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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生态环境是当今世暴湎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对藏曩生意环境现状的基本评价是：q先天不足， 并非优

越，、1人工破坏，后天失调，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有改善，整体

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愈下，形成了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

染”。为此。l'l 1年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开展全民义

务植树运动二。舶决议，把绿化祖国，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我国的一项基

本国策。

长沙园林。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文帝f公元前17‘年)时， 贾谊贬

谪长沙，住府城中灌锦坊侧．就利用房前隙地，种植柑树。开凿水井．

设置石床．开庭前绿化造园之先河。至唐．五代．宋．明．清，以至

民国．宅园．衙署等园林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沙园林建设，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

法比拟的。它经过了19 5 0年--1 9‘5年的初步发展，l’6 5年一l 9 7 5年的

’削弱．停顿，¨7 9年至现在的全面发展等三个阶段。

本志筒略的追溯了长沙园林绿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历程。重点

记述了城市园林建设主要项目的现状，并对过去的重大失误，毫不回

避．实事求是，以期发挥。资治．借鉴”的作用。专志概述．六章分

述和专记等正文部分．煎三冱五仟字。几经删改，六易其稿．才形成

今·日韵《长沙市毒飞粼壕诬麟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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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工作。从l Il‘年开始。历时五年．由于I Il'年以前漫长的一

段时期．没有固定稿恚机构．力量薄弱．加之资料散失．给编志带来

一定困难，但在全体编志人员的辛勤工作下．克服各种困难，搜集了

熏始资料2 l O万字．建立资料卡l O 5‘件。计¨．5万字。 筛选整理资料

汇编计S‘万字，特别是高级工程师蒋骥同志，年近八旬，自始至终，

知难而进，还几度带病坚持工作．为编志默默的作出了贡献。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市志办．市建委编志办领导的亲临指导

得到主管园林工作的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深表感谢。由

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尚乞指正。

李正国

l 9 9 1年8月2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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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长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严寒期短．无霜期长．绿化植物资源

丰富，湘江碧涟蕴漾，纵贯市区。北汇洞庭．岳麓群峦竞秀．屏列西

岸。桔洲十里彩带。浮现江心．山川形胜。风光漪丽．为城市园林绿

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据旧志．史籍记载，西汉初．古城长沙出现了贾谊故宅和定王宫

鼬爹园，但很简朴。唐代中叶，逐渐向自然山水园发展，有戴氏堂、

溜水亭．裴体草堂．楚秀亭和蜕匿。而戴筒的戴氏堂颇著称一时。柳

宗元《戴氏堂记》有云：“宏农公，刺潭三年．因东城为池． 环之九

里．丘陵林麓距其崖。坻岛洲渚交其中，⋯⋯树之松柏杉槠．被之菱

芡英蕖．⋯⋯凡观望浮游之美，专于戴氏矣”。五代．楚王马殷之子

马希范，广修游园别宫．南有碧湘宫。葵园．西有文昭园，尤以城北

的会春园规棋庞大．不但有飞檐画栋的嘉宴堂．祓禊亭等园林建筑，

而且有广以千亩遗植荷花菱芡的碧浪湖。佳木慈茏的紫微山。宋．张

南轩《开福寺记》有云：。长沙开福兰若。故为马氏避暑之她。”清

嘉庆十一年lI l O‘)．名书法家韩葑任湖南藩台时所题：#紫微栖凤．

碧浪潜龙。寺门联，至今犹存。北宋，画家易元吉，开创了一个新型

的宅园，除凿池．叠石，种植梅．竹．芦苇外，还饲养了飞禽．走兽

以窥探其生活习性．姿态动作．为绘画艺术提供素材。此外，尚有春

晖亭、八景台，敬筒堂．尊美堂．恩亲堂、观政堂，清富堂．白鹤楼

熊湘阉、湘江亭．楚秀亭．翠微亭．梅园．梅坞．赵琪府第及岳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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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城南书院等园林．盛极一时。元代．仅有水陆洲尾的拱极楼，可

俯瞰湘江．平瞻岳麓．颇为壮观。明代园林又进人兴盛时期．涌现了

紫荆园．凤仪园．丛桂园、寄思园．榕树园。赐闲湖．北庄．吴道行

故宅和惜阴书院，踢谷书踪园林。其中。吉王府的絮剂厨较为显赫．

叠石成山。名紫荆山．又以筑山取土之便。开凿了万春池．清澈如镜

可以泛舟。清代．衙署和私人庭园有：抚署花园．粮道署宜园． 息机

园．荷花池、雪蕉亭．晋园．朱家花园f余园)．昕桔园．芋园．止园

储英园，李家花园．郭家花园。小朱家花园，以及曾国藩．左宗棠．
’，

席少保的祠园。以朱家花园规模为最大。它位于城北潲春门矫．占地

约2 7公顷，筑有兰堂、宜春馆．云寮亭、一笠亭、延蛾轩，众绿轩．

都很雅致，并悬有何绍基，黄自元等名书法家题写的匾联．培有多种

名贵花木，池塘萦绕，假山嶙峋．却任人游憩，创私园对外开放的先

例。民国十三年(1 9 2¨．开始划定天心阁一带辟建公园．在修葺天心

阁主楼的同时，仿=If：京文澜阁于两倒增建二轩。接以复道。民国十七

年f【9 2 3)。于中山东路原国货陈列馆《现中山路百货大楼)对面辟设了

。三角公园”，先锋厅辟设了“路旁公园”，成为市内最早出现的蹈

旁小游园。私园有蓉园．曲园，南国花园．桐荫里花园、青山寄楼磁

园．赐闲园．唐生智宅园．曾敬吾宅园，李定邦别墅花园．吴家花屋

肖家花园等多处。以何健的蓉园最为著名，它位于市区东北陈家垅，

面积约7公顷，种植的花木以桃为主，曾一度叫做桃园，建有亭阁，

设有茶杜，辟有网球和篮球场。长沙解放前夕，由于历经战乱，特舅

是·文夕大火”f l”1年11月I 2日)的摧毁，天心阁公园，几乎成了摩

· 2 ·



墟．私园也大多湮没无存。

长沙和平解放后，以公园和公共绿地为主的园林绿化建设．有了

较大韵发展。建国初期，。即着手筹建了湖南烈士公园．整理恢复了天

心公园。还辟建了苗圃。在全市普遍进行了马路行道树的栽植，开展

了河西岳麓山和南郊沿江山头的绿化，共植树；o 0 o余万株，造林l O o O

余公顷。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前期，城市园林绿化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相继将岳麓山、桔洲辟建为公园。着手筹建南郊“桥头公园”。

烈士公园扩大了湖面，并将动物晨区进行了搬迁和扩建。对城市道路

绿化，在树种选择和绿化配置上，进行了更新和充实提高。奠定了马

栏山市苗圃的基础，并新建了杨家山市花圈。机关，部队．工厂．学

校的绿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绿化．美化环境成为人民群众的共

同心愿，参加绿化植树义务劳动形成了风气。 “文化大革命”初期，

园林绿化曾一度被视为4封．资．修”，加以批判，公园．苗圃被割

据；花卉盆景被捣毁．游乐设施被破坏，名胜古迹被毁损，花圃停办，

园林管理机构撤销，受到了严重挫折。l 9 7 3年5月， 重新建立园林管

理机构，绿化植树活动也开始恢复。l 9 7 4年正式成立长沙动物园。特

另《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得到了全面

的恢复和发展。烈士公园．岳麓山公园充实完善了设施．增建了景点

糟溯公园按规划进行了配套建设。新建了晓园公园和南郊公园。省林

业厅还在南郊天际岭林场的基础上筹建了森林植物园，为长沙的公园

建设，谱写了新的篇章。结合城市东西向主干道五一路的修建，进行

绿化．美化，使这条十里长街，四季如春，林荫夹道。结合沿江截污

· ； ·



防洪工程，建成了南起西湖桥，北抵新河．全长3 5 4 2米， 总面积5．1

公顷的沿江绿带。结合居民新村的建设．进行了重点绿化布置。机关．

部队．学校、工厂的绿化，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l}l‘年涌现了1

个省级花园式单位．1’0 7年又评选出市级花园式单位2 0个，红旗单位

2 2个，先进单位；1个。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已进人制度化，l 9 l 2年以来，

每届参加义务植树劳动的达2 S万工日以上。据l 9 l 7年航测，城市建成

区绿地总面积l 9．3 S平方公里，绿化复盖率2 O。3 3菇，公共绿她总面积

3 l 2公顷，人均；平方米。郊区山地绿化成林面积3 6 3 l公顷，四旁植树

2 O ll万株。城市和近郊的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改善。但距国家建设部提

出的七五期间绿化复盖犟3 o鬈，人均公共绿地{～5平方米的要求．特别

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与南京f绿化复盖率3 8 ji，人均公共绿地6．j l

平方米}．杭州f绿化复盖率I 7．4》菇，人均公共绿地5．7 9平方米)．等

兄弟城市比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有待今后坚持不懈地加强这方面

的工作．继续扩大绿地砸积．提高绿化．美化．净化水平．以改善城

市人民生产、生活环境，适应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

第一章 公 园

长沙公园建设．历经坎坷。民国十三年“9 2¨在修葺古阁楼的基

础上．辟建了天心公园，抗日战争期间，毁于“文夕大火”。为了纪念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民国三十六年“9 l 7)，曾就又一村原民众俱乐

部筹建中山公园，但由于园址范围内尚驻有机关单位，特别是临马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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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承佃的商民，请求缓拆铺房。以致建园工程受劲阻碍．迄未形成。

19，1年7月长沙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议设立儿童公园。会后，

市长阎子祥立酃责成建设．文教两局筹建。并决定租用蔡锷路鲁三自

堂”内空地l 4”平方米作为基地．当年“十·一。国庆建成开放。备

有多样儿童游戏器具，种有多种观赏花木．辟有篮、排球场．建有儿

童书画阅览室。省主席王首道还亲自把湘西部队送给他的珍稀动物梅

花鹿一对赠给儿童公园，各地群众也相继送来老虎．豹子．猴子．鹦

鹉，供孩子们玩赏。19 5 5年改为市少年之家。解放3 8年来，除恢复天

心公园外，还先后新建了具有不同特点的湖南烈士公园、岳麓山公园、

桔洲公园．动物园．南郊公园和晓园，l 9l 5年省林业厅又在我市南郊

天际岭筹建了森林植物园，截至l 9 37年底，全市己建成开放游览的园

地面积达l 0 7公顷。

第一节湖南烈士公园

湖南烈士公园，是根据I 9 5 O年l 9月湖南省首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

表大会决议．为纪念近百年来．特别是近；O年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英勇献身的全省革命先烈而修建的。l 9 5 2年开始动工兴建。l 9 5；年

g五·一”节正式开放。

它位于长沙市区东北，南起迎宾路。北抵浏阳河畔，东界湘湖渔

场。西临东风路。总面积2，O．4公顷f 34 5 I亩)，l I 5；。19 7 4年间， 先

后被划割l 2．I l公顷，现有土地面积f包括综合农场借用鸭嘴铺尚未收

回韵土地5 11．‘亩)，只剩下lI 7．3公顷。 特别是东郊马王堆发掘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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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古墓文物陈列馆建在公园原规划建湖南革命文物馆的基地上，与纪

念塔相对峙，严重影响了对革命先烈的纪念气氛和公园的整体布局。

公园分纪念区和游览区两个部分。 纪念区居西南． 地势较高。

l 9 5 9年6月，于中轴线上建成高，g米，上塔下堂， 塔堂合一的纯花岗

岩结构的烈士纪念塔，矗立在长宽各6 3米．高1．2米的塔基方形平台

中心，四周绕以石栏。纪念塔上层为高3 3米的方柱形塔楼，南面嵌有

汉白玉碑石，上镑毛泽东l 9 5 9年7月亲笔题写的“湖南烈士公园纪念

碑”。下层为奠堂，高2 O米，呈多边形，里面陈列着湖南革命烈士文

物．有全省?6 O O O多革命烈士名册，有9 8多盆烈士的简历．照片． 遗

言．遗物。塔后山丘上，建仿宋式纯木结构的纪念亭廊，碧瓦朱栏，

与烈士塔相衬托。南大门外，为集散广场，与迎宾路．展览馆路相连

通。南大门内开辟了一条宽l 2米．长2 i S米采用花岗岩铺装的大道，

路旁列植龙柏，两侧山丘是芬芳馥郁的桂花林。通过兰级广场，才到

达塔基。广场内遣镭草地，疏植雪松。纪念塔四面设石级踏步，环围

都是以苍松翠柏为主的常绿风景树林，寓有“松柏坚贞”的含义，形

成庄严肃穆的气氛。

游览区居东北，有水两辽阔的年嘉湖。 沿湖l 97 6年9月建“朝晖

楼”。l 9 3 1年9月建“羡鲜馆”。I 9 8 2年5月建“船坞”，备有大小游

篷2 O 3条。同年9月建成了“迎丰桥”，还修砌了花岗石护坡。湖岸和

湖心岛上，遣植垂柳，荚蓉，碧桃．棕榈等花木。初步形成了绿树碧

波相映成趣的风光。l 9 7 9年7月，将原阶级教育馆改建为“浮香艺苑”。

接着叉辟设了儿童游戏场等娱乐场所，还有“荷池”， “柳塘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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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坞”． “成家湾”等景点。并在游路旁辟花带，置石凳．石椅，

林闻． 山濑建凉亭．泠人们游乐． 休息创造清新幽静的环境。 除

清明祭奠．节日集会活动外，据游园门票统计，l 9 5 5～l 9 S 7年共计为

；4 9 14 2 2；人次，以}，_毫箩年为最多，达2 5 7 7 7¨人次。 还先后举行过国

．庆百花齐放展览，绿化功能展览，全省盆景展览，“五-一”花展，

以及菊花。月季．根雕．科普．字画．彩灯展多次。

第二节岳麓凼公园

岳麓山位芋市区西部，濒临湘江，主峰海拔高；9 o．3米， 周围有

天马．凤凰，桃花．绿竣．佥牛，圭雌等小山，依附环列，浑然一体，

唐代诗人刘禹锡称之为“群蜂朝拱若骏奔”。

岳麓之胜在山川。秀在林壑，重峦叠翠，植被丰富，浓荫匝地，

古木参天．至今还保存有“六朝松”． “朱予樟”等古树名木l l 3株．

多分布于游览区，人们称之为活的历史文物，无价的瑰宝。

岳麓山风景名胜区融汇着许多名胜古迹．历史文物。西晋太始四

年(2 6 8)兴建的古麓山寺，距今已有I 7 0 O余年，山门联称：“汉魏最初

名胜，湖湘第一道场”。l 9¨年遭日机炸毁，仅存山门与后殿，l 9 0 5

年重建大雄宝殿。古老的麓山寺即将恢复旧观。

唐开元十八年f 7 3 O)．大文学家兼书法家李邕撰写的麓山寺碑，

原刊在古麓山寺主殿壁上，后移至岳麓书院侧，并建有护碑亭。以其

文词华丽，书法劲秀，刻艺精湛，有“三绝碑”之称。李邕曾任北海

太守，故又称为“北海碑“。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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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宝九年{，7¨，潭州太守朱涧创建岳麓书院，理学家朱熹，

张潮会讲于此，学子云集。有“潇湘洙泗”之称，居宋代四大书院
l岳麓，嵩阳．睢阳．臼瘸洞)之首。清乾隆问ll 7；6。”9 5年)．罗典

往山长f主讲}时。曾辟书靛八景。现“柳塘烟晓”， “风荷晚香”两

个景点已得到恢复。l 9 l 1年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宋嘉定五年“2 l 2)。何致摹刻禹王碑于岳麓山石壁上l现称禹

碑峰)，碑高i．“米。宽1．I米，碑文九行．七十七字．苍古莫辨，后

人多以骥代文人杨慎的释文为依据。明嘉靖问f l 5 2 2～【5“年)。太守

张西铭建护碑亭。l 9 5 6年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成化十三年f l 17 7)，吉筒王就藩长沙倡建的云麓宫，位于云建

峰顶，历经战乱，破败荒凉。l 9 5 5年由岳麓森林公园建设委员会接铟

后，将破旧宫门改建为重檐阁楼——望江楼。内悬气势雄浑的4西蒋

云舷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一名联。
清乾隆五十七年fl 7 9 2)兴修的爱晚亭，被誉为全国四犬名亭f拿

徽琅琊山醉翁亭．北京先农坛陶然亭．长沙岳麓山爱晚亭．杭州西萋

湖心亭)之一。 系当时任湖广总督． 进士毕秋帆援引唐代诗人杜萎：

《山行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意境面定j笛。

解放前，几经沧桑，l”2年重建，朱栏宝顶，碧瓦重檐。毛泽东亲!

书写了。爱晚亭’’匾额。亭居清风峡下，曲涧呜泉，谷风送爽，深j

时节， 。万山红邋，层林尽染”。I 9 5 6年，经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j

单位。 -．

还有令人景仰的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讨袁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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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首义都督蔡耨，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期黄爱，庞人铨等烈士墓葬。

长沙解放后。{”1年成立岳麓山森林公园建设委员会。l 9 5 7年设

岳麓山园林管理所。l 9"年改蠹岳麓山公园管理处。对名胜古迹和墓

葬先后进行了维修。并逐步辟建和充实了一些景点：l 9，5年重建了自

鹤泉亭。l 9‘3年在清风峡两溪合流处修了一座仿木结构的小桥，建了

白鹤泉茶室。l 97 5年在穿石坡构筑亭廊，环植竹林。l 9 g 1年辟设了黄

兴墓庐景点，建亭廊．凿池塘，筑水榭。l 9 0 6年对爱晚亭进行了大修。

I 9 l 7年在响鼓岭兴建了一栋“步虚楼”，由大小餐厅，雅座茶室。冷

饮厅．旅游产碥经营部组成的综合服务厅。还辟有“桃源洞”的兰圃，

和“柳天坪”的盆景园，并举行过兰花，盆景及月季展览+

公园原勘定的土地总面积5 5 3．；3公顷，先后被划割2 9l公顷， 有

的占据顶峰，有的侵入名胜古迹区，甚至在人园要道日，和面对湘江

大桥的山峦上，兴建庞大的建筑，树立高耸的烟囱，严重影响了岳麓

风景区的景观。

公园现有土地面积，5 2．4公顷．．成林大树百余万株。近年来， 加

强了扩林防火和维护管理，成立了专职消防队，添置了大批消防装备

和机具，开辟了防火线2 O公里，游览、防火两用大道5。l公里， 安装

了铬铁消防水管2 2口O米，并持续旋用生物农药自僵菌。有效地防治了

松毛虫的危害，形成了乔木．亚乔木。灌术和地被植物多层次的林相，

满目枫丹，无边松涛的景观。开放游览区面积，由硼年代的”．2 6公

顷，逐渐扩大到。l 3，．3公颂。 据统计l"9．1 l S 7年仅接待外宾和港澳

台胞就有；l舯O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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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梏溯公园

桔溯位于湘江市区段的江心．全长约5 O O O米，平均宽Il 5米， 总

面积7 4公顷。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称： “桔洲生于晋惠帝永兴二

年f3 O 5)”，距今已有l 6 0 O余年。宋《方舆胜览》载：“湘江中有四洲：

日桔洲．泉洲、誓洲．直洲”。清《长沙县志》云： “水陆洲在湘江

之中，沙石团水而起，有三洲：即上溯．中渊．下洲，居民百余家，

望之著带，实不相连”。可觅清代的水陆溯，只是由原来的四个洲变

成了三个洲，尚未形成今日的“十里长岛”。
v，

桔洲的名称，始于北魏，郦道元《永经·湘水注》中写道： “湘

水北经南泽，城西西对桔测”。唐代诗人杜甫来游时，曾有“桔涮田

土仍膏腴”的诗句。宋-《方舆胜览》谓：“夏月水泛，惟此不没，

上多美桔，故名”。洲上原有水陆寺，据《湘城访古录》云： “水陆

寺在桔洲尾．元济应禅师开，后有拱极楼”。古联称：8拱极搂中，

五六月间无暑气，潇湘江上．二三更里有渔歌”。肖大经《消夏诗》

中誉之为“小蓬莱”。远近闻名，故叉称水陆洲。

唐、宋以来，即以风景漪丽著称，历代文人来游，多乘兴赋诗题

词。毛泽东l 9 2 5年秋，贮立洲头。披襟迎风．即兴题咏的《沁园春，

长沙》，既赞美了自然山水的雄伟景观，又抒发了壮阔的革命豪情，

更为亿万人民所乐于传诵。

l I 6 O年3月，规趔将全洲辟为公园，由“水陆洲建园指挥部” 开

始筹建。l 9‘‘年于洲头兴建了望江亭，左右联结弧形游廊，两廊北端

建有小亭．内置水磨石椅，凳。{9”年竖立巨型诗词碑。上刻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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