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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参与创作
这本书中的西湖更富情感

《走近西湖》不同于西湖学研究会此前

出版的书籍。全书 86 篇，30 多篇是受邀

的专家学者撰写，其余篇目的作者，有在西

湖景区工作多年的各行业人员，也有热爱

西湖的普通市民。

“去年开始征文工作，纷至沓来的文章

也给了我们看西湖的另一个视角。”《走近

西湖》执行主编杨小茹表示，这本书有着更

富情感、更接地气的“西湖表达”。

2001年，杭州市启动西湖综合保护工

程，从水质治理、拆违打通环湖景区、整治

修复环境到保护修复文物，连续干了十多

年，投入一百多亿，如今如明珠般闪耀的西

湖更成为杭州乃至浙江人的骄傲。

“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西湖。”杨小

茹说，研究西湖多年，她们不再局限于西湖

的山水风光和人文历史价值，而期望看到

西湖对于市民的情感寄托，“人们为什么喜

欢西湖，西湖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感动，我们

想更多挖掘这方面的内容。”

《走近西湖》论文集
还原西湖风光成长脉络

《走近西湖》论文集，还原了西湖风光

成长脉络。

走在西湖景区，总能被不同季节、不同

时刻的西湖惊艳，宝石山上的日出震人心

魄，集贤亭旁的日落令人心醉。山水美学

的万千变化，在西湖的一草一木，在西湖的

晨曦日暮，在瞬间，更在日常。

“湖的尽头是山，山的脚下是湖，山水

相连，水天一色⋯⋯”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

长、杭州市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在

《走近西湖》里提到，山水组合可以有多种

形式，但西湖三面环山、中间是水的格局是

很少见的。

西湖山区集多种地质构造于一体，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摩崖造像、佛道寺院、溶

洞石景、村落民居、溪流泉涧、茶园森林等

各种景观，符合国人的游览方式和兴趣，不

会有枯燥乏味之感。

“历经千年浚治，西湖被分割成外湖、

小南湖、西里湖、岳湖、北里湖五个大小不

一的湖面，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大尺度观

赏景观。苏堤所处恰好符合西湖最佳视觉

的‘黄金分割比’位置，给人十分舒适的景

观美感。湖中三岛还象征了中国秦汉以降

‘一池三山’的神话仙境形象。”杨小茹说。

“人间始觉重西湖”
西湖深度融合自然与人文

古建筑、石窟寺、摩崖题刻⋯⋯自然与

人文的深度融合，是西湖不同于其他湖泊

的地方。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副局长、浙江省

文物保护利用协会副会长卓军在书中提

到，西湖不是纯文物遗址类遗产，而是不断

演变着的活态遗产，自然和人文景观交相

辉映、城湖合璧的格局，成为中国山水美学

的典范。

“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这样的爱国

主义、英雄主义人物，白居易、苏东坡的西

湖诗词创作，林和靖的隐逸生活，文澜阁的

藏书文化，西泠印社的篆刻书画艺术。”陈

文锦称这些文化都在各自的领域占据着特

别重要的地位。

其中，西湖边的百年建筑中，单新新饭

店一处已是文化名人云集。

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仲向平在《走近

西湖》中写道：“电梯升至三楼，301室牌匾

书‘风华绝’三字，与之相对应的代表人物，

是风华绝代的陈寅恪⋯⋯305 室别称‘四

月天’，林徽因、徐志摩陪同泰戈尔游览西

湖⋯⋯”

仲向平感叹，杭州正是有诸多像新新

饭店那样内涵丰富的人文景观，才“人间始

觉重西湖”。

如何才能看到这本书？目前，这本论

文集正开展公益交流，感兴趣的读者可关

注“走近西湖”公众号阅读。

西湖誉满天下。

2011年6月24日，西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这方诗意山水声名远扬。

西湖何以独特？

昨天下午，《走近西湖》论文集发布，或许可以帮我们找到答案。

这本论文集的作者，有专家学者，也有关心热爱西湖的普通市民。书中收录文章 80

余篇，涉及西湖美学、园林植物及花卉、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管理、美食文化等诸多方面。

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西湖

《走近西湖》论文集收录多方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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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西湖小瀛洲岛最近有了新景致，内

湖湖面上开出大小错落的十余个“碧玉盘子”。

它们是从西双版纳飞越 2800 公里扎根杭州

的长木王莲。

目前，最大的王莲叶片

直径已扩展至 2.25 米，

并且开出罕见的王莲

花，成为小瀛洲岛上

最新的打卡热门。

今年4月份，西

湖景区水域管理处

高 级 工 程 师 张 肖 娟

等一行人去西双版纳

植物园考察。

“当时被湖面上的王莲美景所

震撼，大小不一的莲叶如同精心布置的艺术品，特

别好看。”张肖娟心想，能不能把长木王莲移植到

杭州，让这一美景在西湖绽放？刚好，西双版纳植

物园专家也提出将他们的特色王莲——长木王莲

作为展品在西湖展出的意向。

“长木王莲太大了，只能携带种子。4 月，王

莲还处于萌芽阶段。它的种子和莲子差不多大

小，我们要来一些，放进矿泉水瓶，从西双版纳带

到了杭州。”种子一下车就被送进了温室，用加热

泵促进生长，“培育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下旬，王

莲叶片比较大了才放进了西湖。”

长木王莲，为亚马逊王莲与科鲁兹王莲的杂

交种，叶子很大，王莲的叶脉成肋条状，就像伞架

一样非常结实，所以它的浮力很大，可以承载六七

十公斤重的物体。

“来到西湖后，长木王莲非常适应，立秋以后

长势嗖嗖的。”张肖娟告诉记者，目前西湖里的长

木王莲的长势和同期种在西双版纳植物园内的不

相上下，“最大的直径长到了 2.25 米，我们单位有

个体重快 200 斤的同事走上王莲去试了试，完全

能承载他的重量。”

更惊喜的是，王莲花也开了。“长木王莲一般

夏秋两季开花，天冷了，慢慢就凋零。一朵花最多

开三天，刚开是纯白的，后面会渐渐变成红色，沉

入水中。王莲花和睡莲差不多，属于夜开型，一般

下午五六点钟开放，到早上七八点钟就闭合了。”

不过可惜的是，这两天去只能看到王莲的叶

子，因为“花已经开过了”。

王莲观赏攻略

可在西湖沿湖各个码头乘坐手划船、游船抵

达小瀛洲岛，在内湖湖面上能欣赏到王莲。

本报记者 章然 通讯员 沙姝慧

西湖新款莲花
老家西双版纳
叶子最大直径2.25米

能站200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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