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湖亭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湖亭阁>>

13位ISBN编号：9787807580164

10位ISBN编号：780758016X

出版时间：2007-11

出版时间：杭州出版社

作者：周新华

页数：229

字数：1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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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亭阁>>

前言

　　杭州倚湖而兴，因湖而名，以湖为魂。
作为《西湖丛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编撰了这套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西湖全书》。
她和《西湖通史》、《西湖文献集成》共同构筑了一个蕴藏几乎全部西湖瑰宝的陈列馆，一个供人全
面深入了解、研究西湖的开放型阅览室。
如果说《西湖通史》是一部叙述几千年西湖历史踪迹的大气磅礴的巨片，《西湖文献集成》是一部全
景式立体演绎西湖景物的引人入胜的连续剧，《西湖全书》收辑的一册册小书，则是为人们呈上的一
杯杯芳香浓溢的醇醪。
我们邀来各界专家，用精雕细镂和蒙太奇的手法，对西湖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写和定格切换。
这种特写和定格，对人们更深入、更真切、更全面地了解西湖是不可或缺的。
通过这种分镜头的解读，读者将更深地吟味到西湖无穷无尽的魅力！
　　西湖，的确是一颗永远散发着无穷无尽魅力的熠熠闪光的明珠！
这颗明珠，会随着不同季节、不同时空、不同场景、不同时代，以气象万千、仪态万方的意境，完美
无瑕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诚如大诗人苏轼所赞颂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她有时是一首优美抒情的绝句，有时却是一章气势恢弘的排律，她有时是一阕音律悠扬的小夜曲，有
时却是一部雄恣壮采的交响乐她有时是一尺清供小品，有时却是一轴浓墨重彩的山水画。
她是多棱镜，她是万花筒，总是令人目不暇接，妙趣横生！
她的美，她的趣，既源于远古至今大自然对杭州的特意垂青，又源于千百年来仁人志士、骚人墨客对
杭州刻骨铭心的依恋。
正是这两者完美和谐、天衣无缝的结合，才使西子姑娘的一步一趋、一颦一笑，无不散发出普天下难
有其匹的美丽！
因此，除了全景式的《西湖通史》和《西湖文献集成》外，没有《西湖全书》这样一种散射式的描述
，西湖的风姿、西湖的风韵，乃至西湖的风骨、西湖的风流，是很难想象会得到全面、深刻的反映！
所以，无论是六桥花柳，还是三竺云岚；无论是灵隐古刹，还是岳王祠庙；无论是汩汩清泉，还是巍
巍宝塔；无论是龙井的茶韵，还是曲院的荷香；以及飞来峰的造像，岁寒岩的碑刻；白居易、林和靖
、苏东坡的湖畔杖履，北山街、杨公堤、文澜阁的历史呼唤；西冷印社，胡庆余堂；诗词曲赋，花木
园林；尘封久远的老照片，容光焕发的新景区；风俗、佳肴、织锦、书画⋯⋯凡是西湖的沧桑，凡是
西湖的传说，凡是西湖的风光，凡是西湖的人文，无不是我们搜罗编撰的对象，无不是我们要呈现给
读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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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湖的风姿、西湖的风韵，乃至西湖的风骨、西湖的风流，是很难想象会得到全面、深刻的反映！
所以，无论是六桥花柳，还是三竺云岚；无论是灵隐古刹，还是岳王祠庙；无论是汩汩清泉，还是巍
巍宝塔；无论是龙井的茶韵，还是曲院的荷香；以及飞来峰的造像，岁寒岩的碑刻；白居易、林和靖
、苏东坡的湖畔杖履，北山街、杨公堤、文澜阁的历史呼唤；西冷印社，胡庆余堂；诗词曲赋，花木
园林；尘封久远的老照片，容光焕发的新景区；风俗、佳肴、织锦、书画⋯⋯
本书是《西湖全书》的其中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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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无论是楼还是阁，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在古代，它们大都是术结构，所用建筑材料均
以木为主。
而木结构建筑历时久远，或经兵燹，或因天灾，大多已湮没不存。
因此，虽说我国的高层木构建筑从东汉时期开始即已很普遍，但早期的楼阁建筑保存至今的，已寥若
晨星。
现今在中华大地仍有留存的，当以辽、宋之际的几座亭阁建筑堪称瑰宝，如兴建于辽代的天津蓟县独
乐寺观音阁。
不过，明清时期修建的一些楼阁建筑物，至今保存完好的还有不少。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北京正阳门城楼、箭楼、天安门城楼、午门城楼、故宫角楼，山海关东门城楼，
西安鼓楼、钟楼，甘肃嘉峪关城楼，广西容县真武阁，浙汀宁波天一阁等，兴建于明代；北京故宫的
畅音阁、颐和同的佛香阁，河北承德的烟雨楼、大乘阁、旭光阁，山西介休袄神楼、万荣飞云楼，云
南昆明大观楼，贵州贵阳甲秀楼，四川成都崇丽阁等，则兴建于清代；而湖北武汉黄鹤楼，江两南昌
滕王阁，河北山海关澄海楼等，则是20世纪80年代按过去式样重修的。
　　留存迄今的这些楼阁，有一共同特征，就是体量都很高大、显赫，在各自所在的古建筑群中，不
是主体建筑，就是重要建筑，十分突出醒目。
如北京颐和同佛香阁，四川成都崇丽阁，云南昆明大观楼，广东广州镇海楼等，还成了各自所在地区
或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由此可见，我国的楼阁这种传统建筑，在道家和佛家看来，是庄严而神圣的，在皇家和贵族们看
来，是尊贵而威严的，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它们依然是高大、显赫而宝贵的。
　　当然，这只是就总体而言。
具体到江南这片地区，情形又略为有所不同。
地处江南锦山绣水间的杭州，山水风光以秀美著称，点缀在湖山问的一些楼阁，并非以巍峨高大而胜
，而是以其与山水景致的和谐映衬、相得益彰而闻名。
如西湖边的望湖楼，只有两层而已，远远望去，宛如在湖岸岩壁上自然生成的一种附属建筑，贴切生
动。
当年苏东坡公余至此，醉饮之后在望湖楼题写了那首著名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诗：“卷地
风来忽不见，望湖楼下水如天”，更是使得望湖楼声名大噪。
又若地处西湖中央的湖心亭，张岱在《湖心亭看雪》一文称，雪夜中望去，“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
点”而已。
但这“一点”，小则小矣，却点在最恰切的位置上，具体而微，小中见著，西湖因之亦变得格外精神
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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