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隍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城隍阁>>

13位ISBN编号：9787501035212

10位ISBN编号：7501035210

出版时间：刘颖、 邹律资 文物出版社  (2012-09出版)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隍阁>>

前言

杭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水光潋滟的西子湖，白五代吴越时就获得了“东南第一州”、“人间天堂”、
“华贵天城”的美称。
    当世纪之交，为发掘古都文化，重新思考城市自身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个性特征，为古都正确定位，
把握好城市建设中体现大杭州传统文化之精髓与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努力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历史文
化遗迹和保存更多的历史信息，予后人以启发与思考，是当今杭州人面临的历史责任。
    20世纪90年代，随着杭州市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杭州的旅游事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市政府提出“游在杭州”的口号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以城隍阁为核心的吴山景区的综合整治工程被列为政府的重点工程。
    1998年吴山景区的综合保护和利用，以城隍阁为重点的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工程包括上山道、停车
场、吴越文化石刻广场、古树平台、城隍阁、周新祠（城隍庙）、仪门、文昌阁、戏台、碑亭、龙神
庙、大观台及配套没施酒仙楼餐厅等。
经过建设者两年努力奋战，雄姿显现，2000年初正式对外开放。
    这是人们对城隍阁的称颂。
    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是国家命名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
    杭州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杭州因湖而名，依湖而胜。
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美丽的眼睛，那么三面青翠的层峦叠嶂正如衬托红花的绿叶一般，而点缀其间的
塔阁等则如闪烁的明珠一般，为湖山增色不少，凭添了几分人文之气。
    杭州与西湖的繁盛，起于唐代，历吴越，至南宋定都杭州（临安）时，这种繁华达到了顶点。
杭州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繁荣的城市，这种繁荣延续了千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湖景区的旅游一直处于“南冷北热”的局面。
而杭州城市布局恰恰是“城在东，湖在西，历史文化在南面”。
在雷峰塔未复建时，西湖北山的保傲塔独立湖山，颇为寂寞与单调。
同时杭州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为改变这一现状，市政府将城隍阁的建设列为重点工程。
城隍阁既为西湖南山增添了新的景点，又和谐了整个湖山的格局，使西湖南线人文景观有了一个重头
。
    为使城隍阁景区的建设有个高起点，杭州市园文局在1998年3月邀请东南大学、杭州园林设计院、浙
江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5家国内著名的权威设计单位参加城隍阁景区的设计竞标，邀请了国
内外诸多专家予以评审、补充和修改。
杭州市政府对城隍阁建设方案的选择，可以说是集中了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后的一项迎接新世纪的重
大决策。
1998年，以城隍阁为重点的一期工程开工建设，经过建设者两年的努力奋战，2000年年初城隍阁巍然
耸立在城隍山之巅，一举成为杭城和西湖标志性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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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南宋时起，开始在山上修建城隍庙。
绍兴三十年（1160）敕封城隍神为“宝顺通惠侯”。
乾道元年（1165）以后累加封号，但城隍神之姓名“传诸流俗，别无明文”。
明洪武三年（1370）定庙制，似同官署衙门，为“神界”的地方官吏。
    明代，被永乐皇帝冤杀的浙江按察使周新被追封为“浙江都城隍”，并立庙于吴山金地山上。
    周新，初名志新，广东南海县人，永乐年间御史。
为官廉正公直，体恤民情，正直敢言，不畏权势，不肯阿谀曲从，时有“冷面寒铁”之称。
曾奉旨出任福建、湖南巡按，后升任云南按察使，旋改任浙江按察使。
掌管全省司法刑狱。
他判案准确、神速，辨纠了不少冤案、错案。
    周新刚正不阿。
当时锦衣卫指挥司使纪纲，是明成祖朱棣的宠臣，一次他派手下一名亲信千户到浙江办事，这个千户
仗着有纪纲撑腰，横行霸道，处处作威作福，大肆收受贿赂。
周新得知后，准备将其捉拿法办，该千户闻风而逃。
不久以后，周新进京，在河北涿州遇到了此人。
他立即下令将其逮捕，押回浙江审理定罪。
后来这个千户越狱逃跑，到纪纲面前哭诉。
纪纲昕后十分恼怒，向明成祖诬告，说周新目无皇帝。
明成祖偏听偏信，不辨是非，下令逮捕周新。
刚正不阿的周新在皇帝面前毫无惧色，伏在殿前大声陈诉冤屈，痛陈纪纲和千户的罪状。
他还责问皇帝：“你让我做按察使，本来就是要求我惩恶扬善，给我秉公执法直接查处那些权贵的权
力。
现在为什么又不让我干了，反而要加罪于我呢？
”周新当着朝廷众多大臣的面抗疏直言毫不避讳，朱棣一听果然不把我放在眼里，恼羞成怒，盛怒之
下下令处死周新。
即使面对死亡，周新仍然毫不畏惧，在临刑前仍高呼：“生作直臣，死作直鬼！
”随即慷慨就义。
这一年是永乐十年（1412年）。
    周新被害，激起了朝中正直的文武百官和地方官员的不满，尤其是浙江的百姓，群情激愤。
永乐皇帝为了挽回这一被动局面，平息民愤，不得不将千户治罪，并谎称“朕梦见周爱卿已任浙江城
隍。
”准许浙江百姓立庙塑像祭祀。
一场冤杀周新的风波总算平息。
不久。
浙江百姓在省城吴山顶建起了一座规模庞大的省城城隍庙，并把庙正对山下的昭节庙巷，改称“城隍
街”，自巷口至上山道，分建四座大石牌坊。
清时改城隍街为“城隍牌楼”，如今巷仍在而牌坊已无。
    当时庙内置有左右二司厅，为新任省城官员宿山宣誓之所。
清康熙、乾隆二帝南巡至杭，亦必差遣官员上山代为拈香。
时为吴山第一大庙，规模宏大，香火日盛，声名远播，至达江苏、山东、福建、广东一带。
杭州人则于每年农历七月十七周新诞生之日举行盛大的庙会祭祀活动，影响极大，故城隍山自明时起
，一直是吴山的代名词，直至今日老杭州人仍把吴山称为“城隍山”。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庙被拆除，仅留柱基、石栏和庙内的几株古香樟树。
只其规模甚大的遗址依稀可辨。
    城隍庙所在的吴山金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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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吴山最邻近西湖的山头，为眺望湖山城衢的极佳之处，这是城隍阁选址于老城隍庙遗址并命名为城
隍阁的原因之一。
命名为城隍阁的另一原因，则是与时俱进，追溯周新清正廉洁的精神，为杭州人文精神增添异彩。
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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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城隍阁建成已十余年了，城隍阁的建成为吴山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如今各个方面的设施已日趋
成熟，全面臻于完善。
声名远播。
    城隍阁的建设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努力做到与山和谐、与湖和谐、与城市街区和谐、与山
上山下历史文化遗迹和谐、与古树名木和谐、与杭州的民俗风情和谐。
    城隍阁的建成为杭城搭建了一个展示南宋历史文化和老杭州民情风俗的平台，为吴山进一步发掘利
用南宋历史文化遗迹，更好地融入南宋皇城大遗址保护范围打下了基础。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考了《武林旧事》、《梦粱录》、《西湖游览志》、《西湖志》、《武林坊
巷志》、《西湖渔唱》、《西湖老人繁胜录》、《杭州的考古》等。
    编者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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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隍阁》编委会编著的《城隍阁》内容介绍：杭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水光潋滟的西子湖，白五代吴
越时就获得了“东南第一州”、“人间天堂”、“华贵天城”的美称。
    当世纪之交，为发掘古都文化，重新思考城市自身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个性特征，为古都正确定位，
把握好城市建设中体现大杭州传统文化之精髓与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努力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历史文
化遗迹和保存更多的历史信息，予后人以启发与思考，是当今杭州人面临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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