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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金 衙 庄 古 迹 初 探

李 华 英

杭州金衙庄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之一
,

清嘉道间诗人龚自珍曾品评金 衙庄为
“

夭下名

园居第四
”
(己亥杂诗 )

,

清染章巨亦以为
“

杭州城中园林之胜
,

以金衙庄为最
”
((( 浪迹丛谈 )))

。

杭州古园林建筑大都依西湖
,

濒临青山绿水而筑
。

而金衙庄筑于城中
,

远离山水
,

依城墙建

园
,

别具一格
,

竟列入天下名园
。

这是因为金衙庄有水势浩茫
、

古树郁葱
、

景 色幽渺
、

地博

野趣的特色
。

金衙庄在漫长的岁月中
,

吸引着明清两代官僚
、

文人
,

他们相争购置
,

作为晚年休息
、

娱老之地
。

曾易主二十多次
,

金衙庄的范围亦随着主人的更替而改变
。

金衙庄在杭州园林史

上占有重要一页
,

它的园林建筑
、

景物布局
,

对于园艺
、

建筑
、

发展旅游事业等均有研究价

值
。

本文仅对金衙庄的成因
、

世家
、

景色布局
、

诗文楹联诸问题
,

作一初步研究
。

金 衙庄 成 因

一个大型园林的形成
,

一般都是在一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现据史料
,

在元末杭州城东就

已有一个占地百亩的庄园雏型
。

元末明初天台人徐一夔《始丰类稿》中记述
:

北宋有一徐姓
,

专治小儿病的名医
,

无子
,

招婿范氏
,

范氏又无子
,

招婿吴 氏
。

吴氏有子
,

于是
“
承其家而

嗣其业
,

南渡后 自汁徙家杭之东青门
。

气今庆春门 )
,

吴 氏第三代生四子
,

时值元末
,

长子吴观

善
,

字思贤
,

开始姓其外高祖范氏姓
,

因此元末杭人熟知范思贤
,

而不知其实是昊姓
。

范思

贤与其弟范思明都是杭城有名的医生
。 “

今贡院西有范郎中巷 即其 (范思明 )故居
。 ”

((( 杭州府

志
·

义行 ))) 范思贤隐居城东偏辟之地
,

所
“

居旁近人
,

无贫与富
,

有小儿疾
,

辄趋隐者求医
。

然其为医
,

务利人
,

不务利于人
,

名愈显
。 ”

范思贤以孝母
、

重义著称
。

并通经史
,

善诗文
、

音乐
、

书画
。

有人劝其出仕
,

范说
: “
吾不能随世俗俯仰

,

不愿仕也
。 ”
以医生隐居杭城东

,

自

称 “
东皋隐者

” 。

元末起义首领张士诚据杭城
,

于至正十九年 ( 1 3 5 9年 ) 将 旧城垣 ( 良山门
、

庆春门
、

清 泰

门 )向东延伸二
、

三里
,

原在城外的土地围入城内
。

范思贤祖上原居城外
,

自此划入庆春门内

侧
。

范思贤就在其祖上所居地庆春门继其祖业
,

开设药铺
。

元末临海人陈基为范思贤作诗说
:

“ 钱塘隐者东皋子
,

读书卖药青门里
。 ”

古人形容杭城东是
“

十里平原
,

万亩花
” 。

城墙里外大片隙地种植 蔬菜供
“

菜市
” ,

现 “
菜

市桥
”
即由此而名

。

杭谚有
“

东门菜
,

西门水
,

横湖鱼
。 ”
元末张光弼题范思贤东 皋隐 居说

:

“

沧海桑田几变迁
,

桃花依旧郡城边
、

蔬园百亩充官税
,

药价一生供酒钱
。 ”
可见 范氏依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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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片土地
, “

百亩
”
是个约数

,

极言范氏据地之多
。

《始丰类稿》述范思贤
“

所居城东
,

其地平

衍
,

有水木禽鱼之乐
。

暇 日赋诗鼓琴
,

图写山川人物以为娱
。 ”

范思贤地
“
平衍

” ,

指平坦
、

延

而长
。

但范氏隐居地积范围
,

没有确切记载
,

只是依城垣隙地无疑
。

至于南北延伸何地
,

据

《始丰类稿》又载
:

范思贤隐居在
“

东皋之阳
,

有木郁葱
。

或僵而歌
,

或踞而桐
。

俯仰 宇宙 爵

胡我降
。 ”

范氏卖药在庆春门前
,

此东皋之阳应在庆春门以南
。

清康熙间钱塘人厉鹦
,

生于城东
,

熟知城东掌故
。

对金衙庄的成因
,

曾作诗《东皋晚秋》 :

“

东皋土闲旷
,

薄暮行踪绝
。

因思古隐者
,

于焉衡宇结
。
元 末范思贤居钱塘城东

,

地平衍有草木 禽鱼 之

乐
,

赋诗鼓 琴为娱
。

自号东皋隐者
。

见徐一夔《始丰类稿》近市既无求
,

浩歌气尔烈
。

令我怀斯 人
,

鱼鸟转

亲切
。

俺愉林水间
,

遗镯犹未灭
。

得风枯修鸣
,

将霜远天洁
。

怅矣不同时
,

谁慰授衣节
。 ”

从

诗中得知金衙庄主人明金学曾
“
因思古 隐者

” ,

就在范氏隐居过的
“

闲旷
”
土地营筑别墅

。

又据

《东城杂记》述
“

今东城土桥畔
,

别业在焉
,

里人尚目为金衙庄也
。 ”

以此推断 : 元末范思贤隐

居地— 百亩蔬园的范围在庆春门南
,

依城墙延伸至横河土桥一带
,

据横河水胜
,

又可引水

灌溉
。

范思贤的
“
百亩蔬园

” ,

实际是我国古代园林的雏型
。

蔬园中种植蔬菜
、

草药
、

春来桃花

绚烂
,

古木郁葱
,

芳草连天
,

水映斜阳
。

水鸭成群
,

野塘垂钓
。

矮木为篱
,

绕屋代墙
,

丛草

遮荫
。

暇日仰而高歌赋诗
,

俯而濡笔绘画山川人物
,

坐而面溪弄琴
,

悠然自得
,

与大自然冥合
。

遥望西子群峰
,

雁过城东
。

酷似
“

采菊东篱下
,

悠然见南山
”

的情趣
。

是一幅古代田园式的庄

园图画
。

从元末至明
,

虽巳隔二百年之久
,

但范氏所隐居的自然景物
,

村居野趣
,

幽渺寂静
,

正是被那些对官场已厌倦的官僚们所看中的佳处
。

金衙庄世家考略

明
,

金学 曾
,

字子鲁
,

号省吾
,

仁和人隆庆进士
。

为人刚直不阿
,

为官清正
。

金学 曾在官有政绩
,

但对宰相张居正锐意革新的所为不服
。

金学曾督学两湖时抵制张居

正所颁新令— 废除学官讲学
。

金氏以为
: “

学不讲则师与弟子所崇何业
” ,

坚持旧 制
。 “

荆

州府以居正子入试宜第一
,

(金学 曾 )竟置后
。 ”
金学曾分守湖 南道时

,

遇大灾
,

于 是
“

公贩

恤
,

多方兼封大户仓
,

平价以巢
,

民赖以活者甚众
。 ”

张居正归湖北时
,

金学 曾不以
“
属员礼

见
,

独长揖不拜
。 ”
以此得罪张居正及贵族名门

,

金学 曾愤慨地说
“
杀人

、

媚人我不为也
。 ”
于

是连降三级罢归
。

金学曾拂袖归故土
,

思慕元人范思贤隐居城东
,

于是就在
“
马坡巷东北

”
(张钱 《杭都 集

泳 ))) 土桥畔
,

东 依 城 垣 幽景
,

北据横河水胜
,

南至下马坡巷南端
,

占地八十亩左右
。

①清 梁

恭辰《劝解录》
: “

金氏别业旧称金衙庄
,

地极宽广
,

高台曲馆
,

水榭风廊
,

夏日纳凉
,

尤为胜

景
,

武林诸园莫大于此矣
。 ”
金氏割范氏

“

蔬园
”

靠南的一端
,

又向南扩展
。

把古时所植茂林幽

竹
、

野塘河湖一揽入庄
,

成为杭城里外最大的庄园
。

清初
,

严沉 ,
字颖亭

,

余杭人
,

顺治进士
,

曾官户部侍郎等职
。

任山东考官时
,

江南科场

舞弊
,

各省举人皆复试
,

惟山东因严沉为官清正
,

奉 旨不必复试
。

在户部任职时
,

改革弊端
,

为朝廷每年省金银万余两
。

严沉工诗文
,

长绘画
, “
以诗文擅东南垂二十年

” ,

著有《古 堂 秋

集 》
。

严沉书画在当时已享有盛名
, 1 9 1 7年两浙盐运使胡彤恩在北京海王村购得严沉画

,

如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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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室
。

清廷对这样一位有才有功之臣不予重用
,

加上严流孝母远近闻名
,

终于思隐
。

他从金学

曾后人购得金衙庄偏东南的一半
,

把横河划出园外
,

再向南稍延伸至上马坡巷北端向东
,

在
“

清泰门稍北
” 。

严沉在园的西北部靠下马坡巷建屋
,

自成一区
,

东南大部修筑花园
。

虽比金

衙庄小了一半
,

但更加集中
、

紧凑
,

加以精巧布局
,

成为清丽
、

幽稚的大型园林
,

占地约四

十亩左右
。

严沉亦怀思古人范思贤东皋子
,

于是取名为
“

皋园
” 。

严沉 自此
“

匿迹东城
,

苦 谢

酬应
,

古树当轩
,

流泉绕户
,

觉十余年堕落余生
,

稍稍有清间之乐
,

何 日策杖荒途
,

一罄畴昔

乎 !
”
严氏家族在明清二代是杭州的名门望族

,

杭城的严衙弄就是严流的租父严大纪的故居
。

康熙中
,

皋园屋宇遭火
,

严沉藏书
、

著作
、

书画荡然无存
,

此后皋 园逐渐荒芜
,

严沉子

孙无力守此园林
。

约在乾隆二十二年 ( 1 7 5 7年 )左右
,

由仁和人孙宗溥购得皋园
, “
重加修葺

,

焕然改观
,

有水竹荷菜之胜
。 ”

孙宗溥
,

号收堂
,

乾隆进士
,

任八旗馆纂修
、

应江南巡 抚 之

聘任考官
、

翰林院编修
、

礼科给事中
。

以家有老父为由辞宦归隐皋园
,

历十七年杜门不出
。

性平和
,

不设城府
。

主张
“
忠恕

”
之道

,

以
“
吃亏为德

” ,

远离尘世为乐
。

孙宗溥逝世后
,

其子任官在外
。

约乾隆五十九年 ( 1 79 4年 )左右
,

舒晓山以二千金典下皋

园 (梁恭辰《劝戒七录 )))
。

自此歌舞盛宴
,

享尽林泉之乐
,

改皋园为舒园
。

按《如皋县志》 : 舒

晓山
,

名元颧
,

仁和人
,

以金捐官
,

后任如皋县令
。

乾隆四十五年 ( 1 7 8 0年 )任六年离职
。

清嘉道间
,

钱塘人
,

章煦
,

字耀青
,

号桐门
。

乾隆进士
,

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

加太子太

保
,

溢文简
。

是金衙庄世家中官职最高者
,

人称章阁老
。

章氏说
: “

予告归里乃购严侍 郎皋

园居之
。

花酣酒熟
,

辄招一
、

二故人流连谈宴
。 ”

章煦与杭人吴振核是挚友
,

吴氏说
: “
壬午

( 1 8 2 2年 )之冬
,

予自京师返杭
,

筋于沧浪书屋
,

语以当官治事之道
,

竟 日娓娓不倦
,

迫自滇

中归
,

则吾师已厌 世矣
。 ”

章煦因足疾乞归
,

约道光四年 ( 1 8 2 4年 )八十岁终老
,

惜其居 皋 园

时间最短
。

嘉道间河道总督严娘
,

字小农
,

治理河道
、

浙江海塘颇有政绩
。

严娘时称皋园极美
,

约

在道光十年 ( 1 8 3 0年 )前后
,

章煦病逝后购得皋园
,

实现其久慕之愿
。

于是经一年修 筑
“

益加

崇饰
,
蔚成 巨观

。 ”

皋园是严沉时所筑
,

此时又归严姓
,

文人墨客竞相称羡
, “
诗酒笙歌亦继

盛焉
” 。

此时住马坡巷的龚自珍亦
“
过严小农侍 郎富春山馆筋泳

: `

姐脍飞沈竹月喧
,

侍 郎 十

日敝清尊
。

东南不 可无此乐
,

濡笔亲题第四园
。 ’ ”

(己亥杂诗 )严娘著有 《两河奏议》 ,

因治理

海河
,

患足疾甚重
。

病逝后皋园又将出售
。

清梁章巨与严娘是同官好友
,

亦有意购置皋园
:

“

余则 正 爱 其一水盈盈
,

有浩森之观
,

非寻常园林所易得也
。

时余方在城中相宅
,

谓但得二

千络之价便可赁居
,

但修理之费亦非二千络不办
,

非力所能任
,

因置之
。 ”

杭城知名之 士 亦

竞相争购
,

也因此而未购成
。

约至咸丰初年
,

先是师庚山都督
,

不久转归县令叶季华
,

暂住皋园
,

前后六年
。

咸丰十

年 ( 1 8 60 年 )太平军攻下杭城
, “
金衙庄前后左右另骸断骼狼藉于地

,

河水为赤
。 ”

(《振绮堂丛

书》 )叶季华正居皋园
,

于是捐资掩埋尸骸
,

园内伤员藉地
。

太平军与清军相战
,

杭 城
“

万户

付一炬
” 。

皋园地处城边
,

战事需用
,

惟独幸存
,

但
“

老兵炊饭
,

健儿削树
,

花石坏
、

伺干倒
、

亭台荒
、

立枯木
、

馆狐拜月 … … ”

荒芜不堪
。

金衙庄以幽静
、

恬稚于城东二百多年
、

此 时却

饱经战火烟硝
。

自此金衙庄再不是黄门官僚独家享乐之地了
。

咸丰十年 ( 1 8 6 0年 )因战事
,

清廷设军需局于皋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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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 ( 1 8 6 4年 )太平军杭州失守
,

于皋园设采访局
,

清廷为战死的官兵
、

乡绅
、

百姓
、

妇女采访所谓事迹
。

战后同治七年 ( 1 8 68 年 )杭人吴煦
、

璞治孙
、

许道身
、

江西人万启深四人集资从严娘后人

购得皋园同居
,

历史上称这时期的皋园为
“
四间别墅

, 。

皋园虽已破坏
,

但
“

房屋结构尚存
,

天

生佳景
。 ”
于是

“

穿城凿堑
,

引流水
,

负土叠石成高岗
,

小桥略约得野趣
,

迥溪曲折摇波光
。

嘉树茂竹名显露
,

芝嵋薄井重辉煌
。 ”
四间别墅主人之一吴煦字晓帆

,

勾结洋人
,

镇压 太 平

军
。

解放初
,

从昊氏后人家中发现重要的有关太平天国革命资料
,

后 由国家收藏
。

与四间别

墅同时有八旗会馆亦驻防皋园
。

同治九年 (1 8 70 年 )建皋园旧主祠
,

园中立金学曾
、

严沉
、

章煦
、

严娘四木主以示纪念
。

同治十三年 ( 1 8 7 3年 )为清廷歌功颂德
,

在皋园建浙江全省忠义祠
。

采访官绅
、

兵勇
、

百

姓
、

妇女
“

事迹
”
后

,

在祠中立木主以祀
。

此时皋园分三个部分
,

西北角屋宇改建祠堂
,

左右

共计九进 ((( 重修忠祠》 ) ; 东南大部仍是花园 ; 依城坦的
“
太湖荡

”
划出园外

,

蓄鱼放生
,

禁止

网捕
。

此时皋园已属地方财产
,

有专人管理
,

遍修亭园
。

因皋园博大
,

先后在祠旁进驻各局

署
,

自此游人禁入
。

光绪十六年 ( 1 8 9。年 )舆图局驻皋园
。

由宗湘文督绘两浙全境舆图
,

丈量
、

制图完毕撤出
,

历时三年而成
,

曾修园一新
。

光绪二十三年 (1 89 7年 )设洋务局
。

光绪三十四年 ( 1 9 0 8年 ) 杭城科举 已
“

讲求时学
”
设洋务学堂于皋园内的沧浪书屋

。

民国六年 ( 1 9 17 年 ) 两浙盐运使进驻
,

直至解放前夕
,

后改称盐务管理局 ( 1 9 5 1年
,

杭州地

政房地产税编查表— 金衙庄 )
,

对皋园也曾
“
整而新之

” 。

金衙庄除了整个庄园更替园主 (私人
、

集体 )外
,

在严娘居皋园后
,

其后无人能守此园林
,

因此还有零星割屋的
。

道光三十年 ( 1 8 50 年 )曹氏
“

自东园徙居马坡巷之皋园
,

割园之西 偏 屋

数间
,

以奉老母
,

下 以庇子孙
,

别辟一小圃为安息之所
, ”

还有一葛氏
,

何时割皋园不详
,

估

计亦在此时前后
。

据《听香斋集》云
: “

葛氏移居金衙庄
,

诗以贺之
: `

分得名园半亩余
,

一枝

聊复寄巢居
· ·

一
。 ’ ”

解放后
,

拆除了金衙庄建筑
。

1 9 5 9年解放路拓宽
,

并直通城河边
,

稍后又开拓了环城东

路
,

于是金衙庄最后被这二条丁字形大路割裂而完全消失
。

今丁字路 口的五株香樟
、

一株银

杳
,

是四百年来惟一的历史陈迹
。

据园林专家鉴定
,

其中一株香樟的树龄已有四百年左右
,

可见是明代金学 曾时所植无疑
。

金衙庄景色布置

元末范思贤所居庄园
,

纯属田园的自然景色
。

明初金学曾在此基础上修筑别墅
。

但是对

金氏别墅的景色
、

园艺布局
,

后人对其记载不详
。

最详者为清初厉鸽的《东城杂记》
,

对金氏

庄园有这样的描写
: “ … … 公言为太夫人造望江楼极高

,

风帆沙鸟在栏槛间
。

兼擅水木之胜
,

窈窕明靓
,

远隔市嚣矣
。 ”
金氏庄园内的望江楼

,

极高
,

能隙望
、

观赏城墙外江河的风 帆
,

蓝天的沙鸟
。

但是严沉所建皋园景物中未见记载
,

可见经皋园割金衙庄东南一半之后
,

望江

楼在皋园之外的北面
,

即今横河公园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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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沉所居皋园
,

虽是割金 氏庄园一半
,

但它是金衙庄园林发展的极盛 时期
。

以后 的皋园

主人便是在金
、

严二氏所筑园林的基础上修复
、

整理
、

扩建
,

直至解放前夕
。

清代有许多文

人
、

贵官与各时期的皋园主人交游
,

以诗文赞美皋园的景物
。

皋园风景的特色是
:
水胜

、

树

古
、

石峻
、

景幽
。

亭台楼堂
、

水榭
、

廊轩的布局精美而自然
。

地处城墙幽深寂静
,

地极博大
,

使游者有心旷神怡之感
。

皋园中有沧浪书屋
、

清较阁藏书楼
、

梧月楼
、

墨琴堂
、

芙蓉城
、

枕

湖轩
、

澄碧轩
、

竹里轩
、

剪树轩
、

绿雪轩
、

涵虚亭
、

怡云亭
、

止观亭
、

湘亭
、

百梅亭等
。

沧浪书屋位于庄园荷池的北面
。 “
沧浪书屋

”
四字是吴梅村为高龄的严流所题

,

落款是
:

“

为颖亭老先生书
,

弟吴伟业
。 ”
此匾额抗战前还在

。

清较阁藏书楼
,

藏书万卷
,

康熙中遭火

殆尽
。

墨琴堂在录雪轩南
,

是赋诗
、

书画
、

鸣琴之室
,

有诗云
: “

一室琴书邀月至
,

半 城 烟

雨过湖来
。 ”

枕湖轩筑于太湖荡杨柳水边
,

一半浸于湖中
,

波光摇曳
。

梧月楼近西边屋宇
,

在

月光下
,

梧叶影于窗格
。

澄碧轩位于荷池西侧
,

依栏干摇望
,

俯视池水浮萍如碧
。

竹里轩在

园西南
,

翠竹环绕
,

峻石曲径
,

静听那
“

三径风来竹有声
。 ”
每当秋冬

,

园西屋宇东侧
,

大片

白里映红的芙蓉竞开
,

号称芙蓉城
。

涵虚亭筑在石桥边
,

清溪从其亭下流入东河
,

水气涵虚
,

似入幽境
。

怡云亭侧峻石耸立
,

曲廊连轩
。

湘亭位于荷池东侧
,

以湘妃竹建亭
,

湘妃水神
,

神话迷惘
。

止观亭建于东南角
, “
面城而立

。

游人自湖上归
,

仿佛有云壑涌现于城 谍
。

百 梅

亭筑于东北角梅林中
,

清初严流时已有老梅百株
,

以后历年均有增植
。

文人学士为之兴诗作

画
,

每逢腊月梅花盛开
,

皋园主人邀亲朋设宴赏梅
。

皋园西南有一河荡
,

筑有石桥古朴
,

园中所有湖
、

溪
、

池水均 由此汇拢流向篱外东河
。

水势湍紧
,

百步外哗哗有声
。

溪边盘石
,

周生苔醉
,

绿茵铺地
,

松竹密映
,

下带流水
,

是下

棋的佳处
。

皋园水胜
,

有
“

十亩银塘
” 、 “

小太湖
”
之称

。

引外沙河之流从水门穿堑入园
,

依城墙自北

向南
。

池中蓄鱼
,

波光鳞艳
,

称
“

太湖乘钓
” ,

系城东八景之一
,

堤岸植柳
,

垂杨拂水
。

湖水

注溪流经亭榭
, “

束而为涧
,

展而为诏
,

毅纹镜光随风波浪
,

倚杖间听潺浚有声
。 ”

皋园有老树— 梅
、

桂
、

槐
、

樟藤… …
。

古桂植于东北
,

原大片古桂
,

杭人称
“
桂花坪

。 ”

大数十围
,

数百株
,

原在金 氏庄园内
,

严流割半之后
,

一部分老桂划出园外
。

中秋赏月
,

探

桂
,

园内外金银桂香飘满城东
。

皋园中的古槐
、

清陈祖望《思退堂诗钞》有这样的 描 写
: “

皋

园古槐
,

中空顶秃
,

而柯叶且荣
。

垣左旧植方竹笋穿树腹
,

丛生云竿
,

竹梢穴顶四出
,

因名日
`

孕竹槐
。 ’ ”

是皋园一大奇观
。

皋园的古香樟是
“
绿树成荫

”

的主要树种
,

还有几棵留存至今
,

是金衙庄— 皋园唯一 的希珍
。

园中又一奇景— 朱藤一枝
,

绕古槐夭矫蟠屈
,

身大如树
,

花 为紫色
。

金衙庄的诗人楹联

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
,

先后有许多文人
、

史家
、

达官贵人记载了城东掌故及游览金衙庄

一一皋园后所撰的诗文
。

这些遗文不仅是脍炙人 口的文学作品
,

也是珍贵的杭州地方史文献
。

元末明初徐一夔
,

天台人
,

官杭州教授
,

在《始半类稿》中记述了元末范思贤居城东庆春

门以南最初经营这片土地的史实
。

清代有《东城杂记》
、

《东城记余》
、

《东河掉歌》
、

《越 鳗 堂

日记钞》等文均记有杭州东城诸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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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咏金衙庄
-

一皋园的诗词更是举不胜举
。

康熙间赵世安撰《仁和县志》中有章鹤鸣等咏

七绝《太湖垂钓》 :“

晴光遥接太湖中
,

两岸英蓉映水红
。

暂把丝纶聊作钓
,

应看麟甲动秋风
。 ”

乾隆间仁和人陆嘉毅咏沧浪书屋
: “

名园易主蓬篙剪
,

胜概仍还水竹环
。

花底几回迷出入
,

城中难得此宽间
。

符融诗句荒烟外
,

严武尊叠夕照间
。

徙倚石 阑频太息
,

海棠如玉点苔斑
。 ”

乾隆间仁和人章承茂 《皋园春梅》
: “

城东步履门沧浪
,

绕通寒梅自在香
。

韵落空斋人索莫
,

梦回残夜月 昏黄
。

丁公池畔萧疏影
,

清照楼前冷艳装
。

侧侧东风谁是主
,

独留春事傲群芳
。 ”

皋园主人严娘弟严煮
,

为贺其兄居皋园宴赏咏桂
: “

皋园桂花盛无两
,

直作淮南招隐想
,

阿兄爱花兼爱客
,

开筵列坐秋林爽
。 ”

嘉道间福建人梁章巨?(( 良迹丛谈
·

金衙庄》
,

为痛惜章煦
、

严娘逝后皋园冷落作诗日
: “

杭

州第一好园林
,

我到纷来感旧心
。

相府 (章煦 )潭潭兼旷奥
,

候门鼎鼎半萧森
。

天成夏木千章

绕
,

地接城壕一水深
。

三十年来重易主
,

可堪回首痛人琴
。 ”

凡游皋园者
,

除 了诗文留念外
,

还挥毫疾书
,

为皋园题撰匾额
。

最早有明末清初吴梅村

题
“

沧浪书屋
” 。

后有
“

东皋别墅
、

石桥
、

涵虚亭
、

梧月轩
、

剪树轩
、

绿雪轩
、

枕 湖 轩
、

墨琴

堂
、

湘亭
、

百梅亭
、

鱼鸟亲人
、

澄碧轩
、

止观
”

等题额
。

其中
“

止观亭
” 1 9 13年重葺

,

由张栩补

题
。

1 9 2 1年金华人蒋邦彦于盐运使任职驻皋园
,

数次辞而复职
,

深感草木鱼鸟
“

皆欣欣 若 相

识
” ,

于是题
“

鱼鸟亲人
” 。

1 9 2 2年主营金衙庄的杜纯
,

遍修园林
, “

于此一角地
,

植梅百株
, ”

再题
“
百桩亭

” 。
1 9 2 5年王金钮题

“
湘亭

” 。

自民国初年
,

游者见古迹生悲
,

感名园兴废
,

在皋园出现了不少寓意深刻
、

耐人寻味
、

文笔清新
、

对偶工巧的楹联
。

现选录七首如下
:

颇得湖山趣 , 试歌沧浪新
。

半山云护松留韵 ; 三径风来竹有声
。

藤阴小憩茶初熟 , 花坞微吟酒正香
。

城市拟山林
,

俯窖仰观
,

所愿乐群敬业
;
沧浪辨清浊

,

开来继往
,

最宜养晦遵时
。

纂成浙水图经
,

从此名园添故事
;
分得瑚山正气

,

长留遗迹话诗人
。

此地 即沧浪
,

待洗尽人世浮尘
,

水清石见
;
吾乡多君子

,

看卓立污泥不滓
,

荷风静来
。

点点飞来
,

莫非团雪散雪
,
滴滴皆是

,

何分南枝北枝
。

结 语

金衙庄— 皋 园虽夙负盛名
,

但已无实物可据
。

园林专家施奠东同志收藏的《江南园林志》

( 1 9 3 7年童离著 )中有二张皋园的照片
,

已属珍贵的历史资料
。

庄园虽已消逝
,

但它是杭州历

( 下转第 1 2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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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我国用砖块建筑始于何时》 , 《文汇报》 ,
1 9 8 7年 3 月20 日

。

O
、

O 《良清文化遗址考古又有重大发现》 , 《光明日报》 ,
1 9 8 6年 6 月 2 4日

。

@
、

⑧
、

@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 《上 海福泉山 良诸文化墓地》 , 《文物》 ,

1 9 8 6年第 10 期
。

匆 《 良清遗址发掘有新发现 》 , 《光明日报》 ,
1 98 6年 9 月 27 日

。

⑧ 南京博物院
: 《 1 9 8 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 》 , 《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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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 蒋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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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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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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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 杨 鼎新 : 《杭州水 田贩史前
`
瓜子

,

的鉴定 》 , 《考古》 ,
1 98 6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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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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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年第 10 期
。

。 件住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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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6年第 2 期
。

O 广东博物馆 : 《广东曲江石砍墓葬发掘简报》 , 《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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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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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 时代基葬发掘报告》 ,

文物出版社
,

1 9 74 年
。

@ 魏正瑾 : 《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的特点和分期》 , 《考古 》 ,
1 9 8 3年第 9 期

。

9 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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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生
: 《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 《考古》 ,

1 9 8 3年第 1 期
。

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 员会 : 《上海青浦福泉山 良堵文化墓地 》 , 《文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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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名城的组成部分
。

晚清俞越为《东城记余》作序云
: “

自来游武林者辄日
: `

城外以西湖为胜
,

而城内则以东

城为胜
。 ’
闲坊曲巷

,

僧卢所寄往往在焉
。

经临其地
,

令人悠然有怀古之思
。 ”
可见自南宋以

来名胜古迹在城东较为集中
,

名人辈出
。

杭州是著名的风景
、

旅游城市
。

一般旅游者只知西湖之美
,

而对市内名胜古迹不甚了解
,

主要是市区内的古迹大都没有修复
。

金衙庄遗址地处城站闹市
,

正是国内外游览者
、

旅客密

集进出之地
。

据初步探索
,

割金衙庄一半的皋园已无法修复
,

而今横河公园正是金衙庄遗址

的一部分
。

在这里完全可以仿照金
、

严二氏园林的布局
,

复制匾额
、

楹联
,

并取名
“

金衙庄
” ,

恢复明代园林
。

庄内也可建筑具有明清特色的旅馆
,

接纳游览者
,

与
“

七五
”

计划将要开发的

南宋东园互为辉映
。

附注
:

一
、

注①据《浙江全省忠义祠》记载
:

驻皋园时的地积为三十七亩余
。

而严娘居皋园后
,

有零星典卖 约二
、

三亩
,

故皋

园地积 约四十亩左右
。

又因皋园是割金衙庄一半建园
,

经推算
,

金氏庄园应 占地八十亩左右
。

二
、

本文参考书
: 《始丰类稿》 、 《东城杂记》 、 《东城记余》 、 《东河榴歌》 、 《皋 园胜 概 》 、 《杭 州 府 志》 、 《杭 郡 诗 辑 》

《初
、

续
、

三 )
、 《两浙辑轩录 })( 续录 )

、 《浪迹丛 谈》 、 《浙江全省忠义祠》 、 《杭州地 名志》 、 《杭州房 地产税编查表
、

图》 、 《江南

园林志》 、 《园林丛 谈》等
。

三
、

本文 得到园林专家施典东同志赐教
、

支持
,

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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