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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西湖三十景》

内容概要

《解说西湖三十景》以西湖正史为主体，民间传说为被补充，引经据，抽丝剥茧，将西湖无与伦比的
文化特质呈现给读者，使西湖文化通过口耳相传，更加具有民间基础，期盼能为西湖“申遗”尽绵薄
之力，起到“推手”作用。
西湖美在方方面面，有结构美、造型美、曲线美、气象美、时间美、时令美、色彩美、音响美、气质
美、艺术美、哲理美、境界美，人们在综合上述美学特征的前提下，创立了“西湖十景”、“新西湖
十景”和“三评西湖十景”。如何把这些景观采用具有丰富表达力的、生动形象的口头语言来加以表
述？《解说西湖三十景》便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一职责，并且从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进行把握。
一是写作角度新颖。《解说西湖三十景》以“西湖三十景”为切入点，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了三十
景的历史变迁、文化内涵和景观特征。叙述时间跨度从南宋定名的“西湖十景”，到1985年评出的“
新西湖十景”。直至启动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后出炉的“三评西湖十景”。在解说中将湖光山色和名胜
古迹以及诗词歌赋等这些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相互融合。为西湖文脉的延伸提供了多元的视角。
二是文化特征鲜明。西湖既是自然的，又是人文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景观。多年来。杭州
一直在为西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出积极准备，在加快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建设的同时，努力拓展西湖
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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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西湖三十景》

作者简介

钱钧，现任杭州名都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1992年出版首本图书。数十年来，既从事旅游经营，又
进行旅游写作，并授课于旅游院校。现已出版20余部旅游图书。其中导游词系列有《华东黄金旅游线
导游词》、《杭州新景导游词》、《新西湖全景导游词》和走进神奇的西部系列导游词——丝绸之路
、天府之国、边塞风光、云贵高原等近十部。旅游指南类图书有《人间天堂杭州》、《杭州旅游宝典
》、《逛西湖》等。其他图书有《爱情之都杭州》、《现场导游考试指南》以及《综合业务部经理的
业务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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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西湖三十景》

章节摘录

　　各位游客：提起苏堤春晓，那桃红柳绿、春意盎然的景象。早已令人心驰神往。正是这条全长2.8
公里、见证了900多年沧桑岁月的长堤，把西湖的春天唤醒，从而成为“西湖十景”中的第一名胜。　
　游客们：当我们漫步在这条古堤上，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杭州市的“老市长”、北宋大文豪苏东坡
。他曾两次来杭州赴任：第一次是37岁时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54岁时任杭州太守。虽然两次任期都
只有两年，加起来也只有四年，但是他为杭州建设所作的贡献可以说是千古流芳。　　北宋元祐五年
，正是苏东坡第二次上任的第二年，他决心整治西湖。他向哲宗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杭州之有
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之后便做了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即疏浚西湖和堆筑长堤
。那是在公元1090年4月28日，他协同两浙兵都监刘景文，发动本地车民，用工20多万，开挖淤泥925
万方，并用湖中挖出的淤泥筑成了这条长堤。由于上下齐心。仅用半年时间就竣工。这就是后来的“
苏公堤”。　　“苏隄”景名碑→苏堤的命名　　游客们：今天我们将从苏堤的南端入口，一路往北
，沿途经过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最后到达跨蟑桥。在这2.8公里的游程中，有
许多自然景观美不胜收，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园林艺术中对景、借景等手法。请大家边游览边听我介绍
。　　首先，各位请看：这里有一块英汉对照的景名碑，碑上“苏隄”二字为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书写
。可能“隄”字的写法令人诧异，其实这是旧体写法，因为古汉字中的“堤”字是左耳旁的，与土字
旁的“堤”字是相通的。　　关于“苏堤”的正式命名，要追溯到1091年，那是在苏东坡第二次离任
，赴朝廷任吏部尚书，林希接任杭州太守时。“林市长”非常钦佩“苏市长，，的人品。有一次在踏
看堤上美景后，欣然题写了“苏公堤”三个字。从此，苏公堤的名字就叫开了。后来人们为了通俗顺
口，简称为“苏堤”。　　到了南宋，宫廷画师马远画出“西湖十景”，根据景观特征取名为“苏堤
春晓”，并将其排为十景之首。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景观是“平湖秋月”，后人称之为“春秋对”。就
这样，以人命堤，以堤传人，千百年来，杭州市民的“东坡情结”历久弥坚。此外，苏东坡与杭州的
历史渊源还涉及方方面面：市区有条东坡路；东坡路上有座东坡大剧院；而赫赫有名的杭州第一道名
菜——“东坡肉”，则是根据苏东坡发明的烹制方法沿袭至今的。由此可见，杭州老百姓对苏东坡的
感情极为深厚。　　映波桥→夕阳亭　　现在我们来到了映波桥。由于苏堤的修筑，不仅沟通了西湖
南北交通，方便了市民，而且丰富了西湖水面的景观层次，形成了和白堤对应的西湖水域新格局。　
　请看东面湖区：这是西湖最大的一部分湖面，称为“外西湖”。湖面波光粼粼，游船荡漾，湖中三
岛如翡翠浮于水面。再请看西面湖区：这是小南湖，是西湖最小的一部分湖面。一大一小，错落有致
。小南湖的那边就是花港观鱼公园，水榭楼台，小桥长廊，倒映在波光之中，将桥取名为“映波桥”
恰如其名。　　这座亭子名为“夕阳亭”。每当夕阳西下时，从这里隔着湖面向南望去，只见突出于
湖岸的那座山，正好晚霞满山，因此山名就称“夕照山”。雷峰塔就建在夕照山上。这夕阳亭和那夕
照山隔湖相望，互相衬托，这在园林造园艺术上称为“对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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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是题材定位全面。《解说西湖三十景》虽然冠以“解说词”的文体，初看定位是以业内人士为
主，但实际上各界人士，只要怀着想要了解西湖的心，都会产生阅读的愿望。因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
，立足读者兴趣为目标，旅游指南为要素，既有平面的介绍，又有立体的说明，使《解说西湖三十景
》不同于其他的导游词，从而达到业余和专业人士均可使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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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图文并茂，但印刷感觉不怎么好，离俺心中的西湖印象有些距离。买这本纯属手痒。
2、了解西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3、“解说”，娓娓道来，如闻其声；
“西湖”，古今三评，如见其景。
解说西湖三十景，文化山水满胸襟。
4、西湖景致无边，又何止区区30景，只不过本书选取了其中最具特色的和最有名的景点进行了细致地
描述，有描写，有溯源，有延伸，总之，可以深入了解一下西湖。
5、去杭州的可以参考一下，实用。
6、给导游用的解说词，对景点的介绍过于泛泛，没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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