海、南海相呼应。后三海位于北京内城西北部德胜门内，地安

门外大街以西，水面呈西北—东南走向，古称白莲潭，又称什刹海或积水潭。 

积水潭原是永定河故道，后因洼地积水和地下水出流汇集而成，当时的范围

比今天大得多。元代以这一水域建设大都城，从而使积水潭全部纳入城中。通惠

河开通后，积水潭既是供水水库，又是漕运终点码头。明初新建北平城北墙后，

将积水潭西北段隔于城外。城内部分，因水源短缺，逐渐萎缩成三个小湖，分别

为前海、后海和西海。三海相连的窄道处建有两座桥（德胜桥和银锭桥）互通对

岸。(图 1) 

 

 

 

图 1 乾隆时期的后三海及德胜桥、银锭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