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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微观尺度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历史城市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太原城内东 南 隅 的 海 子 边 就 是 这 样 一

方微观区块，它是由文瀛湖和邻近 地 带 共 同 组 成 的 一 处 滨 水 空 间。文 瀛 湖 最 迟 在 明 代 正 统 年 间 （１４３６—１４４９年）既

已形成，雨洪蓄积是其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在明清传统时代 （１４３６—１８８５年），贡院、文昌行宫、纯阳宫是坐落 在 文

瀛湖畔的主要建筑，此时的海子边已经具备一定的景观价值和游赏功能；主要建筑的功能特点，决定了该区域带有突

出的科举文化特征。进入晚清民国 时 代 （１８８５—１９３７年），海 子 边 的 空 间 结 构 发 生 了 与 社 会 变 迁 相 呼 应 的 重 大 变 化，

直接针对海子边的景观营建行动明显增多，此地已经成为太原城区最为闻名的游赏空间；因为有着庞大的人流量，海

子边也是很多民众赖以谋生的重要场所，百业杂陈；这里还是太原城内最为重要的政治空间，见证着民众与国家的合

作与对抗。与海子边的功能转变相一致，晚清民国时期此方区域的国家力量逐步成长。海子边是一方微观空间，我们

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宏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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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城市史学界对 “空间”问题的兴趣有

逐渐升温之势。从本质上而言，“空间”首先是

一个地理学概念，它乃是地理学体现其学科特性

的四大研究传统之一①。历史地理学中的城市研

究从一开始就对空间问题予以关注，大量的研究

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将城市视作宏

观区域中的点，作位置与分布的研究；二是将城

市视作一个域面，对城市中的自然或人文地理要

素开展位置与分布的探讨，或者作城市内部地域

差异的研究。笔者将上述两个层面称之为历史城

市地理 研 究 的 两 个 尺 度———宏 观 尺 度 与 中 观 尺

度。我们再细细检讨已有成果，可以发现，历史

·５２１·

①即空间 传 统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地 域 研 究 传 统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人—地 关 系 传 统 （Ｍａｎ－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地 球 科 学 传 统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参 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Ｐａｔｔ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６４，

６３ （５）：２１１－２１６．转 引 自 蔡 运 龙、 （美）ＢｉｌｌＷｙｃｋｏｆｆ
主编： 《地 理 学 思 想 经 典 解 读》， （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

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９—１３１页。此 外，英 国 历 史 地 理 学 者 阿

兰·贝克 （ＡｌａｎＲ．Ｈ．Ｂａｋｅｒ）主 张 地 理 学 有 四 种 主 要

话语，即区位、区 域、环 境、景 观，与 “四 大 传 统 说”

有相当的 契 合 度。参 见 （英）阿 兰·Ｒ．Ｈ．贝 克 著，

阙维民译：《地 理 学 与 历 史 学———跨 越 楚 河 汉 界》， （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９页。



地理学中的城市研究很少关注城市内部的微观空

间①，笔者认为，微观尺度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应该成为未来该分支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反观近年来城市史学界的 “空间”研究，似

乎与历史地理学界恰正相反，众多学者对城市内

部的微观空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至今已经累积起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这

些成果中的大部分是关于近代公共空间的考察，
研究对象 涉 及 城 市 中 的 公 园、街 道、茶 馆、剧

场、戏园、电影院、咖啡馆、跑马场、庙宇、知

名街区等②。籍由考察这些微观空间，学者们的

问题关怀多在于探讨它们在塑造城市现代性中的

角色，及公共空间中所展现的大众文化、社会冲

突、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关系等。另有一部分

成果是关于古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探讨对象

多集中于城市庙宇、园林、茶馆等③，学者们的

兴趣在于探讨当时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公共意

识、社会冲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认真检讨城市史学界的上述成果，在对当前

开展相关研究给予巨大启发的同时，似乎仍有进

一步深化的空间，或者说，仍留有诸多缺憾。其

一，在研究时段上或者集中于近代，或者专注于

传统时 期，比 较 缺 乏 将 传 统 与 近 代 两 个 时 段 打

通、开展长时程研究的成果。当然这与具体的研

究对象的特点有很大关系，诸如公园、电 影 院、
跑马场等，本身就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不过，在

城市微观空间议题上，学界尚未充分注意到长时

程研究的价值，当是一个不太有争议的事实。其

二，除少数成果外，大部分成果并不十分关心空

间如何生成，而是更为留意空间中所展现的丰富

面向，在这些成果中，空间仅是 “既已搭建好的

舞台”而已。其三，在所探讨的城市的规模与地

理坐落方面，较明显地集中于特大城市与东部地

区城市，诸如上海、北京、南京、苏州等，中西

部地区仅见成都研究较为深入，中小城市和中西

部城市的微观空间研究仍有大量课题有待开展。
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海子边—位于我国

中西部省会城市太原城的东南部，乃是由文瀛湖

和邻近地带共同组成的一处滨水空间④。与诸多

完全因人为营建而形成的公共空间有所不同，海

子边的主体—文瀛湖—属自然地理实体，自然力

的作用在水体的生成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角

色，这决定了此一公共空间至少已有近６００年的

久远历史，从而使得开展长时程研究成为可能。
·６２１·

①

②

③

④

据笔者目见所及，有 历 史 地 理 学 者 对 城 市 中 的 某

一建筑或区块开展的城 市 意 象 研 究，可 算 作 微 观 尺 度 下

的研究成果，但此类成果实际上并不多见。

仅以代表性成果言之，公园类：史明正：《从皇家

花园到 大 众 公 园：２０世 纪 初 期 北 京 城 市 空 间 的 变 迁》
（Ｆｒｏｍ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ｃｅ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现代中国》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８年

第３期 （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Ｊｕｌ１９８８，ｐｐ．２１９－２５４）；熊

月之：《张 园：晚 清 上 海 一 个 公 共 空 间 研 究》， 《档 案 与

史学》１９９６年第６期，第３１—４２页；熊月之：《晚清上

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１９９８年第

８期，第７３—８１页；李德英： 《城 市 公 共 空 间 与 社 会 生

活：以近代城市公 园 为 例》， 《城 市 史 研 究》第１９—２０
辑； （天 津）天 津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７－
１５３页；陈蕴茜：《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

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

１—１８页；林峥：《北京公园的先声———作为游赏场所与

文化空间的万牲 园》， 《中 华 文 史 论 丛》２０１５年 第３期，
第３２５—３７３页。街道类：王笛 著，李 德 英 等 译：《街 头

文化：成都 公 共 空 间、下 层 民 众 与 地 方 政 治，１８７０—
１９３０》， （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茶 馆

类：王笛： 《茶 馆：成 都 的 公 共 生 活 和 微 观 时 间，
１９００—１９５０》， （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
剧场类：陈蕴茜、齐旭：《近代城市空间重组中的精英文

化与大众文 化———以 江 苏 南 通 更 俗 剧 场 为 中 心 的 考 察》，
《江苏社会 科 学》２００８年 第６期，第１８７—１９６页。知 名

街区类：董玥对民国时期北京天桥的研究，见氏著：《民

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 （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 三

联书 店，２０１４年，第１７５—２１５页。此 外，王 敏、魏 兵

兵、江文 君、邵 建 等 合 著 的 《近 代 上 海 城 市 公 共 空 间
（１８４３—１９４９）》， （上 海）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２０１１年，对

公园、戏园、电影院、戏 院、游 艺 场、咖 啡 馆、跑 马 场、
跑狗场等均作 了 研 究；美 国 学 者 柯 必 德 对 近 代 苏 州 城 的

马路、庙宇 （文 庙、寒 山 寺、玄 妙 观 等）等 空 间 进 行 了

考察，见氏著，何方昱译：《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

州 （１８９５—１９３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代表 性 成 果 有：庙 宇 类：韩 书 瑞 著，朱 修 春 译：
《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 （１４００—１９００）》， （台 北）稻 乡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巫仁恕： 《明 清 江 南 东 岳 神 信 仰 与 城

市群众的 集 体 抗 议—以 苏 州 民 变 为 讨 论 中 心》，李 孝 悌

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１３２—１８２页；王鸿泰：《世俗 空 间 与 大 众 广 场：明 清

城市中寺 庙 空 间 与 公 众 生 活》， 《明 代 研 究》第１０期，

２００７年，第７１—１０３页。园 林 类：巫 仁 恕： 《江 南 园 林

与城市社会—明 清 苏 州 园 林 的 社 会 史 分 析》， （台 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６１期，２００８年，第

１—５９页。茶馆类：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

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蒲 慕 州 主 编：《台 湾 学

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活与文化》，（北 京）中 国 大 百 科

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２—３８０页。

必须说明的是，本 文 中 的 “海 子 边”指 的 是：由

文瀛湖向外扩展，至附近大型建筑止，包括建筑本身。



自文瀛湖形成之后，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作为

物理空间的海子边又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同

时它也逐 渐 成 为 太 原 城 内 最 为 重 要 的 一 处 社 会

空间。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将研究时段界定于从传

统到近代过渡的明清民国时期，具体分为明清传

统时代与晚清民国时期两个时段。所谓明清传统

时代，即 从 明 正 统 年 间 （１４３６—１４４９年）始，
至清光绪十 一 年 （１８８５年）止，正 统 年 间 是 笔

者认为可确证文瀛湖已经形成的时间，光绪十一

年则是文瀛湖一带近代性的公园建设开始的时间

（详见正 文 论 述），这 是 海 子 边 的 “传 统 时 代”；
所谓晚清民国时期，具体从光绪十一年至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的１９３７年，这是海子边的 “近 代 时

期”。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海子边的空

间生成与演变问题，二是海子边的社会功能发挥

及其变迁问题，最后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

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宏观意义。不当之处，敬祈方

家斧正。

二　明清传统时代的海子边

（１４３６—１８８５年）

　　１．文瀛湖的形成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 （９７９年）宋太宗赵光义

灭北汉政权，“恶其负固后服”①，火烧、水灌晋

阳城，千年名城就此废毁，随后于太平兴国七年

（９８２年）在晋阳故城以北２０余里的唐明镇新建

太原城，此 即 今 天 太 原 城 的 前 身。与 晋 阳 城 相

比，易地而建的太原城一个明显的劣势在于，城

区西离汾河、东距东山甚近，所处盆地面积相对

狭小，地势倾斜度大，若逢大规模降雨，河流洪

水或山 洪 水 一 旦 形 成，极 易 对 城 区 造 成 巨 大 破

坏。历史时期对太原城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来自汾

河和东山的洪水，汹涌洪涛破门入城的事件并不

鲜见。这些洪流在城内低洼地带长期蓄积壅滞，终

而形成多处面积可观的城市水域。这些水体主要布

局于两个地带，一在西城墙内侧，自北而南有黑龙

池、西泽河、饮马河、鱼池、西海子、南海子等名

目；一即城内东南隅的文瀛湖 （参见图１）。
必须指出的是，西城墙内侧的水体名目是民

国时期的称呼，但从道光 《阳曲县志》的城池图

及多处文字记载来看，城西诸水体久已有之，只

是面积与形态可能有所变化而已；文瀛湖水体则

早在明代既已存在，详见先问论述。

图１　明清传统时期太原城内水体空间布局示意图

说明：底图采自山西 省 会 公 安 局 编 纂： 《山 西 省 太

原市全图》，（太原）山西书局，１９３６年印行。

细究起来，文瀛湖水体的形成主要来自两个

地点，一即东山洪水的灌注，二则与水体东侧一

座名为 “金鸡岭”的土丘有莫大关联。每逢夏秋

霖雨之季，声势浩大的雨水便循地势之高下，从

东山和金鸡岭冲向西部的低洼地，久之潴而为积

水潭。在１９２９年版 《山西省太原市详图》（比例

尺１：７０００）中，文瀛湖南北两片水体的西侧修

筑有土堤，而东侧却未见修筑，这一现象可算作

洪水来源于东方的印证②。那么这片水体究竟形

成于何时？万历 《太原府志》的一处记载颇值得

注意：

　　贡 院，府 东 南，城 隅。……正 统 十 年

建，在迎泽门东、承恩门西，面城背水，形

势崇高。③

引文中 “面城背水”四字应引起充 分 重 视，

从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多种大比例尺太原城区图来

看，贡院正门南对太原城之南城墙，所背对的水

体正是文瀛湖。这说明至晚在明代前期的正统年

间，文瀛 湖 水 体 就 已 存 在。正 统 十 年 系 公 元

１４４５年，则这片 水 体 至 少 已 有 近６个 世 纪 的 历

·７２１·

①

②

③

洪武 《太原志》，李裕民辑： 《山 西 古 方 志 辑 佚》，

内部资料，１９８５年印行，第３４页。

参见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行政课绘制：《山西省太原

市详图》，１９２９年绘，收入地图资料编纂会编：《近代中国

都市地图集成》，（东京）柏书房，１９８６年，第１４页。
［明］关廷访修，张慎言纂：万历 《太原府志》卷

６ 《衙署》 “贡 院”条， （太 原）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１
年，第２２页。



史。不过，它见诸史籍的首个名号却是 “海子”
而非 “文 瀛 湖”，时 间 则 要 降 至 明 清 鼎 革 之 际。
顺治 《太原府 志》载，１６４４年 八 月 李 自 成 农 民

军太原守将陈永福在城内 “大索一日，得 （晋王

府宗支）千余人，杀于海子堰闲宅后”①。“海子

堰”正是今 文 瀛 湖 一 带 的 最 早 称 呼。 “堰”者，
拥水之堤坝也，这也显示出有明一代文瀛湖水体

时常泛滥的史实。
约略在明末清初之际，文瀛湖水体的名号进

一步丰富起来，由先前的 “海子”细化为 “长海

子”和 “圆海子”，“文瀛湖”之名也正式出现，
时指 “圆海子”。史籍对此记载说：“长海子，在

贡院右；圆海子，在贡院后，……裴通政更名为

文瀛湖。”② “裴通 政”指 的 是 太 原 人 氏 裴 希 度，
其生活的时代正在明末清初之际③。将这一长一

圆的水体形态与今天相互比对，可以推想，今日

文瀛湖水体的形态特征最晚在明末清初之时已大

体奠定。不过，清代初年的这两片水体仍不时发

生水溢害民的事件，其中以圆海子更为常见，康

熙 《阳曲县志》载称： “圆海子，……国初水势

寝大，毁 垫 民 居。”④ 这 时，太 原 知 府 王 觉 民⑤

采取了疏通圆、长二海子并引水出城以入汾河的

治理举措，“知府王公觉民捐俸挑通文昌庙后积

土，引 （圆海子）水入长海子，又寻南城墙古水

口，疏通 导 水 入 汾，民 获 安 址”⑥。王 觉 民 的 这

次治理行动，是文瀛湖水体变迁史上的大事，它

使得南北两海子由先前的各自独立一变而为水体

相通的循环系统。
降至清代中后期，多种太原城区街巷地图次

第问世，我们藉此得以一窥当时的文瀛湖水体形

态。最早的两种太原街巷图分别编绘于道光中期

和光绪前期，细阅之后发现，这两幅地图中的文

瀛湖水体形态与今天明显不同，它们因均系采用

中国古代传统绘图法绘制而成，故而并不能准确

反映当时的实况⑦。历史上第一幅现代意义上的

太原城市 地 图 绘 制 于 光 绪 三 十 一 年 （１９０５年），
此幅地图中的文瀛湖形态已与今天几乎完全相同

了 （参 见 图２）⑧。有 资 料 记 载 称： “文 瀛 湖，
……周约三里，形似葫芦，中隔状元桥分为南北

二海，北大南小，南湖别名放生池，两湖均深丈

许。”⑨ 这则文 献 虽 产 生 于 民 国 时 期，但 应 当 也

反映了清代传统时期的实况。

２．滨水建筑的营造

明清传统时代文瀛湖周边是怎样的 状 况 呢？

今天追溯起来，贡院、文昌行宫、纯阳宫是三处

必须提及的建筑空间。贡院坐落于文瀛湖之南，
乃是山西一省乡试的所在地，是明清山西举办抡

才大 典 的 中 心。它 始 建 于 明 正 统 十 年 （１４４５
年），初创之时，“周围二 ［四］百一十三步，地

为亩四十七有 奇”瑏瑠，规 模 并 不 算 宏 敞；士 子 们

应举专用的号舍起先以木板为之，隆庆四年 （庚
午，１５７０年），地方官因担心火灾的发生而改为

砖砌；至万历元年 （癸酉，１５７３年），复就太原

南城壁 “起登仙桥”，由此 “规制备极壮丽，无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清］佚名纂修：顺 治 《太 原 府 志》卷２ 《灾 异》
“宗侯就义”条，是志 因 附 于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点 校 本 万

历 《太原 府 志》之 后，故 请 参 见 万 历 《太 原 府 志》，第

４７７页。
［清］戴梦熊修，李 芳 蓁 等 纂：康 熙 《阳 曲 县 志》

卷２ 《方舆志·山川》“长海子”、“圆海子”条，康熙二

十一年刻本，第１１页。
［清］李 培 谦 等 修，阎 士 骧 等 纂：道 光 《阳 曲 县

志》卷１３ 《人物列传》“裴希度”条载：“裴希度，字晋

卿，崇祯甲戌进士，……贼 陷 太 原，母 范 太 夫 人 殉 难 于

城之东 北 隅 别 墅 井 中，希 度 恸 念 母 节，舍 别 墅 为 报 恩

寺。服除，巡 视 漕 运，……升 大 理 寺 右 丞，转 左 寺 丞，

擢通政司参议，致 仕 归，闭 户 课 子 读 书，年 六 十 三 卒”。

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３７—３８页。

康熙 《阳 曲 县 志》卷２ 《方 舆 志·山 川》 “圆 海

子”条，第１１页。
［清］费 淳 等 纂 修：乾 隆 《太 原 府 志》卷３１ 《职

官·知府》“王觉民”条载：“王觉民，贡生，顺治十七

年任，江南颍上人”。乾隆四十八年刻本，第１５页。

康熙 《阳 曲 县 志》卷２ 《方 舆 志·山 川》 “圆 海

子”条，第１１页。

道光 《阳曲县 志》卷３ 《建 置 图·街 巷 图》，第８
页；［清］张德润绘制：《山西省城街道暨附近坛庙村庄

图》，光绪 前 期 （１８８１—１８８６年）绘，收 入 林 天 人 编 撰：
《皇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 （台 北）
“中央”研究院数字文化中心，２０１３年，第３５３页。

参见 ［清］杜联瑞绘制：《山 西 省 城 全 图》，光 绪

三十一年绘，收入 郑 锡 煌 主 编： 《中 国 古 代 地 图 集：城

市地图》，（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６页。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１编 《地理·太原之

湖海》，（北平）北平民社，１９３５年，第６页。

万历 《太原府志》卷６ 《衙署》“贡 院”条，点 校

本，第２２页。按，原书中言贡院 “周围二百一十三步”，

但康熙 《阳曲县志》卷３ 《公署》“贡院”条、道光间举

人李德溥所撰 《贡院号 舍 记》 （载 道 光 《阳 曲 县 志》卷

１５ 《文征上》）均言周围 “四 百 一 十 三 步”，再 参 考 光 绪

三十一年 《山西省城全 图》中 所 显 示 的 占 地 规 模，当 以

“四百一十三步”为是。



图２　清代传统时期海子边及附近地区空间结构示意图

说明：底图采自 ［清］杜联瑞绘制：《山西省城全图》，光绪三十一年绘，收入郑锡煌主编：

《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６页。

以复加”①。进入清代，贡院内建有号舍４０００余

座，规模 已 经 颇 为 可 观，后 又 经 地 方 官 不 断 添

建，号舍 数 量 增 至６０００余 座。降 至 道 光 初 年，
贡院颓败不堪，“东西号舍地基不平，东号前低

后高，西号 前 高 后 低，时 逢 阴 雨，流 水 灌 入 号

舍，碍难存 身，且 号 舍 又 低 且 狭”，亟 需 整 修。
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年），山西布政使叶氏听纳多位

士绅的呼吁，采取阖省士子捐修的办法着手贡院

修整，平整地基、将旧号舍全行拆毁新建，截止

道光五年 （１８２５年）六月，共新建号舍６９００余

座，费银３万 余 两。但 至 道 光 八 年 （１８２８年）
时，由于应试者的增加，号舍数量仍显紧张，于

是再行添建１０９０座， “前后约八千号舍”②。可

以看出，至道光年间，山西贡院已经达到相当庞

大的规模。从光 绪 三 十 一 年 （１９０５年）编 绘 的

《山西省城全图》中，我们能够直观认识到，贡

院正门南 开，面 对 南 城 墙，背 对 文 瀛 湖，万 历

《太原府志》记载其 “面城背水”，看来这一格局

是贯穿于明清两代的；就规模而言，它乃是城内

东南隅 占 地 面 积 最 大 的 建 筑 空 间 （参 见 图２）。
可以想象，每逢举办乡试之时，贡院及其周边必

是一派人头攒动、士子云集的壮观场景。
文昌行宫位于贡院西侧、文瀛湖长海子的西

南岸 （参见图２）。其具体创修时间已无从查考，
万历 《太原府志》未见记载，而在康熙 《阳曲县

志》中已经著录③。众所周知，文昌信仰的兴起

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相伴相生，关系极其

密切。而地方官缘何于文瀛湖畔创建文昌行宫？

笔者认为这与古人的风水观念有直接关联。他们

认为文运兴衰与水体盈缩有对应关系，水盛则文

兴、水涸则文衰④。道光 《阳曲县志》记载文瀛

湖时说：“相传科年水盛，邑中中者必多”⑤，正

是点明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所以，水域浩瀚的

文瀛湖极可能是吸引文昌行宫创建于此的关键。
清代的地方官于每月的初一与十五日例行在此行

香祭祀，届时他们在文瀛湖畔虔诚致祭⑥，祈祷

阳曲一邑士子高中科榜，文风昌盛。
纯阳宫坐落于贡院之东，文瀛湖东南岸，面

积远较贡院为小，但又明显大于文昌行宫 （参见

图２）。相较于文昌行宫，纯阳宫的创修时间则有

明确记载。康熙 《阳曲县志》载云： “（纯阳宫）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万历 《太原府志》卷６ 《衙署》“贡 院”条，点 校

本，第２２页。
［清］李德溥：《贡 院 号 舍 记》，道 光 《阳 曲 县 志》

卷１５ 《文征上》，第６１—６４页。

参见康 熙 《阳 曲 县 志》卷５ 《礼 祀》 “文 昌 庙”

条，第６页。凡有 六 处，坐 落 于 “前 所 街”上 者 乃 是 此

文昌庙。

康熙年间阳曲县 教 谕 李 方 蓁 记 载，知 县 戴 梦 熊 重

建南关顺城门外的文 昌 阁 时，就 引 述 堪 舆 家 之 言，大 谈

文昌阁与水 体 的 密 切 关 联。参 见 ［清］李 方 蓁： 《重 建

文昌阁 记》，康 熙 《阳 曲 县 志》卷１４ 《艺 文 志·碑 记》，

第６７—６８页。

道光 《阳曲县志》卷１ 《舆地图上·八 景》“巽 水

烟波”条，第１７页。

康熙 《阳曲县志》卷８ 《礼书》“文 昌 庙”条，第

２５—２６页。



在贡 院 东，明 万 历 二 十 五 年 朱 新 场、朱 邦 祚

建”①，两位朱姓乃是生活于太原城内的晋王府宗

室。纯阳宫又称吕祖庙、吕仙阁，内中供奉道士

吕洞宾。康熙年间的史料称该地 “景致幽雅，颇称

胜境”②，道光年间的文献载 “其前后规画布置迥

异凡工，亭洞幽曲，至今称胜地”③，可见是太原

城一带十分闻名的游赏去处。明代有一首诗歌咏唱

纯阳宫，其言曰： “嚣尘不到处，碧洞可栖霞，白

鹤时临水，青猿独卧沙，古松邀月隐，修竹弄风

斜，闲共山人语，清幽兴最赊”④，别有一番跳脱

凡尘的超然之趣。清代中期的地方官已经注意到纯

阳宫紧邻文瀛湖的区位优势，对其作了进一步的景

观营建。史载：“乾隆间郡守郭晋面文瀛湖建巍阁

三层，延邑人曾召南督工”⑤。很显然，太原知府

郭晋在纯阳宫北侧修建三层楼阁之举，正是基于登

高北眺文瀛湖之便而做的。作为幽雅胜景的纯阳宫

还进入了清代小说中。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年）魏秀仁

在太原知府保龄家中坐馆授徒期间创作了五十二回

的长篇小说 《花月痕》，内中有大量关于太原城市

空间的描述，其记载纯阳宫说：

　　原来这纯阳宫正殿以后，四围俱系砖砌

成阁，阁 分 三 层：上 层 左 临 试 院，万 片 鱼

鳞；右接东城，一 行 雉 堞；远 则 四 围 山 色，
万井人烟；近则数亩青畦，一泓绿水。中层

为上下必由之道，两边石磴各数十级。下层

做个月洞，系出入总路。⑥

引文完全以写实的笔法将郭晋创修的三层楼

阁作了 十 分 精 细 的 描 绘，站 在 楼 阁 顶 层 举 目 北

望，那映入眼帘的 “一泓绿水”正是文瀛湖。

３．水体周边的民众生活

明清传统时期文瀛湖一带的民众生活与水体

本身的优美程度以及周遭建筑—主要是贡院—的

功能特点有着紧密关联。可以设想，面积可观的

水体存在于降水相对稀少、人口相对密集⑦的太

原城内，必定会对普罗大众产生莫大的吸引力。
事实正是如此，明清时代尤其进入清代之后，文

瀛湖已称得上风景优美之地，成为城内重要的游

赏空间。这是有多方面证据作支撑的。首先，文

瀛湖水体在康熙年间成为阳曲新 “八景”之一—
巽水烟波。康熙 《阳曲县志》记载说：

　　巽水烟波：在城东南隅，水平浪静，云

树苍霭，遇雨增高，大鱼出没，令人有濠濮

间想。⑧

引文除揭示出文瀛湖水体因接纳周边雨洪而

有时涨高之外，更显示出这里草树依依、云雾缭

绕、湖鱼悠游的诱人美景。其二，清代小说 《花
月痕》也对文瀛湖有细致描述：

　　 （韩荷生）走到东南城根边，遥见一带

波光，澄鲜如镜，掩映那半天楼阁，俨如一

幅画图。…… （纯阳宫）墙外是大池，纵横

十亩，绕着水是绿柳成行，黄鹂百啭，便觉

心旷神怡。……荷生缓步走到堤边，看那游

人垂钓。忽听阁上数声清磬，度水穿林，更

觉涤尽尘心，飘飘意远。⑨

《花月痕》中的文瀛湖水平如镜，水 滨 遍 植

垂柳，垂钓之人悠然自得地静待鱼儿上钩，“缓

步”、“心旷神怡”、“飘飘意远”等词汇描绘出一

幅远离尘嚣的、慢节奏的城市生活图景。这虽是

小说主 人 公 韩 荷 生 的 切 实 体 感，但 笔 者 完 全 相

信，小说作者魏秀仁必定是文瀛湖的常客，此段

文字反映 的 乃 是 魏 氏 对 这 一 滨 水 地 带 的 真 实 感

受。再者，清代已多见描写文瀛湖的诗作和竹枝

词，从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感知清代传统时期文

瀛湖的景观特点，以三首竹枝词为例：

　　一泓积水碧粼粼，海子东边柳色新。莫

是蓬莱清浅处，春来偏有钓鱼人。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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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阳曲县志》卷５ 《寺 观》 “纯 阳 宫”条，第

２３页。

康熙 《阳曲县志》卷５《寺观》“纯阳宫”条，第２３
页。

道光 《阳曲县志》卷１《舆地图上·城内寺庙》“纯
阳宫”条，第２３页。

［明］朱求桂：《纯阳宫》，见道光 《阳曲县志》卷１
《舆地图上·城内寺庙》“纯阳宫”条，第２４页。

道光 《阳曲县志》卷１《舆地图上·城内寺庙》“纯
阳宫”条，第２３—２４页。

［清］魏秀仁：《花 月 痕》第８回 《吕 仙 阁 韩 荷 生

遇艳并州 城 韦 痴 珠 养 疴》， （北 京）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８２年，第４９页。

笔者此 处 之 所 以 用 “相 对”一 词 有 两 方 面 考 虑，

一是相较于村镇、县城，作 为 省 府 的 太 原 的 人 口 数 量 要

大得多；其二，但相较于民国 时 期，明 清 时 期 的 太 原 城

市人口却远不及之。

康熙 《阳曲县志》卷２ 《古迹·八 景·新 增 八 景》
“巽水烟波”条，第１８页。

［清］魏秀仁：《花 月 痕》第８回 《吕 仙 阁 韩 荷 生

遇艳并州城韦痴珠养屙》，第４９页。
［清］崔旭：《太 原 杂 咏》，丘 良 壬 等 编：《中 华 竹

枝词全编·山西卷》，（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４３６页。



　　文瀛湖上柳枝多，文瀛湖头浸碧波。半

渡斜阳浑不灭，疏疏篱落挂渔蓑。①

三月冰开湖水流，文瀛湖水碧于油。春

水没个浣纱女，应改湖名是莫愁。②

第一首的作者崔旭是嘉庆年间人士，第二首

作者为王锡纶 （１８０９—１８７８年），生活于道咸年

间，第三首的作者林芬亦生活于道咸年间但稍晚

于王锡纶。三首竹枝词所吟咏的景观元素存在很

大的共通性，碧水、湖柳均有涉及，垂钓者也多

有提及，这与上文 《花月痕》所载是一致的。嘉

道年间斌良 （１７８４—１８４７年）作诗曰：“悠然眼

底靴纹平，澄湖裴子夸文瀛。衣香人影 大 堤 曲，

仿佛上河图清明。柳眠可有佃渔集，林邃堪偕鸥

鹭盟。偶发狂言述覼缕，名胜何凭侈众口。兰亭

梓泽亦 等 闲，收 入 篇 章 景 希 有。使 君 游 目 过 褰

裳，此阜图 经 传 不 朽。”③ 该 诗 对 文 瀛 湖 虽 有 过

誉之嫌，但其确为风景佳地还是不容否认的。

文瀛湖的优美景致所吸引的绝不仅仅是垂钓

者与零散式的赏景之人，其旁侧占地规模可观的

贡院的存在，使得应试举子成为活动于该地的另

一类十分重要的社会人群。这首先体现在文献对

文瀛湖得名的记载上。史称：“圆海子，裴通政

更名为文瀛湖，因密迩文场，士子多游览其上故

耳”④。今天坐 落 于 南 北 两 海 子 之 间 以 沟 通 东 西

往来的状元桥，在清光绪前期绘制的 《山西省城

街道暨附近坛庙村庄图》中已经标示，之所以名

为 “状元桥”，并非如 民 间 所 言 是 唐 代 狄 仁 杰 曾

在此地游赏，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其得名来由实

际是因水体紧邻贡院、士子多游览其上之故。实

际上，清代多首关于文瀛湖的诗作正是前来贡院

应举的士人所写，上文提及的王锡纶即是其中的

一位。王氏乃是山西忻州人，诸生，曾官临汾训

导，文献记载他 的 人 生 际 遇 时 说： “久 历 名 场，

郁郁不得 志”⑤，指 的 就 是 王 氏 多 次 赴 省 垣 贡 院

应举之 经 历。王 锡 纶 另 有 两 首 有 关 海 子 边 的 诗

词，一首诗作称：“遥指家乡百里外，那堪春色

二分初，浮屠静影停红日，海子波澄映碧虚。”⑥

另一首说：“此地经行惯，到眼多清瞩，春水正

弥弥，如皱 绮 纹 蹙。”⑦ 从 诗 句 来 看 显 然 是 他 来

太原应举期间游赏文瀛湖的作品。总之，明清传

统时代贡院紧邻文瀛湖的区位特点，决定了这一

方滨水空间带有突出的科举文化特征。

三　晚清民国时期的海子边

（１８８５—１９３７年）

　　１．晚清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与海子边的

空间营建

晚清民国时期太原城的发展进入了 加 速 期，
尤其是光 绪 三 十 三 年 （１９０７年）正 太 铁 路 的 全

线通车，太原被纳入了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城市

体系。经 过１９１０年 代 的 动 荡 期，１９２０年 代 至

１９３０年代 前 半 期，山 西 政 治 形 势 相 对 稳 定，阎

锡山政 府 较 为 重 视 市 政 建 设，太 原 城 市 发 展 迅

速，这从 城 市 人 口 的 增 长 方 面 即 可 体 现 出 来。

１９２８年 时 全 城 有 ７７８９９ 人，１９３１ 年 增 加 至

８８６７５人，１９３３年迅速增至１２１７７９人，至１９３５
年，太原城市人口 已 达１４３６２５人，七 八 年 之 间

增加几近一倍，“良以太原各项建设正方兴未艾，
省内人口咸向省会流动，故年有增加”⑧。

具体到城市街巷而言，整个太原城最为繁华

的去处 是 以 桥 头 街、柳 巷、钟 楼 街 为 中 心 的 倒

“丁”字形地带。实际 上 这 一 带 在 明 清 时 期 并 不

十分繁华，只是 因 为 光 绪 十 二 年 （１８８６年）汾

河大水将城南及城外大南关一带的商业区冲毁，
商贾 才 逐 渐 向 桥 头 街、柳 巷、钟 楼 街 一 带 迁

移⑨。桥头街在民国时期店铺林立、商业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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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锡纶：《三晋竹枝词》，氏撰：《怡青堂诗二刻》

卷１，咸丰年间刻本，第４页。收入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６３３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１２页。
［清］林芬：《晋 阳 竹 枝 词》，丘 良 壬 等 编：《中 华

竹枝词全编·山西卷》，第４４９页。
［清］斌 良： 《陟 试 院 后 土 山 望 文 瀛 湖》，氏 撰：

《抱冲斋诗 集》卷２２，光 绪 五 年 刻 本，第１０页。收 入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５４４册，第５７８页。

康熙 《阳曲县志》卷２ 《山川》“圆 海 子”条，第

１１页。

参见 “王锡纶”作者小传，载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６３３册所收录王锡纶撰 《怡青堂诗集》之扉页。
［清］王锡纶：《登 太 原 城 楼》，氏 撰：《怡 青 堂 诗

集》卷１，民国间铅印本，第１８页。收入 《清代诗文集

汇编》第６３３册，第２６５页。
［清］王锡纶：《文瀛湖》，氏撰：《怡青堂诗集》卷３，

第１３页。收入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６３３册，第３０６页。

实业部国 际 贸 易 局 编： 《中 国 实 业 志·山 西 省》，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影印１９３７年本 （书 名

易为 《民国山西实业志》），第５页。

转引自李小强编著：《太 原 竹 枝 词 注 释》，（太 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６页。



图３　１９３０年代海子边及附近地区空间结构示意图

说明：本图摹绘自山西省会公安局编纂：《山西省太原市全图》，（太原）山西书局，１９３６年印行。

据１９３４年的统计，该街有各类商号３７家①，人

流量很大，有竹枝词形容说：“桥头街上马路长，
夹道商号建洋房，来往行人如蚁聚，东洋车去响

叮当。”② 由桥头街西首北转为柳巷，在１９３４年

的统计中，柳巷有商号４２家，以靴鞋店 铺 为 最

多 （６家）③。一 首 民 国 时 期 的 竹 枝 词 如 此 描 述

柳巷一带：“柳巷街南羊市东，步云鞋式制殊工，
背里试看众游 女，六 寸 圆 肤 骨 肉 丰”④，描 绘 了

众多女 性 在 柳 巷 一 带 光 顾 鞋 店、争 相 购 买 的 情

景。桥头街经柳巷南口继续西行即钟楼街。１９３４
年时该街有４５家 商 号，其 中 以 津 货 行 （９家）、
理发馆 （５家）、照相馆 （３家）为多，同样是整

日车水马龙的繁盛气象⑤。此外，大中市场、开

化市场也是 城 市 繁 华 的 所 在。１９２０年 代 阎 锡 山

重视太原市政，开辟模范商场，报纸载： “所谓

模范商场者，一为大中寺，一为开化寺，面积最

大，居城之中心，建筑新式，洋房布置取法北京

之 劝 业 场。……模 范 商 场，太 原 商 业 之 中 心

也。”⑥ 有竹枝词形容开化市场说：“开化市场最

有名，华洋货物供经营，花团裙帽时妆品，惹得

情郎拾碎 琼。”⑦ 另 有 竹 枝 词 描 述 大 中 市 场 的 澡

堂业说： “欲 洗 嚣 尘 有 妙 方，大 中 市 内 涤 圆 塘，
消烦除 垢 清 心 脾，神 采 风 流 步 谢 王。”⑧ 值 得 重

视的是，上述街区均与海子边相隔极近。桥头街

坐落于海子边的北侧，自街道中部南转即可到达

海子边，因此，桥头街、柳巷、钟楼街上的庞大

人流能够很近捷地流向海子边；开化市场就位于

海子边西侧，两者距离仅有３００余米；大中市场

距离稍远，但其与钟楼街直接相通，交 通 方 便。
总之，晚清民国时期的海子边坐落于太原城内商

业中心区的东侧，这使得海子边一带极易形成可

观的人流 （参见图３）。
再进一步具体至海子边，可以发现，其周遭

建筑布局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

文瀛湖北岸修建起劝工陈列所，时间在光绪三十

二年 （１９０６年），乃 是 清 末 “新 政”的 产 物。
《清德宗实录》记载山西巡抚恩寿奏文称：“劝工

为当今要政，拟就省城文瀛湖地方，开 辟 商 场，
建设工厂，采列全省矿质，以资化验，其外省外

洋天产品、美术品，均酌购罗列，以供众览。下

商部知 之。”⑨ 此 后 工 厂 未 见 修 建，而 劝 工 所 却

很快在文瀛湖北侧屹立起来，其 “馆内宏阔，建

筑高雅”瑏瑠，是海 子 边 一 处 十 分 重 要 的 建 筑。进

入民国，劝工陈列所改称 “国货陈列馆”。当时

的一首竹枝词曰：“土著丝绵不算优，五金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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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强编著：《太原竹枝词注释》，第１６页。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９编 《题名录·太原

市各行商号题名》，第１５９—１８１页。

欧沧：《模范省市政一斑》，《申报》１９２２年２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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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清 实 录》第５９册， （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７年，

影印本，第４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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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之国货陈列馆》，第１４９页。



甲全球，楼中陈列千般样，采撷精华富九州”①，
显示出该建筑面向普罗大众的展览功能长期延续

着。劝工陈列 所 左 侧 紧 邻 太 原 市 政 公 所，１９２１
年成立，乃是太原城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的市政

管理机 构，１９２７年 太 原 市 成 立，此 建 筑 改 为 市

政科办公之地。由劝工陈列所沿圆海子东南行，
至水 体 的 正 东 部，乃 是 自 省 堂 的 所 在，建 于

１９１７年。由 自 省 堂 沿 湖 南 行，到 达 纯 阳 宫。有

两首民国竹枝词形容说：“城南有座纯阳宫，治

病活人秉大公，香火炉中烟不绝，青楼早晚拜仙

翁”②、“争赴纯阳祈神恩，痴男怨女种情根，拈

香展拜谁家女，秘 祷 哝 哝 听 不 真”③。另 一 则 资

料称：“朔望日 （纯阳宫）香火之盛，全省首屈

一指”④，可见 民 国 时 期 的 纯 阳 宫 依 旧 是 香 火 旺

盛、士女 云 集 之 处。纯 阳 宫 西 侧 原 是 贡 院 的 所

在，但晚清时期废科举、兴学校，贡院被山西公

立中学校代替，面积１５０余亩，后又改为晋阳中

学堂、山西 省 立 模 范 中 学 堂，１９１３年８月 再 易

名为山 西 省 立 第 一 中 学 校，１９３７年 太 原 沦 陷，
学校迁散停办⑤。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隔长海子

相望的是佛教会，创立于民国前期，乃是太原一

带举办佛事活动的中心之一。由佛教会北行，横

穿小 袁 家 巷，即 是 山 西 省 教 育 会 的 所 在，于

１９１２年９月成立。１９１９年山西省 教 育 会 承 办 全

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美国教育家杜威、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教育家经亨颐等均曾莅临此

地⑥。综合来看，海子边附近的众多建筑—如劝

工陈列所、自省堂、纯阳宫等—多为公共或半公

共空间，这对于海子边社会功能的生成有重要意

义 （参见图３）。
晚清民国时期直接针对海子边的景观营建行

动也渐趋多了起来。首次景观建设出现在光绪十

一年 （１８８５年）。是 年，山 西 冀 宁 道 官 员 连 甲

“在湖周围安设简易木栅栏，在湖中放置小船只，
又于北湖东南建起一座影翠亭，使之略具公园雏

形”⑦。这一资 料 乃 是 笔 者 转 引 今 人 论 著 而 来，
不知其引自何种文献，但从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杜联瑞所绘 《山西省城全图》来看，上述营

建是完全属实的。在此图中，环绕北湖一周的栅

栏状地物清晰可见，北湖东南角一红方块符号，
代表的正是影翠亭⑧。民国建立之后，因长期未

见整修举动，海子边一带已十分破败，有史料记

载此时的状貌说：“省垣劝工陈列所面小湖曰文

瀛。湖畔略具亭台杂树，风景颇佳。惟以岁久失

修，荒烟 蔓 草，触 目 皆 是”⑨。民 国 二 年 （１９１３

年），以地理相近，劝工陈列所所长刘世祥遂大

加整理：

　　请于官厅，辟 全 湖 为 公 园，设 备 游 船、
钓矶、莲 花、花 畦，以 及 东 洋 井、照 相 馆、
茶肆、饭 庄 等 项，匠 心 经 营，孜 孜 惟 恐 不

及。一时名宿多以楹联点缀其间，以博游人

之盛。为前此所未有，洵胜地也。瑏瑠

这实为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整治行动。不

仅提升了海子边的景观效果，而且还设置供游园

民众歇息、聊天之用的茶摊和饭庄，其中的诸多

配置带有明显的近代特征，如东洋井、照 相 馆。
经过这次营建，海子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性

的 “公园”—文 瀛 公 园。降 至１９２０年 代 初 期，
海子边曾经又有一次整修，《申报》记载：“公园

为正当娱乐之场所，民初海子边本有一区，嗣因

游人稀少，榛莽荒芜。阎氏乃于文瀛湖陈列所附

近，斩 棘 辟 芜，杂 莳 花 木，作 为 公 众 娱 乐 之

所”瑏瑡，可见此 次 修 整 地 点 集 中 于 文 瀛 湖 北 侧。

１９２０年代初期的另一则史料载 “文瀛湖边公园，
夏季开 放，任 人 入 览 纳 凉，不 取 进 门 费”瑏瑢，这

说明当时的文瀛公园是完全开放性的公共空间。

１９２８年，响应 全 国 性 的 中 山 公 园 建 设 运 动，文

瀛公园改名 “中山公 园”。此 后 未 再 见 较 大 规 模

的营建行动。《太原指南》一书出版于１９３５年，
由该书我 们 可 获 知 抗 战 爆 发 前 海 子 边 的 空 间 结

构：文瀛湖东岸设有讲演亭、体 育 场、滑 冰 场、
说书场，夏天之时还设有茶社、中西餐馆；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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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影翠亭，冬季则设溜冰场；北岸有新建的六

角亭、喷水铜像等，再向北则为太原公会、一二

一八惨案纪念碑亭；西门内有说书场、茶 点 社、
小餐馆等；南湖岸畔有坤书场、小唱馆等①。可

以看出，这时海子边在此前历次建设的基础上又

增加 了 诸 多 新 的 元 素，空 间 结 构 已 相 当 多 元、
复杂。

２．海子边的民众生活

晚清民国时代的海子边已经成为太原城区位

居首位的民众游赏空间。民国时期太原向有 “抽
的顺风烟、看的丁果仙、逛的海子边，赛过活神

仙”的民谣，这揭示出尔时太原民众日常生活的

重心所在，海子边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自

明。一首民国早期的诗作描绘了春日雨后海子边

的旖旎之态：“湖色清且静，楼台变水晶，时有

新来燕，点 水 戏 不 鸣，盘 绕 相 上 下，与 水 如 有

情，春寒 惹 烦 恼，好 景 娱 我 心”②，此 时 的 海 子

边给人一种别样的清幽之感。另一首竹枝词记述

了春日里妇女游逛海子边的情状：“娉娉袅袅丽

人行，结伴当街雁字横，说道春来风光好，相将

携手到文 瀛”③，诗 作 将 年 轻 妇 人 结 伴 同 游 文 瀛

湖的美丽姿态刻画地细致、逼真。夏日的海子边

是一年中最具游赏价值的时段。盛夏黄昏，红霞

满天，凉风习习，是一日中游赏的高潮期，有史

料载：“夏间夕阳西沉，红霞映于水面，游人噪

杂之音微，鼓姬入韵之声息，凉风扑面，明月在

天，游此 者 心 旷 神 怡，不 辨 天 上 与 人 间 也”④。
夏日里每逢北湖中的荷花盛开，更是成为吸引民

众前往游观的重要景观元素。不少诗文的主题均

涉及文瀛湖观荷，有两首竹枝词如是称：

　　流连风景引情赊，晋祠归来日未斜。说

道晚凉还有事，文瀛湖畔看荷花。⑤

去鬟新绾玳瑁玉，露出葇荑玉不如。罗

袜高悬红映肉，状元桥畔看荷花。⑥

文瀛湖中大鱼出没，临湖垂钓也成为很多民

众的休闲方式，有竹枝词说：“何处垂杆学钓徒，
皇华馆外文瀛湖，湖心水绿莲三丈，叶底深藏一

尺鱼”⑦。早在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年）文瀛 湖 首

次营建时，就于湖中置小舟以备游观，文瀛荡舟

于是成为普罗大众的重要游玩方式，一首竹枝词

说：“小小渔舟荡水涯，游人直欲泛仙楂，轻摇

片桨湖 中 去，放 棹 归 来 日 影 斜”⑧。夏 去 秋 来，
中元节文瀛湖放灯远近驰名，吸引大批民众前往

观览。中元节在佛教中为盂兰盆节，此日佛教徒

要举行为亡灵超度的法会，其方式便是放河灯，

在太原城区放河灯的地点就在文瀛湖上，这与佛

教会坐落于文瀛南湖旁侧有直接关系。人们 “于
文瀛湖内燃放河灯，超度亡人，故每年是日下午

五时之后，中山公园游人如织，拥肩接踵，参观

放灯，至十时以 后 始 息”⑨。涉 及 这 一 游 赏 内 容

的诗作甚多，现择两首竹枝词如下：

　　乐奏湖边昼已昏，佛家盛会盂兰盆。如

云士女看超度，万点河灯逐浪翻。瑏瑠

中元令节放河灯，文瀛湖上影层层。俗

人不解新秋味，偏爱肩摩汗气蒸。瑏瑡

两首竹枝词将中元节之夜万众麇集海子边观

赏河灯的盛况形象地描绘了出来。时至冬季，万

物肃杀，文瀛湖面结冰，人们因地制宜设置溜冰

场。１９３０年代海 子 边 曾 经 举 办 过 一 次 大 规 模 的

化妆溜冰大 会，具 体 时 间 在１９３４年２月１日。
本来原定１月３０日 “在中山公园溜冰场举行”，
但因当日天气太暖，冰不坚固，遂推迟至２月１
日，此日 “文瀛湖 （冰场）上烟气弥漫，银光耀

目，摩登男女、踏雪冒寒到场观光的约有二三千

人”瑏瑢。
汇聚于海子边的游客同时也是庞大的消费群

体，这时的海子边遂成为很多民众赖以谋生的重

要场所。首先，不少商家看中了海子边蕴藏的巨

大商机，他 们 在 此 开 设 起 为 数 众 多 的 店 铺、摊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４编 《名胜古迹·中

山公园》，第７３页。

张恒寿：《文瀛湖雨晴早望》，载氏撰：《龙泉室旧

体诗存》，（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页。

慎之：《太原竹 枝 词 三 首》之 一，《采 社 杂 志》第

１１期 （１９３４年），第８６页。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４编 《名胜古迹·中

山公园》，第７３页。

李小强编：《太原竹枝词注释》，第６页。

李小强编：《太原竹枝词注释》，第１０页。

李小强编：《太原竹枝词注释》，第７页。

李小强编：《太原竹枝词注释》，第９页。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７编 《风俗习尚·岁

时俗尚》，第１３７页。

卫临雍： 《太 原 竹 枝 词 八 首》之 一， 《采 社 杂 志》

第４期，１９２９年，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高福全：《太 原 竹 枝 词》之 一， 《采 社 杂 志》第８
期，１９３１年，第２页。

《太原 空 前 壮 举，文 瀛 湖 上 举 行 化 妆 溜 冰 大 会》，
《益世报》１９３４年２月６日。



点，如茶社、餐馆、冰激凌馆等①。其中最为常

见的是茶点社和小餐馆，在文瀛湖的东、西两岸

均有分布。茶点社中最有名的是１９３３年 开 业 的

“民 众 茶 社”，茶 资 低 廉，茶 社 内 “规 定 某 时 讲

演，某时 说 书，以 娱 来 者”②；小 餐 馆 则 经 营 多

种日常小吃，价位低廉。其次，海子边还是各色

艺人在太原城内最为集中的地方。坤书场通常设

立在长海子附近，夏日午后，坤书艺人会为游园

者表演各种戏曲，并提供干果与茶水③。说书场

在海子边的东、西、南三面均有设立，可观的人

流吸引了不少说书人前来献艺谋生④。海子边也

有专门的相声场，艺人不少，譬如在民国中后期

较出名 的 艺 人 是 夏 福 义，擅 长 说 长 篇 单 口 相 声

《马寿出世》、《康小八出世》，对口相声 《戏迷药

方》、《戏迷传》等；还有来自北京的庞子泉，能

说长篇单口相声 《满汉斗》、《九头案》等，常与

夏福义合作⑤。总之，我们称民国时代的海子边

为百业杂陈之处、三教九流汇聚之所是毫不为过

的。一则１９４５年的 资 料 载： “说 到 海 子 边 的 性

格，确是有点像北京的夏之什刹海，不过没有它

的青美而安静。它又有点像天桥，不过又稍稍带

点公园的 风 味，确 又 不 可 与 天 桥 同 时 而 语”⑥，
在这位作者的眼中，太原的海子边虽然无法与北

京的天桥相比，但确是有几分神似的。
比游赏胜地、谋生之所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海子边作为晚清民国时期太原城内最为重要的集

会中心的角色。“此海子胜地，春秋佳日，何以

盛会独多”⑦，这是１９２０年一位 《申报》记者发

出的感慨；又如一首竹枝词所称：“群众示威海

子边，呼声喊起势翻天，游街岂是应酬事，打倒

军阀口头 禅”⑧，两 则 资 料 皆 显 示 出 民 国 时 期 人

们对海子边集会行动的深刻印象。缘何这里会成

为太原 城 的 集 会 中 心 呢？原 因 不 出 以 下 三 个 方

面。其一，海子边一带是太原城市人口的密集分

布区，也是流动人口的聚集区，数量庞大的人流

量显然十分 适 合 集 会 宣 传 的 需 要。１９３５年７月

的人口 统 计 资 料 显 示，此 时 太 原 城 市 人 口 共

１４３６２５人，其 中 海 子 边 所 在 的 第 一 区 有３４３５２
人，在所有五个区中居第一位，显系城内人口最

为密集之 地⑨；海 子 边 作 为 流 动 人 口 的 聚 集 区，
在上文业已阐述，此不赘言。其 二，众 所 周 知，
青年学生 往 往 是 近 代 中 国 群 众 集 会 的 主 要 发 起

者，而海子边一带恰恰是太原城内大中学校的集

中分布区，这为青年学生在海子边聚集提供了地

理之便。自清末至１９３０年代中 期，太 原 城 区 逐

步建立８所专科以上学校，其中６所均在海子边

附近，具体而言，山西大学位于侯家巷，距海子

边约６００米；法学院在上官巷，距海子边３００米

左右；并州学院在皇庙东巷，距海子边５００米左

右；农业 专 科 学 校 在 上 马 街，距 海 子 边 约９００
米；工业专科学校在西羊市街，距海子边约９００
米；商业专科学校在新城西街，距海子边约８００
米瑏瑠。另外，作为中学校领头羊的山西省立第一

中学就位于海子边南侧的原贡院旧地。（可参见

图３）其三，最为重要的是，海子边内部有足够

容纳大量人群聚集的公共空间———文瀛湖北岸与

国货陈列馆 （也即劝工陈列所）之间的广场，时

人称为 “大旷场”，文献对此明确记载称：“国货

陈列馆前之大旷场，为民众运动集散场所” （参

见图３）瑏瑡。至于这一广场如何形成，惜已无文献

记载，推测在光 绪 三 十 二 年 （１９０６年）劝 工 陈

列所建成之时，该广场正式形成，此后又有过多

次整修。
那么，晚清民国时期海子边究竟出现过哪些

重要的集会行动？规模如何？经笔者搜集相关文

献，现将重要集会活动列表如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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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８编 《食宿游览·太

原之公园与市场》，第１５０页。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８编 《食宿游览·太

原之茶社》，第１４２页。

梁艺府整理：《昔日太原 杂 谈》，《太 原 文 史 资 料》

第１４辑，内部资料，１９９０年印行，第６５页。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４编 《名胜古迹·中

山公园》，第７３页。

安静：《太原的天桥———海子边》，王怀德：《山西

曲艺史 料 （二）》， （沈 阳）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１９８３年，

第３１页。

达林：《炎夏话太原》，《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

端端：《国民大会之促进》，《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

１２日。

李小强编：《太原竹枝词注释》，第１０—１１页。

其他四个区的人口数据分别为：第二区２８９２３人、

第三区２２７１５人、第 四 区３１３６２人、第 五 区２６２７３人，

每个区 的 占 地 面 积 大 体 相 仿。参 见 实 业 部 国 际 贸 易 局

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８ （丙）页。

专科以上学校的名目及地址参见山西民社编：《太

原指南》第５编 《机关学校及社会团体》和第１０编 《附

录》，第９８、１９５—１９７页。学 校 与 海 子 边 的 距 离 乃 是 笔

者在１９３６年版 《山西省太原市全图》中测算所得。

山西民社编：《太原指南》第４编 《名胜古迹·中

山公园》，第７３页。



表１　晚清民国时期海子边重要集会活动一览

时间 主题 集会人数 资料来源

１９０６年１０月 公祭李培仁 学生２０００人 《申报》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６日

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９日 孙中山讲演 未载
《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４日 庆祝辛亥革命成功４周年 学、商各界１０００余人 《申报》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

１９１９年５月７日 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 学生２０００余人 《申报》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４日

１９２５年７月２１日 声援上海工人五卅运动 未载 《申报》１９２５年８月８日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６日
庆祝北伐胜利及反日

出兵示威大会
１０万人以上 《申报》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０日

１９２８年９月７日 纪念九七国耻日 ４万余人 《申报》１９２８年９月１６日

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４日 山西农民识字运动 农民、学生千余人 《申报》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５日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０日 穆光政烈士追悼会 学生２万余人
《太原市志》第八册，（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３页

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 山西牺盟会成立大会 八九千人
华而英：《文瀛湖的怒涛》，《现世界》

１９３６年第６期，第３２７—３２９页

　　表１中仅列出了发生在海子边的１０次集会

活动，实际次数远远不止这些。首先有必要着重

指出的是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９日孙中山在海子边的讲

演。太原城作为国内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城市之

一，对于中华民国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年

的９月１７日，孙 中 山 应 山 西 都 督 阎 锡 山 之 邀，

启程赴晋。９月１８日 抵 达 太 原，下 塌 于 海 子 边

东侧的皇华馆①。９月１９日山西农工商学界在海

子边的劝工陈列所举行欢迎会，孙中山作 “吾人

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的讲演，面对

广场上的各界群众，他强调 “今日最要之事，乃

各省当统一是也。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既立此

好榜样，则今后于中国重行建立之事业，亦当为

各省模范”②。孙 中 山 在 海 子 边 的 活 动 在 山 西 各

界甚至整个国内产生重要影响，海子边也由此成

为勾连孙中山与山西之机缘的空间标识。除此之

外，上表显示出有些集会的规模是十分庞大的，

譬如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６日 集 会 人 数 达１０万 以 上，

史载集会当日 “工界完全停工，报馆均各停刊，
虽欲雇一洋车亦未之能得，满街满巷群趋若狂，

数十亩 地 之 会 场，后 至 者 竟 无 立 足。”③ 海 子 边

的集会活动有些属于政府主动发起、民众参加的

官民合作性质，如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４日 的 集 会 游

行、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的集会，均属此类。史料

记载山西牺盟会成立时的场面说：“本月十八日

上午，文瀛湖竟起了怒涛，有八九千人在怒涛中

怒吼！男的、女 的、老 的、少 的、贫 的、富 的、

各党各派的都集合在文瀛湖畔，大伙儿结成一条

战线，万 众 一 心，同 仇 敌 忾！”④ 不 过 另 有 些 集

会则是由民众单独发起，带有官民博弈或官民对

抗性质，如１９１９年５月７日的集会就是由学生

自行发动。他们联合太原多所高校学 生２０００余

名，先集会于文瀛湖北岸，然后整队游行至督军

署，要求面见阎锡山，试图给政府以压力⑤。晚

清民国年间海子边与政治的关联度是如此紧密，
俨然成为观察地方和国家政治演变的 “晴雨表”。

３．官方对海子边的控制

晚清民国以来海子边庞大的人流量、多元的

行业结 构、复 杂 的 人 群 构 成 以 及 频 繁 的 集 会 活

动，使太原官方认识到维护这一区域正常的社会

秩序的重要性，其中以１９３０年代太原市 公 安 局

在海子边的诸多举措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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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孙中山赴晋行程参见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

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台 北）台 湾 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８８年，第１０４—１０９页。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

长编初稿》，第１０７—１０８页。又见孙中山：《在太原商学

界宴会上的演说》，收入 《孙中山全集》第２卷，中华书

局，１９８２年，第４７１页。
《太原庆祝胜 利、反 日 出 兵 大 会》， 《申 报》１９２７

年７月３０日。

华而英：《文瀛湖的怒涛》，《现世界》第１卷第６
期，１９３６年，第３２７页。

《山西各 学 校 力 争 青 岛 纪》， 《申 报》１９１９年５月

１４日。



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７日 太 原 市 公 安 局 设 第 五 科，
以接管 此 前 由 市 政 公 所、市 政 科 负 责 的 市 政 工

作。① 当年６月，太原市公安局以 “文瀛湖年来

不时发生投湖自杀事件”，“为便于防范救护计”，
特于中山公园 （即海子边）添设派出所一处，配

置水警和善于游泳的警员各六名②。这个中山公

园派出所实际上成为海子边的专门管理机构，显

示出官方对此方公共空间的强力介入。
随后，太原市公安局接连出台了关于中山公

园的一 系 列 制 度 规 定，包 括 游 览 规 则、运 动 规

则、乘船 规 则、汲 水 规 则、摊 贩 规 则、厕 所 规

则、讲演规则等，从具体内容来看，规定十分细

致，极有针对性。譬如在 《中山公园游览规则》
中，对在海子边游赏的民众规定了八不准：不得

故意攀折花木、不得损坏公园建筑物及其他公有

物、不得任意喧哗叫嚣、不得聚众滋生事端、不

得妨害公共卫生、不得有伤善良风俗、不得阻碍

游人交通、不得骑车在园内游行等③。针对在海

子边从事体育运动的民众，官方要求运动时间应

在每 日 上 午５时 至 下 午７时，倘 若 损 坏 运 动 器

械，应负赔 偿 之 责，此 外 还 应 尊 重 体 育 道 德④。
针对乘船游湖的民众，更是制定了１１条规定加

以约束。譬如游驶时间限定在每天上午的１０时

至１２时 和 下 午 的３时 至７时，无 票 不 得 登 船，
每张船票售洋三角，乘船游驶绕湖一周不得超过

一个小时，船夫不得向乘客索取小费等等⑤。针

对海子 边 大 量 摆 摊 谋 生 的 摊 贩，省 会 公 安 局

规定：

　　各摊贩应遵守左列事项：甲、照指定地

点营业，不准任意设摊；乙、每日营业时间

自上午七时起，至下午九时止；丙、开始营

业前，须向本局第五科呈请登记，缴纳地租

及领取执照。各摊 贩 不 得 有 左 列 情 事：甲、
妨害卫生及 清 洁；乙、妨 害 安 宁 秩 序；丙、
容留闲杂人等；丁、任意倾倒污水尘芥及抛

掷废物；戊、兼营不正当副业。⑥

针对海子边的讲演者，规定其必须在公园东

边讲演台上讲演；在同一时间内讲演应以一人为

限，如有二人以上皆欲讲演时，每人讲演时间不

得逾半小时；自由讲演者须于下午７时前停止。
此外还对讲演内容作了限制，要求不准作有伤风

化或煽惑人心的演词⑦。上述诸多规则的制定使

我们感受到海子边空间中 “国家” （ｓｔａｔｅ）⑧ 的

强势存在。

四　结语

作为一方地理空间，海子边是自然与人为双重

营建的结果。自然力在文瀛湖水体的生成中扮演了

关键角色，而日后海子边的空间演变则深深打上了

人为营建的烙印。列斐伏尔在论及社会主义空间与

资本主义空间的区别时曾说：“一个正在将自己转

向社会主义的社会 （即使是转换期中），不能接受

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如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

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只会引向死路”①。笔者

认为，这位空间思想大师的话同样适用于传统与近

代的社会转变期。明清传统时代，措置于海子边的

重要地物是以贡院为主体、包括文昌行宫和纯阳宫

在内的建筑群落，但晚清时期科举制度的终结决定

了贡院走到了它的尽头，代之而起的是新式的山西

公立中学校，同时文瀛湖水体北部的劝工陈列所、
市政公所以及水体东部的自省堂等新增建筑的功能

均与近代社会的内在特性相一致。
作为一方社会空间，明清民国时期的海子边经

历了由幽静到嘈杂的变动历程，这一变动历程提示

我们，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总是蕴含着或多或

少、或简单或复杂的 “意义”。明清传统时代的海

子边虽已经具备景观价值和游赏功能，但却是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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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山西省会公安局编：《山西省会公安局周年工作实

录》，１９３４年铅印本，第６页。

山西省会公安局编：《山西省会公安局周年工作实

录》，第６页。

山西省会公安局编：《山西省会公安局周年工作实

录》，第１９７页。

山西省会公安局编：《山西省会公安局周年工作实

录》，第１９８页。

山西省会公安局编：《山西省会公安局周年工作实

录》，第１９９页。

山西省会公安局编：《山西省会公安局周年工作实

录》，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山西省会公安局编：《山西省会公安局周年工作实

录》，第１９６页。

此处的 “国 家”指 的 是 的 地 方 政 府。在 英 文 中，

与中 文 “国 家”一 词 相 近 的 词 汇 至 少 有 三 个，即

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三个词汇在英语 中 有 明 显 区 别，

ｓｔａｔｅ是从国 家 体 制 和 国 家 机 器 角 度 讲 “国 家”，因 此 地

方官府 作 为 国 家 机 器，当 然 可 以 用 “国 家”一 词 称 之。

参见王 笛： 《茶 馆：成 都 的 公 共 生 活 和 微 观 世 界，

１９００—１９５０》， （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
“中文版序”第３页。



层次上的，此一时段的海子边多给人以清幽之感，
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士人游赏场所的色彩。晚清民国

时期海子边的功能变得丰富多元，喧嚣异常，首先

是作为游赏之地，其景观美感较之明清传统时代更

进一步，最常光顾此地的人群由士人精英一变而为

普罗大众。这里还是众多民众的谋生之所，百业杂

陈。同时，海子边还是重要的政治空间，一场场集

会、游行不断上演，见证着民众与国家的合作与对

抗。必须承认，晚清民国时期的海子边对于普通民

众养成带有现代性色彩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行

为方式以及国家观念的生成与强化所起的重要作用

是决然不容忽视的。
与明清民国时期海子边从幽静到嘈杂的功能转

变几乎相同步的是国家 （ｓｔａｔｅ）力量在海子边的逐

步成长。明清传统时代，该地作为太原城内东南隅

的一方水区，官方对它似乎毫无兴趣，其表现出的

“城市蓬莱”式的幽静特性也使得官方没有必要控

制这一空间。但晚清民国时期的情况就大不相同

了，海子边越来越表现出它在多个面向上的特殊

性，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年）孙中山于此地讲演应当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年）官员身

份的刘世祥大加整理海子边的举动，体现出官方对

该地的关注。但是我们注意到，刘世祥的身份乃是

坐落于水滨的劝工陈列所的所长，这时还没有专门

的海子边管理机构，刘氏的治理行动是在 “请于官

厅”②之后才展开的。降至１９３０年代，情况再次发

生变化，太原市公安局主管市政工作之后，专门于

海子边 （中山公园）设立派出所，实际上担负起控

制海子边日常秩序的职责。同时该局进一步出台了

周详、完备的制度规定，涉及面向广泛，几乎覆盖

了此时海子边作为社会空间的所有功能，它要求人

们游赏观景要遵守秩序、体育运动要遵守秩序、乘

船游湖要遵守秩序、上厕所要遵守秩序、内中的小

商小贩要遵守秩序，讲演者更要遵守秩序，不可发

表不 利 于 政 府 的 言 论。至 此，海 子 边 的 国 家

（ｓｔａｔｅ）力量发展至顶峰。
海子边是一方微观空间，我们却从中看到了

一个宏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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