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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淪陷前南京的城市公園規劃及其落實 

（1900-1937） 

于  靜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進行了大規模的首都建設，其中公園作為

城市現代化的標誌之一也被給予相當關注，在 1927 年至 1937 年

間曾出現了若干種公園規劃，以《首都計畫》中的「公園及林蔭大

道」最為完善，另外還有小公園系統、森林公園等等規劃。以蔣介

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高層以及以劉紀文、何民魂等代表的南京市政

府領導人都支持公園規劃與建設，但是最終，很多規劃並未落到實

處。市政府專門成立了現代化的市政管理機構─公園管理處，但卻

由於人事更動頻繁，使政策難以持續，而且公園建設還面臨著首都

各項建設普遍會遇到的一個大問題─經費支絀，這使公園規劃方案

不少，卻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大家都知道公園建設的困難，卻還積

極提出各種規劃，原因也頗值得深思，從表面上看，是為了美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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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環境，為市民提供良好生活環境；從深層次來看，首都是一種政

治資源，國民黨政府利用控制首都建設，來樹立自身孫中山合法繼

承者的地位，鞏固通知權威，並由此引導民眾進行國族認同，實際

上也是應對列強環伺、試圖擺脫落後愚昧形象的努力。 

關鍵字：城市公園、《首都計畫》、公園管理處、國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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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世紀 20、30年代，中國大陸地區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股建設公園的熱

潮，南京作為國民政府的首都，更是走在潮流的前端。學界對現代南京城市

建設已經有若干研究，羅  玲、王雲駿、侯風雲、吳聰萍、董  佳、陳蘊茜

等學者都注重用現代化的視角考察南京的城市建設，只是具體考察的內容不

同。羅  玲是從城市規劃、管理、建築、市政、商業、風尚等受西方文化影

響最大的方面進行考察。王雲駿運用社會學與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從地方

自治、社會救濟事業、人口及人口管理、市民組織與社會團體等角度進行考

察。侯風雲選取的是經濟結構、城市建設、教育體制、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

這四個方面。吳聰萍的研究更寬泛，包括城市政區形成、現代城市管理機制、

員警制度、教育體系、民間社會的發展，道路交通與城市空間演變、城市景

觀變遷，首都新生活運動、禁娼運動、茶館、公園、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

社會生活。董  佳將首都視作一種政治符號，考察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如何

影響新都建設，對筆者考察公園規劃的動因、管理人員的頻繁更替等問題，

十分有啟發1。不過，或許因為與道路交通、人口管理、社會經濟等宏大的政

治經濟問題相比，公園實在過於微小，而與衣、食、住、行等傳統的社會生

活研究物件相比，公園又過於新潮，所以，即便是在以南京城市建設為物件

的研究著作中，也很少具體提及現代南京的城市公園規劃與建設情況。上述

著作中，羅  玲只在論述西方城市規劃思想對南京城市形態轉變的影響時，

                                                      
1 羅  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設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王雲駿，《民國南

京城市社會管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侯風雲，《傳統、機遇與變遷—南京

城市現代化研究（1912-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吳聰萍，《南京 1912—城市

現代性的解讀》（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1）。董  佳，《民國首都南京的營造政治與

現代想像（192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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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了包括公園在內的開放空間形成了一種新的城市空間概念2。吳聰萍將南

京的城市公園作為一種新式休閒娛樂方式進行了概括介紹3。另外，陳蘊茜另

闢蹊徑，運用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研究，她

將清末民初的南京城重構為現代知識體系的生產地，她將公園視作新型旅遊

娛樂空間的同時，還敏銳地觀察到城市公園中所蘊含的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衝突，雖然她對中山公園的研究最為突出4，但是其研究思路與方法都對本文

寫作有重要啟發。 

20世紀 20、30年代，中國各大城市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曾

掀起一股建設公園的熱潮，作為首都的南京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有非常突出的

表現，制定過若干城市規劃。這些規劃有的被執行過；有的被部分執行過；

而有的只是存在於籌畫階段並未落到實處。不過，公園這種西方舶來品，卻

幾乎在所有城市規劃中都留下了一席之地，這是個有趣的現象。本文將系統

地論述 1937 年之前南京城市公園的各種規劃，並結合實踐情況，來探析這

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和制約其發展的原因。 

二、清末民初的南京城市公園規劃 

目前有確切記載可查的南京最早的城市公園叫做「綠筠花圃」，創立於

1909年，與南洋勸業會相伴而生，他的發起者是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清末

新政期間，端方作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憲政，歸國後在向慈禧太后的彙報

                                                      
2 羅  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設研究》，17。 
3 吳聰萍，《南京 1912—城市現代性的解讀》，235-248。 
4 陳蘊茜，〈城市空間重構與現代知識體系的生產—以清末民國南京城為中心的考察〉，《學

術月刊》12（2008.12）；陳蘊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以中國近代

公園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5（2005.10）；陳蘊茜,

〈論清末民國旅遊娛樂空間的變化—以公園為中心的考察〉，《史林》5（2004.10）；陳蘊

茜，〈空間重組與孫中山崇拜—以民國時期中山公園為中心的考察〉，《史林》1（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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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式提到西方國家普遍建設圖書館、博物館、萬牲園（即動物園）和公園，

是「專為導民而設」，其中公園有利於「廣開風氣，則庶幾民智日開，民生

日遂，共優遊于文囿藝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無形之治功，實非淺

鮮」5。由此開啟中國公園建設第一個高潮，1908年，清政府頒佈《城鎮鄉地

方自治章程》，第五條即有組織公園的內容6，並規定巡警部負責公園事物，

從中央政府的角度支持公園建設。北京的萬牲園、南京的綠筠花圃等都是在

這種背景下湧現出來的。端方於歸國後不久就被任命為兩江總督，他在兩江

地區積極推動新政，其中最為突出的政績就是發起創辦了南洋勸業會。南洋

勸業會會場仿照西方博覽會規制，與公園相依而建，成為南京城市公園的開

山之作。但是，端方最初只是想創辦一所公園，1907年 4月 28日的《申報》

登載消息稱： 

江督端午帥以公園為士夫學子軍人商旅優遊休息之區，且藉以講求

樹藝，於衛生植物各學均有關係，查省城曠地甚多，亟宜遴員籌辦以

期早觀厥成，適有候補道陳觀察時政曾經赴東遊歷，於建置經理之

法均有考求，午帥即委其籌辦此事，並飭會同藩學兩司及實業學堂

監督王道崇烈妥為規畫即日開辦。7 

種植花草樹木，建設植物博物院以及公園，既可以提供優美的環境，還

能夠方便人們研習植物、衛生等知識，這種主張是與端方等人在海外考察所

得到經驗一致的。端方為此專門設置了公園辦事處。但是在籌畫公園的過程

中，主持其事的陳琪和曾經參加過 1905年列日、1906年米蘭兩次博覽會的

嚴其章共同上書，認為「若專辦植物賽會院，考察種植，研究農學，其有益

於國民，已屬不淺，然於勸工興商未能普及」，西方國家農工商業的繁榮與賽

                                                      
5 雷頤，〈公園古今事〉，《炎黃春秋》4（2008.4）。 
6 〈甬紳創設公園之計畫〉，《申報》（上海），1909年 7月 10日，第 12版。 
7 〈消息〉，《申報》（上海），1907年 4月 28日，第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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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頻繁舉行有密切關係，中國尚無博覽會舉行，恰好可借公園之便利條件，

在其界內購地六百畝，建築會場，舉行一次國內博覽會，會場建立的同時，

公園也能建設成功。這個提議得到了端方的支援，所以，原本用來興建公園

的土地轉而用於籌辦博覽會。最終建成的會場，各個展館錯落有致，間以花

木，本身就是一個大型公園，前去參觀的人幾乎都有同感，如葉祥法就在「南

洋勸業會的回憶」中說「會場各館之間，種植奇花異卉，點綴山石奇葩，既

是陳列館，又儼然一大公園。8」 

南洋勸業會興建的同時，原本計畫用於建設植物博物院的花草樹木，都

被集中在會場的北部。這些花草很大一部分是端方派實業學堂專門從國內、

外採購而來，是抱著「公園為陶淑生靈、講求樹藝之地，必有奇花異草繁植

其中，始足饜士夫之遊觀，助學生之多識9」的目的。也正是因為有如此品種

多而精美的植物，所以它被賦予了「綠筠花圃」這個名字。但是，綠筠花圃

是實實在在的公園，它是《清稗類鈔》「園林」條目下唯一用「公園」命名的

園林，其介紹如下： 

江寧有公園，宣統己酉，端忠湣公方督兩江時撥帑所建者也。正門在

鼓樓獅子橋下……第四層為圓形馬路，屋後仍康莊，車馬可並馳，約

裡許始為公園總門。門以鐵欄為之，顏曰「綠筠花圃」，周以竹籬。…… 

10 

綠筠花圃與南洋勸業會會場相伴而生，在當時無疑是新鮮事物，吸引著

人們從全國各地前來參觀遊覽。但可惜的是，南洋勸業會結束後，官方缺乏

經費維持，只能將會場的大部分廉價轉讓給南洋華僑張煜南，綠筠花圃移交

給了江寧縣農會。旋即，清廷覆滅，南洋勸業會及綠筠花圃對南京城市現代

                                                      
8  江蘇省南京市公路管理處史志編審委員會，《南京近代公路史》（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

版社，1990），19。 
9  〈江督設立公園之計畫（南京）〉，《申報》（上海），1908年 1月 5日，第 12版。 
10 徐  珂，《清稗类钞》1，（北京：中華書局，1984），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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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推動作用甚至還沒來得及發揮，就被湮滅了。 

進入民國，齊燮元擔任江蘇督軍期間，建成了鼓樓公園、秀山公園，但

另有寧河公園等雖有提議卻未實現。1925年，南京市政籌備會曾擬定市政大

綱，仿照日本城市，對南京進行分區設計，分別是風景區、住宅區、貨棧區、

工廠區，其中風景區範圍是「由清涼山環而至玄武湖燕子磯諸名勝」，主要方

式為開闢馬路、建築公園；住宅區範圍為鼓樓以北地區，因為這裡「人煙稀

疏，空氣清鮮，最適中外官商建築宏廣之宅第」。11這一設計後來被具體化，

成為陶保晉撰寫、南京市政籌備處印行的《南京市市政計畫書》，該計畫書專

門提出了「公園計畫」，是筆者已知南京城市最早提出公園計畫的市政設計，

擬建設東、南、西、北及下關五處城市公園，具體如下： 

（甲）、 東城公園：利用古物保存所辟為公園，如午朝門、烏龍橋

明代古跡均宜加以修葺，以壯觀瞻，其殿址亦須尋出分別

標識以供遊覽，此外辟路造林，相地建屋，點綴風景，定

為東城公園。 

（乙）、 南城公園：利用貢院街保存所及沿河公屋公地及夫子廟一

帶均劃入公園範圍，點綴佈置，建為南城公園。 

（丙）、 西城公園：利用清涼山、龍蟠里、虎踞關、隨園、古林寺

一帶山林風景辟路，建亭構成天然公園，遠眺長江，近游

古道，隨園憑弔，古刹參觀，清幽勝境，無逾於此。 

（丁）、 北城公園：利用鼓樓公園而推廣至鐘樓北極閣、霍蒙樓、

臺城（梁武帝古跡）一帶造風景林而聯絡之，所以種種點

綴並禁止葬墳，免礙觀瞻而重衛生，此誠天然風景，為北

城最優美公園，更可在臺城增建亭臺，遠眺鐘山、後湖，

尤擅山水之勝。 

                                                      
11 〈南京籌備市政計畫〉，《申報》（上海），1925年 2月 19日，第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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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下關公園：利用靜海寺外三宿崖風景辟路，以達城廂建橋，

以通車站，設立下關公園，其寺後河一帶沿河築案填地建

屋，辟為教坊，以免旅社雜居，有傷風雅，並在河中廣置

西湖瓜艇、秦淮輯板、無錫畫舫，以供給游泳，洵足為下

關汙濁場中辟一風雅世界。12 

從具體的計畫內容來看，該計畫將城區範圍限定在明城牆以內，但同時

注意發展城牆以外的名勝古跡，它認為可以改進的名勝為秦淮河、莫愁湖、

雨花臺、玄武湖、三臺洞這五處，13除了秦淮河貫穿城市內外，其餘四處均位

於城牆以外。 

1927年，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攻佔南京，並在此奠都，劉紀文擔任市長，

並於 4月 24日成立南京市政廳。1927年 5月 25日，第 97次中央政治會議

議決南京市政廳為特別市，直隸中央政府14。隨後，國民政府和南京市政當

局開始對南京進行持續的城市改建，其中最為人們所知的規劃就是《首都計

畫》，但在《首都計畫》正式公佈之前，曾有若干個版本的首都規劃。1927年，

南京市政廳改為特別市不久，國民政府便指定城北鼓樓至三牌樓為國民政府

行政機關區域，另外還擬在玄武湖設置教育區、娛樂區15。1928年 2月，工

務局設計的《首都城市計畫》，擬定將鼓樓、儀鳳門、玄武湖一帶劃為行政區，

下關一帶為工商業區，明故宮南至城外一帶為學校區，鼓樓以西清涼山一帶

為住宅區16。1928年 10月，工務局擬定城市區域劃分方法，擬將南京劃分為

                                                      
12 陶保晉，《南京市市政計畫書》（南京：南京市政廳籌備處印行，1926），10-11。 
13 陶保晉，《南京市市政計畫書》，11-12。 
14 〈南京特別市之新市政暫行條例草案三十六條〉，《申報》（上海），1927年 5月 28日，

第 10版。 
15 〈南京特別市之新市政暫行條例草案三十六條〉，《申報》（上海），1927年 5月 28日，

第 10版。 
16 〈工務局建設首都之新計畫，《申報》（上海），1928年 2月 14日，第 18版。另外，根

據蘇則民指出，南京第二任市長何民魂試圖把南京建成環境優美、具有東方藝術氣質的

公園式城市，市政府根據他的設想，在 1928年 2月份推出了一份詳細的城市規劃方案

《首都大計畫》，包括分區和道路規劃兩部分，其中分區方面，擬將全市劃分為舊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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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市區、行政區、學校區、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區、農林區以及預備擴充

區，玄武湖、莫愁湖這兩座位於城牆之外，卻歷來為首都名勝的湖泊亦被劃

入市區版圖進行規劃。紫金山周圍為學校、行政兩個區域，行政區擬定在明

故宮，其範圍東至朝陽門、西至西邊門、南則擴至城外敎場村雙橋門為止、

北至明故宮之後宰門為止；學校區範圍在行政區以北、沿著太平門向西北至

豐潤門、東南至西華門17。1929年，國都設計技術辦事處選擇將紫金山一帶

作為中央政治區，即從明故宮至中山門外中山陵一帶區域，時人評論該計畫

「此後之新南京、將以玄武湖五洲公園為中心，向紫金山南北方面發展，與

現在之南京，無何關係，可以任意建設新市街。」18 

三、《首都計畫》中的公園規劃19 

國民政府時期的南京城市規劃，最完備者莫過於《首都計畫》。1928 年

12月 1日，孫科發起組織的首都建設委員會正式設立，其下轄的國都設計技

術專員辦事處於 1929年底完成了《首都計畫》，該計畫幾乎涵蓋了城市建設

的各個方面，其中「公園及林蔭大道」一節是對南京城市公園的總體設計。 

規劃指出，南京已經有的公園是中山陵園、玄武湖公園、第一公園、鼓

樓公園、秦淮公園等，將要增設公園的地方主要包括：因為存有古跡而遊客

眾多的雨花臺、莫愁湖、清涼山等處，建築精巧的朝天宮，位於城市中心位

置的新街口地區，長江港口下關，浦口的西北部大頭山與大頂山之東，都需

要開闢出公園；而五臺山、鼓樓、北極閣及北極閣以西地區應該繼續保留為

                                                      
行政區、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學校區和園林區七區。蘇則民，《南京城市規劃史

稿》（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8），282。這份《首都大計畫》與「首都城市計

畫」的分區設計幾乎一致，初步推測是一個計畫的兩種稱謂。 
17 〈劃分市區〉，《首都市政公報》22（1928.10），「紀事」3。 
18 〈首都指定官廳區域〉，《申報》（上海），1929年 7月 11日，第 7版。 
19 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首都計劃》（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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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遊憩地。除了以上一般意義上的公園之外，《首都計畫》對於南京城市公

園的規劃有一個非常亮眼的地方，就是擬建成一條林蔭大道。林蔭大道的目

的是使最多數的市民容易到達公園，並且將各個公園連通起來，形成一個公

園體系。林蔭大道沿明城牆在城內牆下鋪設環城道路，其原意為聯貫各個公

園，道旁擬鋪設草坪、種植樹木、設有座椅、並有網球場、兒童遊戲場等遊

樂設備，供市民賞玩，這使道路本身也變為了公園，達到「既可聯絡公園，

亦可保存名勝」的目的20。而且，林蔭大道還可與規劃中將設置於城垣上的

環城大道相互輝映。設計者認為，這會克服世界諸多城市交通錯雜、無法於

行車時觀覽全城景色的缺陷，行車途中也可觀賞全城景物及附近風景，如長

江、鐘山、玄武湖等古跡名勝皆在沿線，使「所經之處，在在皆可賞玩」。如

果這個規劃得以實現，南京將變成一個巨型公園。《首都計畫》的制定讓人肅

然起敬，不僅是因為它由國際知名的建築學家參與制定，而是因為它是那個

時代少有對城市整體進行的科學規劃。僅僅從公園規劃來看，第一，《首都計

畫》在選擇公園時，注重美觀性與實用性相結合，不僅考慮山水等自然風景

名勝，也考慮人文古跡。南京為自然山水形勝之地，又為六朝故都，古跡名

勝如雨花臺、莫愁湖、清涼山等地皆為山水古跡具存之處，朝天宮為古代優

美建築之代表，辟為公園之後則使市民遊玩之餘觀賞名勝、增益身心；新街

口廣場公園位於商業繁盛區，便於市民休息；下關碼頭公園則方便了市民迎

送往來遊客；浦口郊區公園、五臺山、鼓樓、北極閣及北極閣以西地區等則

為規劃中之行政區，環境靜幽。第一公園內原本就設置有圖書館、博物館、

北伐烈士祠等，是本著「革命化、藝術化、民眾化」的精神進行社會教育及

市民進行各種遊戲娛樂事業的場所21；中山陵園坐落之鐘山，原即屬於省立

第一造林場，林木蔥蘢，端莊肅穆；辟玄武湖、秦淮河為公園區是依循其原

                                                      
20 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首都計畫》，98。 
21 〈南京第一公園遊園規則〉，《教育月刊》5（1928.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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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湖光水色、人文勝跡。林蔭大道依傍秦淮河、古城牆，貫通各幹道，連

接新舊各公園，更成為山水城林融會貫通的重要環節。第二，它並非只為了

當下的南京，而是考慮其長遠發展，只不過當時人們推測百年之後，南京人

口能由 1927 年的 36 萬22增長到約 200 萬，他們萬萬想不到尚且不到百年的

2016 年，南京人口已經突破 800 萬。在籌畫公園用地的同時，《首都計畫》

還預留出可能的建築空間，如將五臺山、鼓樓、北極閣及北極閣以西地區，

「目前宜保留為公眾遊憩之地，以便將來於其中擇地為建築市政府機關之

用」。第三，《首都計畫》綜合考量若干因素，既鑒於世界各國城市建設城市

公園的經驗，也考量本國經濟發展的可能，指出應趁「地價尚廉，建築物尚

形稀少」之時，及時收用各適宜地塊，逐漸增建公園，以防止將來不得不費

钜資購地築園的情況。第四，使公園數量與人口密度相配。計畫中的公園及

林蔭大道在城內占地約 1,600 英畝，占城內土地面積的 14.4%，按照城市居

民為 724,000 人計算，則每 453 人佔有 1 英畝公園。當時世界各國大城市中

的公園面積與分配人數如下表： 

表 1：世界各國大城市中的公園面積與分配人數比較表23 

城名 公園占城內土地之百分數 分配每英畝公園之人數 

南京城內 14.4 453 

大南京 6.62 137 

倫敦行政區域 9 680 

大倫敦 4 476 

紐約 4 693 

巴黎 26 576 

                                                      
22 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首都計畫》，18。 
23 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首都計畫》，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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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 4 616 

柏林 7 1840 

費城 8 261 

波士頓 12 210 

華盛頓 14 78 

但因這些大城市多數都遭遇「因使用公園人數之多，而感公園之過少」

的問題，不得不在後期進行補救，使分配得宜。因此，《首都計畫》認為南京

進行公園設計時，須預先顧及該問題，再將城外的紫金山、玄武湖、莫愁湖

及雨花臺等公園劃入「大南京」範圍之後，便可達到每 137人占 1英畝公園，

這也是城市設計者認為最適宜的匹配比例。《首都計畫》預計南京公園面積在

「城內者約 6.45平方公里」，「城外者約 49.92平方公里」，「統共 56.37平方

公里，占全境面積千分之六十六；以人口達二百萬計算，平均每人約占二十

八又十分二方公尺。24」計畫中南京較大公園面積可列表如下： 

表 2：南京較大公園面積列表25 

所在地 園名 
面積單位 

（華畝） 

總計 

（華畝） 

城內 

第一公園 433.6 

10565.1 

鼓樓北極閣一帶

公園 
1567.5 

清涼山及五臺山

公園 
2758.8 

                                                      
24 林逸民，〈呈首都建設委員會文〉，收入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首都計劃》（南京：

南京出版社，2006），“呈”2。 
25 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首都計畫》，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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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宮公園 147.1 

新街口公園 444.1 

林蔭大道 5214.0 

城外 

雨花臺 4732.2 

81411.8 

浦口公園 8263.2 

莫愁湖公園 3181.2 

五洲公園 9273.0 

中山陵園 55770.0 

下關公園 192.2 

城內及城外 公園總面積  91976.9 

除了「公園與林蔭大道」之外，《首都計畫》中的《首都分區條例草案》

還將南京分為公園區、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因公園還散佈在工業區、

商業區、住宅區內，因此，還明確規定各區均需保留公園用地26。 

四、首都建設過程中的其它公園規劃 

二十世紀初，以英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明日的田園城市》為代表的城

市規劃著作被介紹到中國，大大推動了中國的城市現代化進程。霍華德在書

中實際上構建了一個由中央公園、若干小公園及被綠化過的道路聯接而成的

城市公園系統，所以人們習慣稱遵循他的理論體系建成的城市為「田園都市」。 

 

                                                      
26 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首都計畫》，23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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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構建公園系統 

「田園都市」簡單來說就是將城市改造成一個大型公園，不管居住在城

市中哪個位置，都可以就近去公園休閒遊玩。這個理論一度很受中國學者推

崇，比如市政學家蘇  鑒就說「市鎮之公園及曠地不可無系統，其法以多數

小公園及曠地均布於商店及民居之附近，以為居民日常遊戲休息之所，其偉

大之公園，位置不妨稍遠，全鎮之公園又不可無適當之道路以聯貫之，務求

交通便利，居民得受其益為要27」，就是主張在城市中的商民聚集區修建小公

園，郊區可修建大公園，各處公園則通過道路聯通，便利民眾遊玩。這是一

種典型的城市公園系統。同一時期，南京新都建設過程中，還湧現出若干種

關於公園的規劃方案，簡介如下： 

1929 年，市政府已經飭令公園管理處籌畫「五城公園」，除了已經開闢

的城南第一公園、城北五洲公園、城中鼓樓公園之外，城東公園擬為白鷺洲，

城西公園擬為胡氏愚園、莫愁湖、清涼山；下關獅子山下沿護城河等處也將

開闢為公園28。這實際上與《南京市市政計畫書》中的公園系統一脈相承。

1931 年的市政府春季行政計畫中有「計畫公園系統」，認為「公園之多寡及

其距離之遠近須以人口之疏密為標準」，所以南京市當依照人口密度計畫公

園系統，預計從 1931年 1月開始，需 5個月設計完成29。 

由國民政府實業部倡議、南京市政府工務局擬定的《南京市森林公園計

畫書》則將視野大大拓寬，注意將城市內外的森林納入公園體系，為首都「園

林化」理念貢獻良多。造園學家陳  植曾指出，將國立中央大學教育林（即

江蘇省教育團公有林）、江蘇省立金陵造林場（即江蘇省立第一造林場）、中

                                                      
27 蘇  鑒，〈興築及改建市政論〉，《科學》（1917，1-12），974。 
28 〈開闢白鷺洲公園〉，《首都市政公報》38（1929.06），「紀事」17。 
29 〈南京市政府二十年一月至三月行政計畫（續）〉，《首都市政公報》78（1931.2），「專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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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陵園（即舊省立第一造林場之一部）等諸林場及棲霞、幕府、寶華諸山之

間修築可供汽車暢行的寬敞道路，再設置旅社及其他紀念物，可建成世界各

國皆崇尚建立的國家公園30，實際上就是利用群山構築森林公園系統。《南京

市森林公園計畫書》中提到開設森林公園的原因： 

南京……人口既增，則都市衛生，尤宜講求，若房屋之改造，街道之

清潔，園林之佈置，均為當今之急務。而森林公園之建設，尤能調和

都市之氣候，有益於市民之衛生與健康，足以恢復疲勞之精神，與增

進身體之愉快，而又能提高審美之觀念，其地位何等重要。南京現有

公園，為第一公園、五洲公園、鼓樓公園、秦淮公園等，類皆規模狹

小，設備未周，而又皆限於一隅，不能編及於全市。照新式都市之設

計，對於公園面積，應占全市面積百分之十，而佈置公園，尤貴乎因

地制宜，散佈得均，不使稍有偏枯，俾市民皆得享受共同之康健與幸

福。31 

計畫書認為南京的平原地帶適宜作為市區，高山地帶則最適宜開闢為園

林。在南京的高山中，最適合作為森林公園的有東部的紫金山，西部的五臺

山，北部的北極閣，西北的華嚴崗、古林寺、清涼山，最北的紫竹林和南門

外的雨花臺。除了紫金山已劃歸總理陵園管理、五臺山被劃作文化區、北極

閣為天文臺用地之外，其餘各處尚且沒有被規劃，應該「就其地勢，辟為森

林公園區域，廣植樹木，略加佈置，則城之四周，皆有園林。中間以諸小公

園並廣場等，夾雜其間，使之連貫一氣，則南京一市，不啻都市而園林矣。

32 」 

1935年，市政府農林專員葛蔭培曾提出首都園林建設計畫。他提出南京

                                                      
30 陳  植，《陳植造園文集》（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8），23。 
31 〈南京市森林公園計畫書〉，《南京市政府公報》96（1931.11），「計畫」1。 
32 〈南京市森林公園計畫書〉，《南京市政府公報》96（1931.11），「計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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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及名勝古跡整理的原則是：1.保存原有之古跡而發揚光大；2.使原有名勝

區域風景美化；3.開闢遊覽路線，使全市各公園及名勝區域得相互聯絡，而

有整個系統33。在這三個原則指導下，南京公園和名勝古跡的整理方法應當

是：整治秦淮河，治本方法是將河面浚深，兩岸開闊並栽植花木，辟為河濱

公園；並整理第一公園、玄武湖公園、莫愁湖公園、白鷺洲公園等已經建成

的公園，分別設置各項娛樂設施；另外可將雨花臺開闢為森林公園；將胡家

花園收為市有並加以整理；奉蔣介石命令開闢的繡球山公園則在抓緊進行34。

同時，葛蔭培還提出，將行道樹、遊憩道、廣場等列入「道路公園」範圍，

因地制宜，佈置花圃。針對南京各公園散居城內外各處的狀況，他認為「城

之東南西北四區，均應有一大規模之公園，每區並應有相當數目之小公園，

分佈其間，使公園系統化，如城外市郊所有荒山荒地亦應普遍造林，以期南

京成為一理想中之園林都市。35」 

（二） 營建小公園 

將城市打造成田園都市，需要有隨處可去的大小公園。南京城已經利用

玄武湖、莫愁湖、清涼山、紫金山、白鷺洲等天然山水或者人文古跡改造成

的公園，多數位於城市邊緣或，對絕大多數市民來說，並不便利，所以城市

設計者們也試圖建設更加方便人們遊玩的小公園。造園專家陳  植認為「小

公園之功效最大，設置最易，青島面積人口遠在南京下，據調查所得，共有

小公園三十餘處，則南京至少須五十處也36。 

首都建設委員會十分重視小公園的規劃與建設。首都建設委員會認為公

                                                      
33 〈對於整理首都園林之意見〉，《南京市政府公報》158（1935.10），「特載」103。 
34 〈對於整理首都園林之意見〉，《南京市政府公報》158(1935.10)，「特載」103-104。 
35 〈對於整理首都園林之意見〉，《南京市政府公報》158(1935.10)，「特載」104。 
36 陳  植，《陳植造園文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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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有多種形式，除了利用天然山水可以開闢成近郊公園、中央公園之外，集

中各種運動設施的體育場、設有各種兒童遊樂設施的遊戲場、方便民眾公共

演講的公共集會場、聯絡各公園的林蔭大道等都可以被視作公園的表現形

式，「鄰近小公園」則可以培植花木，設置噴水池、假山、球場等37。南京作

為首都已有 6年，近郊公園、中央公園、林蔭大道都有詳細規劃，並且已經

陸續動工興建，南京城內最缺的就是可供市民就近享有的小公園38。由此，

1933年初，首都建設委員會開始計畫在全市範圍內設置小公園39，決定在每

公里直徑範圍內設置一處「園林遊觀之處」，方便市民就近遊樂，每兩處之間

最遠不超過半公里，既方便市民往返也便於官府管理。具體的設置方式是，

除了已經劃定的大公園區、中央政治區、軍用區、新住宅區、車站預定區等

已經有具體規劃，不需要添設外，其餘城內土地可被劃為 23區，故需增設二

十三處小公園40。首都建設委員會首先制定擇地原則四條：1.交通便利；2.各

小公園距離不甚遠亦不甚近；3.利用水塘池邊以增水面風景；4.在可能範圍

內，避免拆讓建築物。根據這些原則，勘定了二十三處小公園位址，因為各

地住戶疏密不同，難以尋覓到大小相同的地點，所以這二十三處小公園面積

並不一致，最小的是娃娃橋 2.0畝，最大的是蔡家巷 46.6畝，共計占地 460

畝；經費預算也各不相同，最少的是陸家山計需 9,338 元，最多的是警衛團

東計需 84,263元，共需建造費計 700,121元41。 

南京市政府也曾經積極推進小公園的建設。秦淮小公園是南京定都後最

                                                      
37 〈首都建設委員會擬具建築小公園計畫〉，《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 2月 24日，第

二張第三版。 
38 〈首都建委會兩大建設計畫〉，《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 2月 17日，第二張第三

版。 
39 〈首都建設委員會擬具建築小公園計畫〉，《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 2月 24日，第

二張第三版。 
40 〈首都建設委員會擬具建築小公園計畫〉，《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 2月 24日，第

二張第三版。 
41 〈首都建設委員會擬具建築小公園計畫〉，《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 2月 24日，第

二張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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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建立的以「小公園」命名的公園。南京特別市 1929年度施政計畫大綱中，

工務局計畫建築十處小公園42。1929年 5月份，在計畫獅子巷國府前至中山

路一段馬路時，劉紀文還特地告訴工務局長金肇祖：「國府門前通往中山路一

段將有改辟大路、規劃廣場、公園等計畫。43」1931 年，工務局初步勘定，

下關靜海寺後空地與城內子午路旁跑馬巷旗地這兩處可先開闢小公園44，

1932年 7月第一周，工務局又計畫將王府園菜地池塘辟為小公園45。1934年，

市政府為了「培植風景，於整頓市容及便利市民休息均有利益」，決定將下關

江邊的朝月樓開闢為小公園46。1935年 1月，市政府為保存古跡及增加首都

風景區域起見，一邊整理已有各名勝，一邊積極開闢公園以備市民游憩，其

中包括徵收紅土橋隨園故址處的土地，還計畫增辟清涼山、繡球山、朝月樓

三處公園47。1935年 3月，市政府因為和平門開闢之後，交通便利，市面發

達，但缺乏公共休憩場所，為了滿足該地區市民需求，令公園管理處籌畫開

闢公園，公園管理處擬在和平門火車站附近的荒地開闢四處小公園，與玄武

湖相銜接，並分別命名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湖濱公園，每個小公園除

了栽植各種風景林之外，還將開闢花圃或者建築土山，遍植時草鮮花48。1937

年，行政院考慮定都之後，南京人口驟增，令市政府重新審查考核首都建設

委員會制定的首都分區規則草案，市政府令工務局、土地局專家研討之後，

提出修改意見，其中包括「市內應增加小公園區域」49。 

                                                      
42 〈南京特別市市政府十八年度施政計畫大綱附預算總表〉，《首都市政公報》29（1929.2），

「專載」2。 
43 〈計畫獅子巷國府前至中山路一段馬路案〉，《首都市政公報》37（1929.6），「公牘」50。 
44 〈計畫廣設公共娛樂場所〉，《首都市政公報》69（1930.10），「紀事」7；〈建築靜海寺及

跑馬巷二處小公園案〉，《首都市政公報》70（1930.10），「公牘」13。 
45 〈二十一年七月份第一周工作紀要〉，《南京市政府公報》111（1932.7），「報告」132。 
46 〈江邊朝月樓開闢小公園〉，《中央日報》（南京），1934年 9月 9日，第二張第三版。 
47 〈市府增辟三公園〉，《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 1月 20日，第二張第三版。 
48 〈和平門外將開闢湖濱公園〉，《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 3月 14日，第二張第三版。 
49 〈全市分區問題市府昨日詳加研討主張增加小公園區〉，《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 1

月 21日，第二張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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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園規劃難以落實的原因 

伴隨著熱火朝天的新都建設，南京城市公園在各種規劃之下，也有了迅

速發展，只是，受限頗多。截止1937年日本入侵時，南京已經建成的公園其

實只有玄武湖公園、第一公園、鼓樓公園、秦淮小公園、莫愁湖公園、白鷺

洲公園、繡球山公園、中央政治區公園等屈指可數的幾個，環城的綠蔭大道

並未落到實處，各個籌畫中的小公園也仍是紙上談兵。具體的原因，筆者認

為主要有如下幾點。 

第一，公園規劃的執行落實缺乏持續性，最直觀的體現就是考察其主管

部門的人員更動情況。南京城市公園事宜，最初並無專門機構，如將第一公

園從軍閥手中收歸市有的是教育局，後來專門設置了第一公園管理處也直屬

於教育局，鼓樓公園由中央研究院代管，玄武湖管理局直接隸屬于市政府，

尚處於施工階段的秦淮小公園則由工務局管理。這種情況並未持續太久，

1928年11月28日，第25次市政會議通過了由市政法規委員會呈遞的《南京特

別市市政府公園管理處組織章程》50，12月10日，南京特別市公園管理處正

式成立，直接隸屬市政府，市長劉紀文委任原玄武湖管理局主任常宗會擔任

公園管理處處長51。公園管理處是現代城市管理機構，它的誕生與劉紀文的

推動有關，劉紀文本人曾參與過廣州市政建設，有著較豐富的市政管理經驗，

他明白現代化的城市建設需要有現代化的市政機構來領導的道理。只是，公

園管理處此後的命運卻並非一帆風順，而是伴隨著南京市政機構的「改革」

或更迭而動盪著。1930年3月，南京特別市政府為了節省行政費用，進行改組，

並裁撤了部分機構，公園管理處屬於被裁撤的機構之一，其後其主管業務分

                                                      
50 〈市公園管理處成立〉，《首都市政公報》26（1928.12），「紀事」24。 
51 〈首都紀聞〉，《申報》（上海），1928年 12月 8日，第 7版；〈南京特別市市政府委任

令第 86號〉，《首都市政公報》26（1928.12），「委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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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由教育局、財政局接管52，1930年4月的《南京特別市政府職官進退表》顯

示，財政局下設有「公園徵收所」、教育局下設有「公園管理股」53。但是資

料顯示，在這段時間內，公園管理處仍然以「公園管理事務所」的形式存在

著。市政府很快意識到，這種制度矛盾重重，十分不便，又因為「公園于市

民利益關係至巨，關於管理事宜，亟應統一事權，以資發展」，因此，在1930

年5月23日第117次市政會議上，新任市長魏道明交議並議決，公園管理事務

所仍改稱為公園管理處，隸屬市政府直接管轄，並委任李  駒為主任54。首

都建設委員會也特地向市政會議遞交「請於首都市政系統中添設公園專科」

案55。首都建設委員會在某種程度代表著國家級別，說明公園建設是受到高

層關注的。此後，公園管理處始終作為市政府的直接隸屬機關而存在，甚至

於1936年還一度被拓展為園林管理處56。 

機構雖然常存，但主事者卻頻繁更動。筆者根據資料，將 1937年前的歷

任主事者進行了整理，如下表 3： 

表 3：公園管理處歷任主要負責人簡歷表57 

姓名 性別 籍貫 
知識背景與官宦生涯 

（與園林相關的） 
任職起訖 

孫少江 男    

王太一 男  後任總理陵園園藝股主任 1927年 9月辭職 

徐  策 男   1927 年 9月 22 日上

                                                      
52 〈議決裁撤公園管理處案〉，《首都市政公報》55(1930.3)，「公牘」41-42。 
53 〈南京特別市政府職官進退表〉，《首都市政公報》59、60（1930.5），「報告」43、45。 
54 〈公園事務仍歸本府直接管理〉，《首都市政公報》61（1930.6），「紀事」16；《公園管理

處移交接管案》，《首都市政公報》62（1930.6），「公牘」67。 
55 〈第 124次市政會議紀錄〉，《首都市政公報》63（1930.7），「會議」6。 

56 〈公園管理處改組為園林管理處案〉，《南京市政府公報》175（1937.3），「公牘」，85。 

57 本表根據《南京特別市市政公報》、《首都市政公報》、《南京市政府公報》、南京檔案
館館藏公園管理處檔案（卷宗號 1001-7）等資料進行匯總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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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11月 9日兼任擔

任工務局建築課課

長，1928 年 7 月 22

日調離。 

常宗會 男 
安徽 

全椒 

1921 年考入門不利埃的法國

國立農業專科學校蠶桑科，畢

業後進入朗西大學農學院，獲

農業工程師學位，後又通過博

士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

1925年底回國，擔任東南大學

農科蠶桑系教授兼任太平門

外蠶桑試驗場場長。 

1928 年 7月 26 日，

到任，因欲專職辦理

農桑事業而辭職。 

郭厚庵 男 
河南 

唐河 
曾任中央大學園藝系主任 

1930年 2月任職，但

旋即因管理處被裁撤

而離任。 

李  駒 男 
廣東 

梅縣 

1917 年考入法國高等園藝學

校，畢業後獲園藝工程師資

格，1921年考入法國諾尚高等

熱帶植物學院，獲農業工程師

稱號。1923 年至 1925 年擔任

上海工部局公園管理處高級

園藝技師，1925 年至 1926 年

擔任北京公園園藝部指導員

兼北京中法大學法文教授，

1927 年至 1930 年分別擔任國

1930 年 6月 13 日到

任後被調派為公園管

理處技正，1931年 3

月 1日，因就任國立

勞動大學農學院園藝

系主任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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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第四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

學農學院教授、園藝系主任，

兼任南京中山陵園設計委員

會委員、南京市公園管理處主

任，此後又先後在上海勞動大

學、浙江省建設廳農業改良總

場、重慶大學、四川大學等處

擔任園藝學教授或高級園藝

技師。 

郭厚庵 男 
河南 

唐河 

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政治經濟

科畢業後，赴法留學 5年，畢

業於維爾塞國立園藝學校，

1924年回國之後，歷任河南農

專校長、中州大學園藝系教

授、上海勞動大學農學院院

長、中央大學農學院園藝系主

任、南京市公園管理處主任、

實業部林墾署科長、西北農林

學校園藝籌備員。 

1930 年 8月 21 日到

任。常宗會擔任主任

時，郭厚庵就擔任了

公園管理處技正。 

崔  濂 男   

1931 年 6月 13 日到

任，1931 年 7 月 15

日離任。 

關紹棠 男   

1931 年 7月 17 日代

理，12 月 12 日正式

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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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如磐 男   

1932 年 2 月 11 日委

任。 

李鴻緒 男 
湖北 

陽新 

湖北法政專門學校政治經濟

科畢業生，在擔任公園管理處

主任之前曾擔任過湖北黨化

縣承審員、湖北建設廳科員、

南京市興華汽車公司經理等

職。 

1932 年 4月 27 日委

任。 

陳無涯 男 
廣東 

開平 

在擔任公園管理處主任之前

擔任過廣東農工廳建設廳科

長、江西鉛山縣縣長、南京市

政府秘書等職。 

1935 年 4月 29 日委

任。 

葛曉東 男 
安徽 

懷寧 

畢業於安徽省第一農校，日本

明治大學肄業，日本東京帝國

大學畢業。在擔任公園管理處

主任之前，他曾擔任過與農林

相關的職位有安徽省農林局

局長、江蘇省林務局局長、導

淮委員會專門委員、 江蘇省

第一林區辦事處林務專員 

等，還曾出版過《造林與治

水》、《林業建國之重要性》等

文章或專著。 

1936 年 4月 22 日委

任。 

根據這份資料，可以看出，1927年到1937年這十年間，公園管理處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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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負責人，其中不乏有深厚園林知識背景者，尤其是常宗會、李  駒、郭

厚庵三位，因為熟悉園林管理，領導公園管理處做了很多實事，南京各大公

園基本都是在他們任職期間得到了初步整理並加以美化的，他們的工作為公

園管理處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只可惜，這三位任職時間都不長。而任職

時間最長的李鴻緒，從1932年4月至1935年4月，擔任公園管理處主任達三年

之久，卻並無任何園林學背景知識，從其履歷來看，無疑是一位黨務工作者，

熟悉國民黨黨務，公園事務後繼乏力。事實也正是如此，檔案資料顯示，1932

年以後的公園管理處，基本只是修理維護已有公園設施，並無新的開拓之舉，

報刊雜誌上還時常出現批評言論，認為公園「年久失修」者不在少數，即便

是維護也並不到位。李鴻緒之後的陳無涯也是一位政客，同樣不具備園林知

識，任職達一年。也就是說從1932年到1936年這本應該是公園黃金發展的四

年時間，南京公園建設卻處在規劃甚多、落實甚少的狀態，跟主事者的背景

和態度是有直接關係的。最後一位葛曉東雖然是園林專家，可是留給他的時

間真的不多了。 

公園管理處主任的情況如上，那麼具體辦事人員的情況如何呢？以陳

無涯擔任主任時的一次職員統計為例： 

表4：南京市政府職員姓名職務詳細調查表（公園管理處）58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略歷與任務 
到差 

年月 

陳無涯 男 42 開平 

前任廣東農工廳建設廳科長，江西

鉛山縣縣長，南京市政府秘書，現

充主任。 

1935.5 

徐叔孟 男 47 河源 前任河源曲江等縣教育局局長，南 1935.8 

                                                      
58  〈南京市政府職員姓名職務詳細調查表〉，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10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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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縣政府秘書，廣東紫金縣縣長，

現充總務股股長。 

馬紹裘 男 26 臺山 

前任廣東農林局技佐，番禹第五區

農業表證場主任，現充園林股股長

兼技士。 

1935.5 

黃公晉 男 34 梅縣 
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工兵學

校工兵科教官，現充技士。 
1935.9 

藍慰農 男 37 高要 
前任廣州市工務局中央公園管理

員、園林股助理員，現充技士。 
1935.12 

賀文鏡 男 35 六合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園林組技術

員，江蘇沛縣農場場長，現充技士。 
1933.6 

馬  凡 男 34 臺山 廣東建設廳辦事員，現充辦事員。 1935.5 

杜果安 男 36 三水 
前任軍政部會計長，辦公處薦任科

員，現充辦事員。 
1935.12 

丘子固 男 38 河源 

廣東稅務總處水東總江內地稅卡卡

長，廣州市自動電話管委會文牘員。

現充農場管理員。 

1935.9 

李滿豪 男 33 臺山 
前任安徽潛山縣禁煙分局長，現充

辦事員。 
1935.5 

熊庠齡 男 28 湖南 
前三十三軍政治指導員，現任辦事

員。 
1935.6 

帖麓軒 男 32 山西 
前京滬鐵路局材料處辦事員現充

助理員。 
1935.5 

葉松如 男 48 宛平 
前充浙屬緝私第五營稽查長，現充

辦事員。 
19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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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屏 男 50 番禹 
番禹羅崗農林指導員，現充助理

員。 
1935.12 

余流柱 男 27 浙江 
前江甯縣農場指導員，浙江遂安縣

立苗圃主任，現充技術員。 
1935.12 

章志新 男 22 杭縣 
前上海黃氏畜牧場助理員，現充技

助兼監工。 
1935.8 

黃福能 男 36 臺山 現充繕校 1935.5 

司徒湘 男 35 開平 現充雇員 1935.9 

馬國霖 男 28 順德 

中國國民黨四全大會招待股幹事，

廣東省立第六師範事務主任，現充

第一公園管理員。 

1935.5 

孫元愷 男 55 歙縣 
前本處文牘員，現充白鷺洲公園兼

秦淮小公園管理員。 
1935.6 

周憲達 男 46 廣東 
開平長河小學教員，現充莫愁湖公

園管理員。 
1935.5 

喬家賢 男 22 上海 
奉賢縣民眾教育館生計部主任，海

豐園藝社技師，現充鼓樓管理員。 
1935.8 

伍序彝 男 40 江蘇 
前廣東國民大學教授，現充燕子磯公

園管理員。 
1935.7 

朱  堅 女 34 福建 現充第一公園助理員 1935.10 

程敬戠 男 43 安徽 現充監工 1935.8 

劉啟文 男 46 湖北 現充監工 1935.12 

馮福枝 男 52 陝西 現充監工 1935.12 

王柏青 男 40 湖北 曆充連排長，現充農場技佐兼監 1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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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唐大延 男 27 中山 曆充連營長，現充園警隊隊長。 1935.9 

陳  斌 男 39 揚州 曆充各稅捐稽查，現充稽查。 1935.5 

蒼士鈺 男 46 南京 現充稽查 1919.3 

鄭劍飛 男 27 湖北 中山縣第五區公所特務員 1935.5 

李嗣暉 男 26 湖北 
歷任廣東陸軍醫院軍醫，現充稽

查。 
1935.7 

我們可以從這個表格中探尋到若干具有時代特色的執政資訊，以及該部

門的人事特點。首先，該表格三十二人中，與主任陳無涯同屬廣東籍者有十

五人，接近 50%，而且除了蒼士鈺59早在 1919年便加入工作以外，其餘各職

員都是與陳無涯同時到職或者隨後到職；這說明，公園管理處職員與主任有

或多或少的裙帶關係，會隨著主任人選的變動而變動，這種人事關係的最大

弊端是容易導致政策缺乏一貫性與連續性。它是市政建設的大忌，卻偏偏是

當時的時代特色。當時，南京市政府的人事大權主要操諸於市長之手，按照

規定，公園管理處主任由市長提名，其餘各股股長等則由主任提名。公園管

理處主任一職往往隨市長更替而更替，1927年至 1937年間，南京市長共由

劉紀文、何民魂、魏道明、馬超俊、石  瑛、谷正倫分別擔任，也是幾經變

換，這些公園管理者就在政治更迭中來來去去，又帶動了公園管理處各股股

長甚至職員的頻繁更動。這種政進人進、政息人息的職務任命，使公園建設

人進政進，人息政息。其次，擔任技士的四人馬紹裘、黃公晉、藍慰農、賀

文鏡均有園藝或園林經驗，李  駒、郭厚庵等曾任主任的人也擔任過技士職

務，以民國時期公園建設的總體水準而言，公園美化最重要的工作應當屬於

花壇設計、花木配植等事務，所以，技士（也稱技師）是園林佈置的關鍵職

                                                      
59 蒼士鈺是玄武湖湖民，他自軍閥時代便擔任官方稽查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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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擁有園林知識背景的技士們對公園的美化佈置做出了專業性的指導，公

園雖然設備簡單，卻不失美感。再次，擔任各公園管理員的五人馬國霖、孫

元愷、周憲達、喬家賢、伍序彝基本都有教育經驗，公園自傳入中國便具有

鮮明的教育性質，隨著公園越來越被平民大眾接受，成為城市生活的組成部

分，政府更需要發揮公園的社會教育作用。所以，公園管理處在選擇職員方

面雖然脫離不了地緣人情因素，但是基本能做到人盡其才，這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彌補行政主官頻繁更替、缺乏專業知識的缺陷。 

第二、公園管理者在努力推進公園事業，制定諸多規劃，但是卻始終落

實不力，離不開另一個影響公園建設的關鍵原因：經費支絀。經費不足幾乎

是新都建設的瓶頸，制約著各項工程的進展。「國都設計辦事處」估算，執行

《首都計畫》要花費的經費總額為 5,180 萬元。但是市政府連辦公地址都沒

有，市長劉紀文向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領了 3,000 塊錢作為開辦費，將夫子

廟貢院稍加修葺，才使市政府得以成立，正式辦公。南京市政府當時的收入

只有車捐一種，每個月也就一萬餘元，為了節省經費不惜削減各部門開支，

甚至直接裁撤機關，可是仍然無法籌措如此钜款。1930年市政府改組，採取

所謂的連署辦公，名義上是為了節約時間，實際上最重要的原因是經費緊張，

正如秘書長錢  汯在第九次紀念週上所講「本市收入，向稱短絀，即全部用

作行政費，已非寬裕，最近則因中央級蘇省補助費積欠至百萬元以外，迭次

派員請領，迄未領到分文，已致一籌莫展，此外亦無開源之道，只能先從節

流方面進行以期多省一分經費，即多辦一分事業，所以本府將各局經費一律

減少十分之三，同時並將各附屬機關裁撤，分別性質，歸併各局辦理。60」可

見市政府捉襟見肘到何種程度。幾任南京市長都有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抱

怨，1928年 1月何民魂曾公開表示「4個月來，市政府和各獨立機關，總共

開支 50 萬元，除了市府本身收入 16 萬元以外，其餘的 30 餘萬元，是費了

                                                      
60 〈錢秘書長在第九次市紀念周之報告〉，《首都市政公報》56（1930.3），「報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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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牛之力，從多方面設法張羅的；教育的經費、員警的糧餉，都從未按月撥

足，顧此失彼，真是捉襟見肘，東扶西倒，全部的精神，可以說全貫注在籌

款維持現狀上面。61」 

市長為了籌款疲于應付，依然無法滿足各機關的日常開支需求，在公園

管理處尚未成立之前，玄武湖公園由玄武湖管理局負責運營，按規定，該局

每月可請領不超過 3,000元事業費62，但玄武湖開闢為公園之後，各項建設亟

待進行，支出遠超預算，如 1928年 11月的支出為 4,915元 6角 5分 7厘，

不敷數額高達 1,915.657元63。每月 3,000元的事業費，財政局也並不能按時

撥付，公園管理處於 1928年 12月成立，至 1929年 2月初，本應撥付 12月、

1月兩個月計 6,000元事業費，但實際撥付只有 1,000元64。管理處第一次遞

交 1928 年 12 月份的支出預算書時，被批「所列浮濫支款不一而足」，不得

已只能重做預算，縮減薪酬，對於其它各項支出也是本著「節儉為宜」的原

則能省就省，將原本預算的 6,151元壓縮到 3,850元65。類似情況在以後的日

子裡還是會重複上演。 

雖然公園建設是高層認可的行為，但是與中山大道、子午線馬路為代表

的全城道路系統，自來水工程、整理疏浚秦淮河、學校教育等等問題相比，

就是小巫見大巫。財政局面對各機關的請款，焦頭爛額，只能分別「緩急」，

先急後緩。查看這一時期的檔案，會發現請款公文上往往有「不容稍懈」、「實

不容緩」、「不可稍緩」等語，就是為了強調緊急程度，請財政局優先考慮撥

款。公園管理處的請款變得更加艱難，譬如擬將莫愁湖、白鷺洲整理為公園

                                                      
61 南京市政府秘書處編,《南京特別市市政公報》9（1928.1）。 
62 〈撥發公園管理處上年十二月份及本年一月份經費年〉，《首都市政公報》30（1929.2），

「公牘」8。 

63 〈玄武湖收入應照解存庫案〉，《首都市政公報》29（1929.2），「公牘」42。 

64 〈撥發公園管理處上年十二月份及本年一月份經費年〉，《首都市政公報》30（1929.2），

「公牘」8。 

65 〈核准公園管理處十七年十二月份預算案〉，《首都市政公報》32（1929.3），「公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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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請款申請就曾被財政局以「近來市庫異常支絀，凡屬各項無關緊要之土

木工程，自應概從緩辦，以節公款」為由拒絕66。 

經費支絀導致的直接後果，除了各項設施進程放緩之外，還有就是使公

園建設效果大打折扣，公園管理處在對外招標時基本只能選擇報價最低者中

標，導致問題頻出，如整修莫愁湖中的粵軍烈士墓地，工程結束後，市政府

派員核查卻發現「粗劣異常，墓臺上石面多是破碎圓石墩大小形樣不一，墓

碑後頂上泥磚遇而將倒，石圍拱前後不整齊，八角風雨亭工料均劣，現亭邊

多被人破壞67」，斷定其為偷工減料，要求嚴懲包工楊同興或者令其重新修理

改善68。 

六、結論 

在政治環境不穩、資金支持薄弱的狀況下，南京市的城市公園規劃仍然

在持續推出，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兩方面來看： 

第一，公園被視作高尚娛樂，官方有意識地引導民眾利用公園休閒娛樂。

雖然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國家已經開始在中國的租界中修建公園，但

是中國第一次掀起建設公園的高潮是二十世紀初期。此時，中國遭遇外國侵

侮已經半個多世紀，國內局勢也一直動盪不安，國人在尋求救國之法的過程

中對外國文化、制度給予高度評價，任何外來事物都可能被賦予傳遞外國先

進文化、引導中國國民素質提高的寓意。以公園為例，五大臣即認為它能夠

在無形之中發揮「導民」、「開民智」的作用，而民間人士也從不同層面對公

園的作用進行解讀：有人從教育的角度認為，公園為「東、西洋各國以之請

                                                      
66 〈修理白鷺洲公園案〉，《首都市政公報》41（1929.8），「公牘」9。 

67 《南京特別市市政府秘書處職員出勤報告表》，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1001-1-1136。 
68 《南京特別市市政府指令第 3237號》、《南京特別市市長參事室批復（1929.08.17）》，南

京市檔案館藏，檔號：1001-1-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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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社會衛生及養成公德心者69」；有人從公共事業角度認為，「國家或公共團

體經營之賽會則餘利必以之為公共事業，如博物館、勸工廠、公園等皆公共

事業也70」；更多的人則是從公共衛生角度出發，認為「東、西方各國無論城

鎮鄉市莫不有公園為憩息賢覽之地，而城市繁盛之區尤多建設，公園疏通空

氣以重生命71」；還有人從市政建設的角度認為「公園吐陳腐，引新鮮，為一

市之發育計也，人類棲息於空氣之中，其所以奄奄一息者，賴有此耳72」。這

些都使公園這種娛樂方式顯得與眾不同，格外時尚高雅，愈發受人追捧。 

具體到南京而言，南京此前的公共娛樂休閒場所主要集中在秦淮河夫子

廟，娼、煙、賭、毒流行。北洋政府時期，報刊上便時常有如此的抱怨：「偌

大之南京城難尋一正當娛樂場，即有許多不正當娛樂應時而起，最流行的莫

過賭博。73」劉紀文成為市長之後，急切地要將玄武湖開闢為公園就是從這

個角度考慮的，他在公園開幕典禮上說道： 

南京既定為首都，而於正當娛樂場所，幾乎可以說簡直沒有。在從先

只有秦淮河可以逛逛，但是哪些地方，實在不是我們應該去的，不過

我們在禮拜的這一天，應當有個公園去散步，這個公園，這地方要使

老百姓和做工作的人都方便才行。第一公園太小，哪裡能容得下去，

想來想去，就只有這玄武湖可以作一個較大的公園了。這個公園，要

使遊人來了，可以看書報、釣魚、打球等娛樂，自然就比較其他的地

方好多了。建築一個能容納大多數人民的娛樂場所，這玄武湖公園，

就是水上的公園，並想把清涼山造一個陸地公園，更想在總理陵墓

附近辟一個極大的公園，這雖說是兄弟的理想，將來一定要設法實

                                                      
69 〈論中國之急救法當注重通俗教育〉，《申報》（上海），1909年 11月 1日，第 3版。 
70 〈南洋勸業會說略〉，《申報》（上海），1909年 4月 28日，第 4版。 
71 〈甬紳創設公園之計畫〉，《申報》（上海），1909年 7月 10日，第 12版。 
72 〈中國市政改革論〉，《申報》（上海），1910年 12月 9日，第 2-3版。 
73 〈癸亥年之寧垣景象〉，《申報》（上海），1923年 2月 20日，第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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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末了，我希望將來能把玄武湖造成南京的一座最善最美的遊

樂……74 

蔣介石也認為「公園之娛樂甚為高尚」75，他借用玄武湖場地召開軍政

要人茶話會時，提到「各位努力建設五洲公園，使其組織完善，俾首都人士，

得有正當娛樂場所。76」在這些黨國要人的宣傳推動之下，公園是「高尚娛

樂」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為了將人們從低級、落後的娛樂方式中吸引過來，

勢必要美化公園環境，增加公園數量，就有了持續的公園規劃。 

第二，美化城市形象，考量中外觀瞻，樹立黨國權威，強化國族認同。

傳統社會，首都歷來就承擔著成為「首善之區」的重任，近代中國，迭遭列

強欺辱，從泱泱華夏變成東亞病夫，給國人帶來無窮的恥辱。在殖民主義的

刺激下，民族主義逐漸興起。為了重新塑造國族形象，國人努力學習西方的

科學文化知識、生活娛樂方式，以求能夠早日擺脫落後、愚昧的形象。國民

政府定都南京時，歷經戰火的南京幾乎一窮二白，新都建設從零開始，雖然

難度頗大，但也給城市規劃者提供了最大的發揮空間，所以新都建設過程中，

就出現幾乎處處要以外國大都市為標準的現象。而國都建設的卓越成效，也

將成為執政黨國民黨的重要政治資源，用以佐證自身的合理性，增強自身的

權威性。 

園林專家陳  植在《南京都市美增進之必要》裡面認為「世界各國名都

巨市之設施也，莫不制定都市計畫（city planning），以為之備，而建築公園，

道路植樹，以及勝跡保存，靡不與市民之保安、修養、衛生及教育、交通、

經濟上有密切之關係。故斯數者，於都市計畫中，亦極占重要之位置。」77所

以，制定《首都計畫》本身就是在仿效外國。人們經常講中國的城市與世界

                                                      
74 〈玄武公園開幕典禮紀盛〉，《市政公報》19（1928.9），「市政消息」6。 

75 〈蔣總司令邀党軍政要人茶話〉，《申報》（上海），1928年 9月 30日，第 9版。 

76 〈蔣中正招待軍政界〉，《申報》（上海），1928年 9月 28日，第 4版。 

77 陳  植，《陳植造園文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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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都市進行對比，比如巴黎在當時被認為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其重要性甚

至超過紐約，人們在介紹巴黎時特意提到公園：「公園之多，難於為數，頗多

通宵開放者。公園中或其旁，有酒排間，有舞廳，設備雖簡，取費甚廉，故

僑法人士與留學生多樂就之。78」人們談到美國時，也會提到公園：「各大都

市靡不有公園四五處，地面廣闊，樹木繁盛，鮮花滿地，曲徑通幽，有遊戲

場、有運動場，其中以兒童運動場為最多，且設施亦極完備。美人體質之強

健，蓋有由來。」相比之下，中國「各都巿公園太少，社會鮮高尚娛樂之場。

電影漸興，究形簡陋，且鮮具深意，音樂亦未能完美。至名勝眾多，豈讓於

美，惜導遊方法，尚未組織。若讀品年來日報雜誌，日見眾多，而得以涵養

性靈者究尠。今者革命功成，南北統一。不慧深願國人致力於社會心靈上之

安慰。庶人民思想高尚，智慧卓越，國家強盛，無待著龜矣。79」言下之意，

南京的城市建設若想要比肩世界名城，公園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一種高尚娛

樂，可以淨化心靈，使人民「思想高尚，智慧卓越，國家強盛」。 

劉紀文再任南京市長的宣言中提到「南京為國都所在，市政之良窳，與

國體有莫大之關係，所望全國同胞時加知道，俾南京市政日益進步，造成莊

嚴燦爛之首都，非獨個人之幸，抑亦黨國之光也。80」十分能夠體現當時舉國

上下尤其是國民黨人的意願，劉紀文要遵循總理遺志建設首都，使「將來之

南京，必為有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日81」、「他日莊嚴燦爛，成為世界第一之首

都82」何民魂在就職通電中也表示要：「使龍盤虎踞之南京成為東方唯一之都

市83」，他在不同場合表達過這樣的意願，如：「我們要把南京市改造成東方

唯一的都市，我們要把南京市改造成全世界模範的都市……要使它儘量發達

                                                      
78 〈巴黎近事錄〉，《申報》（上海），1928年 10月 24日，第 21版。 

79 余  裴，〈美國社會心靈上之安慰〉，《申報》（上海），1928年 8月 6日，第 17版。 
80 〈劉市長就職宣言〉，《申報》（上海），1928年 7月 29日，第 22版。 

81 劉紀文，〈總理與南京〉，《市政公報》19（1928.10），「特載」3。 

82 劉紀文，〈對於三全大會之祝望〉，《申報》，1929年 3月 25日，第 20版。 

83 〈市長就職通電〉，《南京特別市市政公報》1（1927.9），「通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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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西方的倫敦、巴黎，東方的紐約【上海】，而成為世界唯一的大都市。84」

這種思想也渲染了海外華僑，他們希望「南京既定為國都，即全國首善之區，

中外觀瞻所繫，國內無論何市均不能持與比衡，其一切興革設施均須恢弘廣

大，充量發展實行大南京主義，以與大巴黎、大東京、大倫敦、大柏林等市

相哉頡頑，一洗腐舊南京之汙點……南京一地造成光明燦爛國都，或且駕歐

美各大都市而上之成為世界唯一之模範，著成海外僑胞愛國史上最光榮之一

頁。85」 

就像劉紀文在一次講演中說道：「南京是總理計畫中所指定的首都，現在

黨國既經遵照總理遺教，奠都於此，我們就應當有大規模的計畫，去建設，

叫它（南京）能和世界上的名都，如法國的巴黎、英國的倫敦、美國的華盛

頓、德國的柏林等，並駕齊驅。86」這是國民政府進行新都建設的政治依據，

國民政府大力營建首都，其意義不僅僅在於美化城市，更深層的意義是要將

新都建設作為一種政治控制手段，通過這種努力，牢牢樹立孫中山合法繼承

者的形象，對內鞏固統治，對外應對殖民主義，強化國族認同。而公園又被

人們認為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娛樂方式的高尚娛樂，與新都建設的現代性追求

相契合，政客、學者、民眾都對公園寄予了頗高期望，所以各項公園規劃持

續不斷。只是，由於國民政府時期特殊的人事任用特點，隨著市長更迭，公

園管理處主任也隨之更替，其下屬各職員也有如走馬觀花，導致政策斷層不

連續，這種弊端使公園管理處只是披著現代市政機構這樣的外殼，並未充分

發揮其職能。再加上嚴重的經濟困難、資金缺乏，公園的各種規劃就猶如無

米之炊，難以落實。 

  

                                                      
84 何民魂，〈首都市政週刊出版宣言〉，《申報》（上海），1928年 1月 1日，第 23版。 

85 李寒秋，〈為建設南京市政告華僑同胞書〉，《申報》（上海），1928年 3月 6日，第 20版。 

86 〈劉市長講演建築中山大道的經過〉，《申報》（上海），1929年 3月 11日，第 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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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njing 

City Park, 1900-1937 

Yu, Jing 

The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government started a large scale capital construction after setting  

Nanjing as its capital. As one of urban modernization symbols, park has been  

give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o. From 1927 to 1937 there had been kinds of park  

planning. "Parks and boulevards" in "The Plan of Capital" is the most improved.  

Besides, small park system and forest park planning are also propos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ficials represented by Chiang Kai Shek, and leaders of  Nan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represented by Liu Ji Wen and He Min Hun are all  

supporting the planning but many plans were not implemented at last. Nan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even set up a modern municip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the Park Management Department for the job but still, the  construction didn't 

sustain long because of the frequent personnel changes in the department. 

Meanwhile, they were facing a serious issue that most capital construction might 

commonly have: lack of fund. Thus many plans been put in dilemma. Everybody 

knows the difficulties of park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y still actively put forward 

a variety of plans. The reason is quite worth pondering. On one hand, they intended 

beautifying the capital, providing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capital is a kind of political resources, by controlling the capital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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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st Party Government intended to establish their legal successors of Sun 

Yat Sen, enhance the ruling authority and guide the public through national identiy. 

Actually, it was an effort on trying to get rid of ignorant image in the circumstance 

that surrounded by the great powers. 

Keyword：city parks、THE CITY PLAN OF NANKING、Park Administrative 

Office、National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