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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名园志

—1上▲—jL

刖 昌

《上海名园志》是《上海特色志丛书》的一种，之前已编纂出版

《l：海名镇志》、(《I：海名街志》、《．J二海名建筑志》。

我国造园具有悠久的历史，在II卜界园林中具有独特风格。上海园

林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据传三国时期在今l：海市境

已建有寺观l刑林。至朱朗，宅吲兴起，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今上

海市境所建的宅邸旧林累计达数白．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

为通商口岸，租界当局兴建一批中两合擘式，兼有休闲、游览和体育

活动多种功能的花园，满足侨居中国洋人的生活所需。国内的达官富

贾也兴建不少私人仡园，我国园林历史进入一个以公园为标志的新阶

段。清未民初，上海地方政府开始辟建公园，私有园林也以营利为目

的向公众开放。至1936年，上海市及各县政府先后辟建市区公园6座，

郊区及郊县公园8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华界大部分公吲被毁。

至1949年_【：海解放时，市区有公园14座，总面积65．88万平方米。

解放后，在面向劳动大众城巾-建设方针指引下，园林绿化列为城

市建设任务之一。1949～1952年，在国家财力还很不充裕的情况下，

新建j-9座公园，重建、扩建2座公园。1953～1957年，又辟建r 15

座公园，至1958年，公园已增至50座，大大地改善了城市环境，丰

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业余生活。6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后又“文

化大革命”原因，公园建设停顿。1978年，改革开放后，园林事业

得到r持续、稳定的发展。至1995年，全市有各类公园105座，总

面积1457．32万平方米。进入2l世纪，随着卜海城市建设的不断加

快，城市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公园软硬件建设不断完善和提升。游园

{环境更加优美，游客"Yl显增多。至2005年4月1口始，上海先后有{



前言

122鹰公园免费向社会开放。截lk 2006年底，上海共有公园140余

座，日均客流赜接近100万人次。

园林是自然的缩影，也是综合艺术的结晶。l：海不少公园既能融

汇中国园林造景的艺术特点和近代历史文化色彩，具有深厚的历史积

淀和文化底蕴，义能海纳白．川，洋为中用，兼收并蓄，使上海既有与

苏州园林颇多相似之处的占典园林，如豫园、秋霞圃、古猗园、醉白

池、曲水园等，采J}j r小中见大融亭台楼阁建筑与大自然统一等传统

造冈下法，引导人们任咫尺犬地中领略自然美和艺术美；又有洋风

洋气十足的两武现代城市公园，如黄浦公园、中山公园、复兴公园等；

还有巾西合氅的园林，如长风公园，注意突}}j?I：南水乡的特点，形成

了中闲古典式，西式、中西合擘式三者|一】时并存的特色。

园林既是一种有形的物质遗产，也是一种文化，是经过人类加1二

或创造的自然环境。园林本身所附有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也是城市文

化的一个绀i成部分，从而成为一座城I仃的文化名片。所以，丫解阳林

的深厚底蕴，理清各个历史名园，城市公园的文化特征，挖掘、整理

园林历史资料，就酿得更为蓖要。

公共园林与人民群众生活休戚相关，密不可分。城市公园如今

已成为提升群众文化层次，宣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为了更

好的弘扬中国文化，宣传上海的特色，让世界了解I：海，本书撷取

在上海历史及现今生活中，在园景，建筑，人文等方面有特色、具

有代表性、知名度颇高的46座公园，对其规划布局、历史沿革、莺

要景点、主要活动等方面予以详细介绍，图文并茂，以飨广大旅游

观光者、园林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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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园

豫同，历来被称为城r}川J林，它诞生于四个半f№纪之前的明

代中叶，说它是城市l J J卡术，吲为它啦落在繁华喧嚣的I：海城市中

心，清代≠J：苏巡抚陶澎在道光ji年(1 826年)就为它题蜢“城市

山林”。豫阳位f上海市t}t心城区黄浦区的上海老城厢东北郎，北

靠福佑路，东临安r街，阿南与豫闻旅游商城、上海老城隍庙相

连，占地面移l 2万余平方米(约30由地)，门牌号码编在安r街

2l 8譬。豫园名列现存的I：海7i人占典园林之首，其余是嘉定秋

霞例、嘉定占猗园、松江醉EI池、青浦I}I；I永园。豫园是L海市中

明代大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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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区唯一的古典园林，也是上海市唯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中国古典园林。1959年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

位，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垒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典园

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豫园是上海地区最

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园林，可谓上海名园之冠。

明代私家园林

明清两代，江龋经济繁荣、物产甯庶，官宦豪富、文人雅十

纷纷营造私人园林，·时江南建私家旧林之风盛行，锌城,ti名旧

荟集，中国fI：南私家园林的精品亦人多集巾F这个时期。著名的

彳『苏州的拙政喇、留旧、嗍师旧；无锡的寄畅园；扬州的个【卅，

何吲，}：海的豫旧；杭州的郭n!、刘胜、蒋ni等，为此赢得“fI：

南I同林‘p天F”、“J：有人堂、下有苏杭”的删：臀。

缘渊所处的I二海老城埘．

足“j时的J：海甚县治所作地。

叫嘉靖!t‘：年(1 553午)叫

月，倭迤F|海t：增缨束犯I：

海，埘个多』JI^J五次焚烧掳

掠，知县仓惶逃遄，镇海J^指

托!，县岖、镇抚黹破杀：#，县

衙地键，叫‘I：成墟，死者盈路，

惨小忍}}}}。J：址邑人f：Ie：“贼

ri海人，乘荆肋抓，如取班，I一

物，婿⋯九城之敞，．”决意筑城

∞1l倭，。一府采纳，仑城1．I川{

饯⋯山．小刊M个J JfⅢ筑城完

竣．“ⅢJ他ff潘恩撰’j《筑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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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穗章前海上名因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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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铁狮

峰回路转石碑

址》。此后，军民固守城池，倭

寇侵犯终不得逞。小吲此，U后

潘恩家才能太太、1z平地在城内

建园。这雕高：止四尺，城Ⅲ丸

世的明城墙在老城炳矗屯r一

百?i||年，A到民旧无年(191 2

午)拆除，留f：城西北人境是帝

庙-小段(令人民路火境路

1I)，芷令犹仃，1959年与豫【_|日

同时被公布为上海rH文物保护

睁位。

潘恩，’F F仁，足当时赫赫

有私的J．海人，《11Jj盘》存其列

传，死后赠太F少保，隘“恭

定”。潘恩嘉靖_：年(I 523年)

进}：，官毫刷部侍邮、刷舟|：尚

停、郝察院左都御电，为’；廉能

IIiI’L，惩恶扬薄，深得K心o-他

家rI，’茕L对联“较锚履赞腔慌

满．如髓舂冰；保身队家保令名，如保赤子”．则是他叫j兢兢

·№-忆沾身自好ff{：『1j照。潘恩的家族址、’时l：海城啦的名门蠼族，
化老城脯梧桐巷、安f：‘H(脱杆桐路、安r街) ·带膳作，现梧

桐路的叫代建筑世器堂(令福似路第·小学分郝)楚潘家仅仔的

¨腑。

侄卜海县修筑城墙^年后的嘉靖i I．八年(1 559年)．潘恩

的次r潘允端f：}场火意落拷¨求．0·自家住宅两面数畦蔬闹之

I．．聚fi滑池，构亭艺竹．符造小蚓．聊以自娱．达便址豫【问的

始建。 ：午后．潘允端终r会榜题名．巾r进f：，自此沉浮宦海



豫园

假山花墙

I。多旬i，无暇顾肢建Ⅷ。兀肝，征他l，|L1j的《豫阳址》小说：

“tR：f‘，l：．腰作膳【f：，未钉成绩。”万协，i年(1 577 q：)，他从

{Jq川和政使ft j：辞”I，这才一心-意悖造侧林，请㈨岂靶家、堆

矗似⋯岛下张南暇1为je设计_#垃，4i断充拓扩火，逐步增添*物．

私{l余年之功，把余啦的：}JIi力和财力托赞，I：修地阳卡木I：。l卜如他

，}：“隙『，d址》叫l所|兑：“纯发耕捩，堪为t≈清之资”．“筘经营数

稔．家，Ik为啦．余m嗜女f成瓣，尢所I：悔”。，j历I八fI：(I 59(1

年)，终J：建成·雕舰幔恢宏、特色旖娩、蠕粥·时的私宋㈦林，

“1|”【||Ji虔公认为“尔m托【，d；赶”、“舒秀’fI J‘力i}相”，为肝人留l?

·扮韵：-．r珍赴的文化遗广：。

川十木批蜕．1i地L卜采m，啦斋轩榭、，。：’·ff楼l矧1i I?：1‘余处，

ff乐府、{、1#、锌1j、会蛙i并。蕾，雕J】，微⋯，惭!晚锋楼，研影、

fI{Ij，}、地伙、抛秀毅，‘：’，迁彳i允旧斋，』L-叮斋，m乐轩，缄水轩，

f L曲俐，?-U⋯I'a-j，l|冲{1训、父帙训、人『临、t-i窝、详f，P础，L』、



上海名园志

及山石冈岭、涧壑、溪流、曲梁，以乐寿堂为中心，包括令湖心

亭、荷花池、九曲桥及其以南以西的豫园旅游商城部分范围。同

时代的L海名人、大书画家萤其昌与潘家是世交，他的Ⅸ乐寿堂

为潘泰鸿寿》诗反映闼中景色：

森梢嘉树成溪径

白水朱楼相掩映

屏4羽凫骘迎向人

水北楼台照碧霄

邀宾盈百犹虚敞

水南岚翠何墚缈

磴道周遮洞壑深

飞梁百尺亘长虹

名花异药不知数

币舫

突兀危峰出市廛。

中池方广成天镜。

馋嚼游鱼波不定。

桂为棣兮兰为棣。

歌吹数部仍寥寥。

啁琢云根成天矫。

游人往往迷幽讨。

别有林扉接水穷。

经年瑶圃留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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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小_景



豫园

极尽渲染，诗中有

画。潘允端自撰的“豫园

记》，更像一篇“导游

词”，详尽地记述园内从

东到西自北往南每一处

景物，是为我们留F描

述这座明代江南名园最

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万花接前假山

潘允端为其取名豫

吲，“像园记》中说：“取愉悦老亲之意也。”明代著名书法家王

雅髓手笔隶污“豫园”妊额，军令犹存。只可惜潘恩仙逝于万历

f‘年(1 582年)，“不及一视其成”(《豫园记)))。倒是潘允端自己

晚年长居园中，过着奢靡的生活，这在他记载生命最后十六年的

八卷手书《玉华常IJ记*(1 586～1601年)里有着详细的记录，

缘l司实际成r他自L退隐后的尊乐之所。

园主风雅又奢靡

叫代fIi南寓庶，『iIJ1．r赋役沉重。唯订缙绅享有优免赋税特权．

考取科鲋u¨·Ir免去徭役。敛民17i姓经不起横征接敛、，t好抨⋯外

逃成并迮人带地起投椎盛富之家，旌乍史身为奴，缘㈦内众多

奴仆肢l：K大梆是这柞求的。而圭'}建L人大乘机兼，{：I：地，巧取

豪奄．过符奢侈浮逸的，lj}^。I纠臭_[fIf键“fi．fr志逸》H “一·

}：人火他UI． ·昧笼订事，广【1I地．簖盒银，豢嬖舞，宠鹫#，

多{fi}仆，一2投锫．债粮税，结。I'f说，穷’垂馈『m已。”豫I卅的卜人

i{l}允端1Ii地女I J此，池小仪，I：豫I州养姬蒜婴．还纬常捌女H姓进【，d，

《til产常II址*‘lI““甜J老护5小妓束址”，“打戴旧携,i11求见”之

址敏。安f：’l!深宅人院‘H．．洒怂打“膛亩媵髓版盛满，盘¨椭柞冰；



上海名园志

会景池

侏身保家保令名，如侏赤r-”的IJ||成，店畦森严，要维持道德伦

理．『m灾际j：，豫H圳成r他干¨亲友，，欢作乐、为所欲为的场所。

中口世．声包犬r 5、-：等删满胯．卜fIt：贞、l：稚髓、箍其n等。一僚

私l：}i：柬je川，游宴、睛仙、扶f，L、演戏，热ⅢIl：几。

潘允蹦，㈦^的明万历乍I'uI．If：是南戏(f}奇)取代北杂剧．昆

⋯肺和℃|5l_l聆革新的时代，1Ⅲ#胍7 e，2先的I．海，封建t人大纷

纷从∞．州败灭小厮培lJI|，成声“家乐”戏班，尝试南戏排演。潘

允端也雅女f此道，他吖i惜投八明：多资产苦养“家乐”，从苏州戈

求·爿f口H昆帅的小厮．进行频繁的戏曲演⋯． |坩，I：沪l：被称为

“雅HH”。《K华’：#|I圯*仃H汀余条史。}：涉技潘允端的戏曲活动，

IJ，食}‘的j，q分之i的内容，彳i 0家称《fi’#。薮|1址》为“蚍剧|I

记”．址研究昆例和I．海地方戏曲发联的雨要资聿}“U l己*找：

潘家“家乐”未纰之}m．逢年过Yi人多请城I^J外职业戏班¨J演

f¨、打UJ f人年(1 588年)潘家“家乐”成托．从此书厄h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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