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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对于山河大地，人类有三度意义上的开发：一为物质生态意义上的开发，二为政治军事
意义上的开发，三为甲美游观意义上的开发。
在历史上，这三度开发往往是交又重叠的，但大多以前两度为主，只有当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活
获得较长时间的富裕和安定之后，才会产生比较全面的第三度开发。
　　中国的山河大地在游观意义上的大规模开发，一次是唐宋年间，一次就是当前。
如果说，唐宋年司的那次开发主要是由一批高水准的诗人、散文家和画家完成的，那么，当前的这次
开发则以普通民众的巨大流量作为首要标志了。
每逢节假日，居然有那么多中国人离家出走，不是为了牟利或是受了派遣，而只是为了在水山古迹问
观赏游览，有的时候，有些地点甚至到了人潮汹涌的地步，致使各级取府也不能不把目尤越釆越多地
移到本地旅游资源的开发上来。
这实在是一件以美学和文化来重整山河帅太好事，历尽艰辛的九州大地有机会卸一卸肩上的重担，解
一解身上的戎装和工装，梳妆出一副优美的身姿来顾吩生风了：在我看来，这是中华文明在空间范畴
上又一次愉快的苏醒。
　　我本人作为一个不倦的旅行者，二十几年来在国内旅途中从孤身苦行列置身于熙熙攘攘，虽然也
左很多方面深感失落，但就总体而言还是高兴的。
个体灵魂与寂寞山水的深层对峙当然刻骨铭心，然而如果召此而拒绝他人的投入，反对群体的参与，
则是一抑自命清高的私心。
茫茫大地承载着万民万物，它的灵魂不应该是大慈下偏、宏广热忱的，它已经为迎接巳万双愉悦的眼
睛，轻快的脚步，准备了数千年。
　　哭然涌来的浩浩荡荡的旅游队伍，需要接受一些最起码的“指点”，改变大家对旅游对象的茫然
无知状态和道听途说状态。
山水景物、村旦城池的千年蕴含，下是凭着一时帅耳目所及能够领号的，而无所领悟的到达，无论如
何是一种浪费，既浪费了自己又浪费了景物。
但是，这种“指点”有杆殊的难度。
中国古籍中的风物文献散乱难读，近年来匆促编印的有关文本大多流于租疏简陋，而导游们的指点往
往只是旅游者抵达后的被动接受，已经很堆作选择判断。
因此编印一套具有国际水准的高质量旅游读本，就成了一种迫切的社会需求。
从文化意义上说，这种精致的读本也是一种吧山水，历史、事件、人拘，艺文，摄影交相融合的文化
普及方式，是现代人对于脚下土地的逐一点化。
　　我在世界各地见到过很多风尘仆仆的旅行者；他们的行囊再简单，也少不了这样的读本，他们总
是珍重地取出，在码头、车站、路边咖啡馆小心翼翼地捧读。
正是这样的书，使他们的脚步和眼光更加沉稳而自信。
我想，在中国大地上奔波的中外旅行者，世应该在行囊里增加一点小小的重量。
　　目前的这套书，耗费了不少研究者。
写作人和摄影家的大量精力，希望能受到广大旅行者的欢迎。
但这只是开始，国际间这样的读本几乎是每年更新灼，但愿这套匀也能在目前的基础上越编越猜、越
出越好，以便更对得起千万读者，更对得起太好河山。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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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详尽，查索简便，充分将苏州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展现出来，是导引您旅游苏州的最佳伴
侣。
首先，开篇“认识苏州”部分，标示出城市的地理位置，同时领略苏州的四季风情和园林古迹，并将
苏州历史的脉络一一道来。
接下来苏州“分区导览”是全书的主体，由地图、实景照片及部分景点示意图构成，详细介绍苏州的
自然和人文景观。
在“旅行资讯”里，详实介绍了行、住、食、休闲、购物等资讯，其中的“日常咨询”提供了从打电
话到使用大众运输系统等非常实际有用的旅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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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如何使用本书苏州分区色码示意图一、认识苏州 苏州的地理位置 苏州的古城区和各区、市（县
） 苏州的历史 苏州的四季风光 苏州园林二、分区导览 古城区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和虎丘区 吴中
区和吴江市景区 相城区 张家港市和常熟市景区 太仓市和昆山市景区三、旅行资讯       行在苏州 逛街购
物 特色旅线设计 日常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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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杭州有西湖之美，苏州有园林之胜”，“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
苏州园林早己蜚声海内外了。
    我国的古典园林大体有帝王宫苑和私家宅园两大类。
前者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后者小巧玲珑，古朴典雅。
苏州最早的园林是春秋时期吴王的宫苑，如姑苏台、馆娃宫等，但今已不存。
私家宅园则留传至今，常盛而不衰。
苏州最早的私家宅园是汉代的“笮家园”。
晋代则有闻名的“辟疆园”。
明清以来，苏州私家宅园进入发展高峰。
迄今保留完好的苏州园林大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这些私家宅园，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苏州古典园林”。
它把私宅和花园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可“居”，又可“游”和“赏”，富有极高的居住功能和审美情
趣。
这些园林，由于是封建社会的达官贵人和失意文人参与造园。
因而再现了“城市山林”的意境。
这些园林，把大自然的山山水水，采用“缩龙成才”的艺术手法，集建筑、假山、水池和花木为一体
，成为名家笔下的山水长卷，使人“不出城郭而享山林之怡。
，这些园林，集建筑、绘画、音乐、雕刻等艺术之大成。
所以人们又誉之为“综合艺术博物馆”；这些园林，以小巧玲珑、曲折。
幽深见长。
走进这些园林，如同走进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叫人流连忘返。
    苏州园林之美，有人用一个“稚”字来概括。
雅则不俗，雅则入画，充满诗情画意。
苏州园林独特的美，使它迄今为止仍是世界上最佳人居环境。
欧洲的园林多为对称式的，所以适于“游”而不适于“览”；日本园林则多为庭前溪流小品，所以只
适于“览”而不适于“游”。
苏州园林因为是宅园，故可居、可游、可览，别有一番情趣，因而有人说苏州园林兼有东西方园林之
长，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
苏州园林的精致、绝妙，只有当你游览之后，方能亲身体会得到。
拙政园    苏州的拙政园和留园，北京的颐和园，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有中国的四大名园之誉，
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是旅游者到苏州必游的特色园林之一。
    拙政园位于苏州古城区内的东北街。
该园占地面积约4,77万平方米，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由御史王献臣始建。
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文徵明曾参与了该园的策划，流传至今的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
、《拙政园三十一景》序、画、诗可以佐证。
人们一致认为拙政园的文化气息十分浓郁，这不能不归功于文人参与造园的结果。
近500年来，拙政园虽然屡易其主，频遭毁坏，但其风貌大致还在。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达官贵人，概莫如是。
拙政园的历代园主，“因洼疏池，沿阜筑山”，巧妙构筑亭台楼阁，点缀花草树木，从而形成一方“
城市山林”，供其居、览，游，以便颐养天年。
拙政园以水景见长，“小沧浪”水院又成它的点睛之笔。
“小沧浪”水院由小飞虹廊桥、得真亭、志清益远、小沧浪和听枫处等轩、亭、桥组合而成，全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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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驾于水面，水面或波光粼粼，或平静如镜，轩，亭、桥倒映水中，如同海市蜃楼，雅趣盎然。
    此外，中部的“枇杷园”和“玉兰堂”小院，也都独具特色，为游人乐去的所在。
拙政园除水景，庭院之外，其他建筑如远香堂，见山楼，卅六鸳鸯馆等，也为他处所罕见。
还值得一看的是拙政园内具有不同造型和风格的水廊和古亭，因其艺术和技术的精湛，都成了该园的
精华部分。
单各式古亭而言，拙政园一处共有二十几处，这在他处是罕见的。
拙政园还成功地运用“借景”手法，把远在园外的站苏名塔，北寺塔“借入”国内，成为“借景”的
典范。
总之，拙政园在不大的空间内，能够营造出自然山水的无限风光，这种园中园，多空间的庭院组合以
及空间的分割渗透，对比衬托，空间的隐显结合，相间；空间的蜿蜒曲折，藏露掩映；空间的欲放先
收，先抑后扬等手法，都是要突破空间的局限，收到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从而取得丰富的园林景观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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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对于山河大地，人类有三度意义上的开发：一为物质生态意义上的开发，二为政治军事意义上的
开发，三为甲美游观意义上的开发。
在历史上，这三度开发往往是交又重叠的，但大多以前两度为主，只有当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活
获得较长时间的富裕和安定之后，才会产生比较全面的第三度开发。
    中国的山河大地在游观意义上的大规模开发，一次是唐宋年间，一次就是当前。
如果说，唐宋年司的那次开发主要是由一批高水准的诗人、散文家和画家完成的，那么，当前的这次
开发则以普通民众的巨大流量作为首要标志了。
每逢节假日，居然有那么多中国人离家出走，不是为了牟利或是受了派遣，而只是为了在水山古迹问
观赏游览，有的时候，有些地点甚至到了人潮汹涌的地步，致使各级取府也不能不把目尤越釆越多地
移到本地旅游资源的开发上来。
这实在是一件以美学和文化来重整山河帅太好事，历尽艰辛的九州大地有机会卸一卸肩上的重担，解
一解身上的戎装和工装，梳妆出一副优美的身姿来顾吩生风了：在我看来，这是中华文明在空间范畴
上又一次愉快的苏醒。
    我本人作为一个不倦的旅行者，二十几年来在国内旅途中从孤身苦行列置身于熙熙攘攘，虽然也左
很多方面深感失落，但就总体而言还是高兴的。
个体灵魂与寂寞山水的深层对峙当然刻骨铭心，然而如果召此而拒绝他人的投入，反对群体的参与，
则是一抑自命清高的私心。
茫茫大地承载着万民万物，它的灵魂不应该是大慈下偏、宏广热忱的，它已经为迎接巳万双愉悦的眼
睛，轻快的脚步，准备了数千年。
    哭然涌来的浩浩荡荡的旅游队伍，需要接受一些最起码的“指点”，改变大家对旅游对象的茫然无
知状态和道听途说状态。
山水景物、村旦城池的千年蕴含，下是凭着一时帅耳目所及能够领号的，而无所领悟的到达，无论如
何是一种浪费，既浪费了自己又浪费了景物。
但是，这种“指点”有杆殊的难度。
中国古籍中的风物文献散乱难读，近年来匆促编印的有关文本大多流于租疏简陋，而导游们的指点往
往只是旅游者抵达后的被动接受，已经很堆作选择判断。
因此?编印一套具有国际水准的高质量旅游读本，就成了一种迫切的社会需求。
从文化意义上说，这种精致的读本也是一种吧山水，历史、事件、人拘，艺文，摄影交相融合的文化
普及方式，是现代人对于脚下土地的逐一点化。
    我在世界各地见到过很多风尘仆仆的旅行者；他们的行囊再简单，也少不了这样的读本，他们总是
珍重地取出，在码头、车站、路边咖啡馆小心翼翼地捧读。
正是这样的书，使他们的脚步和眼光更加沉稳而自信。
我想，在中国大地上奔波的中外旅行者，世应该在行囊里增加一点小小的重量。
    目前的这套书，耗费了不少研究者。
写作人和摄影家的大量精力，希望能受到广大旅行者的欢迎。
但这只是开始，国际间这样的读本几乎是每年更新灼，但愿这套匀也能在目前的基础上越编越猜、越
出越好，以便更对得起千万读者，更对得起太好河山。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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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雅中国旅行图鉴》把自然与人文景观以全新的图文形态展示出来，在引导旅游的同时兼能感味艺
术、体会文化。
分区色码示意图，分别标示了各大游览区域，便于按图索骥，快捷地找到该区的景点。
专为《大雅中国旅行图鉴·苏州》拍摄近600余张全彩照片，精彩呈现苏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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