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8079839

10位ISBN编号：730807983X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

作者：郑瑾

页数：181

字数：19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浙江省社科联2008重点课题“西湖治理史及其生态学评价”成果的一部分，围绕着西湖治理这
一中心，重点阐述了历次对西湖治理的具体经过，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并对每次治理
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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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瑾，浙江大學讲师。
2004年獲浙江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1、宋史；2、中国古代经济史；3、中国古文字学；4、中国青铜器学。
代表著作（论文）：1、《略论宋代类书大盛的原因》；2、《贾似道与鄂州之战》。
开设课程：1、中国古文字学；2、中国青铜器学；3、文物保护技术；4、中国美术史；5、西方美术史
；6、文物保护、鉴定与修复技术；7、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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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的杭州地区，最早在秦代时开始设置钱唐县。
西湖位于钱唐县境内，因此可能据县名而得名，称为“钱唐湖”。
在秦代时，西湖还与钱塘江相通，所以也有人认为“钱唐湖”的名字是由钱塘江之名而来的。
到汉代时，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八上》有记载：“钱唐，西部都尉治。
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一般认为，这里所谓的“武林山”应该就是今天
灵隐、天竺一带群山的总称，而发源于这一带群山上的溪水，逐渐汇合为金沙涧，向东流注入西湖，
成为西湖最大的天然水源。
因此“武林水”指的应该就是西湖，它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西湖名称。
　　其后，西湖还有“明圣湖”和“金牛湖”的古称。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〇《渐江水》中有这样的记载：“县南江侧，有明圣湖。
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
”因为传说湖中有金牛出没，所以得名“金牛湖”。
当时又有人说湖中有金牛出现是天子圣明的瑞祥，因此又称之为“明圣湖”。
　　除此之外，西湖还有“钱水”、“钱源”、“西陵湖”、“西泠湖”、“石函湖”、“上湖”、
“放生池”、“潋滟湖”、“西子湖”、“明月湖”、“美人湖”、“龙川”、“贤者湖”、“销金
锅”、“高士湖”等诸多名称，每个别名，各有来历。
“钱水”、“钱源”其实是西湖主要补充水源之金沙涧上游的名称，后来引而为之就成为西湖的别名
了。
南朝时候，古乐府中有一首著名的《西陵苏小小词》，词日“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因为苏小小是钱塘名妓，有人认为此处的“西陵松柏下”，指的就是“
钱塘西湖”，而西陵一作“西泠”，因此西湖便有了“西泠湖”的别名。
至于“石函”二字，本出于唐朝李泌所建的用以蓄泄湖水的石函闸，随着石函闸的建成，西湖便有了
“石函湖”的名称。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后，开始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工浚湖，并在钱塘门外筑起一道长堤，把当时
的钱塘湖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的“上湖”即为今天的西湖。
而“放生池”之名，则得自于北宋天禧年间，当时的杭州郡守王钦若奏准以西湖为放生池，以为天子
祈福，自此以后，西湖在各代都有用作放生池的，而同时她便有了“放生池”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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