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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公园规划历史档案探究
■ 周柳琳      广东省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摘要：公园是城市建设的一部分，是彰显城市文化的

一面旗帜，作为近现代公园发展的先驱城市，广东省广州

市在公园的规划和建设中不遗余力。作为城市建设档案的

收集、保管、编研机构，为更好的保存、发扬历史文化遗产，

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大力开展城建档案编研，以专题编

研的形式，开展了《羊城公园》一书的编辑工作，并在此

工作中搜集到广州公园规划发展的史料、图片，笔者从中

对广州公园规划历史，主要是近现代时期的脉络发展进行

了梳理和探究，藉以对广州乃至全国城市建设中公共设施

建设理念及实践的特点、规律进行研究，提供各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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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血脉，而公园就是城市文化

的时代旗帜，是特定历史时期城市文化内涵的集中展

现。作为近现代公园发展的先驱城市，广州在公园的

规划和建设中有较为丰富的发展历史经验。广州公园

是广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民国广州出现的第一

个真正意义上完全对市民开放的公园始，随着时代的

进步和城市建设规划理念的不断更新，公园的发展也

与时俱进。截至目前，广州拥有公园共 288座，在新

时期下，公园的规划、建设不单是要提高市民的休闲

生活水平，更是从环境出发，在规划中趋向保护原有

的历史古迹，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公园”的概念

公园，古指官家园林，现代一般指政府修建并经

营的作为自然观赏区和供公众休息游玩的公共区域，

是向公众提供浏览、休憩、娱乐的城市公共绿地，为

公益性城市基础设施，包括综合性公园、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等。公园的景观面貌标志着一座城市的整体

文化修养和精神文明水平高低，它的设计理念不是简

单的“园和林的混合物”，而是以植物造景为主体、

体现以人为本、充满文化艺术气息的境地。

二、广州公园历史起源

在我国，“公园”一词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

期的《魏书 ·列传》卷十九《景穆十二王 ·任城王传》

和《北史 ·列传》卷十八《景穆十三王下 ·魏任城王传》

中，其中记载有“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和“表

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人”。但此处的“公园”指的

应是官家花园或官家所属土地，与现代公园的意义相

去甚远。现代公园的理念是从 19世纪末才传入中国的，

在此之前，中国的园林史上只有宫苑园林、官家园林、

私家园林等古典园林，而依托岭南文化逐步发展起来

的岭南园林则是起源于宫苑园林。随着时代的推移，

逐步出现了官家园林、私家园林，至明清时期，私家

园林更是发展至顶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园林建筑风

格。

广州园林从属于岭南园林。岭南园林起源于南越

王赵陀兴建的御花园，至五代十国，刘龚在岭南地区

建立南汉，改广州为兴王府作为都城，使得宫苑园林

建设再次掀起高潮，著名的有南宫、昌华苑、玉液池、

芳华苑、华林园等，但因破坏严重，现仅存药洲九曜

石遗址（利用天然谷地在兴王府城南凿成西湖，亦称

仙湖，湖中有洲称药洲）。至此，岭南宫苑园林开始

没落，而官家园林、私家园林逐渐发展、繁荣，形成

具有岭南特色的造园风格。

明清时期，受到了一口通商政策的影响，广州成

为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随着城市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商人大量积聚财富，开始大兴府第宅园的多为十三行

行商商人。至晚清时期，私人园林发展至顶峰，山、

水、植物的造景与亭台楼阁的运用，将岭南园林建筑

技术推向高峰。其中最著名、居岭南私家园林之冠的，



2016.11 / 81

Work Discussion工作探讨

是十三行富商、文化名人潘仕成建于道光年间的“海

山仙馆”。海山仙馆作为行商的私人宅第，本是家庭

生活的私人空间，但其也彰显着岭南古典园林的最高

成就，是为“豪华雅集之地”，成为现代城市重要的

文化景观。

三、广州公园历史规划脉络梳理

（一）租界园林引入公众开放的公园文化理念 

明清时期，广州园林都是私人园林，并不具有对

公众开放的性质。至 1861年，英、法帝国主义强迫清

政府签订《沙面租借条约》，沙面正式成为洋人租界，

英法建筑师开始对沙面进行全面规划，设置公共绿地，

建立英国皇后公园及法国前堤公园，兴建羽毛球场、

网球场、露天音乐台、影院等娱乐设施，充分体现了

西方规划中的公民观念和民主意识。而其中面向公众

开放的理念，相对于旧中国的官家园林和私家园林来

说，还是新鲜事物。但这些洋人公园将华人拒之门外，

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外开放的市民公园。

（二）建国方略开启政府建公园的公园建设模式

民国时期，受到西方“田园城市”思想的影响，

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园林绿化在城市工业区、商

业区以及住宅区中的规划和建设。孙中山的《建国方

略 ·实业计划》专论中，提出要把广州建成“花园城市”。

自孙中山先生提出“田园都市”理念以后，政府开始

关注公园的建设，制定了公园实施计划。由于公园对

于中国来说是新兴事物，所以在制定公园计划时，内

容较为单一，只关注公园选址及公园建设计划，并没

有涉及公园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足以称之为规

划。随着广州市政部门对城市规划理念的逐渐熟知，

并逐步加深了对公园规划的思考，公园规划遂逐渐成

熟。

1922年，广州市市政厅发布《广州市政概要》，

其中《工务局报告书》中详细描述了 1921年工务局制

定的第一份《公园实施计划》：“本局规划广州市公

园，暂定五处，除西关东山两处所该居民自行组织外，

由全市公共建设为第一公园、第二公园、第三公园。”

1930年，广州工务局局长程天固制定了《广州市

工务之实施计划》，这是民国以来内容最丰富、周全

的一部市政工务实施计划，全面、详细地规划了广州

城市辖区范围建设，并对广州市交通、公共设施、公

园绿化等进行了规划。其中，公园规划分为两部分内容：

第一是对原有公园的扩充；第二是增辟公园计划。《广

州市工务之实施计划》中提到原有的公园是：中央公园、

海珠公园、东山公园、越秀公园四处。针对这四处公园，

工务局制定了详细的维护与设施扩充计划，具体到公

园内的建筑物的建设与更新，新场地的开辟，绿化的

增植以及景色再造等，内容十分详尽。

1933年，市政府公布了广州第一个由政府组织编

制的规划方案——《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这

是广州近代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规划。其中第五部分

为林荫道及公园地点之规划，里面通过规划文件的形

式明确规定了相当大面积的公园留用地，且基本都位

于当时广州郊外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形成对市区环绕

式的布局，反映了“田园都市”思想对规划的影响。

虽然这些公园留用地，很多都并未得到建设实施，但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从城市的区域角度考虑了城市

发展与公园建设的关系，是近代广州公园建设规划思

想的一大进步。

同年 11月 28日，广州市政府成立园林委员会，

对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等进行规范管理，公园建设

进入高峰期。但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政局不稳，特别

是 1937年日军侵华后，公园的建设更是被荒废，许多

公园建设方案最终都未能实施。

（三）城市绿化系统规划为公园规划建设开辟新

坐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开始恢复对公园的建

设，这个时期的公园建设大都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制

定相关的公园规划方案。

1953年以前，我国处于经济的恢复阶段，这时期

的公园建设规划主要以整理旧园，重新开放为主，新

建公园较少。由于战时对公园破坏较为严重，整理旧

园已不能满足市民的日常需求，1954年 6月的《广州

市城市规划草案说明书（草稿）》（第三方案）在公

园绿地部分就写到：“广州因公园的面积平均每人不

到一平方公尺，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每逢假日，游



Work Discussion工作探讨

/ 2016.1182

园拥挤异常，故应选择适宜地区多为布置。”依据第

三方案的内容，广州计划新建十个公园（荔湾公园、

岑村公园、鱼珠公园、车坡公园、海心公园、七星岗

公园、小港公园、石溪公园、茶滘公园、白云森林公

园 ），基本遍布各个区域，并规划在广州北郊地区建

造林场，其余郊区多建果林，包围市区，使成为一条

环市的天然绿化地带。1955年，规划部门制定的规划

方案中，明确绿化系统的规划原则是：建设现有风景

名胜遗迹；利用天然风景、不适宜建筑的低洼地、现

有果林和改造的污水濠涌等建设园林绿化。

1957年，广州市规划部门再次明确城市绿化及公

园的规划内容，提出 1957年至 1962年在绿化方面的

建设目标。“五年内局部建设的大公园和面积约一公

顷左右的小游园及花园的建设，均匀分布在东、南、

西、北、中各区，使各区市民广泛、便捷地获得绿化

享受机会；加以濠涌堤岸的绿化及一些林荫路的建成，

将使本市卫生环境有所改善，直接增进市民健康，从

而提高生产工作的效率。”依据规划内容，全市多个

公园动工建设，充分贯彻城市绿化规划，利用公园建

设开挖人工湖，加强对水利、河涌的改造，务求能改

善广州的居住环境。流花湖公园、东山湖公园、荔湾

湖公园、晓港公园等均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文革期间，公园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文革结束

后，广州园林绿化事业得到恢复，公园规划又提上日程。

1977年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第十三方案）

中，广州市规划部门对园林建设提出新的规划要求：“发

展新的区域性公园，规划新增面积 2.87万平方公里；

发展城市防护林带，保护城市环境；改善现有市区和

街坊绿化条件；扩建市内部分公园，搞好市区绿化。”

依据方案内容，政府对烈士陵园、文化公园、动物公园、

麓湖公园、芳村公园等进行扩建，规划扩建面积共约

146公顷。

（四）改善生态环境为公园规划建设拓展新目标

20世纪 90年代后，公园建设以改善和提高城市

生态环境为支撑点，围绕文化休闲功能，着力提升市

民的生活水平。这时期的园林规划要求充分结合广州

市的自然地理特征，建立大环境、多层次、多功能的

城乡一体化园林绿化体系，并集中规划发展城市各类

公共绿地，以适应居民不断提高的生活需求。进入新

世纪，城市公园的内涵及设计理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自然生态和城市休闲成为当下城市公园建设的主要思

想。2003年广州开始实施“青山绿水工程”，对公园

进行升级改造，随着时代的发展，广州正不断加强公

共服务设施、民生设施规划，也更加注重生态建设，

并建立了多个湿地公园，不断改善环境，着力实施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广州公园的发展也日臻蓬勃、完善。

例如海珠湿地公园，它是珠三角河涌湿地、城市内湖

湿地与半自然果林镶嵌交混的复合湿地生态系统，是

广州市城区重要的生态隔离带，被誉为广州“南肾”，

与“北肺”白云山一起构成广州主城区的两大生态屏障。

南沙湿地公园原为珠江入海口滩涂，在 20世纪围海造

田中成陆，围垦开发公司在围海造地过程中，注重保

持农耕水养的产业结构和土地的原始状态，在沙尾垦

区几万亩农田上形成甘蔗成林、荷香万亩、人欢鱼跃

的田园风光。

公园的历史发展和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基础的进步密不可分，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园模式同时

也表征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的不同。现代

公园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次高潮都体现了城市建设重大

决策的积极效应，体现了城市每一次跨越式发展和经

济文化促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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