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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2021_2022__E5_9B_9B_E

5_B7_9D_E6_97_85_E6_c34_46717.htm 成都市人民公园的前身

，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兴建的"少城公园"。少城公园之由

来，与旧成都的城池命名直接相关，成都城基原有大城和少

城之分，早在公元前311年秦惠王时，成都便有太城（亦称大

城）和少城（亦称小城）了。少城基地系清代在成都大城西

南处另建的小城，作为"八旗"营地，专供满洲和蒙古人居住

，这就是后来的"满城"，也就是少城，少城公园由于当时地

处少城范围而得名。 当时由劝业道道台周善培拨款修建，人

民公园园址选在祠堂街关帝庙后的五十余亩荒地上。用半年

时间建亭造馆、载花植树，略具公园规模。从此，成都便有

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公园。清末的人民公园，只有现在保路碑

以东的一小部分，面积只有现在的20；园中建有迎禧楼、观

稼楼、松韵楼、藤花榭、湖心亭等。 民国2年（1913年），尹

仲锡（字昌龄）策划扩建。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前夕四川爱国

志士发动的保路运动中死难者，由张澜、颜楷等联名提议修

造一座纪念碑。仿照北京白云寺、山西凌云寺塔型，溶中外

文化于一炉，于当年4月开工兴建。纪念碑全用砖石结构，呈

方锥形，高31．86米，犹如一柄巨剑直指苍穹，庄严雄伟。

碑座高约10米，有月台式的平台，台前雕嵌"中华民国二年川

路总公司建"的汉白玉石版。碑体四方则用不同书体书写"辛

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每字约1米见方，皆出自名家之笔。

灌县张夔阶（字学潮）的篆体，名山吴伯（字之瑛）的隶体

，华阳颜楷的魏碑体，荣县赵熙的汉碑体。纪念碑经受



了1933后迭溪大地震的考验和1941年日机的轰炸，均未受损

。 1922年杨森督理四川，在人民公园内筹建通俗教育馆、体

育场、图书馆、音乐室、电影室等，并在荷花池中种植莲藕

，扩建动物园。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溃退到成都，在少城

公园内驻军，拆毁门窗，砍伐树木，烧毁儿童阅览室，甚至

还在园内屠杀平民，陈尸路旁，使人民公园遭到一次浩劫。 

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公园"，进行了较大的整修。修

补道路、桥梁、大门，并增栽花木，将破旧的亭台修整一新

。1951年春，贺龙元帅视察后，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整修，

拆除了河堤栏杆，新建了假山、亭台、喷水池、乌园、鱼园

、盆景园等。建成后开放，游人如潮，入夜灯火通明，热闹

非凡。人民公园现总面积约160亩，又新建了海棠园、蜡梅园

等。园内有树木70多种，名木古树有银杏、黑壳楠、朴树等

。 建国前人民公园内有茶馆六家，名"枕流"、"鹤鸣"、"绿荫

阁"、"永聚"、"射德会"等；顾客中"枕流"多为学生，"鹤鸣"多

为教师，"绿荫阁"多为士绅，"永聚"多为富商。每年农历六月

和腊月假期，教师多在茶馆内等侯聘任，市人戏称为"六腊战

争"。1955年新建"紫薇阁"。近年又恢复"鹤鸣"茶社，使之成为

一方见证。1990年以来，这一成都最早的名园，面貌获得了

较大改观，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中的著名胜景之一。 人民公园

正大门于1928年随旧少城公园整修建成，旧园有三门，一在

园之西与公共体育场，市图书馆毗邻，交通便利，游人出入

，大半由此。一在园之东，是为后门，又一门在园之北，通

祠堂街马路（即现扩建之新西大门）。正大门经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之浩劫亦没被损毁后经1952、1982年之建国全面整

修保留至今，每年公园的菊展、迎春花展等展览都装饰正大



门并举行。由正门进入、经金水桥、经过花园旁边的梧桐林

荫道可直达：鹤鸣、少城菀、绿荫阁、人工湖等风景点。地

址: 位于成都市祠堂街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