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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留杭过年的市民最想知道

的，肯定是西湖和西溪有哪些好看好

玩的，如何更好地玩转“双西”景区？

昨天，“双西”景区发布为游客精

心准备的十条玩转双西游线。

按这十条线路游玩，既能领略西

湖西溪浓厚的历史文化，也能赏景趣

玩，在西湖西溪的山水文化中过新年、

享美景、知文化、得趣味。

寻水浒文化，探东坡足迹

既然留杭过年，就要玩出花样
景区昨天发布十条旅游线，让你新春深度游“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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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街的海派风情
北山街，东起保俶路，西至曙光路，南临

西湖，北靠宝石山、葛岭、栖霞岭。北山街有，

首届西湖博览会工业展馆以及秋水山庄、孤

云草舍、坚匏别墅、抱青别墅、静逸别墅、穗

庐、玛瑙寺等一大群中西式近代建筑。这条

2600 米的北山街，被人们称为“没有围墙的

博物馆”。

游玩线路：西湖博览会博物馆—中国共

产党杭州历史馆—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连横纪念馆

东坡足迹
西湖如今的知名度，和大诗人苏轼是分

不开的。让我们踏着东坡的足迹，感受西湖

的千年美好。

北宋熙宁年间，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

判时，曾到过吴山宝成院，并题有《宝成院赏

牡丹》一诗，后废去。明代时朱术珣据拓本重

刻，并题额“感花岩”三字。

游玩线路：“感花岩”刻诗—苏东坡纪念

馆—苏堤—三潭印月

宋韵西湖
随着宋高宗定都杭州，建立南宋王朝，西

湖也逐渐成为全国的商业和艺术中心。时至

今日，西湖的文化内涵也蕴藏着深厚的大宋

韵味。在西湖边，追寻南宋历史文化，探寻西

湖的宋代之美。

游玩线路：凤凰山—吴山—岳庙

密宗佛影
东晋咸和初，西印度僧人慧理来杭，在西

湖的群山中连建灵鹫、灵隐、三天竺翻经院等

五刹后，经过吴越国和南宋，杭州逐渐成为

“东南佛国”。佛教建筑随处可见。但就在这

些东南的江南水乡之地，其实还有藏传佛教

的诸多遗迹。

游玩线路：飞来峰石刻造像—宝成寺麻

曷葛喇造像

登高祈福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新年

登高祈福的习俗。西湖三面环山，是

登高祈福的绝佳去处。

宝石山山高 78 米，新西湖十景之一“宝

石流霞”就是在此；玉皇山位于西湖南岸，海

拔仅237米，坐拥新西湖十景之一的“玉皇飞

云”景观；五云山是西湖群山中的第三座大

山，海拔 300 多米。据说因有五色云彩盘旋

山顶，经时不散而得名。

游玩线路：宝石山—玉皇山—五云山

双西赏梅
西溪与灵峰自古均为杭州赏梅胜地。西

溪共有梅林300亩，梅树20000多株，集中在

梅竹休闲区以及梅林路沿线，有江梅、宫粉、朱

砂、绿萼、玉蝶、美人梅等多个品种。春节期间，

预计江梅开花率在60%左右。杭州植物园灵

峰探梅景区共有 100 余个梅花品种，栽梅树

5000余株，梅林似海，景色十分诱人。

游玩线路：杭州植物园—西溪湿地

金牛聚福
辛丑牛年来临之际，不妨走一条有趣味

的线路，一起寻找西湖西溪里的牛，金牛聚福。

西湖自古有“金牛湖”的美称。西湖涌金

池内，有一金牛雕塑。从吴山广场上山走到

吴山大观平台往右转，有一组岩石，酷似龙、

虎、兔、猴等十二生肖造型。这种石林景观，

在地质学上称为“石芽”。最后，不妨去杭州

动物园找找真正的牛吧！

游玩线路：涌金池金牛—十二生肖—动

物园

游湖研学
乘西湖游船以岳王庙为起点，途经秋瑾

墓、孤山、阮公墩、钱王祠、西湖博物馆等景点，

从国家意识、民族情怀、革命精神等各个层面，

传承红色基因，培养爱国主义情怀。以诗人传

承为轴，以诗词脉络为线，挖掘出潜在的人文

资源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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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双西”
爱情，是西湖西溪文化之重要元

素，杭州因此被誉为爱情之都。

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三载”的故

事就发生在万松书院；长桥，也叫双投

桥，纪念的是南宋淳熙年间，自由恋爱

不成双双跳桥的书生王宣教和少女陶

师儿对爱情的坚贞；断桥的名字与《白

蛇传》的爱情，始终在一起⋯⋯一部

《非诚勿扰》的走红，更让西溪湿地成

为邂逅爱情的胜地。

游玩线路：万松书院—长桥—断

桥—西溪湿地

水浒与双西
脍炙人口的《水浒传》的作者施耐

庵曾在杭州居住过，所以《水浒传》中

有很多细节都和杭州、西湖西溪有着

密切的关系。西湖西溪景区至今也保

存着与水浒有关的文化史迹。

六和塔是《水浒传》的故事场所，

书中“鲁达圆寂”及“武松出家”等典故

与六和塔有直接关联；张顺像位于涌

金公园涌金池内，据说水浒 108 将中

的“浪里白条”张顺就死于此地；武松

墓位于杭州北山街西泠桥畔。《水浒

传》中，武松最后在杭州六合寺出家终

老，死后葬于西湖畔。

游玩线路：六和塔—张顺像—武

松墓—西溪水浒文化展示馆—施耐庵

钱塘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