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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时光》

作者简介

周华诚，男，专栏作家，业余摄影师，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读者》杂志签约作家。
当过医生，坐过机关，现为杭州日报首席记者、编辑。
在全国报刊开设情感、美食、闲扯等专栏，
出版作品有《爱左情右》（2002）、《换个方式好好爱》（2011）、《无人时唱歌给梦想听》（2011
）、《一饭一世界》（2012）等。
因西湖的美好，于2009年移居杭州，
两年中每个节气去湖边行走、拍照、胡思乱想，
拾取西湖时光变幻中的风景，写下散淡闲适的文字。
本书记录的是24节气的西湖时光，
更是一种人生的生命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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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怀有初心，方能活得沉静，简单，真实，丰富。
2、文字看起来就像是从围脖上几段几段拼凑出来的，而有几段，例如“啊，真香。有了桂香，这方
算得。是真正的秋天了”，感觉文笔不足，强装诗意。拍照也一般，不过有几张挺好的。只是实在不
明白为什么拍断桥的时候老是要往高楼的那一面拍，往北山路拍不是更美丽吗？而且西湖四面都那么
美，为什么只拍北山路和孤山，南山路、杨公堤、湖滨路沿途也是有别致风景的，只单单拍西湖的一
面觉得这样的西湖24节气是有些许片面。为了杭州，加一星！
3、纯粹的小资书籍
4、@周华诚 《西湖时光——遇见24节气》，周老师又出新作品，满心期待，想问哪儿有的买啊？
5、蛮好“看”的
6、用24节气来描写西湖，视角不错。西湖的美不在与一瞬、一天、一月。而是在于时时的变化之中。
7、带你领略一年中不同的西湖景色与变化。不错哦！
8、本以为只是摄影册而已，没想到文字比图片更好。像拉出一副长长的画轴，西湖四季跃然纸上，
亲切又感动。在杭州生活了20多年，还是看不够。
9、文字平平，摄影偶有出彩。
10、有些事是随性而做的 慢慢地 它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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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传说里的西湖，风华绝代，只是未曾亲近。在文字中，在影像里，多重旁观，印象不一，但那一
种美好，却已是常驻心间。有时会不免感叹，倘若徜徉在西湖边，在别墅里，那些旧人旧事是否就能
一一重现。这当然是不大可能的事情。皆因为往事不可追，但在周华诚的《西湖时光：遇见24节气》
里，我读出了一种慢。慢生活的慢，也是思绪的散漫，跟节气相关，又跟城市的脾气相连，从而构成
了西湖时光。这时光是那样的美好，以至于会忘乎所以，比如霜降，“隐藏于记忆的清寂之美”，比
如小寒，“似水年华里的不动声色”，比如惊蛰，“等一朵花开的时间”，比如小暑，“所有的美好
都隐藏在变化之中”⋯⋯这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真是一种修行。周华诚在西湖边的行走路线是，从断
桥边开始，沿着梧桐密布的北山路一直往西南方向走，经过西湖博览园博物馆、菩提精舍、春润庐、
秋水山庄、新新饭店这一路，到了苏小小墓边上左拐，过了西泠桥，往孤山路的里边走，一路经过楼
外楼、中山公园、浙江博物馆、平湖秋月，再走白堤，过了锦带桥，直到断桥。我猜想，这跟阿兰·
德波顿的《机场里的小旅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更像是西湖岁月的梳理。曾经相遇的人和事，能
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怎样的刻痕？这个答案最终可能是无解的，就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碎片化构成了日常生活，但这细节却让生活变得灵动，也正因这样，日子才会绚烂起来。在24个节
气里，行走。与其说是跟节气相遇，不如说是通过这个来审视自己，以及那组成的种种镜像，显得有
点不大切实。我的意思是，当这样的行走跟那些历史掌故，糅合在一起，然后再杂糅成一个具象，那
是怎样的场景，总让人觉出几分美好。萨默赛特·毛姆写道：“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大约
是说，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那么，西
湖时光所留下来的感慨是怎样的场景，抑或是怎样的哲学？也许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所走的路径
不过是彰显出自己的态度和方式，仅就这一点而言，行走所带来的却有可能是对时光的反照。在都市
中修行，在繁华中隐居。周华诚在书的后记中说。但仔细想想，我们在都市中东奔西走，岂是一种修
行？不过是为了未来更美好一些而已。但在更多的时候，我们通过行走，来达到解悟的可能。由此我
想到，周华诚对西湖的爱和眷恋，可谓是都市人病症的集中体现，焦虑，忧愁，种种情绪让都市生活
紧张，而又赋予物质化。这样的世界容易使人异化，也正因这样，西湖就像治愈疗伤的胜地，不自觉
地担当着某种治愈现代都市病症的可能。不仅如此，西湖时光所留下来的还有着更深切的涵义，亦即
在时光里慢慢行走，让时间释放自然。通过24节气这个媒介，完成对西湖的现代解构，西湖所承载的
时光也就更富有意味得多。假若有时间，真想跟着周华诚去踏访西湖，看一看那些景致是否还留有诗
意。也许会跟着作者一起感叹：如此美好，你怎忍潦草而过。
2、读了几页猛然发现，它既不是游记，也不是旅游手册，也不是摄影相册，也不是散文，它是一本
讲诉与一位叫“西子”的女子长达两年半的单恋史！如果它不以24个节气章节来写，可能就会变成《
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意识流。书从秋天遇见“西子”写起，步入漫长冬季，然后是春的苏醒，再至
夏的兴旺。好似一部剧情片，让你进入作者的视角和思想，有所思有所得。我喜欢书里用不同节气观
察西湖的方式，加之作者的图文描述，那些美景、美事、美人就一一展现在你眼前。身为杭州人的我
也不免有点羡慕嫉妒恨。问我理由？首先，书里有各种美图。若你只看插图，也是一种享受。我翻到
“雨水”这个节气，居然是2月19日，这不是我的生日吗？原来我生日还与这样有湿意的节气重合呢。
（原来在这么特别的日子他们也在约会！我居然没想到！）再读文字，一则则美好的故事，不禁让你
感叹人生如此多变化，不如顺其自然，像阿莫达瓦部落那样，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概念，全神贯注
于当下，珍惜当下这份美丽的礼物（present）。说到美人，书里给你描述了“西子”姑娘的24种娇媚
姿态，让你不由得发出“这么美！我怎么错过了呢？”的叹惋。不仅如此还有其他在湖边的人，那擦
肩而过的男女、那等待花朵开放的老人、那一起憧憬未来的情侣以及那些长眠在西子湖畔周围的故人
。你细读这本书，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小确幸，他们的美，其实在你身上也有，待你去观察去探寻。
还有，更让我佩服是作者的坚持。他说：“有些事你若喜欢，去做便是”，“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
动，只要日日坚持，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西湖化解你的浮躁，给你安静的力量，有
时候你不需要刻意想什么，只需要放空地坐在湖边，看这静静的湖水就能很满足。所以说，我的羡慕
嫉妒恨是情有可原的吧。引用书中的一段文字：“天晴也好，落雨也好，下雪就更好——我愿意牵着
她的小手，一起在这里行走。说话也好，不说话也好，只需在一起。”嗯，这也是我的告白。
3、昨天是霜降。早晨上课，能够看见土地上泛着一层白霜，深吸一口凉凉的空气，心情没由来的好
。原来，只要你留心，每天重复的生活还是有变化的，是那种小小的惊喜。　　晚上早早地上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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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这本书，满足地睡去。那次买的两本书都是同一个作家写的，看前面的那本《我有一座城》，以为
他是温暖的大哥哥，手里总会捧着一杯热咖啡，脸上挂着笑给你讲着那一个个美妙的故事。《西湖时
光》里会突然惊觉他是一位俗尘中的隐士，会发现匆忙的行人发现不了的美，大自然与他贴近。其实
与每个人都贴近，只是人们连一个细微的眼神都不愿施舍，那么又该去哪里寻找心中的美呢？　　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突然对24节气很感兴趣。让我说出着迷的理由，我也说不出来。就那么喜欢上了
，许多事情是说不出来缘由的，就像爱情，许多人喜欢追问为什么对方就是不喜欢自己，有哪一点比
不上他（她）喜欢的那个人呢？感觉这个东西是很奇妙的，谁也无法预料它什么时候会窜出来占有你
的整颗心，也许只一个瞬间就足够。　　周的漫途也是因偶然的一个念头兴起的，就这样一年年的坚
持下来了。就像他自己说的，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我们本身赋予了它意义，所以对自
身来说它很值得，不论他人。做的多了，自然它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不易割开。　　走过一年的
轮回，周“扦插”成功，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新居民。西湖也展现了万千风情，任君多摩。这样的一个
习惯，其实没有什么多了不起，但从此周的生活多了一份诗意。很多时候，习惯只是当时的一个念头
使然，改变也因习惯而生，生活因这些改变多了一些亮丽的色彩。　　此时你脑中是否闪过一念，如
果有，不妨就把它拉出来变为现实吧。在没有做之前，不要去想着它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打退堂鼓
，或是想想它没什么意义，也许你的生活会因为这小小的改变而让你欣喜，不是吗？　　那一天，起
的有些早，图书馆还没开门，一个人背着个包不知道该去哪里。看见情人坡上的空椅子，就想去读会
儿书吧。读着读着突然觉得好温暖，抬头一看，原来是太阳醒了。一个人望着太阳，觉得这样的早晨
真是美好，于是决定每天早晨都要与太阳来一场亲切会面，一整天都会是暖洋洋的。这是一个不错的
改变~~~　　恩，就这样去做吧，单调的生活，我们该时常给它加点调味料。
4、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自清明成为法定的
节假日，这一路上便不知有了多少这样的“断魂人”，纷纷清明雨洒落，荡漾起泥土、故人的亲切气
息。当然，也不知有多少我如这般的“失路”之人，找不到那回乡缅怀的路，要在这城市森林里倚窗
遥望，那雨外云，云外天。人间何处问多情？家住西湖边的周华诚先生说：“清明是一个用来回忆的
节气。不管你走得多远，总在这一天，回想起童年与故乡。”因而，在这美好亲切的节气里，重温周
华诚先生的散文新作《西湖时光：遇见24节气》，便成了我那“杏花村酒”，是最温暖的慰藉。对于
泥土，对于天气，古人似乎更敏锐些，也更为深情些。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这是一种多么贴切
而又可爱的做法。那天课堂上，我给孩子们讲什么是二十四节气，孩子们听得眼睛一眨不眨的。当我
讲到“惊蛰”，是“一声春雷，惊醒了蛰伏冬眠的万物”时，孩子们便“呵呵”地会心大笑起来。这
，便是情至所至吧。我们对大地，对自然的情感，其实都深藏在这些简短的文字里。因而，周华诚先
生在一年的二十四节气里眷顾西湖，从“白露”西山上听到的“寒蝉”，到“寒露”觉陇路边闻到的
“桂香”，从“冬至”西湖边听到的“故事”，到“小寒”断桥边感悟到“残荷之美”，我以为，这
一次又一次的深情之访，不仅仅是人类对泥土、自然的回望，更是人类对自己心灵的悉心照看。周华
诚说：西湖就是一面四时不同的镜子，你我总能从中照见自己的模样。亦是清明，那是一个多云欲雨
的日子，10度的气温，空气中尚透着隐隐的春寒，华诚如约来到了西湖边。桃花正灼灼其华，杨柳正
依依其柔。柳枝下，湖水里，一对水鸭正相对而眠。站在长长的桥边，华诚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
举起相机，拍摄了这座桥。我看到一个孩子笑着从桥的这一头跑到了桥的那一头，他的身后跟着一只
棕黄毛色的狗。当我对着相机的屏幕调看刚刚拍下的照片时，却发现——那个孩子到哪里去了呢？还
有那条狗怎么眨眼间全都消失不见。”这便是时光的模样么？当我们按下快门时，她却在门后隐去了
。清明这一天，华诚在西湖和故乡之间，亦在童年与现时之间。而这，又何尝不是我的清明，你的清
明呢？清明！清明！古人如何能做到这样澄澈而隽永？一个人，前面的路有许多条，每一条似乎都通
向不可知的远方。我们行走的一生，是离村庄越走越远的过程，也是离童真越走越远的过程。古人留
下“清明”一词，意在提醒我们应如华诚这般深情的回望呵！窗外，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了。从华
诚的文字里走出来，我不禁眼角微澜。噫！人间何处问多情？杏花携雨，纷纷断桥边。***
5、我大概知道他要写什么，但又做不到不屑一顾。西湖的好，在于你离开了她，想念和细节反而放
大了，你归来，她还是在原地随时序流转。节气，倒过来就是气节，这种特质，不是凿一面湖就能即
刻拥有的。也只有懂她的人才会在特地时节准备好特定心情去靠近她。当我在国外听到当地人说中国
人占据了他们白人的生活空间时，不禁想穿越到西子湖畔作一个苛刻的当地人:你看得懂这面湖光山色
麽！在南半球，我已经不知道季节之差了，幸好还有人不时提醒我白露寒霜。就很想冲出窗口，告诉
大家，去念诗做对吧，去葬花啃蟹吧，风流岂在深闺啊！初六日，惊蛰。明年这个时候，我一定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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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而来，白日放歌纵酒，然后每年都一样。
6、感受慢西湖作者：朱晓剑　　在周华诚的《西湖时光：遇见24节气》里，我读出了一种慢。慢生活
的慢，也是思绪的散漫，跟节气相关，又跟城市的脾气相连，从而构成了西湖时光。这时光是那样的
美好，以至于会忘乎所以，比如霜降，“隐藏于记忆的清寂之美”，比如小寒，“似水年华里的不动
声色”，比如惊蛰，“等一朵花开的时间”，比如小暑，“所有的美好都隐藏在变化之中”⋯⋯　　
这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真是一种修行。周华诚在西湖边的行走路线是，从断桥边开始，沿着梧桐密布
的北山路一直往西南方向走，经过西湖博览园博物馆、菩提精舍、春润庐、秋水山庄、新新饭店这一
路，到了苏小小墓边上左拐，过了西泠桥，往孤山路的里边走，一路经过楼外楼、中山公园、浙江博
物馆、平湖秋月，再走白堤，过了锦带桥，直到断桥。　　我猜想，这跟阿兰·德波顿的《机场里的
小旅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更像是西湖岁月的梳理。曾经相遇的人和事，能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怎
样的刻痕？这个答案最终可能是无解的，就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碎片化构成了日常
生活。但这细节却让生活变得灵动，也正因这样，日子才会绚烂起来。　　在24个节气里，行走。与
其说是跟节气相遇，不如说是通过这个来审视自己，以及那组成的种种镜像，显得有点不大切实，我
的意思是，当这样的行走跟那些历史掌故，糅合在一起，然后再杂糅成一个具象，那是怎样的场景，
总让人觉出几分美好。　　萨默赛特·毛姆写道：“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大约是说，无论
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那么，西湖时光所留
下来的感慨是怎样的场景，亦或是怎样的哲学？也许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所走的路径不过是彰显
出自己的态度和方式，仅就这一点而言，行走所带来的却有可能是对时光的反照。　　由此我想到，
周华诚对西湖的爱和眷恋，可谓是都市人病症的集中体现，焦虑，忧愁，种种情绪让都市生活紧张，
而又赋予物质化。这样的世界容易使人异化，也正因这样，西湖就像治愈疗伤的胜地，不自觉地担当
着某种治愈现代都市病症的可能。不仅如此，西湖时光所留下来的还有着更深切的涵义，亦即在时光
里慢慢行走，让时间释放自然。　　通过24节气这个媒介，完成对西湖的现代解构。西湖所承载的时
光也就更富有意味得多。假若有时间，真想跟着周华诚去踏访西湖，看一看那些景致是否还留有诗意
。也许会跟着作者一起感叹：如此美好，你怎忍潦草而过。原文刊载于《信息时报》2013年3月17
日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3-03/17/content_2183114.htm
7、拍下季节变幻的风景，写下闲散的文字，坚持一年，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写下8万多字笔记。城
市人，疏离大自然已经很久，疏离季节更替已经很久。人们每天在高大的建筑物里生活，不知今夕何
夕。而本书作者周华诚，在每个节气里行走，在与大自然的持续对话中，他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西
湖你好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我想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你可能和我一样心里有
着刚开始时的恐慌。我并不总是惧怕旅途——事实上，我很喜欢每一次短暂旅程的出发，那会把我带
向无可预知的远方，更重要的是，不用多久你会回归原位，那就意味着一段非常美妙的谜一样的过程
。但是那一次不一样——当我驾着自己的车子来到满眼陌生的杭州，面对高高耸立的大楼、横七竖八
的马路和高架桥、不明所以的交通标线，以及脚步匆匆来往于斑马线上的人们脸上显露的漠然与疲惫
神情，彼时彼刻，我的心中充满未知的恐惧。一次人生的大转折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不能
把握的情绪，因为我们不了解未来。人生的道路总是有无数条，你向左走或向右走，都有一条路把你
带向远方，而且各有不同的风景 （正是这种存在于想像中的风景会对某些人产生无可名状的吸引力）
。站在岔路口的那一刻，你会无比纠结，而多年以后的事实总会证明，只要你在行走就对了——迈开
脚步，崭新的道路会向你敞开所有的风景。事实上我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杭州这座城市向我摊开
了它的地图。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我乘坐公交车去了一趟西湖边，面对那一泓宽广的湖水时我觉
得很高兴。浪漫的灯火在湖面上摇曳出碎影波光，人影在湖光山色里穿梭不停。此时我很想西湖打个
招呼，我说：“西湖你好。”提到“杭州”这两个汉字你会想起什么？像水一样丝滑的绸缎，色泽翠
绿甘香如兰的龙井，还是让人在异乡想起就会在舌尖生发乡愁之感的莼菜，每到深秋时节就满街满巷
飘荡的桂香？是许仙与白娘子的缠绵绯恻，钱塘名妓苏小小的油壁香车，还是破扇破帽人间活佛济公
的似疯若癫⋯⋯恐怕所有这些，都比不上那一面湖水的诱惑吧。杭州之美，美在西湖。杭州这座城市
也因为有上天赐与的一面湖水，而被称作“天堂”，西湖呢，又因为地处杭州而熠熠生辉。一座城与
一面湖，千百年来相依相偎，遂为天下一景。住在杭州，是幸福的。身为杭州人，更是幸福。有多少
脚步朝着杭州的方向纷纷奔来。有的人流连五日十日，依依不舍地离去；有的人终不忍离去，于是在
此寻一份工作，租一间小屋，落下脚来；有的人落脚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找到了相爱的人，构筑了温
暖的小巢，也有了出生地一栏填着“杭州”二字的小宝贝，就此幸福地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爱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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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总能找出一些理由。因为喜欢的人，喜欢的工作，喜欢的景致，或仅仅因为，有喜欢的小吃，喜
欢的马路，或是拐角弄堂里那一盏温暖的路灯。有一个深秋的清晨，我出差路过这城市，因为要赶车
便起了个大早。出得门来，满眼清新——下了一夜的雨，湖滨的路面上，高大的悬铃木落了许多黄色
的叶子，雨滴还纷纷地从树梢上落下，柏油路面是湿黑湿黑的，有着可以触摸的质感。我打了一个车
，从南山路往北山路走，穿过西湖隧道，到达植物园外的那条路，忽然觉得像是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那么纯净的世界。空气是湿的，清的，高大的树木层层叠叠，郁郁葱葱。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生活在
杭州，也许是一件美好的事——哪一座城市的中心，会有这么多的树呢，有这样奢侈的绿地呢？为什
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人，把来杭州旅游，把看一眼西湖，当作一个人生的心愿呢？尽管城市有着种种
不如人意的东西，漫漫的堵车和高高在上的房价，是普遍存在而且常让人感觉不开心。但在这一刻，
我理解了他们——是的，这就是杭州的细节：有西湖，有森林，有绿地，有梦想。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坐在出租车上，窗外的景物一幕幕向后移去，我这样想。只要走到西湖边，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
了。西湖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西湖。自从来到杭州，我都想天天都去西湖边坐
着，无所事事，晒晒太阳，看光阴的脚步一点一点移过去。但是我不能够。我得努力工作，好好挣钱
，好让自己在这个城市安稳地生活下去。你也许有过这样的感受：当你天天在都市高楼的格子间和拥
堵的汽车长龙里来去匆匆，你是感知不到春天悄然来临的，只有偶尔经过街头公园里，一抬头发现一
两棵桃树孤单单地传递着春暖花开的消息时，才发现，春天来了。这时候，你会感叹，自己疏离大自
然有多久了！对，我需要一个借口，可以经常去西湖边走走，坐坐，但是我又不能常去，所以我想到
一个法子，每隔半个月去一次。就按照二十四节气的节奏进行好了。这就有意思了。好像我每次忙里
偷闲，去西湖边散步、吹风，并不是偷懒，而是有着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你看，我是去跟季节约
会的！无须否认的是，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受到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的启发。苇岸是这
样一个人——他对植物无比热爱，于是就在乡下造了一间房子，终日生活在大地、庄稼、鸟与昆虫、
草叶、花和果实间，胡蜂来去，季节转换，他日复一日沉浸其中。在1998年，苇岸开始了为二十四节
气拍照的工作，在他居所附近的田野上，选一固定点，在每一个节气日观察，拍照，记录，最后形成
一段文字，写他的《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系列散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他写到《谷雨》便戛
然而止，如同他的生命。二十四节气，也是农耕时代留下的美好事物，如诗经一般雅典。对于我的祖
辈来说，节气深深地嵌进他们的每一道年轮中，成为他们的生命历法。“雷打立春节，惊蛰雨不歇。
”“谷雨栽上红薯秧，一棵能收一大筐。”“芒种雨涟涟，夏至旱燥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
天。”对于节气，祖辈们早已熟稔于心，类似的农谚他们张嘴就来，并以个人的生命体验反复佐证着
这些短句的灵验性。而今，不管是对于土地，还是对于节气，我们早已疏离得太久。当我置身于一座
繁华都市中却试图贴近节气，这样的举动不免有点南辕北辙、刻舟求剑，江南的节气物候特征并不明
显，节气与工厂生产、股市起伏也并无多大关联，这也只是原因之一；此外，更大的原因是，我无意
于去做一件庞大的事，像一个气象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科学而细致地记录那一切。我意欲所为，只是
从个人化的视角，来观察一时一地的变化，草长花开，鸟语人间，我眼之所见毕竟只是西湖这个庞大
命题里极其细微的一小块，如此局限的记录和写作，真的有意义么？刚开始我也不免要这样地问自己
。花在开，花在落。云开了，日出了。一草一木，悄悄生长。这眼前的一幕一幕，皆是充满人生的诗
意。一直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看一群蚂蚁。看它们怎样呼朋唤友，搬动一具小青虫。怎样在大雨来
临前，倾巢出动，举家搬迁，把贮存的白白的大米，骄傲地抬走。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看蚂
蚁这样的事，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你也一定会跟我一样。忍不住。说，“意义”是扯蛋。人一
生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走在西湖边，你不由会拿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来问问自己。当然，好多问
题并没有答案。但是随节气行走西湖这件事渐渐地做下去之后，我越来越喜欢上了它。至此，我来到
这座城市已有一年，伴随着每一次去西湖边行走，我也逐渐地融入了这座城市。最初的焦虑、紧张和
不安如烟云般消散。我的心灵在湖边得到了舒展和安放。村上春树有一本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
些什么》。村上是一名跑步爱好者，25年日日坚持。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萨默赛特·毛姆写道
：“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大约是说．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
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是的。有些事你若喜欢，去做便是。惊蛰所谓惊蛰，大概是说，这一
天是春天的闹铃吧。雷公轰隆隆一响，再沉的懒觉，都没法再继续睡下去了。惊蛰这天，除了有雷声
，还有雪子从天空中落下来，风吹来冰冷刺骨。次日却是出了一点太阳了。西湖边的游人竟然那么多
，虽然，风也是很大，人们行走时不得不裹紧外衣。白堤上的草地却是绿意盎然，柳条上早已萌出了
黄绿，那嫩色是早春的眉眼。我在白堤上举目一望，整个堤弥漫着一个浅色的春天。唐诗说：“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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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惊蛰之雷，除了把冬眠的虫子叫醒，还把农人们
叫醒。从今往后，一日日的劳作也再不能停歇。我从北山路一路行来，清新扑面。在立有“北街梦寻
”石碑的水上栈道，有人久久站立，面朝西湖，默默无言伫立不动。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每
个人心里都有一座西湖。每个人心中的西湖，与他自己心灵对话。北山街现在当然是柏油路面，阳光
把树影投射其上，很有味道。北山街各样的花园洋楼很多，曾是名人雅士流连最多的地方，更是值得
细品一番。脚下这条路，民国初年是石板土路，1920年改成石砌驳岸，1933年又拓宽道路，改成柏油
马路——我对着这一条路也发了好一会儿呆，想着这路上曾走过多少风云人物。逛了一圈天色尚早，
我便趁兴往宝石山上去。从宝石山前路往上走，登数百级台阶，有一家很有味道的书吧，名“纯真年
代”。书吧位于山腰上，风雅一时，据说是这座城市文化领域的新地标，文人来往，常会于此。我还
在竹林边，在陡坡上，看到一只松鼠拖着长长的尾巴，从路的右面悠闲地逛到左边，然后大摇大摆地
窜上树枝，迅速地跑远了。在纯真年代书吧的二楼，凭窗望湖，风景绝佳。远望去西湖如玉，湖上雾
气氤氲，一线嫩绿的白堤如玉带般隐隐横亘在树枝间。手上握一小杯咖啡，在阳光下闲读两页书，真
是叫人不忍离去。在这窗内，莫言提笔写下一副对联：“看山揽锦绣，望湖问子潮。”锦绣和子潮，
分别是老板娘与老板的名字。关于这对夫妇，是有许多故事好讲，其间有一见钟情的美丽，有心灵相
通的默契，有夫唱妇随的相依，有共度困境的相助。这故事，恰与这湖光山色有着天作之合。我在这
间书吧里逗留良久，沐浴一身的阳光。保俶塔就在二十米之外。心里想着，以后有时间，一定都要来
这里坐坐——我知道，在宝石山上看日出是很多年轻人热衷做的事，但依我的心境，晚上来爬宝石山
，并在这里消磨掉几个小时，最是切合我的心思。惊蛰，是把虫儿惊醒，把人儿也敲醒——让你想一
想事；想一想自己是何人，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然后留出一点儿时间，静待一朵花的悄悄开放。
星期日周刊记者 王娜 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2013年3月17日 《新闻晨报》B14
版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3-03/17/content_990474.htm
8、看尽尘世繁华，于是俯视过眼云烟。“大隐出尘”的处事哲学，终将归于心灵的田园。诚然在这
里，我更愿把周华诚笔下的印象西湖，比作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不定的未来，而湖中倒立着那个活生
生的影子，那就是我的灵魂，在田园天籁的洗礼中，自持并内省着。
9、适值晚春，所以便从第三季开始阅读《西湖时光》，读着读着，仿佛像是与华诚老师并肩在西湖
边散步，与他看一样的风景，与他体会一样的宁静与空灵。对西湖的向往，是从《新白娘子传奇》开
始的，幻想着自己仿佛就是那白纱飘飘的绝色女子，撑一把描着巍山的油伞，立在小橹慢摇的船头，
观望烟笼的绿堤，微漾的涟漪，隐约的雷峰塔⋯⋯华诚老师笔下的西湖是活的，每一个节气，都有它
独特的风景与故事，若不细细察看与品味，你也许只能看到水，看到树，却闻不到清草的气息，听不
到花开的声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西湖，每一位来到西湖边的客人，无论是缓步慢行，还是匆匆
而过，都能在心里印下它别样的倩影。周老师在西湖边修行，修心，我们的西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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