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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月湖位于旧城西南隅，旧名万柳池，湖心小岛上的天妃宫为核心景观，清代历任
漕运总督先后在其旁水面上建两仪亭、镜静堂、涌月台等景观建筑，以为觞咏之地，可惜现已不存，
只剩下一潭幽水与浮萍相伴。
 萧湖又名东湖、珠湖、萧家田，位于新城之西、运河东侧，与罗柳河相通，湖岸蜿蜒，其间穿插岛、
堤、桥梁，沿岸有韩侯钓台、漂母祠等古迹，乾隆年间又在湖中修建三层小楼蒹葭阁，整体环境风貌
富有自然野趣。
 2.衙署园林 明代后期的总督漕抚部院中有东、西二园，清初逐渐荒废，乾隆八年（1743年）漕运总督
顾琮利用公署东南部原用于骑马、射箭的射圃旧地营建万松山房，堆叠土山，种千株松树，象征文臣
的志向与睛操，别有清幽的意境。
 明代淮安府署北部有一座偷乐园，天启年间知府宋祖舜觉得“偷”字不雅，将园名改为“余乐园”，
园中有一座三槐台，前后设4根铜柱，上刻铭文，以镇压淮水泛滥。
 淮安地区最著名的衙署园林是位于清江浦江南河道总督署西侧的清晏园，以规整的大方池为中心，格
局疏朗，风格素雅。
近年经过重修，为长江以北重要的古典园林遗存之一。
 3.私家园林 早在唐宋时期的楚州就陆续有私家园林兴建，明清时期的淮安地区更是涌现出大量的私家
园林，分别属于退职官宦、富商和文士，亭榭相望，山水清丽。
 淮安府旧城内修建了许多私家宅园，见载于史料者即有100多座，其中包括王氏澄观园、邱氏桐园、
阮氏勺湖草堂和杨氏澹园等。
新城和联城内也有少量私园，如阮氏园和陆氏园等。
 城西的河下镇和萧湖之滨尤为私家园亭的聚集之地，先后相继，数量也至少在100座以上，其中名园
包括清朝初期的依绿园、华平园、九狮园，清朝中叶的寓园、荻庄、且园、菰蒲曲、懋敷堂，清代后
期的玉诜堂、十笏园等。
 总体而言，清代淮安的私家园林风格融合南北之长，建筑、掇山、理水、花木配植的手法丰富多样，
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可惜无一完整幸存，只能从文献中推想其当年的风采。
 4.祠庙寺观园林 萧湖、勺湖、月湖之滨的寺庙祠宇大都依水修建亭榭楼台之类的建筑，既是风景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身也宛如独立的小园，例如雍正年间知府朱奎扬和乾隆年间知府李瞳先后在萧湖西
岸漂母祠之侧建造水榭、画舫；又如咸丰年间丁晏在月湖湖滨的留云道院建五云堂、迟月楼、停云馆
、荷亭、西舫、回廊，都成为优美的园林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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