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
、
头
苍
/
/

4存
川/
h
d·江
川γ



秋霞圃志

侯旭吴义主编

无俨呐!L JF
|图ìl 川 '，::...

上海三联书店



清河支路

二ζ丰=ζ二~

主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亏一王一百



.", 

义;

胡厥文题词

- 九八四年五月胡厥文在丛桂轩内题词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刘 小晴题词



j青钝塘景区一角

提霞阁景区一角



邑庙大股寝 宫

碧光亭



目录

序 _. ....………………………. .. . .. .……….....…·王忠明 1

序二………………………………………..…... .. .臭摞千 4

序三......……………………………………………倪所安 6

凡例……………………………………………… …...... ... 8 

综述……………………· 电…………………………………. 9 

警- 景区景点………………………………………........ 1 

一、 桃花潭景区…………………………... .....…....... 1 

西门楼(1) 仪慰厅(1) 南山( 2 ) 彝霞阁( 2 ) 

仙人洞 (2) 晚香居 ( 2 ) 桃花潭( 2 )涉趣桥( 2 ) 

三曲桥(2 ) 池上草堂( 3 ) 丛挂轩( 4 ) 三星

石 (4) 北山( 6 ) 即 山亭( 6 ) 归云洞 (6 ) 

碧光亭 (7 ) 碧梧轩( 9 ) 横琴石 ( 9 ) 

延绿轩(11) 观水亭(1 1) 题青渡 (11)

二、 凝霞阁景区…………………………………………u

屏山堂(14) 要藻风香室(14) 数商斋。4)

闲研斋(14) 聊淹堂(16) 游嗨堂(16) 亦

是轩(16) 扶疏堂 (16) 文韵居 (1 6 )彤轩(16) 环

翠轩(17 ) 觅句廊 (17) 洗句亭 (17 ) 凝霞

阁 (18) 依依小榻(18)

一 清镜塘景区.... .…………………………....... ..… .19

j青镜塘(19) 三 隐 堂(19) 柳云居(1 9)

1 • 



秋水轩 (1 9) 青松岭 (20) 黄石瀑布 (20) 补亭 (20)

岁 寒亭 (20) 清轩 (20)

四、邑庙景区... . ....… . .................….........……… .20

井 亭 (21) 大 殿 (21)寝宫 (21)

卷二碑碍事志………………"...".... ..……………… ..........23 
一、现存碑南.....…...... . ............. . .......….. . ......… .23

二、快移碑喝……….................……….........…….27

三、基志........……………….. ........…......…·……但

也三诗词植联........…"..... ••• .... ... .... ..""".. ..,……… ..........36 

一、诗词……………………………………........….36

二、撞联... ... ..• ...………........………………·……49 

警四秋霞文萃………........……………………………….65

一、报刊文选……………… .................................65

二、电视专题片解说词 ........….. . .......……........… ..73

三、征文辑存…………………………………........….78

警五园务管理……........………………………………·… 90

一、隶属关系与部门设置………………… ..... . .........90

二、修复工程纪略…........…………………………….91

三、游客量与经费收支…… .. φ ………………………… 97

四、古树名木保护………………........…….........….97

警六人糊名录.... . .......... .， ........... . .. . . . ....……. .........99 

余录….......... . ............ .. . . .....…………….......…. 105 

后记.......… ... .. ,....."..." ..."..."......... ....…........…"…. 122 

z • \ 



序-

秋霞圃，是嘉定的一颗明珠。她座落在嘉定县治一一上海

科学卫星城嘉定镇。

嘉定镇是上海市的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古名练祁市。她

至少在唐代末期，已形成了繁荣的集市。《新唐书·周宝传》

有"王敖据昆山县练祁"的记载。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昆

山县分置嘉定县，以练祁为县治，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 迄今 已有 770 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 月中，这里经

历了抗金、抗倭、抗清以及太平军东征、小刀会起义等历史

事件，并涌现了李流芳、钱大昕、王呜盛等一批著名学者和艺

术家。 现存的孔庙 、 秋霞圃、金沙塔等名胜古迹，无不展现了

这座古城的历史风采。

嘉定县进入明 代， 棉纺织业崛起，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文

教之风亦随之犬盛。士宦殷户、文人墨客，在城镇构筑宅第园

林，成为一时风尚。 有史可稽的在城内就有 50 余处。秋霞圃

的前身一一金氏 园、沈氏园，都建于明代，而龚氏园、邑庙的历

史则可上溯至南宋末叶.在全市现存的园林中，她可以算是

最古老的一座。

1958年， 嘉定县从江苏省划归上海市，上海市人民委员会

确定今嘉定镇为上海的科学 卫星城。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上海

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

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国家电子工业部所属 的华东计算技术研

究所等科研单位， 以及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科学技术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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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等相继迁入县城内外 。 1989 年， 全镇常住人口由 1958

年的 2.9 万人， 增至 7 万余人，流动人口1. 26 万人。如今的嘉

定镇正在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镇 内马路宽阔、高楼林立 、 车

辆如梭、行人熙攘。 1988 年，我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 一

沪嘉 高速公路通车， 更缩小了市区和嘉定的空间 。 嘉定镇已

成为上海郊区环境优美 、 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的新兴城镇。现

代化的市政建设为古城平添春 色。

人们向往城镇建设的现代化， 但同样也向往大 自 然的瑰

丽景色。秋霞圃 ， 这座宁静、古朴 、 典雅的古 园 ， 愈来愈成为人

们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天地。他们在这里探 幽访古， 欣赏祖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他们在这里浏览休想，领 略古典园林的

抚媚风姿 p 他们在这里追溯思考， 探求园林兴衰演变的社会原

因 ; 他们在这里畅想描绘， 展望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前景。

秋霞圃历经沧桑"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面目疮痰 。 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这座濒临涯没的古国复得新生 。 1980年

和 1985 年， 市 、 县先后 拨款 300 余万元，进行全面整修， 使她

基本上恢复了原貌。由 于陈从周 、 杨嘉裕 、 田丽菊 、 顾 正等 文

史、园林专家的精心研究、 设计， 嘉定县建筑工程公司古建筑

队等单位的精心施工， 以及秋霞圃干部职工的精心 管理，使这

座古园 重放异彩。胡厥文、张爱萍 、 魏文伯、宋曰昌， 以及上海 、

常州等地众多的书画名 家， 以他们高超 的 书画艺术， 为秋霞圃

添彩增色，使她益 发光彩夺目 。

如今 的秋霞圃，她不仅是属 于嘉定人民 的，也是属 于上海

乃至全国人民的。自 1983 年 2 月开放以来， 慕名前去参观潺

览的中外人士 已达 120 余万人次。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相信会有更多的海内外人士前往观瞻游览。

侯旭、吴义两位同志儿易其稿， 认真编寨的<{k霞圃志，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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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付梓，这是值得称道的。他们 为研究秋霞圃. 建设秋霞圃 、

管好秋霞圃 ， 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也 为 游览秋霞圃提供了

向导。若读了《秋霞圃志》再去游览秋霞圃，将使人更加留连

往返 . 愿秋霞圃这颗明珠随着岁月的增长更加灿烂l

王志明

1990年 4 月于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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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湛的传统造园技艺，独树一帜，在世界上享有盛

誉。长江三角洲境域内，由于自 然、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 历

代不少宦、商、文人营建供 自己享用 的园林， 至今还遗存不少

明清时期的代表作品。上海市区和郊县就分布着 5 座著名的

私家古典园林一一豫园、秋霞圃、古椅 园 、 醉白池、曲水园 。 这

些都是宝贵的园林文物。

座落在嘉定县嘉定镇 的秋霞圃，实由龚氏园、金氏园、沈

氏 园三座私宅园林和贴邻的城惶庙合并而成，大多建于明代，

有的始建于宋代， 是上海几座古园中历史最为悠久的 。 数百

年来秋霞圃历经沧桑，几度兴衰。 上海解放后，市人民政府两

次拨专款进行整修， 其主体部分即原来的龚 氏园和沈氏园基

本上按照原样予以修复，并在原金氏 园的废墟上进行了扩建，

现在连同城惶庙一起共有面积 45 亩。 196 2 年市人民委 员会

将该园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并于 1983 年 2 月对公众开放 。

秋霞圃面积虽然不犬，但因造园技艺上乘而闻名遐逝.

园中山水相映，建筑巧陈其间，地形起伏，园路曲折，但无局促

拥塞之弊，景色丰富多变，但无矫柔做作之嫌。全园布局紧凑

而 富韵律，自 然而得体，显出一种宁静、古朴、 疏朗、典雅的气

氛。我和许多同事们都对这座园子特别偏爱 。我 曾多次陪同

美国、加拿大、 日本、瑞典等外国朋友前去参观， 他们亦赞赏不

巳，倍加称颂 。

嘉定县人民政府很重视秋霞圃的建设和管理， 相值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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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园将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越发引人瞩目。如今园主任侯旭

同志和 f嘉定县 志，责任编辑吴义同志化了 8 年多时间，悉心

收集有关秋霞 圃 的史料，编集 了 《秋霞圃 志>，这是值得喜贺

的。这些有价值的史料不仅可以更好地保存，并传诸于后世，

读者也可从中了解该园历代变化的轨迹和细节， 同时对园林

教学、园林工作者研究古典园林的技艺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

材料。 f秋霞 圃志，的出版，带了一个好头，对其他园林志的编

写是一个很好的推动。盼望能看到更多的园林专业志问世.

感谢侯、吴两位同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吴才在千

1990年 4 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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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吴义两位同志主编 f秋霞圃急>，可谓珠联璧合.侯

旭同志现任秋霞圃主任，从事建筑、园林工作二十余年，具有

丰富的建筑、园林专业知识。吴义同志是正在编寨的《嘉定县

志》的责任编辑，从事地方史;电工作十余年， ， 具有一定的地方

志专业知识。窃以为要编篡成一部好的园林志，若有园林工

作者和地方;老工作者的密切配合，才可谓相得益彰。 蒙两位

不嫌， 踢读古秋霞圃志》初稿，果然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园林专业
士
，、主r 。

综观全志，两位始终以"存史' 为主旨 ， 广征博引 ， 大至于

整个园子，小至于一物一景，其历史和现状，都 有翔实的记述。

同时， 在篇目的设置上， 亦颇具匠心， 设"诗词植联"、"碑喝墓

志"、"秋霞文萃"、"人物名录"等卷， 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以记述为主， 以文献辑存为辅，构成了

一部完整的《秋霞圃志h

真实是志 书 的生命。 秋霞圃历史悠久，渊源流长，要 准

确地记述她的历史 确非易事。两位煞费苦心，对大量史料作

了认真细致的考证，如龚 氏园始建年代，以及龚 氏园易名秋霞

圃等重大问题，寻根刨底 ， 不循 旧 说，作出 了可信的记述. 只

有真实，才 能可信， 只有可信，才 能可传.

志者，记事也。园林志，不同 于那些"文以载道" 的园记，

也不同于以介绍景物为主的"导游手册"，或以描绘景观为主

的"揽胜"、"游记". 它应以记述园林的兴衰变 迁、结构布局以

, 



友景物特 点为主， (秋霞圃志，遵循 了这一原 则 ， 没有在景色的

描绘上 多 费 笔墨。虽然如此，但她仍有较强的可读 性， 足见两

位 主编不仅在内 容上，而且在文字上也下 了一番功夫，加上她

有众多的图片，图 文 印证，举目可 详 。

党的十一届三 中 全会 以后， 编修地方志在全国形成了高

潮，仅县志已出版了近百部，但像《秋霞 圃志p这样的园林志，

尚属少见。侯、吴两位 同 志，在无 多借鉴的情况下，不避艰难，

勇于探索，这种精神是值得倡导和发扬的 。 尽管 《秋霞 圃 志》

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或那样 的缺点，但这座江南名 园的历史，

赖以保存， 仅此足以可喜可贺.

倪所安

1990年 4 月 于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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