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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成长史，有自己

的个性和记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城市，大大小

小，各具姿态。其中许多名城极一时之辉煌，但随着世易时

移，渐入衰微，不复当年雄姿；有的甚至早已结束生命，只留

下一片废墟供人凭吊。但有些名城，长盛不衰，有如千年古

树，在古老的根系与树干上，生长的是一轮又一轮茂盛的枝叶

和花果，绽放着恒久的美丽。杭州，无疑就是这样一座保持着

恒久美丽的文化名城。

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

建城史。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杭州文化始终延绵不绝，光芒四

射。8000年前，跨湖桥人凭着一叶小木舟、一双勤劳手，创造了

辉煌的“跨湖桥文化”，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1000年；5000年

前，良渚人在“美丽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华第

一城”，创造了灿烂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曙

光”。而隋开皇年间置杭州、依凤凰山建造州城，为杭州的繁荣

奠定了基础。此后，从唐代“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东南

名郡，吴越国时期“富庶盛于东南”的国都，北宋时即被誉为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东南第一州”，南宋时全国的政

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元代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上最

美丽华贵之天城”，明代产品“备极精工”的全国纺织业中心，

清代接待康熙、乾隆几度“南巡”的旅游胜地、人文渊薮，民国

杭州全书总序



时期文化名人的集中诞生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山新貌，尤

其是近年来为世人称羡不已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不

管在哪个历史阶段，都让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

这是一座勾留人心的风景之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

湖天下景”，“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至今千里赖通波”的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蕴涵着“梵、隐、俗、闲、野”的西溪

烟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

不胜收，令人惊艳。今天的杭州，西湖成功申遗，中国最佳旅游

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国际花园城市等一顶顶“桂冠”相继获

得，杭州正成为世人向往之“人间天堂”、“品质之城”。

这是一座积淀深厚的人文之城。8000年来，杭州“代有才人

出”，文化名人灿若繁星，让每一段杭州历史都不缺少光华，而

且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星空；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为杭州文

化添彩，也为中华文明增重。今天的杭州，文化春风扑面而来，

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得益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

业齐头并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杭州不仅是“投资

者的天堂”，更是“文化人的天堂”。

杭州，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叙说，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忆，有

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淀，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延续。面对这样一座历

久弥新的城市，我们有传承文化基因、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人文

精神、探索发展路径的责任。今天，我们组织开展杭州学研究，

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杭州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土特色

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包括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道）学、钱

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等重点分支学科。开展杭州

学研究必须坚持“八个结合”：一是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经

营、研究相结合，研究先行；二是坚持理事会、研究院、研究

会、博物馆、出版社、全书、专业相结合，形成“1+6”的研究

框架；三是坚持城市学、杭州学、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



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相结合，形成

“1+1+6”的研究格局；四是坚持全书、丛书、文献集成、研究

报告、通史、辞典相结合，形成“1+5”的研究体系；五是坚持

党政、企业、专家、媒体、市民相结合，形成“五位一体”的研

究主体；六是坚持打好杭州牌、浙江牌、中华牌、国际牌相结

合，形成“四牌共打”的运作方式；七是坚持权威性、学术性、

普及性相结合，形成“专家叫好、百姓叫座”的研究效果；八是

坚持有章办事、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房办事相结合，形成良

好的研究保障体系。

《杭州全书》是杭州学研究成果的载体，包括丛书、文献集

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五大组成部分，定位各有侧重：丛书

定位为通俗读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有卖点、有市

场；文献集成定位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应收尽收；研

究报告定位为论文集，突出“专”字，围绕重大工程实施、通史

编纂、世界遗产申报等收集相关论文；通史定位为史书，突出

“信”字，体现系统性、学术性、规律性、权威性；辞典定位为

工具书，突出“简”字，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权威、便于查询。

我们希望通过编纂出版《杭州全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

州的前世今生，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作用；希望

人们能从《杭州全书》中各取所需，追寻、印证、借鉴、取资，

让杭州不仅拥有辉煌的过去、璀璨的今天，还将拥有更加美好的

明天！

是为序。

2012 年 10 月



西溪全书序

西溪湿地位于杭城西部，总面积约11.5平方公里，这里生态

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质朴、文化积淀深厚，曾与西湖、西泠并称

杭州“三西”。为保护“城市之肾”，2003年8月，杭州市委市

政府、西湖区委区政府正式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坚持

“生态优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注重文化、以人为本、可持

续发展”六大原则，成功打造了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

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并跻身国家5A

级景区和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生态之美、文化之美、和谐之美演

绎着天堂湿地的无穷魅力。

西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西溪文明可追溯至5000年前的良

渚文化时期，是杭州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公元1129年，宋高

宗“西溪且留下”的感叹，让西溪从此有了皇家文脉的玺印。历

代有许多名人雅士钟情西溪，将其视为休闲、养生、隐居和吟诗

作画的理想佳境。苏东坡、唐伯虎、董其昌、郁达夫等一大批名

人，留下大量的诗词、匾额、碑刻、游记。清代康熙、乾隆两帝

也曾游历西溪，并题写了若干御诗。西溪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

“龙舟胜会”、“集市灯会”、“西溪花朝节”等传统民俗历史

悠久、雅俗共享。而今的西溪湿地景区，恢复了高庄、洪钟别

业、河渚街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保存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高文

化价值的钱塘望族洪氏家族文化，西溪文化、西溪影视创作和红



学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化名人云集西溪。众多的历史景观和深厚

的人文积淀，丰富了西溪湿地的内涵，提升了西溪湿地的品位，

奠定了西溪湿地在全国湿地中的独特地位。

保护西溪文脉，当好西溪的“薪火传人”，是我们责无旁贷

的历史使命，是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有力举措。这些散发着西

溪本土气息的文字，映照着这一方宁静山水的历史变迁和人事沧

桑，蕴藏着独特的人文内涵和格调韵味，诉说着古人和今人对它

的情有独钟。我们希望通过《西溪全书》的出版，挖掘和保护西

溪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展示和弘扬西溪文化，推动西溪湿地科

学发展，为打造文化名城、建设文化强市和建设美丽幸福首善之

区作出更大贡献！

是为序。

                                2012年11月

（王立华，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书记、西湖区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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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位于杭州市区西北部的西溪湿地是一个历史概念 ，其地理基础在历史上变动

较大 。西溪湿地是在第四纪地质作用下形成的水网平原 。南宋以前大体为原生湿

地 ，此后逐渐演化为次生湿地 。 “西溪” 之称谓最早约出现于唐代 ，南宋 枟方舆

胜览枠 、 枟咸淳临安志枠 、 枟梦粱录枠 等文献始有记载 。据 枟咸淳临安志枠 卷三六

枟山川一五枠 “西溪 ，在武林山之西” 推测 ， “西溪” 之称应据其方位而来 。区域

地理上的 “西溪” 概念并不特指某一条具体的河流 ，而指以西溪和东苕溪水网体

系为存在基础的西溪湿地 。综合唐宋以来的历史文献 ，其较早的范围在 １０００ 平

方公里以上 ，至南宋时期也在 ６００平方公里以上 ，大体包括余杭门 （武林门） 以

西和以北地区 ，东至钱塘江 ，西至余杭区余杭街道 、中泰街道 ，南至法华山一线

几十里山峰北坡 ，北至余杭区瓶窑镇 、 良渚街道 、 塘栖镇直至与湖州市域交界

区 ，大大超越目前仅约 １１畅７平方公里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历史研究应当着眼

于这一广域范围 。只是历代文献对这一广域范围的记载也较少 ，尤其是涉及土

壤 、气候 、水文 、人口 、经济 、社会 、政治等地理因素的综合研究十分缺乏 。本

集收录的只是相对接近地理描述的史料文献 。从目前所见的角度来说 ，差不多已

经做到不漏孑遗 ，但看起来仍相当单薄 ，尚需要进一步系统发掘 。

本集收录文献 枟西溪志枠 、 枟西溪梵隐志枠 、 枟 枙西溪梵隐志枛 补枠 、 枟南漳子枠 、

枟西溪志稿枠 、 枟郭西小志枠 （选辑） 、 枟湖墅小志枠 、 枟西溪秋雪庵志枠 、 枟永兴寺志

略枠 ９种 ，大体可以分为 ３类 。一是地理专志 ，如 枟西溪志枠 、 枟西溪志稿枠 、 枟南

漳子枠 ，内容是总体或局部的地理概况介绍 。它们篇幅均较小 ，容量十分有限 。

二是寺庙志 ，如 枟西溪梵隐志枠 、 枟 枙西溪梵隐志枛 补枠 、 枟西溪秋雪庵志枠 、 枟永兴

寺志略枠 ，主要记录寺庙概况及相关艺文资料 。之所以将它们归于地理文献 ，是

因为它们相对于一般文献而言介绍西溪湿地地理环境的内容更为丰富 ，其写作着

眼点似乎原本就不在寺庙 ，而在于西溪湿地特殊的文化地理环境 。三是掌故文

献 ，如 枟郭西小志枠 、 枟湖墅小志枠 ，对相关人物 、遗产 、风俗等进行收集记录 ，

具有社会史研究的价值 。虽然上述史料质量未必很高 ，却是西溪湿地仅存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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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遗产 ，在专门的地理文献暂付阙如的情况下显得弥足珍贵 ，值得系统整理和

深入研究 。

本集选编的文献大部分近年已经出版过 ，这次整理参考了各种版本 ，同时参

考了有关版本和点校的多种研究成果以及其他有关西溪湿地的研究成果 ，如洪钰

枟 枙西溪梵隐志枛 研究枠 、胡露和周录祥 枟 枙西溪秋雪庵志枛 整理本误字举正枠 、朱

则杰 枟清代杭州西溪诗词丛考枠 、 朱则杰和周于飞 枟清代杭州西溪诗词鸟瞰枠

等〔 １ 〕 。本集也首次选编了 枟 枙西溪梵隐志枛 补枠 、 枟西溪志稿枠 、 枟郭西小志枠 等善

本或孤本 ，它们均为浙江图书馆藏抄本 ，整理点校难度特别大 ，而价值也相对

较高 。

枟西溪志枠 的撰著者为洪瞻祖 。洪瞻祖 ，字诒孙 ，号清远山人 。明万历二十

六年 （１５９８） 进士 ，选翰林院庶吉士 。后官兵科给事中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等 ，赠太子少保 、兵部尚书 。早年隐居乡里 ，在西湖西泠桥下筑别业巢云居 。中

进士和入仕很晚 ，但颇具军事和政治谋略 ，在安抚边地等方面多有政绩 。晚年乞

骸归乡 ，葬西溪湿地荆山 。洪瞻祖曾多次倡导和资助西溪湿地的文化建设 ，如重

修法华寺 、浩然院 （永乐庵） 等 ，对西溪湿地文化更是进行深入研究 。其 枟西溪

志枠 是最早的西溪湿地乡土志文 。惜其原文已散佚 ，今可见的较详本刊于明 枟万

历钱塘县志 ·纪文枠 。 枟西溪志枠 对西溪湿地的各类自然和人文如历史 、地理 、人

物 、名胜古迹 、民俗做了综合性的介绍和说明 ，文与意都十分开阔 ，堪称美文 。

洪瞻祖另著有 枟清远山人稿枠 、 枟西溪集枠 等 。又深通佛学 ，尤其精研 枟金刚经枠 。

本集 枟西溪志枠 选用嘉惠堂清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 刊丁申 、丁丙辑 枟武林掌故丛

编枠 第十六集聂心汤等 枟万历钱塘县志 ·纪文枠 。

枟西溪梵隐志枠 的撰辑者为吴本泰 。吴本泰 （１５７４ — ？） ，字梅子 ，号药师 、

庵 、梅里居士 、西溪种梅道者 。曾任吏部主事 ，人称吴吏部 。盐官 （今属浙江

海宁） 人 ，寄籍钱塘 （今浙江杭州） 。逝于清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 后 。少时好读书 ，

热衷于功名 ，但因不顺利而日渐消磨意志 。只是在父亲 “吾尚健饭 ，而其行乎”

的鼓励和督促下〔 ２ 〕 ，于明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 考中进士 ，时年已 ６１岁 。崇祯皇帝

４

〔 １ 〕

〔 ２ 〕

洪钰 ：枟枙西溪梵隐志枛 研究枠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９年 ；胡露 、周录祥 ：枟枙西溪秋雪庵

志枛 整理本误字举正枠 ，枟常熟理工学院学报枠 （哲学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年第 ３期 ；朱则杰 ： 枟清代杭州西溪

诗词丛考枠 ，枟杭州师范大学学报枠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第 ６期 ；朱则杰 、周于飞 ： 枟清代杭州西溪诗词

鸟瞰枠 ，枟杭州师范大学学报枠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 。

吴本泰 ：枟吴吏部集 ·北游枠 自引 ，载 枟四库禁毁书丛刊枠 编纂委员会 ：枟四库禁毁书丛刊枠 集部

第 ８４册 ，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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