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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林绿化

概 述

武汉地区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市区中部龟蛇二山对峙，

市郊山峦重叠，自然风景资源丰富f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具有

得天独厚的植树绿化自然环境。

唐宋时期，武昌黄鹤楼已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明清两代至

民国时期，三镇先后有50余处王府花园和私家宅园。 ．

汉口开埠后，租界区内出现西式花园；民国时期开始有首义

公园和中山公园，但由于水、火、兵燹的摧残，私家宅园所存无

几，首义、中山公园破烂不堪。至武汉解放时，城区街道的行道

树仅存1 827株，城市绿化面积71．4公顷，绿化覆盖率2％，人

平公共绿地面积为0．29平方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一60年代中期，加速城市绿化建

设，以普遍绿化为主，政府投资，园林部门提供苗木(自产或自

采)，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到1958年，共新建、扩建公园

13座，风景区1处，人平绿地1．87平方米，年度游园人数达120

万人次；市区开辟苗圃5处，面积151．5公顷，年出圃苗木200万

株以上；新辟花圃8处，面积15公顷，品种200多个，年生产12

万盆花卉盆景；全市绿化200条街道，植行道树12万株。至此，

武汉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1959—1961年)，为了生产自救，市内公

园、风景区、苗圃、街道绿地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害，处于停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570园林绿化

不前的状态。1962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

下，园林绿化事业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园林绿化被视为“封、资、修”的

产物，遭到严重破坏。城市绿地被占用和拆毁的达310公顷，其

中公共绿地70余公顷，花卉盆景生产几乎被禁绝，对“园艺结合

生产”的方针绝对化，大力推广材林，即法桐、水杉、池杉(落

羽松)三大树种。1972年全市共有行道树156 950株，其中法桐

66 100株，占总数的42．1％；池杉49 990株，占总数的31．9％；

水杉l 562株，占总数的1％。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1985年，通过认真贯

彻《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实施办法》和《武汉市城

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掀起了城市植树绿化的高潮，推动了城市

园林绿化的建设发展。1982年，东湖风景区被国务院审定为国家

级风景区；1983年冬，军民共建动物园，1984年基本建成并被国

家列为八大动物园之一；1984年，军民共建东湖磨山环山公路；

1985年，黄鹤楼建成并对外开放；同时结合市内桥梁、堤防、港

口、公共建筑和开发小区的建设，将普遍绿化工程列入实施计划，

并努力付诸实施，公园、风景区的建设也日新月异。到1985年，

全市公园增至20座，游园人数增至3 500万人次，公共绿地增至

517．6公顷，人平公共绿地增至1．9平方米，绿化覆盖率增至

28％，400条街道有行道树16万株，育苗基地发展到265公顷，园

林职工增至4 000人，年经济收入增至2 037万元。

1985—1989年，除继续开展普遍绿化、努力增加绿地面积外，

根据武汉市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境内湖泊众多，山林连绵起

伏的地域优势，提出在武汉的园林绿化建设上以山水为依托的大

环境绿化格局发展思路，即以市区两列东西走向、南北平行山林

为主线，形成山林风景区线；以市区庞大水网中的长江、汉水为

主轴，形成水上绿色长廊；以市区众多湖泊为载体，形成“水



概 述571

绿”一体的水上公园j以市区重点干道为主，形成道路绿化网络；

以居住区、防护林带、街道花坛和小游园为骨干，形成大绿化气

氛。上述点、线、面相结合的园林绿化体系，构成武汉城区具有

山水特色的园林景观。围绕这一发展思路，80年代以来完成绿化

建设大道、解放大道、青年路西侧22米绿带及二桥路、汉阳大道、

汉阳立交桥沿线、新民主路等新(改建)主干道的绿化；青年路

小游园、解放公园路小游园、珞珈山小游园、邮电大楼小游园、江

汉一桥两翼小游园及武胜路、青年路、循礼门花坛8处；黄鹤楼

公园、武汉动物园边建设边开放，不断充实完善，花桥小区、钢

花新村小区、二桥东北小区、七里庙小区的绿化配套。城市绿化

注重树种、色彩、造型，以追求净化、美化、适用为宗旨l苗木

花卉生产面向社会，进入市场；公园、风景区发展多种经营，向

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良性循环迈步；加强了园容园貌和街道绿

化的管理，取得了明显效果。经过1990年全市绿化普查，城区绿

化覆盖率为29．28％，人平公共绿地面积为2．36平方米，人平绿

地面积14．3平方米，有乔木369．9万株，灌木265万株，草坪

877．7万平方米。全市公园风景区年接待游客2 289．4万人次。

1990年7月，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五

年绿化武汉的决定》，大力发展花卉盆景生产，初步形成规模。坚

持每年举办一次全市性的菊花展览，参加全国和省举办的各类花

卉、盆景展览19次，均获得较好成绩。同时，根据建设环境优美

的山水园林城市的需要，积极探索试行提高城市绿化内涵，提高

城市文化品味，推动城市绿化逐步朝着多层次、多形式、多种艺

术风格发展，并初步取得成效；抓优质服务，建设文明窗口，坚

持开展“绿叶新风杯”竞赛活动；直属四大公园和洪山广场、市

花木公司含卉苑被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命名为。规范服务

示范单位”，黄鹤楼公园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旅游胜地四十

佳”，被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文明单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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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加大管理力度，园林绿化的日常管理，坚持“月查、季评、年

终总结表彰制度”，做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开始把城市园

林绿化规划、建设、管理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依法建绿、依法

护绿已见成效；加快了园林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不断完善各项承

包责任制的同时逐步转换经营机制，充分发挥园林地域和资源的

优势，内引外联，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园林经济出现生机，为园

林事业的建设发展积累了资金，增强了发展后劲。1994年底，全

市城区绿地面积达5 085公顷，其中公共绿地面积984公顷；绿化

覆盖面积6 106公顷，绿化覆盖率30．1％；人平公共绿地面积2．9

平方米，生产绿地239．6公顷，防护林地574公顷，公园面积536

公顷。

今后的岁月里，园林绿化事业又将进一步发展，武汉园林系

统广大职工千方百计为早日实现山水园林城市的奋斗目标，为把

武汉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的国际性城市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风景资源

武汉地区山湖交错，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横亘于武昌和汉阳

市郊中部的山丘有九峰山、吹笛山、马鞍山、磨山、封都山、喻

家山、来望山、伏虎山、珞珈山、洪山、蛇山、龟山、梅子山、扁

担山、锅顶山、仙女山、美娘山等，连续延伸约30公里，山势不

高，蜿蜒多姿。湖泊分布于长江、汉水两岸，江湖相通，有的则

历尽沧桑而淤塞。著名者如武昌的梁子湖、东湖、沙湖(长江古

道遗迹)、南湖、紫阳湖、青菱湖，汉阳的月湖、莲花湖(郎官

湖)、墨水湖，汉口的后湖(襄河古道遗迹)等。

诸多的山湖构成武汉较丰富的风景资源，不少的山、湖自古

以来是游览胜地，历代文人墨客留下颜多烩炙人口的诗词歌赋。随

着岁月的推移，朝代的更迭，水、火、兵燹灾的摧残，至武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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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前，苍翠的山峦荆棘丛生，坟墓累累，不少湖塘淤塞，有的甚

至成为垃圾场。

解放后，每年进行植树造林、荒山绿化、湖岸植树，逐步恢

复原有的自然景观。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风景资源又

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园林建设步伐加快，风

景资源得到重视和利用。东湖风景区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区之一。市

内有些山、湖，如白玉山、墨水湖、小南湖等已兴建为公园、动

物园，形成以山、湖为主体的新型风景游览胜地。

但由于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不少山、湖的地形地貌又发生

变化，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改变了龟、蛇两山的地貌；为兴建

工厂或住宅区而劈山填湖，有些山地被划为禁区或军事用地；有

的山、湖环抱的风景地，建成高等学府集中的文化区#绿树成荫

的九峰山辟为烈士陵园；石门峰、扁担山已是公共墓地；更有些

村户所管的山林，因砍伐而再度成为插花山头；不少山区则成为

采石场等。
’

骺

【蛇山】

蛇山位于武昌区中心，东起长春观后的双峰山，西止长江岸。

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以前的面积约70公顷，长江大桥建成后为34

公顷，海拔高度为85．1米。

蛇山自三国以后，曾有江夏山、黄鹄山(亦称黄谷山)、黄鹤

山、紫竹岭、石城山、高观(冠)山、长春山、金华山、灵山等

名称。因山形逶迤犹如伏蛇，故俗称蛇山。蛇山之名原记于清初

<方舆纪胜》一书中，直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在《湖北省

城内外详图》上才正式名为蛇山，一直沿用至今。蛇山系7峰绵

亘相连，自西向东次第为黄鹄山、殷家山、黄龙山、高观山、大

观山、棋盘山、西山。

蛇山挺拔秀丽，名胜古迹颇多，为历代游览胜地之一。三国

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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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

孙权至江夏f今武昌)，依山筑

城(尚有遗址可辨)，并在黄鹊

矶头建成黄鹤楼。自此江夏≠，

城风貌更为壮丽，黄鹤楼也誉

为千古绝景。此后，历代人士

在山上陆续修建了园林建筑。

至清代，该山除有寺庙、宫殿

和塔外，驰名的亭、台、楼、阁、

池、泉、名胜古迹及以其形成
图8一l白塔

的景点有黄鹤楼、自云楼、楚观楼，斗姥楼(即南楼，又名钟鼓

楼)、北榭、大士周、留云亭、望江亭(旧名十盘亭)、仙枣亭、压

云亭、一览亭、搁笔亭(初名太白亭)、石镜亭(即石照亭)、万

寿亭、静春台、涌月台、方朔读书台、摩崖方丈、白塔(图8一”、

费棒洞、小罗浮及古碑长廊等。清末至民国初，在司门口与武昌

路两地各凿通一个山洞。俗称新、旧鼓楼洞，从此方便了蛇山南

北的交通。还有为纪念湖广总督张之洞，由湖北各界集资在蛇山

相继修建的抱冰堂，十桂堂、奥略楼(图8—2)，张公桐、抱膝亭

等，并有为纪念八仙过海之一的吕纯阳在黄鹤楼遗址建造的纯阳

楼(又名警钟楼)(目8-3)。辛亥革命以后，在纪念辛亥首义的红

楼(即湖北军政府旧址)建有孙中山铜像、中山纪念碑、黄兴铜

像。此外还有大汉陈友谅墓。历代文人墨客登山赏景、吟诗作赋

者甚多。自唐至清，仅赞叹蛇山和黄鹤楼的诗词，已整理成册者

就有500余首．其中以崔颢之《黄鹤楼》最受后人传诵，实为千

古不朽的名作。

蛇山历尽沧桑，至武汉解放时已遍体鳞伤，沟壑纵横，碉堡

耸立，荆棘满山，名胜古迹多已湮没，幸存者也衰败不堪，成为

山石毕露的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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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奥略楼

解放后，从l 950年起

群众植树造林，种有侧柏、

满全山。有的已蔚然成林。

的黄兴铜像、胜像宝

塔陆续迁至司门口附

近；禹碑、古碑、涌月

台等陆续移至首义公

园内；抱膝亭、奥略楼

等则因腐朽而拆除。

从此，蛇山山体西止

司门口，在长江大桥

东头北侧的雪松林带

中保留一块未挖完的

山石，上刻有“蛇山

蒸

图8 3警钟楼

中共武汉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年年发动

樟树、温地松，桂花等，80年代已绿

为修建长江大桥，1 955年开始将西端

图8～4蛇山摩崖

头”3字(图8—4)；西端桥基墙上刻有“黄鹤楼遗址”。黄鹤楼于

1 981年10月破土动工重建，1985年建成开放，成立黄鹤楼公园。

蛇山以武昌路为界，西为黄鹤楼公园，东为首义公园。山下的防

空工事．从司门口至小东门已放利用为商店、旅社、餐馆和医院，

开放营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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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山】

洪山位于武昌武珞路北，

距大东门2公里，有大、小洪

山2座，总面积t20余公顷，

最高海拔115．3米。因位于蛇

山之东，故旧名东山；又因山

形隆起若象，又名象山。宋大

观年问(公元1107—1110年)

改名洪山，沿用至今。

洪山自古以来一直是林

涧佳美、风景优胜、名胜古迹

荟萃之地。历代文人墨客曾来

此赏景。唐贞观(公元627—

650年)年间建有弥陀寺和正

心书院，相传系鄂国公尉迟恭
圈8一s浃山宝|誊

读书处。山上有东岩石刻诗。几处稻粱喧鸟雀。数声钟罄起渔

樵”。西南麓有唐代著名文人李北海(邕)之住宅，后捐为惨静寺。

诗人李白亦曾居此，并有吊念李北海的诗作。但这些古迹今已荡

然无存。宋代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荆南参军赵谆建东岩阁，

作《东岩阁记》刻于石上，并根据奇岩怪石之形态，分别命名云

根、云扃、飞雪、栖霞，半霄、清啸、爽垲、馋岩、翠屏、堆云、

狮子峰等．用各种书体刻于石上，至今尚可辨识。在洪山宝塔西

侧山腰处，还有“寿泉”石刻。上有古松、古柏，相传为岳飞驻

武昌时所植，放名岳松、岳柏．然早已无存，现存者为后人仰慕

岳飞而植。南麓建有宝通禅寺，寺之西北，建有高44米、8面7

级砖石结构之宝塔，名灵济塔．俗称洪山宝塔(目8-5】。塔下有

华严亭，亭下有华严洞，相传此即古弥陀寺遗址。洞下有黄龙泉．



风景资源577

大雄宝殿后有白龙泉，放生池

东有圣僧泉。白龙泉以水清碧

甘冽著称，又传此泉常有蜂乳

涌出．故又名“乳泉”，如以此

泉沏茶别具风味，惜此三泉均

已湮没。华严洞西有1 91 9年

建的法华宫，因年久失修已倾

毁．仅存“三时塔”。西麓有洪

山小塔，即兴福寺塔，又名无

影塔。除此以外，其东有卓刀

泉，东北有珞珈山，南有莲溪

寺，西有长春观，北有东湖风

景区，均为游览胜地。

洪山也是军事战略要地。

明末张献忠、清代太平军．
围8—6施洋烈士墓

1926年国民革命军等均首先控制洪山这一制高点，取胜后再进驻

武昌城。故其上有许多革命先驱者之坟墓。西南麓有施洋烈士墓

(囤8—6)，东南麓有北伐军第四军独立团攻城阵亡官兵墓，东北麓

有庚子革命先烈墓。三墓均于1956年列为湖北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解放前．洪山～带偏僻荒野．仅有梅花供观赏，每年清明节

前后为市民踏青之处。其特产洪山菜苔．闻名遐迩，深受人们喜

爱。1950年兴建东湖风景区时，纳入风景区范围内，并由园林部

门历年组织群众上山造林。1954年修复部分古建筑，1 956年在武

珞路旁修建大门和院墙，并命名为洪山公园。1 958年交武昌区园

林部门管辖，小洪山解放后一直为军事用地。“文化大革命”期间，

大洪山大片土地被陆军总医院、湖北省农牧厅及市房地部门等单

位占用修建学校，幼儿园，宿舍等。1 976年，公园停止开放，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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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园大门至洪山宝塔及西北麓一带可供游览，面积约为6公顷。

【珞珈山】

珞珈山位于武昌武珞路以北，东湖之西南，距大东门约4公

里。山体东西走向，由两峰组成，最高峰海拔118．5米，投影面

积约200公顷。原有落驾山、罗家山之称。1930年武汉大学在此

建校，1932年闻一多在武大任教时，鉴于山石峥嵘，山色秀丽，有

如仙女之项链，遂改名为珞珈山，沿用至今。

该山濒临东湖，山势陡峭，怪石嶙峋，湖光山色，交相辉映，

自然景观十分丰富。民国时期，20年代末至30年代，不少达官巨

贾来此修建山庄别墅，较有名者如夏斗寅的“养云山庄”，俗称夏

家花园，占地70余公顷；曹祥泰号老板的“种因别墅”，即曹家

花园；茶商黄某的黄家花园；还有张难先、李书城、耿仲钊等的

花园住宅。武汉大学建校后，重视园林绿化，更把此地区装饰成

丛林茂密、繁花点点，成为游人喜爱的风景胜地。历经战火摧残，

至解放时，武大校舍虽存，而校园荒芜，花园多已湮没，仅存曹

家花园(该园1950年由中南军区价购，60年代改为军区第四招待

所)。

解放后，珞珈山地区建设迅速，发展很快。坐落在山谷两边

岗岭上的武汉大学，校舍俨然，校园多姿，是国内著名的具有光

荣革命历史的最高学府之一。1938年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董

必武、陈谭秋等曾在此从事革命活动。周恩来曾居住在教授住宅

区的1区27号，郭沫若住在1区20号。1947年6月1日，武汉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

案”，遗址在武大图书馆下。老斋舍”的台阶上。同年8月，为纪

念3位死难同学，武大在体育馆侧修建“六．一”纪念亭，并立

碑纪念。1983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此处

除武大外，还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省



风景资源579

商业干部学校、武汉水生物研究所、湖北省环保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武汉分院的部分研究所等单位。最高峰建有了望塔。山西北

面临瑚建有航海俱乐部游泳池．距池数百米的湖面上有参差错落

的群石突出，湖面风起．惊涛拍岸，浪花击石．故俗称浪淘石．面

积约o．3公顷。如泛舟登石，可饱览全湖的湖光山色，山东端湖

汊筑有长堤可通磨山。南麓建有八一路和武珞路。

1 950年兴建东湖风景区时．该地区即被两人风景区范围。
1 985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了东湖风景区建设规划，与洪山一并

列为珞洪景区24景中之“珞珈书多”。经数十年的发展建设，该

地区已成为交通方便、名胜聚集的文化荟萃地区。

【九峰山】

九峰山位于武昌东郊洪

山区九峰乡与花山乡境内，距

大东门10余公里．有9座山

峰，故名(Itt 8—7，。山体东西

走向，山形奇异，位于老武黄

公路丽侧，是武汉市最大的群

山，总面积447．1公顷，最高

峰海拔240．37米。因山峰起

伏．层峦叠翠，历来为王公墨

图8—7九峰山林

客喜于畅游之地。明朝几代封王虽在武昌城内建有王宫，却常来

此游乐狩猎。楚庄王之“细路千盘回．高峰九叠齐。松明深入寺，

泉脉远通池。云锁栖禅寺，严镌御制碑。来游乘暇日，林下静幽

期。”诗句，还被后人传诵。20年代初．湖北省建设厅曾在狮子峰

创办真武观苗圃，培育松、杉、柏等茁木和造林，至抗日战争前

已有成效。但历经战火摧残，林木破坏殆尽。

解放后，1 959年湖北省林业厅在黄柏峰建立林业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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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试验场，试验场遍及其他各峰，总面积335公顷，专门从事育

苗、造林、引种驯化、良种培育及林业科学研究等工作，陆续引

种的欧洲栓皮栎、湿地松、火炬松、墨杉、红花油茶等均有成效。

尤其湿地松的引进，实践证明它是速生用材树种，可取代马尾松

在山地造林，还可用于城市绿化。1964年从阿尔巴尼亚引进油橄

榄316株，生长良好，能结果和榨油，年最高结果量达5 000多公

斤，产油900公斤，并选育了九峰系列品种，采用扦插繁殖育苗，

加速苗木培育和增加苗木数量，因而有大量苗木能推广至湖北全

省栽植；武汉市在单位驻地、公园、风景区及街道等地推广栽植，

曾是风靡一时的油料树种。九峰山地区经湖北省林科所30多年来

的经营管理，已是林木茂密，郁郁葱葱，森林覆盖率达到79．5％。

据该所气象台实测，年平均气温较市区低2—3℃，夏季较市区凉

爽，冬季虽偏冷，但温差较市区小。然而由附近村户管辖者，插

花山头颇多，同时林区还有7个采石厂，每当放炮炸石时，所排

放的烟雾污染环境，影响居民生活和健康，破坏了九峰全貌。

9座山峰历来九峰为狮子、纱碧、钵盂、宝盖、石门、马驿、

阳逻、丁管和黄药(柏)。建立省林科所后，60年代省林业勘测队

与该所试验场实地勘察，所绘制成的地形图标为：丁管(顶冠)、

大王、黄柏、狮子、钵盂、宝盖、马驿(蚂蚁)、纱帽及象鼻。石

门峰因于50年代初辟为公墓地，故未列入9峰之内。

丁管峰又名顶冠峰，面积140公顷，海拔240．37米。

黄柏(药)峰，面积24公顷，海拔136米。为省林科所所址

之地。南麓于60年代初辟为烈士陵园和公墓地，影响该峰面貌。

狮子峰，山势挺拔雄劲，状若雄狮，故名。古称九峰山第一

峰。面积lo公顷，海拔123米。

钵盂峰，山体形同僧用钵盂，故名。面积21公顷，海拔lZ5

米。

宝盖峰，俗称九峰山即此峰。面积72公顷，海拔14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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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驿峰(俗称蚂蚁峰)，北麓为清代邮驿信使必经之道，故名。

面积100公顷，海拔117米。

纱帽峰，山顶形如古代官员之乌纱帽，故名。面积21．8公顷，

海拔102米。由花山乡土桥村经管。

象鼻峰，山势逶迤，形如象鼻，故名。面积19公顷，海拔124

米。60年代由花山乡建立林科所试验场。

古迹遗址正觉寺(九峰寺)。明洪武年初楚昭王命茶、盐商

人捐助，在狮子峰修建寺庙5 840问，“以居高僧无念”。寺庙金壁

辉煌，气势雄伟，有大雄宝殿、观音阁、藏经堂等。洪武九年

(公元1376年)，楚昭王又将无念推荐于明太祖，太祖赐无念御制

诗文、番铜佛、白龙须尘、犀皮蹊、甘露瓶、千佛衣、金钵盂、碧

玉环等。马太后也赐锦绫二衲。无念在寺前立双碑篆刻御制诗文。

洪武末年太祖赐寺额“九峰正觉禅寺”。从此该寺正名为正觉寺，

俗称九峰寺。历经沧桑，寺内宝物无存，寺庙也因年久失修而倒

塌，仅存遗址。

真武观。相传楚昭王之子巴陵王卒拟葬于狮子峰下，但掘井

不及三尺，迅雷暴雨骤发，昭王惧，命停掘，后建观。随着岁月

流逝，观已无存，仅存遗址。

九峰山摩崖。狮子峰有摩崖二，一为“御制谕僧无念”石刻，

系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无念之徒胜学所刻无念所得之御

制诗文。刻石龛高1．6米、宽0．97米，正书30行，共930字

(已剥落30余字)，正上方“御制”为篆书，余皆楷书。石刻周围

有“九龙腾跃、祥云漫卷”图案。一为“无念禅师石刻”，位于前

石刻数米处，刻像神态安祥，目视前方，脚著草履，正襟端坐于

石座之上。左上方题诗“空有空无得正因，其中妙用是原真。本

师住世无人敬，现灭应须假幻身。”右上方石刻为“武昌九峰山无

念学禅师图像”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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