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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中国（上）》

内容概要

这套丛书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山水故事”，一是“山水情怀”。
    山山水水背后“故事”的丰富多彩，是中国山水的主要特色，由于悠久的文明与历史积累，长期的
农耕生活陶冶，使得我国山水背后的“故事”特别多，亦即是说，人文景观特别丰富，历史文化的积
淀特别深厚。
    本丛书熔景观审美，掌故传说，山水诗文和风土人情于一炉，送大家一本“山水故事大全”。
    山水情怀，是我国先民在长期农耕社会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
    本丛书以现在这样的面目问世，是许多同道和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为保护文化遗产踏遍青
山的罗哲文先生和顾棣、李玉祥、吴荫南、李翔德等著名摄影家提供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和山水艺术图
片，为本丛书增添了浓郁的古典诗意。 
    本书作为“山水中国”图文丛书中的一卷， 对上海的景观名胜、历史古迹、传说掌故、风土人情等
作了全景式的扫描， 并配以近200幅插图， 文采焕然， 图绘精美， 以深沉厚重的文化内涵和蕴藉流畅
的叙述笔调， 区别于时下流行的以资讯为主的旅游指南和以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纯学术著作， 使
读者在阅读中体味“行走”。切合市场需求， 有比较广大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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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中国（上）》

书籍目录

《山水中国》总序卷首语第一卷 苏州  东方水城  吴越沧桑  文萃之邦  工艺之乡  塔观林立  园林清韵  姑
苏美食 虎丘  吴中第一名胜  吴越足迹 灵岩山  吴越弦歌馆娃宫 天平山  盒中美玉 邓尉山  邓尉梅花甲天
下 洞庭山  碧螺茶香春无限 甪直镇  瑞兽祈福  甫里遗风木渎  园林古镇  皇恩浩荡 同里  醇正水乡  旧时
江南 周庄  中国第一水乡 虞山  江南文化名山 翁同纪念馆  世事多沧桑  彩衣难为久 ⋯⋯  三宝伟绩  地久
天长第二编  无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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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中国（上）》

章节摘录

书摘“人家尽枕河”    苏州城郊的潺潺水涌，托起了姑苏这颗晶莹剔透的“水上明珠”。城外浩淼多
姿的太湖、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黄天荡、石湖等，如珠似玉镶嵌在绿野沃壤之上；环城流泻的
大运河、里城河扰如两条飘逸的缎带，与胥江、娄江水流交汇，绕城而卧；城内源于太湖的十几条南
北、东西走向的河渠，交织贯穿于街市、房舍、门桥、巷坊之间。准怪古人云：“胥门终古有归潮”
，“半夜月明潮自来”。    历代文人雅士对这块“桃花流水鳜鱼肥”的土地吟咏不已。唐代大诗人白
居易谓北近长江、南濒太湖、周环湖荡的苏州水景“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杜荀鹤《
送人游吴》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遥知明月夜，相思在渔歌。”    城中名碑实录、水乡图刻更令人瞩目。景德路城隍庙工学殿墙上，
嵌有一块“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碑。清嘉庆元年(1796)八月至次年五月，苏州河道经全面疏浚，其
后主事官员写成《重浚苏州城河记》，立石刻碑，碑阴下刻“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上刻“苏郡城
河三横四直图说”。图刻标明三横四直为主干的河道及桥梁于城墙、城门、建筑物间的分布情况；图
说则详载城内河道的来龙去脉、分合流向。从图碑可略见古城水乡旧貌。现苏州城经历史变迁，河道
剧减，殊为可惜。    为适应水网密织、河道环连的地理环境，苏州择取“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城
建格局。古时著名的阊门迳通虎丘七里山塘街，即为绝好的代表作。其融河渠、街巷、岸堤为一体，
由唐宝历元年(825)任苏州刺史的诗人自居易主持修凿，并留有“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好住
湖堤立，长留一道春”的清辞丽句。    苏州民居建筑艺术堪称奇巧，其布局有三种类型：面水、临水
、跨水。    面水民居，建于濒河街巷一侧，河巷合宽5米左右。岸植垂柳，铺以石阑；面水取齐，宅院
深幽；宅前屋后，皆通河道；门前河面，俱覆石阶；取水系舟，一应便利。现今平江路大柳贞巷、大
新桥巷民居即为典型之作。    临水民居，筑于河渠与街道平行的中间地段。妙在紧贴河道，迭石作基
，临河建宅，进深较浅，布局紧凑。其中有“挑石为基，建筑飞临水面”者，形成“楼台俯舟楫”、
“人家尽枕河”的景观及水中白墙青瓦倒映、错落有致的风景线。今学士街、平江路仍可赏此类建筑
风格。    跨水民居，呈现着另一种水上风光。一宅一桥，如出水白莲，被碧波托起，亭亭玉立。因其
基址河道狭窄，故而跨水建宅，以半桥半坡依托，或横跨桥之两端筑于其上，桥上有顶，俗称暖顶。
观饮马桥民居，跨水而建的宅院，河北为居室，河南为厨房、库房、柴房及内院；红栏小桥跨河而卧
，桥栏排列盆景盆花，独占跨水民居螯头。今寻原荣葭巷、大儒巷旧址仍可见一斑。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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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中国（上）》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国山水，山水中国。    洋洋二十卷，图绘精美，文采焕然。    带你走进一个——    历史中国，    
人文中国；    让你——    坐观山水，    读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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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中国（上）》

精彩短评

1、一幅水墨山水画，随着书页的展开，呈现在眼前
2、我们心中应留有一片清雅的山水。
3、文字优美 纸质良好
4、绝对的好书，古色古香，从人文入手写的
5、苏沪卷上 就是苏州和无锡 还不错
6、以山水情怀写山水，“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寓于海”，此书当之无愧！不是单纯的旅游指
南，不是单纯的名胜大全，寄情与山水之间，非常喜欢这一系列
7、本来是为了去同里借的，不想却修来与苏州的缘分。想想若不是对退思园的念念不忘，也不会心
心念念到苏州来了。果然是“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8、第一，图片全是黑白，而且不清晰。第二，配图不怎么完全，有的有有的没有。第三，纸质不好
，薄，揉揉还有碎纸渣出来。第四，有味道，像藏了很久⋯⋯如果说内容，我只看了一半左右，还算
不错。如果是注重内容的人推荐这本，如果是收藏的话，就应该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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