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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州市位于江苏北部，市区面积184．66平方公里，人日 ’。

、‘ 一24万，建城区面积54平方公里，‘其地理位置为东经117。107

’．最 45∥，北纬34。157 57謦，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之交，津浦陇’，
t ' ，海两大铁路交会点，京杭大运河也流经市郊，公路四通八

‘达，航空事业也在起步，交通方便，．市场繁荣，是淮海经济
一 一区的中心，素有五省通衙之称。 ．’t。 ，．，：．

‘， 一’徐州历史悠久，据《竹书纪年》记载，，“伏羲氏建九．： ，

一州，徐州居其一"。出土文物和史载记述，徐州的发展已有
， 四千多年的历史是历代王朝的重镇或封国，加以山水环绕，

‘

风景资源丰富，玺胜古迹繁多，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 ．

_ t‘

， 城。 ‘，

1

一

。

’。”’．
，

。一

徐州园林起源于秦末，戏马台即建于秦朝末年，是西楚

． 霸王项羽检阅将士戏马的地方。刘裕北征至彭城时，曾派人
’

芦． 在此建第舍、阁、桥、池等。大石佛建于北魏时期，燕子楼

；‘A 。建于唐贞元年间，。阳春亭建于唐僖宗年问，放鹤亭、黄楼建
‘

：V 1予宋神宗元丰元年。‘明清时期，随着一些风景山林的开发，
。

t 园林建筑有了很大发展，云龙山f子房山和其它一些地方， 一

相继建造了楼台亭阁、寺庙祠观，行宫书院。7如兴化寺、大 ，

．“士岩、华祖庙，云龙书院，乾隆行官、子房祠、铁牛、牌楼 ，，

． 等。至清末，已建起了八个较佳的风景点：云龙山色(云龙 ．

曲)、石狗湖光(云龙湖)，戏马秋风(戏马台)、佛寺 、

。l三矿、



钟声(兴化寺)、奎山塔影(奎山塔)，黄楼玩月(黄

楼)，阳春观荷(快哉亭及荷花池)人们称之为小八景，加；

上其它一些名胜古迹，共50多处。
、

．¨

徐州地处温带，属华北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14

，度，年平均降雨量866。7毫米，：无霜期208天，年平均日照

2444．1小时!．光照比较充足，雨量充沛J有发展园林绿化的’

较好的天时条件。但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是著名的军

事重镇。北宋苏轼称；．“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

危所寄”：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晋楚争霸双方各有数十万

兵马厮杀于彭城，公元前205年，楚汉相争，刘邦、项羽曾大‘

战于彭城，三国时曹操：刘备、．陶谦、吕布，也在徐州进行

过争夺，南北朝时，争夺更加频繁，激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南下侵宋，在徐州进行过激烈的厮杀，以后大小战事不断。，

及至日本帝国侵华，在徐州驻有重兵，抗战胜利后，国民党。

又有数十万军队驻守徐州，闻名中外的淮海战役，’即以徐州

为中心展开。徐州自春秋晋楚彭城之战，到淮海战役，共发

生较大战役200余次。
’

由于战祸和黄河水患(黄河曾于徐州多次泛滥成灾)，

解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徐：!}l{的园林绿化和园林建设得不到发

展。在城市绿化方面，解放前徐州只有一个公园(即今快哉

亭公园)已破烂不堪。清末民初所建的几家庭园，如段家花

园、．张勋祠堂花园、潜园等也因战争和其它原因而淹没。徐

州群山，除云龙山·节山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树木，民国8年

编写的《铜山县志》记载；“徐州群山土少于石，无林木之

饶，且时见侵于樵牧，往往绵亘数十里，望之童然。”民国

4年(1915年)，当时国民政府确定清明节为植树节，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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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孙中山先生生前，积极倡导植
一二· 树，为了纪念他，。．1928年遂将植树节改为3月12日。当时铜

． 。山县政府，仅在每年的这个时问，组织学生和机关团体职芏 ．

、一 植树，但种后缺乏管理，．成活甚少，直到徐州解放时，徐燃。j

． ’、四郊76座山头，仅云龙山一节有些侧柏、槐、柳、榆、楝～

矗． ?等树木!其它山岭仍为童山。当时，徐州道路甚少，历植姆’
，- 一，木更少，仅9条马路上有1200多棵树木，居民庭院有些石 ．

}t羔 ，“榴、榆，槐等。解放箭苗圃也很少，、面积也不大六仅能生芦
弋 柳，槐，榆，楝等乡土树种。名胜古迹，在解放前，也遭蓟

‘‘ 严重破坏，有些景区被占用，屯兵驻军、构筑工事，‘甚至被

一 夷为平地。。． ．

’

．

．

，

，， 解放后中共徐州市委、徐州市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园林
∥。 绿化和名胜古迹的保护和建设。1948年12月j徐州刚解放，、

徐州市人民政府就发出了保护名胜古迹的布告，1949年冬

月、5月又专门发布了保护园林设施，名胜古迹和行道树管一一
护的布告，以后逐年都有园林绿化的管理保护的布告和管理

。

’

办法颁发，‘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园林绿化和园林建设有

一 了很快的发展。 ‘．

． ． ．

解放后，徐州市逐步由一个消费城市建设成为·个生产
‘

片 城市，陆续建起了一个以煤炭为中心，拥有冶金，建材、化

：，．7 工、仪表，机械，纺织、橡胶’：皮革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
。

}、 系，全市人民迫切要求在提高生产的同时轧改善环境，提高
’，。 环境质量。在中共徐州市委和徐州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园林部．

、 门广大职工和全市军民一起，大办开发风景资源、绿化荒
． ‘山，修建园林、整修古迹，使园林绿化和园林建设有了日新．

∥
、 、月异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修复了已经荒芜了的快哉亭公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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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了占地361亩的云龙公园，整修了云龙山风景名胜点，

治理了云龙沏和黄河故道。20世纪60年代建设了淮海战役烈 。

士陵园。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园林绿化建设的

步伐大大加快了。兴建了占地520亩的彭园和占地200亩的

奎山公园，开发了6313米的黄河绿化带，建设了盆景园和11 ’：

个街心花坛和小游园，街心花坛和小游园的面积达36．01+～ ：'

亩。修复了前文化大革命厉期间破坏的大石佛，玉带观音毛&。’ ◆。
并在云龙山上重建了船厅，新建了牌坊式大f1、洞天小庐， ．．’

幽邃轩、跨云阁，在快哉亭公园新建了品香堂和公园大门， 一

并且修复重建了燕子楼和戏马台的一组建筑，使公园、风景

区、名胜古迹等风景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1984年2 ．

月’f泉山一带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森林自然保护
区，、包括云龙山、纪念塔、云龙湖、云龙公园、彭园、奎山公园 ’：

在内的云龙风景区也在1985年4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

省级风景区。 ．7
．‘

～

在整修和新建园林建筑的同时，徐州市人民政府，还特

别注意城市绿化。从1949年起，就大力发动群众植树。绿化 。

植树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重点是绿化荒山和河湖堤

岸，20世纪60年代初期重点是干道的绿化建设，20世纪70年 ’蔗

代后期到1986年重点是黄河绿化带和公园、小游园的绿化建 二：
设以及机关、部队、厂矿的绿化。

’

。 ，

1952年10月29日，毛主席登上云龙山，作了“绿化荒山，‘ ，

变穷山为富山"的指示，绿化植树，遂进入高潮，每年都要

发动几万到10几万人上山和到河堤、道路植树，厂矿企业、

机关、部队、学校和街巷居民的绿化，也都陆续开展起来。徐州

市的工厂，多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期和以后发展起来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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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厂矿企业和其它部

门，不但进行了绿化植树，一些较大单位，还开辟了花圆，花

．园，建立了温室。徐州钢铁厂、工程机械厂、空军后勤学院等20

一多个单位，还利用空闲地育苗，以适应绿化美化用苗需要。

在这期间先后建起了徐州苗圃和徐州林场，原有和新辟的马

路也都栽上了树木。1956年20多家花木生产户，联合组成园

艺社，’1958年解散，花工分别分配到公园、苗圃工作，为园林

部门增加了技术力量。但是，园林绿化工作也走过一段弯路，‘

1965年徐州市收缴了全市机关、部队，厂矿等单位的数万盆．

盆花，．一些单位的花工也都转到园林部f-]-r作，，·些单位新
一·

建的花圃花房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城市绿化受到一些影

响。“文化大革命"期间，园林绿化，园林建设遭到很大破
、

坏。在此期间，发生破坏苗木事件1300多起。据1972，年统计，

乱砍乱伐苗木就达9万多株。被拆除的名胜古迹有五省通 ：

。

衡牌坊一座、云龙山大小牌坊20座，还有子房山、子房祠、，

．． 苏姑墓等；被拆除和砸坏的有御碑亭和乾隆御碑、北魏大石

佛及摩崖石刻小佛；被炸坏的有玉带观音；被砸坏和凿毁的

有历代碑刻30多块。1976年因唐山地震影响，快哉亭公园，云，

量 龙公园，普遍搭上了防震棚，在一些道路上，也有靠行道树
、 搭棚支架的，使树木花卉和公园设施遭到了很大损失。‘ ，

．．

．

’。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一，：
’

届三中全会以来，园林绿化和园林建设，进一步引起了各级领
、

导的重视，．建立健全了绿化机构，除园林部门专门负责全市

的园林绿化工作外，各区局、部队、厂矿也都相应的建立绿．

化办公室或设专人负责本系统和本单位的绿化工作，并且建’
’

立了各项管护制度，全面规划及时总结检查绿化工作，交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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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经验，特别是广泛地开展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使园林绿化

得到了新的发展。1981年徐州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各行各业

提出抓小花园，小草坪、小水面、小广场的建设，随后又提

出了普遍绿化上绿量，重点绿化上水平的要求，把城市绿化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各个单位都积极响应；因地

制宜地进行这方面的建设，种树、种花、“种草，配置花坛，

’绿地，有的构筑了假山、亭、台，开挖了水池，修建了喷

泉，盆景，小桥，雕制了各种塑像，以及其它建筑小品，出

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花园式街道、花园式机关j花园式楼

群和45个花园式居委会，并评出了_大批绿化之家。从1982

年到1986年，市区已有85个单位达到了江苏省颁发的绿化标

准。 ．

附：1982年一1986年绿化达标单位名单(见附件1)

现在，徐州这个古老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秀丽的城

市，既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又有近代和年代久远的人文景

观。如有颇负盛名的戏马台，大石佛、放鹤亭、乾隆行宫，

有举世瞩目的兵马俑，有誉为稀世珍宝的汉画象石；以及具

‘有考古、学术研究价值的诸多汉墓，雄伟的淮海战役烈士纪

念塔，耸立凤凰山麓，12华里的黄河绿化带横贯市区，5．8

i平方公里的云龙湖，碧波荡漾，云龙山、子房山、凤凰山等

四郊山林，已全部披上了绿装，48条干道(加上一些较大街

巷共56条)以及堤岸、湖坡，公园、小游园，风景区都已绿

树成荫，郁郁葱葱。许多机关、部队：厂矿，学校、楼群、

街巷、庭院也都种植了树木，花卉和建有各种园林设施。据

统计，市区已有各种树木110多万株，苗圃面积已达蓟1480

盲(包括徐州市苗圃、徐州市林场，铁路林场)，生产的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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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数量和品种，都大大增加。到1985年底，徐州市公园面

．积已由解放前的0．5公顷，增加到97公顷，绿化覆盖率由

、0．16％增加到12．4％，园林绿化面积达到367公顷，人均绿

地由0．17平方米，增加到2．4平方米。到1986年底，又继续增
r 加，园林绿地面积达到370．13公顷，绿化覆盖率达到14．9％，

“’

‘ 一每人平均占有绿地2．9平方米，大大改变了城市面貌，提高

、
、

了环境质量，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增添了光彩。1986年徐 ，

． 州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历史文化名城，被评为全国平原绿化

‘市，同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评为“刨三优一优胜城市。 ，、

‘

徐州园林志，除概述，后记外，共11篇。包括：解放‘

前的花园，解放后公园、陵园的绿化与建设；街心花坛和街

心花园的绿化与建设，．城市绿化；徐州花木，徐州盆景，苗

． 圃、果园，园艺社，风景山林和名胜古迹，经营服务和经费

开支；机构设置和职工队伍；政策法令和管理条例。记述了解

．放前和解放后园林绿化和园林建设的情况及其变化和沿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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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解放前徐州的几家花园
。 ’，

，

．第一章 潜 园 ；
，．

～
●

，

治十三年秋(公元1874年)徐州人芏琴九，在今淮

宾菜馆后诸达巷东建起一座私人花园。
f

九名凤池，曾为孝廉，光绪年间中举，任江南候补

睹官场险恶，·遂萌退隐之意，因而名此园为潜园。

园赋》云；“似隐非隐，可潜则潜，地购三亩，屋

小住为佳兮窗明几净，偶来不速兮心远地偏。可以 ，

可以招舟子。门垂故虞之瓜，墙依王戎之李。君子 ，

者住之⋯一”。‘‘
’

f1向西，门檐上有一石匾，上书“潜园”二字，为’

桂中行所书。门内以三棵槐树作屏，屏后树木茂 ～

铺地，幽雅异俗。门北有西屋三问，为“十友轩"

(客舍)。j匕屋五间为园内主体建筑，重轩双檐，高雅古
朴，门上横匾上书“今雨轩，，三个大字。前轩有短栏，坐此

可以观花赏柳，考鬲扇后为大厅，屏风后为后轩，从东间小门

转入后轩系罗汉墙，下边木格上面镶玻璃窗，冬闭窗以赏

、雪，夏开窗而观雨。当时潜园还有一条宽40米左右的小河三

面环绕，人称潜园河，使潜园更加清明秀雅。

由厅堂向东南有一条弯曲草径，东以翠竹为篱，。兼夹桃

柳，草径尽头有亭，名“小兰亭”，亭上有“小兰亭，，三字

横匾。亭内设方石小桌一，．长形石凳四，周围六面石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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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台阶三级，亭门前后可通。每值风清月自之际，良友三4

五可集此分韵或对弈，幽静异常，王琴九《雨后过港圃》诗。
’、． 中曾有： “潆迥水抱小兰亭，雨后苔深草更青，两部蛙声千

． 树柳，=钩新月半池萍"的诗句，描绘“小兰亭，，景色。 ，

．’
沿亭东南行，垂柳夹道中有便门，户外清溪流湍，绿荫

’

。下系有小舟，，可乘三五人，溪畔树荫亦可垂钓。
一

’|， 潜园内南墙下为花坛，下有花圃，花坛西南有房五间，
、 三间作厨房，一间茶房，另一问为园丁住室。． ，。

王琴九返徐后常与宾朋故旧挚友门生论文赋诗予潜园， ，

、 道台袁海观，知府桂中行等也常来潜园。每岁旧历三月三日
～

地方文人学士在此修禊。据《徐州续诗徵》记载：王琴九“风

．雅之士，工书善画，筑潜园于郡城，文人宴集无虚日"。当

～地士绅也常借此相聚或会亲吃酒。辛亥革命后铜山教育会设

． 此。1938年徐州沦陷前，日寇轰炸徐州，潜园被炸毁。
+．

· · -：

～
，．． 第二章．张勋祠堂花园 ‘一_l，

一 。 ’ ～
‘

， 张勋祠堂建于民国4年(1915年)，今淮海东路路北更

新巷鼓楼小学即其遗址。祠堂四周花木扶疏，花园在祠堂大厅

东南，面积约4亩，景色尤佳。园中有迥枣和九随桥，桥面

7铺木板，桥上有栏杆扶手，桥中有暖阔，暖阁四面有窗，可‘

一以启闭。出暖阁后三折转弯处有凉亭，亭畔河内有画齄，舫

中为亮舱，两面有玻璃窗，可启可闭，亮舱内可容10余人o』．

’西面河靠路边，以翠竹作篱。北面篱外是河堤，+堤上有凉
。

亭，亭东有小石桥，桥东有魁星阁，东北角有雕龙碑，堤畔，

杨柳垂青，入夜人们可以看到张勋在画舫内晏客的灯火。
、 民国初年，张勋曾经数次盘据徐州，对革命志士残酷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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