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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 《北京市宣武区园林绿化志长编稿》是根据《北京市园林

志》的编目和《宣武区地方志》篇目编辑的宣武区园林绿化长编稿。

宅是一本综合性匿林绿化资料。 是在市园林局史志办公室穰宣武送

地方志办公室指导和宣武区园林绿化志编委会领导下， 由宣武区园

林绿纯史意编纂小组主持编纂的。“+藕”系寓需进一步考核、订正、

补充完善之意。

二．编纂工作坚持以马克”譬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中国共

产觉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_方针、政策为准绳， 记述宣武嚣

园林绿化的演进过程。 主要记述了历代各时期匾林绿化状况和建国

后园林绿化逢勃发展的实际。 本意藕资料来自多方面：有摘自古籍

专著、档案材料和有关部}了与人士提供的资料；亦有编者实地调查

采访的资料。

三、本志穗采蔫篇、章、节、露设置；采用记、志、录、 图、

表等综合体裁叙述其事：概述，筒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 大事记

是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余皆用记叙文体，只述不议， 以史

为经，以类为纬，以毯系事。

四，本志稿力求贯穿古今，上限始于事发，资料参差有别， 下

限止予1990年，极步数篇臣叙到1991年。

五、为了编纂的连贯和使于阅读，一般在每节设有筒述。 可能

在篇与篇的筒述中有所重复。

嚣



宣武园林绿化志长编序

北京古代地属燕蓟，是东临渤海，西依太行的一大古都。 宣武

区是北京市四城区之一，位于城内西南部。北京自辽会同元年(938

年l升幽州为南京(今宣武区辖域)，立为陪都，是北京建都之始。金

天德三年(1151年)改称中都，沿扩辽城；元中统四年《1263年)定都

燕京，城域北移，至元九年(1 272年)易名大都；嘎永乐十八年(It20

年)迁都北京，嘉靖三十二年fl 563年}建南罗城，将今宣武区辖域(

含崇文区)围入京城之内；清顺治元年(16“年l定都于此，沿袭明城；

民国元年f1911年)称为京兆，定都南京后改称北平特别市；1949年

北京回到人民手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建都

北京。上述表明，北京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好， 历史最久的古都，

宣武区则是北京古都的发祥地。

一、修志超缘

志书，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文体，自春秋时期以来， 被历代统治

者所重视连绵不断数千年，在封建王朝解体，外扰内患时期， 仍有

志书出版。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 周恩来等都非常重视编纂

方志工作，1956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将修志列为。规划纲要”晦容，

并组建机构指导全国修志工作。北京市成立了市志编撰委员会， 缩

写了地方志初稿。后因“文革”一度停顿。 中国第二代无产阶级革

命家们，继往开来，自l 980年以来， 继承前贤， 重视修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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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988年首届地方恚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太原举行，除全国各省、 市、

自治区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外，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宣都也派代表参

加了会议。会间成立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一。自此， 全国修志工

作蓬勃发展，开始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可喜局面。1985年4月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报

告的通知。l 988年l o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和印发市地方志工作规划纲要的通知，提出了“党委领导， 政府

修志一的原则，指出， 拜新编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

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各级修志部门要选调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和写

作能力， 又有志于此的人员组成工作班子⋯⋯建立～支专业的修志

队伍。”

根据上述要求，北京市园林局和中共宣武区委与人民政府， 于

l 991年8月和1992年分别下达编写《宣武园林绿化志》和《宣武区地

方志》的规划篇目。宣武区园林市政管理局于1991年9月组成了以李

松涛局长为主任，由9人组成的编委会．组成了以王殿清为主编、于

晓群、周颖为编辑的编辑组，此外还借调3名办事人员。11月23日李

松涛主任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宣武区园林绿化志》编委会， 讨论通

过了《宣武区园林绿化志》规划，通报了志书纂写要求等。(宣武区

地方志·园林编化篇和市政道路篇，亦由上述编写组承担， 名单已

报《宣武区地方志》办公室。)

二、本编内涵

《宣武区园林绿化志》长编稿，根据规划篇目，包括：《园林

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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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文献篇》、《园林绿化大事记篇》、 《宣武园林绿化长编》、

《宣武区园林绿化机构沿革与管理篇》等组成。 此编仅为其总篇之

一o

《宣武园林绿化长编稿》包括现代公园和坛庙公园， 宅邸园林

遗址、专用园林和公园遗址；《绿化篇》包括街道绿化、机关、 工

厂、学校和居住楼区绿化等章、节。

此篇从1 992年3月开始搜集资料，查阅档案、跑图书馆抄录古籍、

报章、刊物资料和走访知情人等，并邀请大观园、 陶然亭及驻区有

关单位写出资料稿，在此基础上，几经易稿完成此篇。

由于时间紧促，编者水平所限，定有遗漏和不妥之处，故以(征

求意见稿)刊名，恳请指正赐教。

编者

1 9 9 3．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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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址变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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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区园林绿化沿革概述

宣武区是北京市的四个城区之一。位于北京城区的西南部。 北

起前门西大街，宣武门东．西大街、天宁寺路；南到明南罗城(永定

门以西》护城河、鸭子桥路和马连道路南端一线i东起前fl夕f,大街、

永定门内大街西侧；西到马连道路、湾子街、太平里一线。 总面积

l 8，53平方公里，总人H 68。l万人。境内有莲花河、西和南护城河两

条，位于西部。共有大街、胡同6 72条。驻有中央、市属和区属机关、

企事业和文教体育单位遍于全区。 宣武区人民政府位于宣武区中部

牛街内麻刀胡同，分建8个街道办事处，有居民委员会、家属委员会
{

328个，成为居民行政、生活的管理网络。

宣武区历史上自唐、 宋时期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重镇并建有

城垣。辽灭宋后，在唐蕃镇城的基础上重建了陪都城一辽南京城(公

元1012年}，金朝结束了辽在南京的统治，公元1163年建都于此，扩

大城域，重建皇城和宫城， 成为有相当规模的都城二．金“中都’’。

现宣武区辖域范围的西部是当时中都城的中心地区。元灭金后， 于

至元四年迁都，九年f公元l 271年)将中都名改称。大都”。 元大都

城建子今东、西长安街一线以北，金中都则成为大都的南郊， 因金

时的名胜古迹、商业活动仍留存， 故新建的大都城中的人们游览、

赡物多来此，又称就为“南城”或。旧城”。明灭元后， 朱棣于永

乐十八年f公元l曩21年》建都北京。当时为发展商业．手工业， 在丽

正门外(今正阳门)建4条廊房，这可能就是廊房l一3条和大栅栏(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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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四条)之始。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建南罗城，将今宣武区

(含崇文区》围入城内，又成为都城内的一部分，居住人口渐多， 街

巷逐渐增加，特别是明朝于此域建了祭祀山川、大河、湖海、 山岳

等的山川坛，后增建了先农坛(改山川坛称先农坛)和一批庙宇如报

国寺、善果寺、长椿寺等寺庙，并在坛、庙内植树。人工栽植的树

木渐多。清顺治元年建都北京，替代了明朝的统治，其实行了“旗

民分居”管理的政策，将除满族以夕卜的汉、圆等民族赶至外城居住，

故南城人口巨增。后又禁令不准在内城设曲、戏等娱乐场所， 南城

又成为文娱集中之地。到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73年) 。四库”开

馆。这时的书市也由正阳门内及报国寺的书市， 逐渐迁至琉璃厂经

营，今宣武区辖域又聚居了一批文人。加上自明以来推行科举制度，

全国西，南各省、郡文人来京参加会试、殿试，故今宣武区域内省、

郡、县会馆增多，不少会馆都辟有小园，如期广会馆、 江西会馆、

安徽会馆等。清朝统治者还在其兴盛时期大建御园、 行宫和营建山

水园及游览地域，称一时之盛。 当时居住在前门外今宣武区域的文

人、武将纷纷效仿，曾建有粱氏园、怡园、孙公园、 李将军园等府

邸园林，并在各自小园中建亭、台、楼、榭、叠石为山，疏池理水，

植树栽花，为各自的游憩之地。清末民初，当局也曾倡导植树、建

圆，先后建了“海王村公园”，辟先农坛为。市民公园”和。城南

公园”。后由于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破坏， 诸园逐被毁

圯或关闭，原有树木骤减，至l 948年底，今宣武区辖域无一处公园，

所存树木也多属先农坛及各寺庙里，不足万株(无确切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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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树亦寥寥无几。

宣武区域最早的园林绿化，见于古籍的辽、金时皇城御园， 御

路树和坛庙内的树木花卉的记载。 《金中都》一书中载有：“同乐

园”、。西苑”、 “北苑”、 “南苑”。同乐园内花木葱郁、 湖池

相连，辟有柳庄、杏林等。 在金中都大城与皇城之闯的街道两旁，

植柳成行。元建都北京大城北移后，今宣武区是元大都的南郊。 在

此建有五大窑厂中的琉璃厂和黑窑厂，烧制建宫殿的砖瓦。 由于辽

金时为城外护城河引西湖泊(今莲花河》下游凉水河的水入城， 河沟

相连，涟水片片，故有地名上的。大川淀”、。小川淀”、 “潘家

河沿一、 。藏家桥”、“虎坊桥”等名(《琉璃厂小记》)。 当时除

一些古寺庙、私人宅园内有一些树木花卉外，多是野生树木， 亦无

人工建造的公园林和行遭树。明永乐建都j匕京后， 沿用元制并于明

洪武初年将元大都城北缩五里，永乐十七年十一月(公元1420年》拓

南城二里，将城墙南拓至今前门、宣武门、崇文N-一线。 这时的宣

武门外仍多为农田、蔬圃。 明刘菘顺承门送别诗：。送客出城秋已

凉，太行南上楚天长，顺承门外斜阳里，养麦花开似故乡。”i《日

下旧闻考》卷59—91 5页)。可见当时南城宣武区一带多为郊垧。 明

中H。}．成化年闯，在宣武门外重修大慈仁报国寺等寺庙外， 还重修建

了玉虚观、接待寺、竹林寺、紫金寺、归义寺等， 并在寺院内栽了

一些桧、柏、榆等乔木和海棠等灌木。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I 558年)

建南罗城，辟永定：右安、广安、东、 西便门等七门才把宣武区圈

入城内，称为外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都北京后， 沿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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