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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在西子湖上　　西湖是这样的所在，你会因为找不到最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她——而陷入幸福的
彷徨。
西湖是囊括所有的：春夏秋冬、日月星光；柳风桂雨，晨钟暮鼓；悲欢离合，长歌短吟；英雄美女，
高僧士子；行侠游客，浪子孤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西湖太丰富了，层面太多了，她的确仿佛
又是太密集了，步移景动，处处都得细细道来，让你觉得西湖数不胜数，不知从何说起。
　　齐全的和谐归于一身，完整的美均匀着通体，西湖接近伊句园。
面对造化的最高形式，你将能如何？
你唯有静默啊⋯⋯　　西湖便在静默中饱满，她就是那种在遥远的地方突然想起会热泪盈眶的美——
那是深卧与佯睡在你心底的爱情，突然一跃而起，冲撞你的胸膛，使你呼吸停止，目瞪口呆，不知所
措。
　　西湖是你的爱人，你对她的爱意的表达，因为小心翼翼而断断续续，你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你
担心会把她的灵魂从你的口中吐出，你唯恐她会散发在空气中，离你而去。
　　你能够从皮肤中触及她，从空气中呼吸她，浪迹天涯时她折进你的行囊，到他乡时她弥漫开来，
浸润覆盖在陌生的逆旅，慰你无边的乡愁。
　　西湖是一所书院，你是西湖的学子，你在湖上走读。
西湖是这样的词汇，她穿透你的所有岁月，红颜年少在长堤下散落初恋，人到中年在湖上整理思想，
白发苍苍在月下享受归宿。
　　西湖又是一派大境界——张苍水临终眺望湖上，一声断喝：“好山色！
”叹尽湖光。
而你，想到西湖，心头一热。
块垒顿消。
你想：无论如何，我已经有西湖了。
西湖像所有的家园一样，人们通过告别而与她重逢。
你只要离开她一步，就会百感交集地发现，她是世上最动人的地方。
背弃她，是人生最大的失误；离开她，更是命运最大的遗憾。
　　许多年前你离开过她，因此得了严重的怀乡病：你想念西山路曲院风荷大门口深秋时的一大片梧
桐树的黄金落叶，它们铺开时颇有异国风情；你想念从玉泉路往上走时冬夜里月光下枝杈横伸的三角
落叶枫——它们像一张张伸向天空的树妖的手掌；你想念曾经海棠盛开的苏堤，你在那里流下过多情
而可笑的眼泪；你想念孤山鲁迅像对面沿湖的椅子，椅旁的湖水中撒下过你敬爱的老师的骨灰；你想
念湖畔灵峰未开发前的野趣，朋友们在清泉旁点着篝火煮茗；你想念湖上的小船，有一次泛舟湖上时
一个朋友掉到湖里去了⋯⋯　　你想念九里松。
重病时的父亲在那里住院，你和母亲常常怀着深深的忧郁挽臂在松下走过；你想念植物园，十月一日
。
举家出动，在茶花树下摆开大吃一场的架势；你想念岳坟，童年时一个外宾抱着你在岳飞墓前拍照留
念；你想念翁家山，你在那里采过茶，睡在那些早已废弃的庙宇里；你想念九溪，一位男同学约你春
游，没有发生爱情，甚至友谊也淡忘，但九溪却深深留在心中：你想念三潭印月，父亲带着满口缺牙
的你与哥哥在九曲桥上留影。
如今父亲长逝。
但三潭印月依旧⋯⋯　　你想念绕湖的芬芳，春天一到，她们闹得满城花枝招展，不是红杏也出墙；
你想念雨巷，想念从前曾经有过的油纸伞，想念戴望舒和他的丁香般愁怨的姑娘；想念早已逝去的青
石板发出的声音，它不可能不是悠长的。
　　你也想念湖边那些豪华的宾馆，你想念望湖饭店和香格里拉饭店大厅里的壁挂，想念透过雨玻璃
望出去的山朦胧水朦胧；当然，你想念楼外楼的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在你最想念的那一切中，还包
括梅家坞的一小片茶园、植物园的一株白紫藤和镜湖厅茶座间的那株大香樟，以及它的那些纷纷扬扬
的伤春的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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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某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活着的。
以及长逝的——他们是你的亲人和朋友，你想念他们，有时在上班的路上，有时在回家的途中，有时
在夜半的梦里，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把你的心思碾碎了，是西湖把你重新收拾，再生灵魂⋯⋯　　
人间万象，有人生命艰苦，一旦归化西湖，便也知足；有人生命壮烈，湖边绚烂之极，终究归于宁静
。
杭州是人性的方舟，西湖是众生的家园。
　　郁达夫有一枚闲章：家在富春江上。
你步其精神，亦有一章：家在西子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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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读西湖(典藏版)》由王旭烽著：西湖是这样的所在，你会因为找不到最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她——
而陷入幸福的彷徨。
西湖是囊括所有的：舂夏秋冬，日月星光；柳风桂雨，晨钟暮鼓；悲欢离合，长歌短吟；英雄美女，
高僧士子；行侠游客，浪子孤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西湖太丰富了，层面太多了，她的确仿佛
太密集了，步移景动，处处都得细细道来，让你觉得西湖数不胜数，不知从何说起。

《走读西湖(典藏版)》适合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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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杨孟瑛和白居易、苏东坡一样，都曾经当过杭州的最高长官，而且还和他们一样，都在西湖上修
过一道堤。
但白、苏二人名冠天下，杨孟瑛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只有治杭史的专家才知道。
我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他的诗名不能与苏、白二人相比之故。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也是不乏其例的，你做了_一件大事，历史可能记住了你，可能就把你忘记
了。
人们可能为你建生祠，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你姓甚名谁。
历史和人都更注重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苏堤和白堤，直到今天还躺在西湖上，没法让人忘
了那筑堤的苏、白二人。
但杨堤就不一样，有很长一个阶段，它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消失了。
　　为一个被人们淡忘的好人写一点什么，为一条已经消失的堤说一点什么，这是我的初衷。
而意外的惊奇则在于：当我以为一条堤已消失的时候，这条堤却又显现了；当我以为那个修堤的人被
忘却的时候，那个人却开始被隆重地纪念了。
　　有一个规律是可循的——凡是对西湖好的官员，生活在西湖边的人们，就说他是好官。
杨孟瑛便是对西湖好的好官。
　　说到对西湖的态度，首先我们得问这样一个问题：西湖究竟是什么？
　　可以这样比喻她：西湖，是一颗会飞的夜明珠，有一对美丽的长翅膀，舒展在江南大地上，人们
在她的彩翼中穿行，她的一羽为白堤，另一羽为苏堤。
　　其实西湖还有一羽，还有一道当年影响很大的堤，但却消失了，筑堤的人就是这个杨孟瑛。
　　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评价说：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
甫三公而已。
　　这个杨温甫，也就是杨孟瑛。
杨孟瑛应该也是会写诗的，他是明成化二十三年的进士，科举考上来的天府之国的才子，但显然和他
的四川老乡苏东坡没法比，所以，后来的人们很少知道他是哪朝哪代的，何许人也。
　　在杭州人中，他曾经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白苏以后贤太守”。
实际上，我们一直享受着他的恩惠——许多年来，杭州人天天在他曾经筑建的那条消失的堤上行走呢
。
堤旁是曲院风荷、金沙港度假村、郭庄和花圃。
只是被称为杨堤的堤与名称俱已湮灭，人们把这条从前美丽过的堤，称为西山路。
　　然而，消失了的堤，若在个人的心里延伸，你不就有双重的游弋了吗？
你在赏心悦目之中，再加压一点历史的溯游，你就会知道，历史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偏差，如果不是杨
孟瑛，你就几乎游不成西湖，西湖差一点就没有了。
沧海桑田，难道只是一个成语？
　　追溯历史，经过唐宋王朝的格外青睐，西湖落得个“销金窝”的名声；元代的统治者们，把西湖
当成了红颜祸水，打入冷宫了事。
这将近百年的冷遇，一个大家闺秀也几乎沦落成了柴门环婢。
苏堤以西，葑草蔽湖；六桥之下，水流如线。
有钱有势的人家，把西湖像切蛋糕一样地分块霸占，作了菱田荷荡。
　　到了明代初年，杭州的官府看着积重难返，干脆把傍湖的水面划给了豪富。
豪富们名正言顺，便编起了竹篱，高者为田，低者为荡，弄得个“碧波万顷”的西湖，阡陌纵横，支
离破碎。
　　当时的杭州民间便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
　　待他享尽功名后，只见湖光不见笆。
　　一直到了明代的宣德、正统年间，也就是公元1426年到1449年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
才开始关注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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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数十年，弘治十六年，也就是1503年，杨孟瑛到杭州来当太守，恢复西湖百年前的荣光，才被
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杨孟瑛，四川丰都县人。
丰都在长江边上，名气倒是挺大，都说那是鬼城，今天因“鬼文化”成了旅游胜地。
苏东坡的老乡杨孟瑛从四川出来做官，—直做到这江南的杭州古城，这官当得可要比苏东坡更累了。
苏东坡当年守杭，西湖淤塞十有四，杨孟瑛任务更艰巨，他到杭州的时候，西湖被占竟已达十之八九
了。
　　疏浚的使命如此严峻，而疏浚的手续却更加繁复。
白居易治湖，根本不要奏请朝廷批准。
苏东坡就麻烦多了。
等到杨孟瑛时便更为复杂，从上书朝廷到正式开工，足足花了五年时间，直到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
年3月，才开始动工。
　　和苏东坡当年请求浚湖时打《乞开杭州西湖状》的报告一样，杨孟瑛也阐明了五条理由。
　　第一，杭州为三吴都会，人杰地灵，西湖占塞，破了地利形胜，对这座城市是不吉利的。
　　第二，西湖起到了很好地保护城市安全设施的作用，西湖若阻塞，强盗流寇是很容易长驱直入地
进入这座城市的。
　　第三，西湖占塞，这座城市的水就不够用了，水脉不通，怎么生存下去呢？
　　第四，杭州为交通要道，西湖的水对水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交通不行，城市就将萎缩下去。
　　第五，湖畔的良田，需要西湖的水灌溉。
　　如此论证之后，杨孟瑛非常庄严负责地说：西湖有无，利害明甚，第坏旧有之业，以伤民心，怨
愤将起，而臣等不敢顾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
　　杨孟瑛做官做到这个分上，当然知道他将面临的险况是什么。
但他是下了决心了，没有顾忌，是因为西湖的疏浚，实在是关乎国计民生，太重大了。
　　浚湖阻力最大的，还是来自豪富。
因为要浚湖就要毁田，就要侵犯有钱人的利益。
为了防止豪富刁民闹事，杨太守特意写了一篇谕民文告，大意是：　　先贤们为百姓着想，想到根本
上，所以浚通了西湖，特来灌溉周遭良田。
如今西湖却渐渐湮废了c我今虽力图浚复，但是湖上园池，却尽被豪富封殖，我一旦开毁，必有百口
怨訾，当事人伤心，我也不能不动恻隐之情。
但今天你们的产业，本来就是建立在公家的湖面上的，是私人侵犯了公家而肥己，而我现在，则是恢
复以往公私分明的旧况罢了。
何况如今水尽湖塞，田渐荒芜，数十人家得利，千千万万人却吃苦。
所以，凡我统治下的湖边的父老，请率领你的乡亲族人，及早迁移，不要从中作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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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间万象，有人生命艰苦，一旦归化西湖，便也知足；有人生命壮烈，湖边绚烂之极，终究归于
宁静。
杭州是人性的方舟，西湖是众生的家园。
　　说不尽的西湖故事，赏不完的西湖景色，翻开书页，我们一一走读！
领略它的丰饶、饱满、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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