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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向有“盛世修志”之说，《中山公园志》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北京

市园林局的统一部署下编写的。

中山公园前身为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神、谷神的社稷坛，1914年改建为公园，至

今已有570多年历史。公园初名中央公园，1928年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

山先生，改称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不仅完整地保存了社稷坛的主要建筑和古树，而且在保护好古坛庙神韵

的基础上，运用独特的民族造园手法，精心设计亭台楼榭、轩馆廊坊，巧妙地配置花木

山石，营造了诗情画意的园林胜景。将古老的社稷坛与具有民族风格现代化的园林布

局融为一体，可称是“珠联璧合”。给人以和谐、舒畅、庄重、典雅之感，使游者不仅能够

如品香茗地尽情享受醉心不已的秀丽园景和饱览古老绝世的祭祀文物，同时亦能感受

到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与民族情结。经过解放后40多年的精心建设与科学管理，中

山公园已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娱乐、游览休息的园地和中央、北京市政府组

织各种庆典、纪念、集会、游园等项活动的重要场所。中山公园为首都的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努力，在人民心目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中山公园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是坛庙园林的优秀作品，但至今没

有一本完整、系统的纪录其历史发展演变的志书出版。编纂《中山公园志》就是为了弥

补这一缺憾。《中山公园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本着“存史、资治、育人”的宗旨，在广泛搜集、精心筛选、认真核实史料的基础上，遵循

修志体例，首次撰写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山公园历史发展、演变的资料书。让历史告诉

未来，让未来更加辉煌。通过编纂历史、学习历史、借鉴历史，不仅是促使我们进一步

提高对公园今后的发展、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是推动公园规划建园、文化建园，管理更

加科学化、规范化，以适应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

在《中山公园志》编纂当中，编辑人员力求条目清晰，文字简练，符合志书朴实、严

谨、科学性质的要求。还承蒙各界专家、学者的关心指点，并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成

稿后，有关领导和专家做了认真的审阅、修改、评议，并给予肯定，借此，特表示感谢。

但由于资料匮乏，编纂人员水平所限，定有不少偏颇疏漏之处，诚望专家、读者不吝指

正。

中山公园园长 杨晓东

2002年2月



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存史、资治、育

人”为宗旨，在广泛搜集、精心筛选、认真核实史料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是一部完整、系

统地记载由明、清皇家社稷坛到中山公园的资料书。

2．本志包括概述、大事记、志、附录四个部分，以志为主，图、表不单列篇目，部分

收入附录。志的正文涵括社稷坛、中山公园、公园管理与经营、艺文书画金石等，共4

篇13章58节，节下设目。

3．概述力求精练、简洁，叙述中山公园的位置、状况、性质及其开发、发展、演变、

成就与历史价值等，借以总览全志。

4．社稷坛篇记录明、清两代社稷坛的建筑、规制及祭祀的种类、陈设、礼仪、乐舞

的史实。

5．中山公园篇记述由禁锢的社稷坛到创建成开放的公共园林以及建园的宗旨、

景观景点的兴建、发展、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从而揭示作为市区公园的特殊地位。

6．公园管理经营篇主要记载机构设置、人事变迁、管理事项及相关的制度、规定、

旅游、服务行业的设置、演变以及公园主业之外辅助生产、经营事项的状况。

7．艺文书画金石篇收录自明、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社稷坛和中山公

园的诗、词、赋、记、书画及碑石、文物的拓片与器物。

8．人物传主要记载对中山公园建设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并按修志“生不立传”之

惯例，只列中山公园主要创始人朱启钤1人，收在附录中。

9．本志上限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社稷坛建成始，下限至1994年12月31日

止。

10．本志纪年方法，凡明、清时代，均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之后，

采用公元纪年。

11．本志辑文，尽量按规范汉字书写。但中华民国之前的辑文中，异体、繁体字，

特别是一些专用词和人名用字，均未做规范，依原文书写。

12．本志中凡涉及计量单位的事项，明、清及中华民国时期，均按原制录列，有的

换算成法定计量单位夹注于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计量单位，均按法定计量

单位标注。

13．因时间所限，有些历史问题未能广稽深考，尚存悬案，如南坛门外7株古柏的

历史渊源等，均有待进一步考证。有的内容则因资料欠缺，仅作粗线条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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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山公园是在明、清两代社稷坛的基础上，开辟创建为公园的。社稷坛是皇帝祭

祀太社神、太稷神的场所，亦是皇权王土和国家收成的象征。地处北京天安门西侧，南

临东、西长安街。社稷坛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按《周礼》“左祖右社”的营

国定制置于阙右门之外西南，北向。总面积初时为三百六十二亩一分(约为24．1万平

方米)，其中陆地面积三百零三亩四分(约为20．2万平方米)，水域面积五十八亩七分

(约为3．9万平方米)。今总面积23．8万平方米，其中陆地面积20万平方米，水域面

积3．8万平方米。坛方形，有±遗墙、坛墙、外墙三重。环坛墙外遍植柏树，井然森列。

相传唐代时此地为幽州城东北郊的1座古刹，辽代扩建成大型僧刹兴国寺，元代改为

喇嘛庙，称万寿兴国寺。坛南门外7株最粗大的柏树，即为古刹遗物。

清定鼎北京后，社稷坛坛制、祭祀均沿用明制。明、清皇帝祭祀社稷坛，明朝自永

乐十九年(1421年)至崇祯五年(1633年)经十五代皇帝，共祭祀617次(崇祯在位十七

年，自崇祯六年以后无记载)。清朝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经历

十代皇帝，共祭祀755次。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1914年在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创意、主持下，将社

稷坛辟为公园正式开放，为京都市内的第一个公共园林。初称中央公园。后为纪念民

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于1928年9月5日奉令改名中山公园。1937年先改为北平公园，

后复称中央公园。1945年9月恢复中山公园名称。因由原社稷坛辟建为公园，故中

华民国期间，习以稷园为中山公园之简称。

初创中央公园，主要依靠社会仕绅官商捐资，政府给予少量财物补助。公园开放

以后，依靠门票和房屋租金等收入维持日常开支，辅以董事捐款。新中国成立以后，属

“差额预算事业单位”，凡大型修建和机械设备购置，由上级财政拨款，经常性业务费开

支由经营收入维持，盈余按比例上缴。

公园经营管理，最初由向公园捐款50元以上者组成董事会主理，从中推举出常任

董事30至40人负责指挥、督导。下设事务所率领园役工匠具体实施。1928年9月按

市政府指令，中山公园常任董事改为委员会，并由市政府派两人参加公园委员会，与董

事会推选之委员共同负责。1947年4月又改委员会为理事会，董事会为评议会，并由

市政府指派社会、工务、公用、卫生、警察五局局长为公园理事，与评议会推选之理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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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负责。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工作组于2月13日进驻

中山公园，4月18日正式接管，撤销公园理事会、评议会和事务所，成立中山公园管理

处，全面负责公园事务。

1949年2月起，中山公园隶属于北平市公务局。1949年4月移属建设局。1950

年5月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成立(后改为园林局)，中山公园即归属之，以迄今日。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公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1972年12

月成立党总支部，1986年12月成立党委。

在社稷坛改建公园的过程中，经始者精心规划，择其所宜开辟园门、道路，增建亭

台楼榭、轩馆廊坊；点布假山名石，铺筑花池绿地；搜集花鸟鱼虫，饲养珍禽异兽，挖塘

引水，起土堆山，即池栽荷，就山植树，将一个荒秽颓败的社稷坛，建设成一个以坛为中

心，以古柏林为绿带，四周环以多组景观的坛园结合、水木明瑟、具有民族风格的综合

性公园。

1915至1936年是中山公园发展的兴旺时期。1937年以后，由于社会动荡、物价

飞涨，公园经营每况愈下，收入减少，经费匮乏。园内建筑残损，园艺荒废，景物萧条。

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款整治修复，使濒于衰败的中山

公园又获新生，成为真正面向市民的人民公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市政府的领导、扶植下，中山公园的建设、管理和服

务不断地发展创新。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游览、休息的优美清馨环境和文化娱乐的

园地。由于其独特地理位置，也成为党和政府、社会团体组织庆典纪念、展览咨询等公

益活动的理想场所。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中山公园的发展亦有所起伏，大略可分为4个阶

段：1949至1957年，为调整恢复阶段。一方面建立健全组织，审定规章制度，整顿人

事；一方面修缮房舍，增植花木，完善公共设施。使公园功能迅速恢复，成效显著。

1958至1965年为第二个阶段。受“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园林建设进展缓

慢。根据“绿化结合生产”的指示，公园伐除、减少了部分观赏树木和绿地，种植了果树

和粮食、棉花等农作物，扩大了淡水养鱼等生产。1966至1976年为第三阶段。“文化

大革命”期间，公园文物古迹经职工及时遮掩、埋藏得以保存，供观赏的热带鱼被取缔，

盆花、金鱼大部被处理，一些名石上的诗句被磨毁，唐花坞改为展室，兰花室改为学习

室。园林建设除完成政治任务和必要的修缮外基本停滞。1977年以后为第四阶段。

随着拨乱反正，城市园林绿化逐步兴起，公园的园林绿化建设也随之进入恢复和发展

阶段。特别是1980至1990年，成为中山公园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11年中，

在完成景区改造方面，建设投资639万元，建筑面积6453平方米，修筑道路和铺装地

面9700平方米。新建、改建了怡乐厅、愉园、游船码头、杏花村(来今雨轩新址)、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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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等建筑。改造了长青园、桃园、苹果园、梨园、公园西门内两侧等景区，变封闭区为向

游人开放的游览区，扩大了游览面积。198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在公园南

门内石坊以北，塑建孙中山铜像，使公园的主题更加突出；园林绿化水平有了新的提

高。栽植乔、灌木、绿篱、竹子、攀缘植物等13．8万株，栽种草坪5．23万平方米，使公

园草坪面积占全园陆地面积的26．2％，全园绿化覆盖率达77．27％，实现了全园“黄土

不露天”。运用新的科研成果对公园的“活文物”——古柏进行复壮，使之生机勃勃。

花卉养檀取得可观的发展。盆花养护量翻了两番多，达6万盆。新建温室8800平方

米。采用科学方法控制花期，保证了公园的四季展摆和重大节日政治性用花。同时走

向社会，为饭店租摆；在文化活动方面更加丰富多彩。不断增添、更新娱乐设备。自解

放以来到1980年，全园只有一台转盘式儿童“小驾骑”。而此后11年中，淘汰了“小驾

骑”，添置、修建了怡乐厅、登月火箭、旋转飞机、电瓶小汽车、电子游戏机等多种大型电

动游乐机械，有游乐点14处，是北京最早拥有大型电动游乐机的公园。

经过40多年，特别是近10多年的发展建设，中山公园既保护了历史遗存的社稷

坛古迹文物及其风貌，又具备现代化公园的要求，园林功能和特点更加突出，文化层次

不断提高，园林景观更加丰富。于1957年10月28 Et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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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 代

(1420～1626年)

永乐十八年(1420年)

十二月十九立国都北京。其郊庙、社稷坛场、宫殿、门阙等一切制度，大都遵循明太祖法规。

永乐+九年(1421年)

正月初一遣太孙诣社稷坛奉安太社太稷神主，祀礼如南京旧制。

洪熙元年(1425年)

二月初八祭祀社稷，改奉太祖、太宗配祭，命礼部永为定式。

正统六年(1441年)

六月 修建社稷坛宇、神厨、神库。

正统十一年(1446年)

三月十七修缮太庙、社稷坛竣工。

天顺元年(1457年)

四月十三修缮社稷坛神道、御道、墙垣。

十二月 修缮社稷坛墙垣。

天顺八年(14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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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五修缮社稷坛。

五月二十四修缮社稷坛。

弘治二年(1489年)

弘治三年(1490年)

弘治四年(1491年)

五月二十九修缮社稷坛墙垣及井亭。

弘治五年(1492年)

正月 社稷坛春秋祭。由每次铺坛土二寸四分厚，用五色土二百六十石，改为铺土一寸厚，用

土一百一十石。

十一月修缮社稷坛。

十--,El 修缮社稷坛墙。

七月二十八修缮社稷坛。

七月初一修缮社稷坛墙垣。

弘治六年(1493年)

弘治八年(1495年)

弘治十四年(1501年)

嘉靖四年(1525年)

嘉靖八年(1529年)

十一月 祭服，上衣用青罗皂缘，长与朝服同，去方心曲领；下裳用赤罗皂缘，制与朝服同，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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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系大带、草带、佩玉；袜履俱与朝服同。

皇帝到文华殿亲自填写祝版上御名。

嘉靖九年(1530年)

正月 将奉祖配社、稷旧制，改为勾龙配太社，后稷配太稷。

今后祭社稷，前4日太常寺官进祝版、铜人、奏斋戒，前3日汇同光禄寺官省牲，前2日太常寺

卿、光禄寺卿面奏省牲。陈设仍用旧制，只祭帛，春用告祀，秋用礼神。

十至十二月 皇帝诏：今后，凡仲春祭社稷逢太后生日，则另择吉日祭祀。

正月 修缮社稷坛。

隆庆二年(1568年)

万历三年(1575年)

四月 修缮社稷坛，同年11月完工。

修缮社稷坛。

天启六年(1626年)

蒲 砖

(1644～1911年)

顺治元年(1644年)

每岁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祀太社太稷。太社以后土勾龙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

社稷坛为大祀。皇帝亲诣行礼，先至中和殿阅祝版，祝版用白纸墨书。玉用方圭。帛用礼神。

牲用太牢。乐用七奏。舞用八佾。配位无圭。祭日如遇风雨，在拜殿行礼。

坛庙祭祀，初献用武舞，亚献、终献用文舞，武舞生、文舞生各64人。社稷坛祭祀共用270人，

告祭用18人。

本朝以削寇乱而有天下，祭祀乐章改用“平”字。祭社七奏均用中和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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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顺治八年(1651年)

二月 皇帝亲祭，须行饮福受胙礼。

八月 皇帝亲祭，接胙均用侍卫。

顺治+六年(1659年)

九月 改订祭祀乐章。中和韶乐“祈”以夹钟为宫，“报”以南昌为宫。

恭奉福胙时均用礼部官。

康熙十年(1671年)

八月 各坛庙在皇帝亲祭时，恭奉福胙用光禄寺堂官，接福胙用侍卫，其余执事人员用太常寺

雍正六年(1728年)

八月 太社太稷神牌座加高一尺，共高五尺。笾豆案加高一尺三寸，共高二尺五寸。配位神牌

及笾豆案均增高一尺。

雍正十二年(1734)

八月 今后祭社稷时，在坛东侧增设一香案。

在各街门处设门籍登记来坛人员姓名，并查验出入者腰牌。

乾隆元年(1736年)

是年陪祀各官均在午门外汇集，午门鸣钟方可次序入内，排班恭候。

乾隆五年(1740年)

八月 整修坛庙，用银千两以下的工程由太常寺办理，千两以上的工程，奏交工部会同办理。

乾隆八年(1743年)

八月 凡祭祀社稷，均乘金辇。如圣驾乘礼舆，金辇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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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年(1749年)

八月 宗庙、社稷等各坛，祭前省牲及祭日视陈设，均由礼部堂官1人偕太常寺卿等行事，以示

严格。

祭日请送神牌，今后改由礼部尚书1员上香行礼，以示诚敬。恭奉神牌，仍用太常寺官。

八月 祭社稷，送燎改为望瘗。

乾隆十七年(1752年)

乾隆十八年(1753年)

八月 增设社稷坛祈雨报祀乐章，乐章以“丰”为名。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三月初九社稷坛工程于上月十二日踏勘，约需工料银6万9千4百45两。经钦天监选定是

日起动工。

五月 增设社稷坛望瘗乐章。

闰九月二十三社稷坛神库工程告竣。

十二月 社稷坛瘗坎移到±遗墙外西北隅工程兴工修建。

社稷坛祈雨，皇帝亲诣行礼时，礼仪均照社稷坛常祀礼节行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十二月初九社稷坛工程处上奏注销修缮社稷坛工程工料用银。修缮项目有：社稷坛棂星门

4座，拜殿5间，戟殿5间，神库、神厨10间，宰牲亭3间，北天门3间，东、南、西天门3座，院墙、台

阶、甬路、海墁、散水及各项陈设，社稷坛垲墙改琉璃瓦料等。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五月 上谕：礼部所列仪注中无荐玉礼，玉，可庇荫嘉谷，保佑无水旱之灾，且有答阴之义。今

后祭祀要用玉，以求神庥。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

十二月二十六 奉旨制造社稷坛夹钟、南吕、镀金铸2圜，青玉特磬2面，青玉编磬16面，灵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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