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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建没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城市绿化工作，

提高环境质量，是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搞好城市绿化美化，对于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文明素质，培养

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具有积士发作用。绿化美化既是物质文明建

设，又是精神文明建设。城市的活力，离不开绿色的生命，忽视

了环境绿化，就是一个不健全的城I汀。

保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自北魏年问：7I：此置守设衙，

历经隋、唐、五代到清一千四百余年均为重镇，‘故遗留许多官署

园林，宅园及名胜风景点。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关心园林j苷

业，我市的园林绿化有了很大发展。它不仅为城市人民提供了一

个优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健康，而，

且对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都有重要的意义。

此书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略古详今的原则，追溯了保

定占典园林的历史，较详细地记述了我市园林枣业n々发展，使读 ，

者对我市的园林绿化发展状况有个基本的了解。
’

本二柘上限于西汉(约公元前140年)，下限止于1988年12月，

全书共分6章，32节，约8万佘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市志

办、建委：占办、市政协、市：更化馆等部门的大力协助。一些从事

园林工作的老领导，奇“知情人"热情地提供了不少素材，在此表
示感谢。 ，

。

，

由于时间仓促，我们经验少，水平低，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

难免，敬请领导和各有关单位批评指正。

刘建国

1988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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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古城’’保定，燕赵之地，畿辅之疆，群山西峙，沃野东

坦，襟抱白洋，翊立京师，是燕赵文物古迹荟荜之地。发展园林

事业，有着良好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

保定市位于河北省中部，东北距北京141公里，西南至省会
～． 石家庄市124．5公里，与北京、天津成鼎立之势。西依太行LJf脉，

东扼冀东平原，7历代有京师门户，京畿重镇之称。

’保定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人口定
， 居。燕昭王在保定境内修广养城。西汉时修柏陵城。北魏为清苑

县。五代唐时置泰州，宋时置保州。元时改为顺天路和保定路。

明洪武年问改为保定府：‘清康熙八年，为直隶省会。民国时为河

北省城。解放后，从1949年：至1968年，先后为河北省人民政瞎所

存地。 一 ·
’

由于优越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j保定的园林事业起步较

早。傈定市区内外，有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游览胜地。市内有

以。华北古代园林钇珠’’著称的。古莲花池"，有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直隶总督署玎，有建于清代的“慈禧行宫’’，还有

相传为燕南赵北分界的岛列国石’’(俗称保定府的大裂瓜)。+城

一西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陵山汉墓’’，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
t． 单位‘‘张柔墓"及游览胜地囊抱阳I山’’：‘L亩泉"。相传曹国

1。

。．舅成仙的“曹仙洞"位于距保定四十公里的漕河中游。此外，还

、 有风景如画的。龙门风景区"。
‘

‘除古典园林外，原直鲁豫巡阅使营锟1921年创建的叠营锟花

园力当时占地40公顷，1935年国民党29军军长朱哲元重修，改称



。人民公园"。几经战乱使该园遭到严匝破坏，断壁残垣，几成

废墟。1949年以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保定市对。人民公园”

进行了修整，植树种草，营建园门，堆猴L【『、群鹿苑，开池塘、

筑曲桥，使公园面貌焕然一新。．由于党和政府的关心，保定市的

园沐事业有了突风猛进的发展。1956年至1957年建‘‘东风公园"，

1958年建。工人公园”(现竞秀公园)，1974年建。滨河公园’’。

1956年至1977年，又分JJ4开辟r两处专业43-：苗圃，面积达93．3公

顷。趸1965年全市主要街道都栽植了行道树，其他街巷基本进行

r绿化。文化大革命期问，许多运要历史文物被破坏，园林绿化

j盯、|芝处于瘫痪状态。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园林j扛业。匝痢i振兴。修复了很多

名胜古迹，增加了园林建筑和设施，园林而貌有了显著的改观。

周林事业的发展，提高了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

几年来，通过“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结合治理

“脏，乱、差”，本着“普遍绿化，重点提高”的原则，广泛发动

砰众，植树造林，辟建街头绿地，．园林绿化维机盎然。至1988年

。l}i区内树木1165927株。其中：乔木664701株，灌木500326株，

您一．1iZ坪46．48公顷，绿篱174880延长米。 ，

，全市现有园林绿地406．73公顷。其中，公共绿地63．28公顷；

庭院绿地197．43公顷，居住区绿J-[旦8．98公顷i生产绿地78．15公

顷；防护绿地51．95公顷；道路绿地6．95公顷。平均每人占公共

绿地1．44平方米，建成区绿化复盖率达11．98％，初步形成了绿化

体系，在维护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市-容、发展旅游事业及在促进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园林事业的发展，园林管理也逐步得到完善。1988年下

辖人民公园、竞秀公园、东风公园、一滨河公园，前屯苗圃、红旗

凿圃、绿化队、基建队等8个单位。专业队伍日益壮大。由解放

i刃期的几个人发展N500余人的专业队伍。人员素质也有了较大提
．

‘ '

·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岳。科技人员占18．8％，根据园林实际，制定了多种规章制度，

增加了科研项目。在测定城市绿化树木对大气中硫化物的净化作

』fj的专题研究方面获市级科研一等奖，出席了省级先进科技工作

代表大会a使园林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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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典园林

保定，有着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自北魏年问，在此置

，。守设衙，历经隋、唐，五代、元、明、清等朝代，均为疆镇，故历
‘

代官僚或富商大贾，崇尚雅兴，纷纷在此兴建“别墅"，造幽致

之宅园，以守情于花木园亭，假此自乐。 一

自唐以来，保定的宅园(包括官署园林、会馆花园等)有20

余座。保定解放时，除。古莲花池力， 。直隶总督署’’基本保存

． 外，雪香园，寿春园、种香园、芳润园、高氏园、矮松囝，张氏

。园等皆废。

第一节： ’古莲花池

．， 。古莲池修位于保定市裕华西路南侧与望湖春饭庄隔遭相

望，地处保定旧城中心。占地面积3．15公顷， (含保师附tbO．75

公顷)，池水面积为0．79公倾，为保定八景之一，是保定现存最

古老的一座园林。

。古莲池一是在唐代上元年间(公元713年)临漪亭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据《保定府志》载云- 。古莲池在府治南，唐上，

元)间创置，池上有亭日临漪⋯ooo))。元太祖二十二年(公元1227

年)，投降蒙古的金将张柔，由满城移驻顺天军(金代保州为顺

天军节度使驻地)，重新修建城垣，并引水入城，疏浚河道，排

涝防旱，重修莲池始成巨观。该园从元至今七百余年来，时为别

墅，时为引完，时为宾馆，时为行宫，至清柬改为公园。

· ．1 ’

●

，



莲池园林别具风格。以池为主体，临漪亭为中心，一组组玲一

珑别致的古典式亭阁，．轩榭环池而立。四周古树缠藤，浓荫蔽

日，假山怪石，巍峨多姿。盛夏时节，荷花满塘，花香袭人，故

名_莲花池’’。该园内现有树木600余株，27个品种，以松、柏，

槐：柳为主。其中有珍贵名木银杏，沙枣、黄檀等二风拂其枝，

如龙飞风舞、蜿蜒胶葛、声如吹埙，如雨击石，使人心旷神怡。

园林内的楼、亭、轩、榭，均为小型古典建筑形式，檐角起翅平

缓，有的采用了露窗式的装修。主要建筑有：水东楼藏书阁，藻

永亭、君子长生馆(左右为蓬莱，方壶二室)，响琴榭和高芬

阁、寒绿二轩及临漪、濯锦，洒然、不如、六幢、观澜等亭。还

有秀丽的宛虹桥、曲桥和元代建的白玉桥，座落在山石，林木，

荷塘间，构成一幅湖中有景，景中含诗的优美画卷。围湖而布的轩

榭：亭馆，楼阁和长啼j曲折宛转，布局多变，古色古香，幽静

宜人，兼有祖国南北园秫之美，有。城市蓬莱"之誉、·。三湘七

泽厅之美和鼻小西湖挖之称。它是冀中平原上⋯颗古代园林名

珠。 l-
’

f
．

，

、

’

7一、莲池景物 ”- ‘．

’。 一

l，莲花池塘

_莲花池塘"是园I，、j主要景点，该墉平面布局为琵琶形状，

分南北两塘，渠水通连。南塘在藻泳亭之南，成半园形，外围峭

壁环峙，供人划船游乐。一北塘为长方形，塘水经红木桥南流注入

南塘j东出自石桥，绕假山之东而北通，复西折，穿平桥入北．

墉。塘周围石栏环护，绿柳垂荫，古树缠藤。塘中央有水心亭，

经宛虹桥通北岸，渡凌空桥达南岸。’池中满种莲藕，盛夏时节，

红荷、白莲竞相开放，清香迷漫，沁人心脾，似西湖，似莲莱，

使游人留连忘返。

； 5‘



，· ．_
’

‘2、水心亭
、·

，． ．r

，一

，·

：

。水心亭"(临漪亭)位于北塘中央，是园内的中心景点。

现存的水心亭是1903年重建的，后经修葺，是园中的主景建筑，

为重檐八角亭。通高12米。攒金顶，攒金柱间装修凌花隔扇门窗圹

造形端庄而又玲珑，挺拔秀丽，沿亭内旋转式楼梯可达顶层，凭

窗眺望，园中景色历历在目，南侧与“水心亭’’相连为圆拱一孔

宛虹桥。全桥用石砌成，n日折婉蜒如虹卧于水面，衔亭接岸。西 ·

北设有五孔曲桥，以亭桥将水而分为大小不同。使之富有曲折变

化。经此桥可达“高芬轩”。 。

3、水东楼

“水东楼"位于池之东面，座东朝西。西隔水中亭与岛君子

长生馆”遥瞻，高两层，造形别致，上下皆有栏杆护围，精工细

别。底面阔五间，上层内缩，建有单檐歇山顶厅轩三间。楼廊下

悬有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Yl总督杨士骧题“水东楼’’匾一

方。下层子民国七年掺茸，在护外砌以砖墙，四周的檐板彩绘图

案，古色古香。是湖心亭的对景。
4

4、藻咏厅

“藻咏厅"在南北塘之间的主岛上，厅之南面临深塘，北面 、

隔池与。高芬轩’’相对，廊庑环绕。红柱排列，富丽堂皇，气势 ·

雄壮。在封建时代，帝王臣僚，文入墨客常于此吟诗作蹑，故名
’

。藻咏厅刀。现在的。藻咏厅”是1902年在藻咏楼的基础上重建 一

的，1919年又扩修成现在的形状。歇山式建筑，面阔五间，进深

三间，四周设有庑廊，甬道尽头有太湖石假L|』一座。1951年改稻

。康乐厅，，，不久即恢复原名。现此厅经常举办各种展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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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i

5，观澜事
。一 、。 j

“观澜亭骨是南北塘之间假山上的一座四角小亭。内悬匾，“观

澜"二字为总督杨士骧光绪已卯书。 坐亭中俯览全池，‘微风荡

漾，清波叠起，故名。观澜，，。北面。濯锦一，西瞻。水心亭’’，

下临高栏平桥日。太平桥"。该亭乾隆年间为草亭名日。乐育’’。
， 。

， 。 '

6，君子长生馆 ‘

“君子长生馆，，位于莲花池塘西岸，座西朝东，歇山式建

筑，面阔五间；进深二间，高大、庄严，豁敞。两侧有对称玲珑

雅静小斋．左日“蓬莱，，，右日留小方壶一，隔水心亭与水东楼

遥遥相顾。馆前高廊平榭浸入池中，有重栏环护，适于垂钓，

故名。钓鱼台努。该馆因廊庑宽绰，三面临水，凉风习习，可凭

栏赏荷，观景，虽至炎夏而不知暑。
。 ⋯

’

该馆址原为养鹤之处，故亦名。鹤柴"。至清同治十年(公元

1871年)，在莲池开局隆《畿辅通志))时，肃宁县令送馆砖拓本有

立君子长生，，四字，而池中莲花恰比君子，保定观察使陈鼎因之

改为此名。f-J_E有匾目_君子长生馆"，馆门悬有对联：

花落庭间，爱光景随时，且作清游寻胜地。

!莲香池静，问弦歌何处，更教思古发出情。
， 民国20年9月如皋朱焕彪撰

7、高芬轩 。j

，。高芬轩，，位于池之北岸，高丈余，前临北塘，．后负碑刻长

廓，三面虚敞，前廊覆道，廊前有台凸入水中，台上有木栏。轩

额有直隶总督杨士骧光绪二十九年题匾。北壁问嵌有清代康熙皇

帝手书。龙飞，，二字刻石一方。

此轩建筑年代无记载，公元1900年被英j法，德、意四国孳

·7‘



后经改建而成，乾隆二十六年，绘莲池十二景图名。高

高两层，峻秀挺拔，前人题咏甚多。 一
。

寒绿轩 ，

， 。-

绿轩’’位于南塘东岸；座东朝西，取意于宋代欧阳修

一1寸色君子德，漪漪寒更绿"之句而名。该轩两阔五间，进深一

间，红柱廊庑。轩前翠竹成林，婆娑萧飒，寒冬碧绿。冬雪之时，

满园银装素裹，临轩赏雪，别有一番情趣。
’

。

9、濯锦亭 ．
． ，

，

， ．。濯锦亭’’位于北塘东北角，是一座重檐四角古亭。相传此亭

与。临漪亭，，建筑最早。乾隆年间此亭无上层，亭高两层，四用

有廊庑环绕。南面临水，元代万户府的侍女们常在此浣纱，故此

前人取唐代诗人杜甫。濯锦江边未满园"旬的漪二字而定名。该

亭位置处于游人要道，故亭中可以憩息，亦可欣赏荷塘之景。

10、不如亭

。不如亭"位于南池南学，为六角形，内悬小隔日“不如

亭’’。清光绪末年总督杨士骧书。郭云丰《莲池台榭记))云：
“

亭旁一井，泉甘冽，亭南为莱圃，古槐数株，枝繁叶茂，荫护顶

上"，亭下终日不见太阳，亭中有石桌，石墩，最宣夏日乘凉。

11、红枣坡 ． ．

。

{．_不如亭”东行登。红枣坡"，为全园至高点。坡上枣树丛 ．

生，奇枝怪形。坡北低处新植松柏犁绿。旧有榆槐，浓荫蔽天，

坡有。六幢亭’’。 ， 一
．

一 一

1 2、六幢事 ．

一。

-六幢亭"位于园内南面的红枣坡假山上，亭内有金二，辽

．8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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