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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是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忆江南》诗中
发出的感叹。人间虽已苍海桑田，但杭州因为有西湖，季季之美仍不变。五月去杭
州，有一种美不能等，烟雨西湖柳叶翠，三潭印月清辉中。此时，又是杭州名茶龙
井新采时，你可就着西湖品新茶。

西湖，位于杭州西面，水面积6.39平方公里，湖岸线长达15公里。三面环
山，湖中被孤山、白堤、苏堤、杨公堤分隔，分为外西湖、西里湖、北里湖、小南湖及
岳湖等；苏堤、白堤越过湖面，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个小岛立于外西湖湖心，
夕照山的雷峰塔与宝石山的保俶塔隔湖相映，由此形成了“一山、二塔、三岛、三
堤、五湖”的格局。西湖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湖泊类世界文化遗产。

自古游西湖，看的是十景，虽然现在有新十景和新新十景之分，这里推荐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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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月里的西湖十景，自然另有一番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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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苏堤春晓
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

长近 !公里。此堤为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任
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时而筑，后人为纪念他
命名为苏堤。苏堤长堤卧波，连接了南北山，
给西湖增添了一道妩媚的风景线。南宋时，苏
堤春晓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元代又称之为
“六桥烟柳”而列入钱塘十景。

五月的苏堤，杨柳新叶如刀剪，湖波浩淼，
烟雨空濛，暖风习习，置身堤上，就如人在画中。

之 曲院风荷
“曲院”原是南宋朝廷开设的酿酒作坊，位

于今灵隐路洪春桥附近，濒临当时的西湖湖
岸，近岸湖面种植荷花，每逢夏日，和风徐来，
荷香与酒香四处飘逸，令人不饮亦醉。南宋诗
人王洧有诗赞道：“避暑人归自冷泉，埠头云锦
晚凉天。爱渠香阵随人远，行过高桥方买船。”
后曲院逐渐衰芜，湮废。清康熙帝品题西湖十
景后，在苏堤跨虹桥畔建曲院风荷景碑亭。现
扩展为公园，有风荷景区，种植各种荷莲，水面
上架设小桥，人从桥上过，如在荷中行。

五月风荷虽未曾开，但亭亭荷叶新绿，那
种嫩绿不逊花朵。

之 平湖秋月
平湖秋月位于白堤西端，孤山南麓，濒临

外西湖。其实，作为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平
湖秋月并无固定景址，这从元明两朝文人的

诗词可看出。如南宋孙锐诗：“月冷寒泉凝不
流，棹歌何处泛归舟”；明洪瞻祖：“秋舸人登
绝浪皱，仙山楼阁镜中尘。”明万历年间的西
湖十景木刻版画《平湖秋月》，也以人在船中
举头望月为画面主体，体现“平湖秋月”。

五月西湖，晴天时湖中仍可看明月，风更
轻更暖。

之 断桥残雪
断桥位于西湖白堤的东端，背靠宝石山，

面向杭州城，是外湖和北里湖的分水点。断桥
桥势较高视野开阔，是冬天观西湖雪景的最
佳处。每当瑞雪初霁，站在宝石山上向南眺

望，西湖银装素裹，白堤横亘雪柳霜桃。断桥
的石桥拱面无遮无拦，在阳光下冰雪消融，露
出了斑驳的桥栏，而桥的两端还在皑皑白雪
的覆盖下。依稀可辨的石桥身似隐似现，而涵
洞中的白雪熠熠生光，桥面灰褐形成反差，远
望去似断非断，故称断桥。

五月断桥无残雪，可你能体验到唐张祜
《题杭州孤山寺》诗中的风韵：“楼台耸碧岑，一
径入湖心。不雨山长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藓
涩，空院落花深。犹忆西窗月，钟声在北林。”

之 南屏晚钟
南屏晚钟，因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南屏晚

钟图》而名。
南屏山，绵延横陈于西湖南岸，山高不过

百米，山体延伸却长达千余米。山上怪石耸
秀，绿树成荫。晴好日，满山岚翠在蓝天白云
衬托下秀色可餐；遇雨雾天，云烟遮掩，山峦
好像翩然起舞，缥缈空灵，若即若离。后周显
得元年（"#$），吴越国主钱弘叔在南屏山建佛
寺慧日永明院，即后来的净慈寺。南屏山另一
座名刹兴教寺始建于北宋开宝五年（"%&），它
曾是佛教天台宗山家派的大本营。净慈寺、兴
教寺加上附近的中小寺庙，形成继灵隐、天竺
之后湖上又一佛寺群落，晨钟暮鼓，梵贝佛
号，香烟烛光，南屏山从此添了“佛国山”的别
称南屏晚钟的情韵，悠然成型。南屏山一带山
岭由石灰岩构成，山体多孔穴，加以山峰岩壁
立若屏障，每当佛寺晚钟敲响，钟声振荡频率
传到山上，岩石、洞穴等为其所迫，加速了声
波的振动，振幅急遽增大后形成共振。岩石、
洞穴便随之产生音箱效应，增强了共鸣。同
时，钟声还以相同的频率飞向西湖上空，直达
西湖彼岸，碰上对岸由火成岩构成的葛岭，回
音迭起。

之 柳浪闻莺
柳浪闻莺，经过近代不断的开发和建设，

由当年帝王享受的御花园，演变为普通百姓
的大乐园。沿湖长达千米的堤岸上栽种垂柳、
狮柳、醉柳、浣沙柳；中部主景区辟闻莺馆，距
闻莺馆不远处置巨型网笼“百鸟天堂”，营造
烟花三月，柳丝飘舞，莺声清丽的氛围。闻莺
馆东面，以草坪和密林带为主形成友谊园景
区，引种日本樱花，草坪北侧铺石砌台，矗立
着“日中不再战纪念碑”。闻莺馆西侧，是柳浪
闻莺重建时填平水荡沼泽而营造的大草坪，
草色遥连西湖碧波青山，大草坪北侧，是迁建
来此的康熙御题柳浪闻莺景亭碑；南侧种植
了一片高大的乔木树林，与草坪、柳岸及湖光
山色构成富于层面、角度变化的生动图景。

公园北部早先的钱王祠，改建成江南私
家园林风格、布局的庭院景区，沿用“聚景园”
旧称命名。园内亭台楼榭，假山泉池，小桥流
水，矮墙漏窗，奇花异草，各据其位，合为胜景，
全园曲径通幽，别有天地。公园东南建露天舞
台，成为杭州市民和八方游客晨间锻炼、假日
休闲和节日庆典的好去处。 !下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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