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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成立45周年

公园建园6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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缢佳彦

园林建设，是城市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美化

城市，活跃城市文化生活，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

银川市东临黄河、西倚贺兰山，自然风光秀美，在历史上曾擅园

林一时之盛，有着悠久的造园传统。银川市中山公园是宁夏现代园

林第一园、首府的文明窗口。建园65年来，它几度兴衰，经多次修

葺和不断完善j继承了我国北方园林传统，采用现代园林建筑手法，

空间布局疏密有致，组景奇巧而多具特色，成为宁夏规模最大的城

市风景游览区。在宁夏现代园林史上，银川中山公园不仅首开造园

先河，而且在园林建筑、花木引种培育，动物饲养繁殖，病虫害防

治，土壤改良及园林管理等很多方面率先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大

胆试验，不断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对发展宁夏园林绿化事

业曾起到过摇篮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银川中山公园志》汇集了银川中山公园的大量资料，记载了

中山公园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园林专业中宏观与微观管理相

结合的综合著述。它作为宁夏第一部园林专业志书，体例新颖、资

料丰富，内容翔实、具有“存史，资政打的作用，对于宣传银川，发展

园林建设事业是大有裨益的。这部园志的出版，如果能使社会各界

对园林建设事业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当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也

不废修此志书的初衷、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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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中山公园是宁夏近代园林事业的摇篮，是银川市的主要游览区，是宁夏的名胜古迹

之一．

解放前的中山公园既是中国共产党宁夏地下党活动的方便场所，又是蒋介石西北剿共总

司令部重要军事活动基地．

民国时期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躯孙中山先生而将明朝。马营”的废墟辟建中山公园．由

于社会腐败，只建成中山公园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逐年投资，大力修建，如今园内山水具备．林木葱笼，花

香鸟语，楼、榭，亭，阁掩映在绿树丛中，银湖如镜，碧波粼粼，园林富庶，风景宜人，是

宁夏首府纪念性的中心公园。

中山公园这块土地的沿革与西夏避暑官的历史及宁夏重镇的历史关系十分密切．中山公

园建设发展的过程是银川城建设发展史的重要侧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山公园这片热土的

沧桑就是古都银川城兴衰的索引。

银川中山公园的园址曾是西夏皇帝李元吴的避暑官，而元朝遭战乱成为废墟，自明朝开

始又逐渐变成重要的群众活动中心’．

在庆祝中山公园建园60周年之际。《园志》编者以求实的精神．搜集和查阅了大量史

料，进行了广泛的查访和校实，予1988年底终于编著出了‘银川中山公园志》内部稿，专家

小组鉴定称。资料丰富．全面，既纵述了建园60年来的历史、又横陈了当前中山公园的现

状．符合志体，翔实可信，并以主要篇幅着重反映了园林建设．发展与管理的过程，总结了

经验教训，不失为一本较好的专业志书．对我市今后园林绿化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

是我市园林工作的一件大事．它既是建设银川中山公园的概括，又是中山公园园林管理的真

实记载，也是进行银川园林建设的良好教材，而今笔者又在<园志》的内容上作了一些极为

重要的补充．堪称图文并茂．有丰富的知识性和较大的趣味性，可说是银川中山公园的一部

小百科全书．它为纂写银川园林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希望能受到广大园林工作者的青睐．

祝愿中山公园的园林建设能成为塞上江南园林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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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钓鱼岛(1993年)



五：银 潮 (1986年)

七：东银湖之夏

(t992年)

六：东银湖之春

(1986年)



八：南锻潮之秋

十；“黄河文化节”银湖灯会

九：中银湖之冬

(1986年)



十一：与日本友人同植友谊树(1992年9月) 十二；中央首长乔石植纪念树(1983年10月)

十三：一九五九年起所植油松林(1987年) 十四；一九二九年植的中山纪念槐(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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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曩军装驾翥差骞蔓最早成功引进的。：tj‘
桧柏、云杉 ，一i

十七：遗鸟n987年)

十六：东园路桧柏行遭树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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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花展室前绿地

(1987年)

二十：公园办公楼一角

(1987年)

t·九：1 970年植的林荫道

(1987年)



二十一：清朝家桑(1989年) 二十二：宁夏最早的龙爪槐(1992年)

二十三：52年花令的牡丹f1988年，



二十四：一九三六年凉亭(1989年)

圈

二十五：一九五八年朔方亭(1978年)

二十六：一九七八年夕照亭(1978年)

二十七：一九八八年玫瑰园亭(1988年) 二十八：一九七八年观鱼池(1978年)



二十九：曲桥柳烟(1989年)

三十：双亭咏翠(1993年)

三十一：哽钟亭(1989年l



三十二：口弦(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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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武穆诗碑文(1993年4月)

三十四：铁牛临池(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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