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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文化读本》

前言

这本书无关乎学术和深度，只希望9岁的顽童到银发的耄耋、背着包住青年旅社的弱冠少年，随便翻
一翻，就能再一次更深地读懂西湖——这个古人留给咱们的珍贵遗产。    事实上，即便受过高等教育
的新杭州人，他们已经落户杭州数十载，可也许并不知道杭州城隍的名字；老杭州找得到每条背街小
巷，可他们也许不知道李叔同曾断食虎跑灵化身心。    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如果只知“澄庐
”之名而不知其曾是民国“第一别墅”，途经秋水山庄而不知道其是以史量才夫人的闺名命名，心底
里还是应该叫一声“惭愧”的。    然而这样的故事，但凡人们有机会听过一遍，往往过耳不忘。就像
家住葵巷的老杭州人张汉生，小时候常躲在茶馆的桌子底下听大书，如今他60多岁了，可《说岳全传
》任何时候都能一字不落、绘声绘色地讲出来。    所以我带着这样一个理想：写一本小小的口袋书，
沿着西湖申遗这条道路，沿着千年来为杭州奋斗过的人们的足迹，讲述其充满人文气息的过往和现在
。希望这本书能让人悟到——西湖遗产，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2011年6月24日，西湖申遗成功了。    
笔墨难以描绘申遗路上努力前行的西湖人内心的激动。    西湖申遗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时任杭州西
湖风景名胜区党委书记、西湖申遗办公室主任王水法作了这样的诠释：“它的过程就是讲述，向全世
界讲述西湖、讲述中国文化。它的目标就是理解，让全世界理解西湖、理解中国文化，并认可它们对
世界文化的贡献。”    西湖申遗之路。岂止走了十年？现任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刘颖说：“其中很大的力气，下在整理遗产文化、提炼普世价值上。”    （一）    《西湖申遗文本
》编制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和她的团队，编制完成了完美的《西湖
申遗文本》，是西湖申遗成功的关键。    一开始，很多专家一筹莫展。他们说，西湖的每一幢老房子
都是历史，每一座宝塔都是文物，可它们都像盘子里的一粒粒宝石，怎样才能串成一条熠熠生辉的绝
世项链？    后来，专家换了个思路：西湖的文化遗产不是一条简单的项链。而是一个“正方体”，它
有6个清晰的面。    在递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文本》中，西湖的文化遗产“正方体”的6个
面清晰可见——西湖自然山水、“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特征、“两堤三岛”景观格局、“西
湖十景”题名景观、西湖文化史迹、西湖特色植物。    这6个面搭起了西湖文化遗产的大架构，就像是
一次性浇筑成功了一幢房屋，有关西湖的人和事都可以轻松地住进它们各自的房间里，比如苏堤、雷
峰塔等。    世界文化遗产评定组的专家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城市的人真正认识这个遗产
的价值吗？”可以说，提炼出这6大要素，是整理和真正认识西湖遗产的重要基础，如果申遗专家没
能做到这一点，西湖申遗不可能成功。    2011年6月2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在巴黎召开
，会上。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用这样的语言描述杭州西湖：“通过堤、岛、塔、亭、桥这些人工
作品而获得自然景观提升，成为一个巨大公园，并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东亚的景观设计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西湖是一个给人以启迪的地方。而不仅是一个公园。”    世界读懂了西湖。所以，把西
湖遗产立体展现在世界面前的西湖申遗人，真的很不简单。    （二）    一句话概述西湖：杭州西湖文
化景观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分布于33。23平方公里（《文本》报42。36平方公里）范围内，由西湖自
然山水、“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特征、“两堤三岛”景观格局、“西湖十景”题名景观、西
湖文化史迹、西湖特色植物6大要素组成。    西湖自然山水。是“西湖遗产”的自然载体和组成要素。
从地质学角度讲，西湖自然山水具有古漓湖、褶皱山的特色；从景观角度讲，西湖的自然山水以秀美
而著称——湖水与群山紧密相依，天际线柔和委婉，群山环抱中的湖水丰盈而平静。    旖旎的湖光山
色激发着中国古代文人无限的创作灵感，西湖自然山水成为中国山水画的重要题材，也是历代诗词文
学的描写对象。西湖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厚博大，是西湖申遗成功不可替代的文化景观要素。    城
湖空间特征，是指西湖具有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的空间特征。群山以西湖为中心，在北、西、南三面
连绵环绕，状如马蹄；湖东地势平坦，坐落着历史悠久的杭州城。群山环抱着湖、古城依傍着湖水。
三者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一方面形成了立体、丰富的景观空间，另一方面体现出自然环境与人类居住
地的和谐共存。    西湖景观格局，又称“两堤三岛景观格局”。它由5个文物古迹（“白堤”、“苏堤
”、“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及它们所构成的西湖水域的观赏和交通格局共同组成。 
  西湖十景题名景观。西湖十景指南宋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
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西湖文化史迹，包括保俶塔、雷峰
塔遗址、六和塔、净慈寺、灵隐寺、飞来峰造像、岳飞墓（庙）、文澜阁、抱朴道院、钱塘门遗址、
清行宫遗址、舞鹤赋刻石及林逋墓、西泠印社、龙井，共14个。    西湖特色植物，申报范围内目前有
种子植物184科739属1369种。西湖周边古树名木众多，共有3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125株，其中香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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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文化读本》

，有69株，其他还有枫香、苦槠、银杏、如楸、珊瑚朴、龙柏、沙朴、腊梅、花楸、黄连木等共22个
树种，主要分布在灵隐、天竺、吴山以及孤山一带。这些古树名木共同见证了西湖周边在各历史时期
植被茂盛、植种丰富的良好自然生态。    （三）    让世界读懂西湖，更难的还在于向西方人解释“天
人合一”的东方哲学，而“天人合一”又是西湖遗产的文化内核。    如果不理解中国文化，西湖在外
国专家或游人的眼里再优美，也不过是一片生态环境保存完美的自然湖山，而瑞士日内瓦湖、意大利
马焦雷湖、缅甸莱茵湖的湖水可能更清，天空更蓝。    若仅仅有湖光山色，西湖是够不上世界文化遗
产高度的。    录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名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证明了自身的独特价值和这种价值的
人类性。这句话很拗口，通俗地讲就是“不一样”，它必须与众不同。    所以，我们要告诉世界的就
是：西湖的确“不一样”。    西湖景观，是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并存体。它承载了唐、宋、元、明
、清乃至近代和现代社会各阶层的情感寄托和审美享受，是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名湖”
，曾对9～18世纪东亚地区的文化产生广泛影响。    《西湖申遗文本》中说，西湖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
理念和文化性格塑造出来的一个精品，体现出一种和谐美的境界。它是中国人文山水的典范，寄寓着
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思和隐逸意趣，承载着儒道佛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三潭印月、南屏晚钟、
柳浪闻莺、断桥残雪、曲院风荷、苏堤春晓等“旧十景”是一幅幅“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中国山水画
，而苏堤、白堤、苏小小墓、西泠印社、岳坟、虎跑寺承载更多的是与西湖无法割裂的人文情怀。    
但是。要让西方人理解这种浸入东方人骨髓的价值观，跨文化的阐述实在太难了。比如“断桥残雪”
，现在这座桥没断裂也没有积雪，理解上就有困难。    一位从事世界遗产保护的英国专家在考察西湖
时，曾反复将西湖与颐和园进行对比。西方人从视觉景观的相似性出发，很容易就把西湖与颐和园联
系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有一片辽阔的水面，都有中国轴卷式的亭台廊阁。    西方人更容易看懂颐和园
，它的文化背景相对清晰，就是一座气象宏大的中国清代皇家园林。然而要读懂西湖，就必须理解中
国文学和哲学。    因为，如果不理解“天人合一、隐逸文化”，不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出世和入
世间进退两难的人生境遇，不理解他们在湖光山色中平复忧愤、疗治伤痛、赢得自由的东方哲学方法
，西湖再美丽再著名，也不过是一片湖山一个公园。    西湖申遗的过程就是向世界解释其自身文化遗
产的独特价值和这种价值的人类性、启迪ICOMO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
事会）专家们的艰难历程，是东方的“诗情画意、题名景观、天人合一、隐逸文化”开始在西方人的
思想中扎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并顺利萌芽的过程。    但西湖太有深度，西湖的深度是它无与伦比的独特
价值，但也恰恰使至关重要的跨文化阐释变得更加复杂、更有难度，这就是西湖申遗的悖论。    这就
对申遗环节中文化价值的阐释技巧和表述手段提出了非同寻常的要求。在寻找东西方文化对接点的摸
索中，西湖申遗专家找到了一条路：用逻辑的手法表达写意的内容。要想让严谨的西方学者理解东方
哲学，必须使用数学的、逻辑的思维方式，去解释类似“诗情画意”、“风花雪月”之类的抽象概念
。    为了做到这一点，以陈同滨女士为代表的专家们提炼出了“题名景观”概念，解释了“诗情画意
”。请出“林和靖隐逸文化”佐证文化跨国界传播等，同时还使用“1、2、3⋯⋯”这样条分缕析的描
述手法，把西湖抽丝剥茧地剖开了给人看。    最终，ICOMOS对西湖有了这样的结论：“西湖更应该
被当作一个给人以启迪的地方，而非单纯的公园。”    （四）    写西湖的书已有那么多，为什么又有
了我们手上这一本？为什么要再讲一次那些已讲过很多遍的六和塔、文澜阁？    为了让世界读懂西湖
，西湖申遗专家找到了全新的讲述视角，而这些新视角，同样也启迪我们自己。    跟着我们书中的篇
章走吧，来重新认识一下西湖——    先看一看平面的西湖和立体的西湖，湖光山色会尽收你眼底。    
再看一看古人与西湖的往事。原来，这个美丽的湖泊具有那么多人性化的美好品性：它书卷味十足。
它创造力进发，它性高洁好隐逸，它有大义亦有阳刚。    再看一看今人与西湖的故事。申遗中。人与
湖心灵交融：西湖边涌现“遗产地茶农”，立志保护西湖遗产元素；专家们为阐述西湖的价值，进发
出一串串思想的火花。    写到这儿，借东坡好诗一句以抒怀——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
所得，谁能识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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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6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新的世
界遗产名录。2013年是西湖申遗成功两周年，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园文局）携手红旗出版社，邀
约《钱江晚报》著名记者杨晓政，推出新锐读本《西湖美文化读本》，围绕西湖24史迹（南宋西湖十
景及14个文化史迹），用最精美、灵动、充满哲思的文字将西湖的美、西湖的价值、西湖的历史和文
化呈现在世人面前。本书将作为现代人对西湖之美的集中献礼和歌咏赞叹，打通传播西湖文化遗产的
文化和美感的通道，让西湖之美的历史感、文化感和现代感通过文字和韵律向全世界华彩绽放，并彰
显中国文化哲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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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晓政，《钱江晚报》著名文化记者，从2002年开始采写西湖的新闻，一直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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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文化读本》

章节摘录

西湖是个澙湖，它在历史上作为风景湖泊的开端是在唐代。    唐代文豪白居易在西湖筑起白堤，西湖
自此开启长约千年的景观营造过程。北宋苏轼的疏浚工程规模也很大，不仅修筑了苏堤，还留下了许
多美妙诗篇，这也是日后西湖作为文人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源头。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西湖经他们的
妙笔点画后，真正成为文化与自然双重景观并存的文化名湖。    在递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
文本》中，西湖被解析成一个“正方体”，它有6个清晰的平面——西湖自然山水、“三面云山一面
城”的城湖空间特征、“两堤三岛”景观格局、“西湖十景”题名景观、西湖文化史迹、西湖特色植
物。    我们首先要说说“两堤三岛”。    此格局由5个文物古迹（“白堤”、“苏堤”这两堤和“小瀛
洲”、“湖心亭”、“阮公墩”三岛）组成，它们构成了西湖水域观赏和交通格局。    然而，即便是
老杭州也了解不多的是，“两堤三岛”这一景观格局曾被广泛复制，成为国内外很多地方造湖筑园的
蓝本，具有国际影响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已产生“改变世界”的效果。    能被广泛复制绝非
偶然，被复制的除了外形，还有其社会文化特征。就像著名的“断桥残雪”，有史实有传说有诗词，
它让人想到的，是雪是桥是景，寄托的则是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    所以，西湖景观不是平面的，而
是立体的，是好几代人审美观的传递，亦是好几代人创造力的凝聚，更是自然与人的联合作品。    No
。1唐宋元明清，一群艺术家900年穿越之作    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后7年，
即1089年，苏轼在杭州当市长（北宋时的官名叫“知州”），西湖淤塞，决定疏浚，可是，挖起来的
大量湖泥搬哪里去呢？    “由南到北，筑一条长堤吧！”    淤泥挖起，苏堤筑成。不过，百姓为了谋
生，还是喜欢在西湖里面种些菱角，而菱角的大面积栽种，可能导致西湖再次淤塞，怎么办呢？    “
湖中立三座塔，规定在这个三角区域内，今后不能栽种菱角！”    当时，苏轼天马行空的创意大概令
普通百姓们大大地吓了一跳。    苏轼一直非常有创造力，他写词，就一定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当“公
务员”，就落实“社会管理创新”，在杭州众安桥畔建了中国第一座公办医院，医治了几千位病人，
而且无一例医疗事故；他做水利工程，却仿佛创作一幅中国山水画，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寥寥数笔
，不仅变废为宝，还使自己轻松成为“园林设计师”——尽管他从未在任何高等学府进修过建筑学或
园林学，尽管他无心插柳，但他的每项决策却带着大文豪独特的审美视角，化腐朽为神奇。    的确，
四书五经、琴棋书画，学到最后往往能融会贯通，一精俱精，终成大家。    然而当年行走苏堤，苏轼
一定不会想到，900多年后，来自地球另一侧的联合国专家们会竖起大拇指说：“苏堤、白堤、湖中三
岛，如此‘两堤三岛’的园林格局，改变世界。”    确切地说，“两堤三岛”景观格局的创作，从唐
代白居易筑白堤开始，到清朝浙江巡抚阮元堆成“阮公墩”结束。整个创作过程前后历时至少900年，
是唐宋元明清一群艺术家的集体创作、穿越之作。    从创作时间上来看，西湖“两堤三岛”景观比世
界其他景观历时久一些。埃及金字塔群建造时间为公元前2700～公元前2500年，前后历时仅约200年，
比“两堤三岛”足足少了700年时间。而吴哥窟的建造仅用了大约35年。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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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完了最后一个字，紧张了一年多的心情开始放松下来。    本书的写作，起因于我跟随杭州西湖风景
名胜区管委会一次现场调研的采访。在湖边行走，几分钟就能遇见一个“小彩旗”打头的旅行团，游
客们赞叹“西湖真美啊”，大多数导游们则依旧只简单讲述着灵隐、岳庙、三潭印月等景点典故。    
“西湖文化遗产的梳理和提炼，磨一剑何止十年？遗产之美，目前我们只传达给了世界遗产专家、部
分文化人士、西湖景区内部工作人员、小部分市民游客等。”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工作人员激动地
说，“真恨不得冲上前去，告诉每一个人西湖遗产之美、西湖文化之深。”    是的，就像去博物馆看
一只旧碗、去美术馆赏一幅新画，当一个人拥有基本的文物和美学知识，懂得看一点“门道”，那么
他得到的感官享受、心灵熏陶、价值观的升华，总会比“看热闹”的另一个人略略多一点。    西湖申
报世界遗产，其中有重要的一条——应该能够改善杭州人民的生活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不只是洁
净的空气、水，良好的环境卫生、教育和医疗，还应该能让杭州市民、游客理解西湖隽永深厚的历史
人文环境、优美自然景观、人和自然的和谐。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做了一个决定，写一本“生动
的讲解词”，努力传递西湖遗产文化。    现在，“讲解词”出炉，它叫作《西湖文化读本》。    此书
得以完成，首先应当特别感谢《西湖申遗文本》编制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
陈同滨和她的团队。    陈同滨在以世界的眼光和对比分析的途径中，以其重新认证与推介西湖文化景
观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最终创作完成了完美的《西湖申遗文本》。《西湖申遗文
本》中，关于西湖六大价值要素的提炼，尤其“题名景观”这一概念的提出，让众多文物专家赞叹：
“陈同滨确实了不起。”    写《读本》的过程中，我参考了众多文献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就是《西湖申遗文本》。    非常感谢杭州市委副秘书长、时任西湖申遗办公室主任王水法先生，西湖
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书记、主任刘颖先生。他们把握遗产传播的大方向——为西湖遗产写一本“老百姓
的读本”，且竞能够将这样重要的任务托付于我，一个默默跑腿的《钱江晚报》年轻记者，我深感荣
幸而惶恐。    初稿完成后，尽管相当粗疏，王水法先生和刘颖先生还是表示很大的支持，专门拨冗详
细阅读，给出了多处中肯、严谨的修改意见，给我非常多的帮助，衷心感谢。    非常感谢西湖风景名
胜区管委会宣传部童国亮先生、陈志华先生、文物处卓军先生、斯彦莉女士、西湖遗产专家周建平女
士、南宋文化专家傅伯星先生、浙江博物馆梅丛笑女士、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唐俊杰先生、杭州博物馆
张慧琴女士、凤凰山管理处邵群女士、西湖风景名胜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麻剑辉先生、岳庙管理处
胡玲玲女士、灵隐管理处王丽雅女士、名人纪念馆余洪峰先生、西湖博物馆盛洁桦女士、西湖风景名
胜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局姜新兵先生给我的无私帮助、对本书的宝贵意见、建议和细致的修改、斧正。 
  同时，感谢所有参与西湖申遗工作的各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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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沿着西湖申遗这条道路，沿着千年来为杭州奋斗过的人们的足迹，这本《西湖文化读本》讲述其充满
人文气息的过往和现在。作者杨晓政希望这本书能让人悟到——西湖遗产，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先
看一看平面的西湖和立体的西湖，湖光山色会尽收你眼底。再看一看古人与西湖的往事。原来，这个
美丽的湖泊具有那么多人性化的美好品性：它书卷味十足。它创造力进发，它性高洁好隐逸，它有大
义亦有阳刚。再看一看今人与西湖的故事。申遗中。人与湖心灵交融：西湖边涌现“遗产地茶农”，
立志保护西湖遗产元素；专家们为阐述西湖的价值，进发出一串串思想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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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花钱来的，自己旅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看蛮好的
2、很多人觉得西湖没意思，因为走马观花，只能看到一湖水断桥苏堤，当然西湖不只是一个湖，有
太多文化沉淀在那里，也不是一本书能讲完。杨老师的书老少皆宜，展现的不只是西湖柔情，更有阳
刚和热血。
3、还算可以吧，不是很全面，更喜欢西湖细节这本
4、是我想要的那一本，非常满意。
5、逛西湖，在服务亭有幸拿到这本书。游在西湖，读在西湖，怎不美哉！心和身都在路上，感觉真
好
6、林和靖是在哪⋯⋯有空走一波看看⋯⋯还有吴越王那个偷偷建造的天坛。
7、西湖的文化，文化的西湖。值得一读。
8、阅读中国的很多文化，如果有些地方不理解的话，那80%的可能就是虚伪文化，直率之人当然读不
懂。
9、作为大众文化普及读物还不错，反正不要钱
10、★
11、这本书的内容很棒，但教科书式的刻板灌输的语言实在不适合写这么有趣的东西，作者的文字撑
不起他的内涵，但却着实是一部完整介绍和了解西湖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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