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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

《在亭丛稿》十二卷 ，李果撰，乾隆十五年刻本，苏州图书馆馆藏

《乾隆元和县志~，许?台等编，乾隆二十六年刻本，苏州图书馆馆藏

《苏台揽胜词~，袁学1阑撰，同治四年刻本，苏州图书馆馆藏

《春在堂杂文~，俞槌著，同治十八年刻本复印稿，榈园刊藏

《静怡轩诗钞~，汪藻撰，光绪四年刻本，苏州图书馆馆藏

《苏州府志~，李铭皖等编，光绪八年刻本，苏州图书馆馆藏

《苏邻遗诗~，李鸿裔撰，光绪十四年黎庶昌东京刻本 ，苏州图书馆馆藏

《瘦碧同~，郑文;悼撰，光绪十四年刻本 ，苏州图书馆馆藏

《纫兰室诗钞~，严永华撰，光绪十七年刻本复印稿，捐园刊藏

《冷红同~，郑文;悼撰，光绪二十年印本，苏州图书馆馆藏

《蝶砚庐联吟集~，严永华等撰，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复印稿，娟园刊藏

《强村词 ~，朱孝喊撰，光绪三十一年刻本，苏州图书馆馆藏

《吴门园墅文献~，范广宪辅，民国写本

《蝶砚庐诗钞~，严永华撰，民国八年刻本复印稿，相园刊藏

《吴县志l曹允源、李根师、编 ， 民国二十二年印本 ，苏州图书馆馆藏

《苏州古典园林))，如l敦帧著， 1979 年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履园丛话~，钱泳撰， 1979 年 1 2 月第 l 版，中华书局

《园冶注释~，计成原著 、陈植注释 、杨超伯校订 、陈从周校阅， 198 1 年 10 月

第 l 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长物志校注 ~， 文震亨原著、陈植校注 、杨超伯校订， 1984 年 3 月第 l 版 ，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门表隐~，顾震涛撰 ， 1986 年 11 月 第 i 版，江苏古籍出版社

《苏州胜迹重修记~.苏州市旧城建设办公室编， 1989 年 2 月 第 l 版，上海

三联书店

《藕园志(初稿)~，苏州市园林管理局编史办公室编， 1990 年 l 月 15 日，内

部资料

《伪满愧倔政权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合编， 1994 年 1 月第 1 版，中华书局出版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严耕望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苏州园林与名人}，周苏宁等著， 1997 年 10 月第 l 版，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捐园 ~，毛璋弘著， 1999 年 6 月第 l 版，古吴轩出版社

《苏州古典园林))，罗哲文 、陈从周主编， 1999 年 11 月第 l 版，古吴轩出版社

《苏州城建大事记 ~，苏州市城市建设博物馆编著， 1999 年 12 月第 l 版，上

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苏州假山 ~. 徐文涛主编，2000 年 7 月 第 l 版，上海文化出版社

~X1J国钧文集))，刘国钧著，李文瑞主编，2∞l 年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 ~，清蓝千秋撰， 2∞l 年影印本，齐鲁书社，苏州图

书馆馆藏

《苏州香山帮建筑 ~，崔晋余主编， 2004 年 12 月 第 l 版，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苏州园林名胜旧影录~.衣学领主编， 2∞7 年 12 月第 1 版，上海三联书店

《苏州园林历代文钞~，衣学领主编，2008 年 1 月第 1 版，上海三联书店

《苏州园林匾额植联鉴赏~，曹林姊著， 2∞9 年 9 月第 l 版，华夏出版社

《清代诗文集汇编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编撰， 2010 年版，上海古籍出

版社



苏州、|园林风景绿化志丛书 r 序

园林青史荫后人

衣学领

盛世修志，代代相传。 志书被称为"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国

情书 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是苏州最具特色的城

市名片，是历史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因而园林系统志书具有很高的

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全国掀起了修

志热潮。 在苏州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苏州园林绿化系统从 1982 年

起，至 1992 年止，前后十年，在缺乏史料 、无修志经验和物质条件较

匮乏的情况下，各单位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和人力，积极展开工作;全

体修志人员辛勤耕耘，从茫茫史海中广集博采，反复鉴别 、查考 、论

证，先后编篡了《苏州园林志 》、 《苏州历代名园录 》、《苏州城市绿化

志 》 以及各园林 、风景区 、各企事业单位专业志稿分卷的初稿，为 《苏

州市志 》 的编辑出版提供了详尽的资料，较好地完成了第一轮修志

工作任务，但限于当时的一些具体原因，除 《拙政园志稿》经苏州市

地方志办公室审定作为内部资料刊印 ， 以及 《虎丘纪略》、《狮子林沿

革》等编入 《苏州市志资料选辑》外，风景、园林和绿化志稿及其他各

分卷均未审定和出版。 虽颇遗憾，但成绩显著，为园林绿化事业的发

展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 虽已过去二十多年，但我们依然要

在此对当年参与修史编志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苏州园林风景绿化事业经历了一



连串的重大历史变革，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辉煌成绩。 1985 年

以来的二十余年历程，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其巨大的变化主

要表现在 :苏州已不仅是历史古典意义上的"园林之城已耀然成

为闻名海内外的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风景名胜和历史文化旅游城

市，成为现代国际化的"园林城市" 、 "花园城市并在向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快步迈进。 苏州|园林风景绿化事业已是苏州历史文化和社会

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苏州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的缩影。

修志是为了存史、资政、教化，而其中首在存史。 随着时代发展 、

人事变动和机构改革，一些历史资料会散供，记忆会遗忘，对我们以

及后人真实完整地了解历史带来困难。 因此，作为园林人，我们不仅

要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发展我们的城市园林绿化事业，还有

责任将历史事件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为当代和后人留下真实的记

载，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起到资政和教化的作用，推动我们

的工作更上一层楼.为促进园林绿化系统"两个文明"建设，促进我

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促进富民强市和"两个率先加快构建

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本轮修志工作于 2005 年之初始，即纳入苏州园林系统"十一五"

发展规划中。 局成立了修志工作领导小组，各单位也相应成立了编

志机构，上下通力合作，互促互动，确保领导到位 、机构到位 、经费到

位、人员到位、条件到位，为修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体修志人员

本着对历史 、对现实、对后人负责的态度，以甘于寂寞 、淡泊名和l 、 "J阪

凳要坐十年冷"的修史敬业精神，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浩

瀚烟波中，寻找、爬梳和记录古园古人的史迹，在繁纷复杂和琐碎的

事件中，辨析 、归纳和撰写园林事业的足痕，在编篡中严格把好了资

料收集质量关、文字质量关、审稿定稿质量关，严于现别，精于筛选，

多方考释，反复推敲，数易其稿，精益求精，取得了丰硕成果。

修志是一个群体性的工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志书的完稿不

仅体现了园林绿化系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体现了市内一批方志 、文

史、园林方面专家学者的慷慨奉献，可以说是一次集众家之言、汇众

家之智的集体创造。 在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经过全局上

下的共同努力，六年耕耘终获硕果，即将付梓，实可贺之!我们不仅

全面完成了 《苏州园林风景志 》、《苏州市城区绿化志》 以及 《拙政园

志》等 19 个单位志，共计 300 余万字 、数千幅图照，实现了既全面准



确又具有时代特色 、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的修志目标，而且通过修

志，既编出优秀志书，又为园林绿化事业培养出适应 21 世纪发展的

人才队伍，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稠园在苏州古典园林中保留着环水临街的独特风貌，在现存苏

州古典园林中为孤例，可谓弥足珍贵。

晚清官员沈秉成携其夫人严永华隐居苏州，购得废址，邀请著名

画家设计谋划，在旧园基础上扩地营构，形成住宅居中，东西两园的

格局，取宋人戴敏诗"东园载酒西园醉"之意，园名"精园寓夫妇

双双避世借隐 、啸吟终老之意，又指园林布局、造景的对景手法。 稠

园建成后，沈氏夫妇在园内借隐八年，并写下了大量诗文，留下了一

段爱情佳话。 园中景物亦有多处文人写意园林的精粹景观。 据中国

著名古建专家刘敦帧考证，稠园黄石假山与明嘉靖年间张南阳所叠

上海豫园黄石假山几无差别，为清初遗物。 园北背河的楼房，通过楼

上走廊和过道，将中 、东、西部联成一体，东可达东花园最东头的双照

楼，西可至西花园最西端的藏书楼，这种以一曲贯通三部建筑群的楼

廊，俗称"走马楼在现存苏州古典园林中亦属唯一。 山水间水阁内

大型鸡翅木"松竹梅"落地罩，楼雕精美，古意盎然，是镇园之宝之一。

沿至近代，园主虽有变更，名园与名人依然相映生辉，最著名的是国

学大师钱穆曾与眷属迎母住入东花园，其长侄钱伟长亦曾同住此园，

钱穆于园内闭门谢客，专意著书，一年内完成《史记地名考 ~，从此，

制园与一代史学大师结下不解之缘。

保护和管理好苏州古典园林，是当代人的责任和义务。 建国

六十年来，在一代代园林人的不断努力下，藕园和其他园林一道得到

有效保护，其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在现代化发展中

越显独特魅力，成为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域中的一颗宝石，人类共同

的宝贵财富。

隔代编史，当代修志，代代相续，连绵不断，这是中华民族优良的

历史文化传统，也是人类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 当今，历史文化正日

益受到重视，关注园林文化的人群日益增多。 修志既是一次挖掘历

史文化的实践，又是一次园林文化的普及活动，是园林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益当代、惠及子孙。

在园林系统志稿正式出版之际，我想在向所有参加编篡的同志

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的同时，更想用"修志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之句来表达我们共同的心愿 ，多留佳话，少留遗憾，无愧前人，元愧来

者。 至于书中斐然可观的文图及资料，不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

且还有丰富的旅游欣赏价值，在此不必赘言，想必读者自能明鉴。 谨

以此为序。

2011 年 12 月于苏州

(作者 :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局长、苏州市园林

和绿化管理局修志领导小组组长 )



4 苏州园林风景绿化志丛书 〉 序二

传承与发展

陈卫京

因为工作需要，我被安排到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工作。 上

任不久就拜读了我的前任衣学领主编的《苏州园林风景绿化志丛书》

中的两本出版物 :~苏州市城区绿化志》、《拙政园志》。 虽然只是匆匆

读了两本，依然感觉这套志书的厚重。 苏州园林作为一个历史代名

词、文化符号、生态样板，确实内涵深厚，多姿多彩，引人入胜。

盛世修志。 我局按照市政府第二轮修志的统一部署，认真落实 ，

历经 6 个春秋，全体修志人员花费了大量心血，编篡出一套具有地方

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志稿丛书。 据有关专业人士介绍，这套志书是苏

州历史上第一次以园林绿化专业志的形式编著出版，填补了苏州地

方志中的一个空白 。 在此，我以真挚的心情向衣学领局长以及所有

参加修志的同志们表示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 他们以勇于攀登

的精神，立下编修精志良志的雄心壮志 ，知难而进，克服重重困难，通

过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真可谓功在当代，惠及后人 !

知古明今。 历史上，履新一方上任之始，首要政务之→就是了解

地理风物、民俗社情，阅读方志是有效路径之一。 当然，了解历史有

许多途径，这使我想起沧浪亭，这个园林是历代官员 、名士 、文人必访

必拜的重要场所，苏舜钦的"沧液"立意久示后人，晚清又建"五百

名贤祠吴中名贤志士尽在其中，可谓苏州 2500 余年历史的浓缩，

确实有"高山仰止"之势，游历其间，读其文图，给人以种种启发。 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当代，志书依然不失为调查研究的一条捷径、一个重要参考。 因为编

篡志书的原则是"实录这就让当政者更容易看到不加修饰的"实

情" 一一这对实事求是、科学理性地开展工作至关重要 {苏州园

林风景绿化志丛书 》就是这样一套如实记录历史和现状的志书，值

得一切关心这一事业的同仁和爱好者一读，备为案头参考。

论古道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以志为鉴，可以知得失。 修

志的意义就在于此。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文化强国、生态强国

的时代，在行进中，历史和传统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经济社

会发展现实急切呼唤文化建设，如何深化园林文化，提升园林文化影

响力，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苏州园林风景绿化志丛书 》在

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因此，我非常乐

意为这套即将陆续出版的志稿丛书再序言几句，面对博大精深的园

林历史文化，我们要敬畏它，保护它，同时也要利用好，建设好，既为

当代造福，也使这些宝贵的财富完整地传给后人。 由此，我们更感肩

上的责任重大 !

历史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与发展。 2012 年即将过去 ，这是一个

继往开来的时刻，在苏州古典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15 周年之

际，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伟大复兴之路打开新的篇章，面对历史和

现实，我们既要肩负着生态文明建设，也要更加重视园林文化建设，

我们有理由相信，做好传承与发展这篇大文章，苏州园林、风景和绿

化事业一定会更加辉煌 !

谨以此为序，与各位共勉之。

2012 年 12 月 26 日于苏州公园~

(作者为现任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局长)



凡例

一、本志遵循园林专业的特点 ，实事求是地记述藕园历史演变与

现状，以及保护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情况。

二、本志记述主要内容的时限，上限起始于榈园创建之时，下限

至 2005 年底。 大事记始于 1949 年至 2007 年底。

三 、记叙区域以捐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为准，并根据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和历史演变状况向周围作适当

延伸 。

四 、本志采用横分门类、纵记史实 、纵横结合的编篡方法。 以图、

照、述、志、表 、传、录 、记等形式分类记述，内容详今明古，立足当代，

文体采用语体文。

五、关于历史纪年，民国朝代纪年用年号括注公元，民国时期用

民国括注公元， 1949 年起一律用公元。 年代未注明世纪的，均为 20

世纪。

六、本志史料来源于有关历史文献、档案及采访材料。所引数据，

有统计年报的以年报为准，无统计年报的，根据东园管理处各部门提

供的数据为准。 本志的专业分类和术语，主要依据刘敦帧《苏州古

典园林》。

七 、本志记述的历史地名 、机构名称及计量单位，均按当时称谓。

个别之处因行文需要，特注明现代名称或称谓。

八、本志的园林测绘数据以 《世界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监测预警

系统》数据为准，建筑占地面积以建筑基石测算方法计算。



九、本志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 。 收录与稠园有密切关系 、

对藕园有较大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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