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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西湖边

这两天，每到入夜，杭州南山路上灯光璀璨，因为没有车子，游客行人纷纷悠闲地合影拍

照，坐着甚至躺着摆出各种造型，照片背景有时空旷，有时依然人从众。

老杭州杨小姐说，“记忆中，小时候的西湖就是安静的”；也有老西湖唐先生说，“西湖边从

来就是人很多，我们年轻时候也是人山人海，不过现在是车水马龙”。

以前小汽车还不多时的西湖，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试图从几位老杭州人口中，探寻老底

子西湖的模样。

最近没了小汽车的西湖边，好多人都去“西湖躺”，听老杭州来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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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江南旖旎风光中款款绽放的“西湖之花”，其实说

的是西湖绸伞。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二楼临展厅今天开始推

出“美丽的西湖绸伞——西湖绸伞精品特展”，展期2个月，到

10月30日结束。

工作人员说，这次展览用了近 4 年时间筹备，寻访了 20

余位西湖绸伞关联者，最终展示了杭州人自己制造的工艺精

品，也告诉你西湖绸伞背后的故事。

伞仿佛天生就是属于江南的，戴望舒的《雨巷》为杭州的

伞赋予了婉约的气质。

20世纪30年代，杭州实业家都锦生以杭州本地的淡竹和

丝绸为原料，以江南地域文化、西湖人文风景为主要创作元素

组织创制西湖绸伞：伞头为三潭印月造型、伞面刻版刷花西湖

美景、伞扣为传统中式盘扣，延续了南宋以来温婉典雅、精致内

敛的风韵气质。一经问世便受到人们的喜爱，尤其备受外国人

士推崇，被赞誉为美丽的“西湖之花”。

西湖绸伞需经过选竹、劈青、贴青、上架、伞面装饰等 18

道纯手工制作，要求做到“三齐一圆”，即顶齐、节齐、边齐，收

拢圆浑，复成天然竹节，即“撑开一把伞、收拢一节竹”，其中，

最具特色的当属伞面装饰中的刷花和伞面贴青两大工艺。

2008年，西湖绸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次展览首次将 70 多把不同发展时期的西湖绸伞集结

展示，最大的伞半径达122厘米，而最小的伞半径只有15.5厘

米，大家不仅可以感受完整的西湖绸伞发展历程，还能欣赏排

须伞、灯笼伞、伞灯等罕见的工艺伞。

展览期间，还将邀请西湖绸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宋志明

等绸伞技艺传承人，开展工美大讲堂、工美沙龙等活动。工美

馆二楼的大师工作室每天有西湖绸伞现场制作，全方位展示

制作工序；还将推出多场“我是伞面设计师”画伞面、绸伞穿花

线、刷花等体验活动。 本报记者 鲁佳 本报通讯员 陈晶

18道工序打造西湖绸伞
70多把不同年代的绸伞一同展示

工美馆今起绽放“西湖之花”

本报记者 段罗君

靠赏桂时的人山人海
他赚了人生中第一桶金

一说起杭州的味道，似乎就闻到了桂花的香气。每年九十月份，整座城市

弥漫着丝丝香甜气息。光是闻着这空气里的桂花香，就已经醉了，难怪常有人

说，杭州最浪漫的季节，应该是秋天。

满觉陇是杭州最出名的赏桂地，赏桂品茶，一直是老杭州人秋天的保留节

目，常听到老杭州人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没喝上一杯桂花茶，杭州的秋天就感

觉没真正过过。”

满觉陇村村委负责人唐国强，也是当地人，在上世纪 80 年代，他还是

个 20 岁出头的青葱小伙，也正是因为桂花，让他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

金。

唐国强记忆犹新，那时候，杭城桂花盛开时，满觉陇赏桂的人就已经非

常多了，很多都是“全家总动员”，扎堆聚在桂花树下，吃饭、喝茶、闻香、聊

天。

“其实，那时候西湖边的人不比现在少，只不过没现在那么多车，那时是人

山人海，现在是车水马龙。”

9 月的杭城，空气里的闷热尚未退去，杭州人有一形象的说法，曰“桂花

蒸”，意喻农历八月桂花将开时，一如蒸桑拿的天气。但这种天气比较特殊，对

桂花发育有利。

头脑灵活的他在人流和天气中，发现了商机——卖棒冰。他每天从满觉

陇村骑着个三轮车前往邮电路一带把整箱整箱的棒冰批发回来卖，“那时便

宜，一根棒冰卖3~5分钱。”

生意好的时候，唐国强一天要来回跑三趟批发棒冰，最多的时候，一

天进了 13 箱棒冰，一箱 100 根。除了卖棒冰，唐国强还顺带着卖香烟。

他的生意“旺季”一般能持续近两个月时间，人生第一桶金，就这样赚到

手了。

当年坐自划船，5点就得出门
因为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

除了赏桂品茶之际，西湖边拥挤的香客也是杭州一道不变的风景。

今年 75 岁的老杭州丁云川，是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杭州历史学会常务

理事。他说：“旧时，杭州人去灵隐、天竺上香礼佛，常常走茅家埠水路，既可观

景，又省了脚力。据老一辈说，农历六月十八日是观音生日，这天的香客特别

多，前一天的晚上，香客船就接连不断地来到茅家埠。香客们上岸后，手提灯

笼，三三两两，踏着青石板路，前往灵隐、天竺。”

西湖颜值高，吐槽“西湖拥堵”是从古就有的事情了。明朝才子张岱在《西

湖七月半记》里就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烧头香的记忆，对 75 后杨女士来说，也是记忆深刻，那一年她读高二，这

是第一次没有大人的陪伴，和小伙伴一起去烧头香，“从少年宫开始直到灵隐，

几乎摩肩接踵，人山人海，自行车根本就推不上去，只能步行前往，一个不小

心，就被后面的人踩到脚后跟。”

不过，对于儿时西湖的记忆，杨女士最深刻的莫过于去西湖六公园坐自划

船。

“我读小学时，家住半山，所以去西湖边游玩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每年春天

或秋天的某个周末，父母就会带我去坐自划船。”对当时的她来说，那可是一年

一度的盛事，“前一晚我都会兴奋得睡不着。每次我们都要一早 5 点就出门，

去六公园排队，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

在杨女士的记忆中，秋天西湖边的味道是甜的，除了桂花香，还有热乎乎

的糖炒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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