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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区园林绿化志》聚众人之智慧，辗转数载、琢磨玉成，

可喜、可贺。

宣武，北京肇始之地，古都发祥之地，宣南文化孕育之地。

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树木苑囿是这一方土

地上唯一“活着"的记忆者。作为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宣

武园林与宣武城市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千多年前，人

们便已种植枣树、栗树、桑树以为“田园’’；降至唐宋，园林建设

扬弃了对自然条件的简单利用，注重自然美和人文美的巧妙结

合，“虽为人作，宛如天开"，形成了皇家园林、坛庙园林、寺观园

林、第宅园林等私家园林。推至公元一九四九年，宣武域内私

园已然寥寥，尽管历史的沧桑淹没了昔日的荣耀，但其“以人为

本、崇尚自然"的精神却薪火相传。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宣武

迎来了园林绿化建设新的发展期，突出“自然"，把握“历史”，将

自然、环境、建筑、文化相互渗透，一批古典私园重焕青春，一批

现代公园和公共绿地盛世而生，城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城市

使人们远离大自然，而园林绿化则使人们返璞归真，重享自然

与物质之美。

《宣武区园林绿化志》系统地、完整地、科学地记述了宣武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园林绿化建设、发展的过程，着重叙述了新

中国成立以后至2000年底宣武地区园林绿化事业的宏观史

实，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可读性强。这是第一次全面、完整地



记述宣武园林的一本志书，是了解和认识宣武的又一部工

具书。

借《宣武区园林绿化志》面世的机会，向为这部志书的编纂

付出艰苦劳动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关心和支持宣武园

林事业发展的宣武人民和各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向常年坚

持在第一线的宣武区园林绿化工作者们表示真挚的祝福。

“往不识，无以信新；今不识，何以喻后"。《宣武区园林绿

化志》即将付梓，欣慰之余为之序。

浓天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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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区园林绿化志》在区园林局领导的支持和关注下，终于

付印出版了。此书为记载宣武区园林绿化的历史发展状况和新中

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园林绿化工作的干部职工艰苦奋斗

的业绩提供了一次机会。

宣南地区是北京城的发祥地。吴良镛院士指出：“许多研究北

京文化的学者认为，北京地域文化的源头在宣南；至少可以说，宣

南是北京的士人文化、平民文化的一处集中地。”他还说：“城市中

的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掉了它们，等于城市失去了

记忆。’’0

受历史、地理等环境的影响，宣武区的园林与绿化虽一缺皇家

园林弘大华丽的辉光，二少江南园林秀丽精巧的细腻，但因徜徉在

历史长河之中，却也斑驳陆离、饱经沧桑。宣南历史孕育了深厚的

文化积淀和人文资源，园林绿化自然涵盖其中。对于宣南文化来

说，园林绿化是这株宝贵的“文化遗产之花”的几片绿叶，是点缀，

是托衬，是渲染。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古树名木记载些许往事，坛

庙会馆留下众多传说。我们有幸记载只言片语，也是为宣南历史

文化的弘扬，为宣武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奉献绵薄之力。

时逢盛世，不能忘记前辈父兄。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

①《宣南鸿雪图志》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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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绿化，经四五十载的艰苦奋斗，这个区域面积不大、人口密度

居全市之首的旧城区也建设得与其他各区同步发展，共同走在要

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行列之中。今天，我们把这段园林绿化建设的

历史以志书的形式编写出来献给大家，以达“存史、资治、教化”之

目的，为宣武区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再添砖加瓦。

考虑到能有机会阅读到本志的读者，除少数专门人士外，多为

宣武区园林系统或区内从事园林行业的干部职工，为顺便多介绍

点与园林绿化有关联的宣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故在行文时略微

多费了些笔墨，对少数冷僻字加了注音和含意简介，因而显得沉

赘。由于初次涉猎志书领域，定会顾此失彼、多有偏失，衷心希望

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以待有机会再行改进、完善和

提高。

仅以此志献给参与和关心宣武区园林绿化事业的人们

编 者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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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记

录北京市宣武区域内园林绿化的历史及现状。

二、本志力求详今明古，上限追溯到事业发端及建置之始，

下限为2000年底。个别处为较完整地叙述，略超过下限。

三、为能体现发生在宣南地区以至再大一些区域有关园林绿

化方面内容的延续性，本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部分未只局限于

宣武区的范围。

四、本志以宣武区域的历史沿革概述统括全书。分为“园

林”、“绿化”、“管理”等数篇。篇下分章、节、目，共四个层

次，努力做到以史为经，以类为纬，以目系事。除彩色图页外，

部分图片插入章节之中，力求文图并茂。

五、本志持“生不立传”原则，未设“传’’部。文中涉及人

物提名一般为副区(局)级以上。主管绿化的部门和机构的领导

沿革部分摘录至科级。

六、本志纪年，1949年9月以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公元纪

年对照方式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书涉及的计量单位一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1984年2月27日)执行。数字使用方法执行国家技

术监督局《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1987年1月i日)。

／

《北京市宣武区园林绿化志》编写组

2006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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