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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西湖是广东省主要风景名胜区之一，历史上以

旷邈幽深、曲折的自然山水风光著称。她位于城市西面，

经长年的建设发展，己形成。半城山色半城湖’’的自然

布局，使惠州成为粤东的一颗灿烂明珠，为促进惠州城

市生态和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的效益，不愧为大自然所

赋予的一份珍贵财富。

惠州西湖始创于五代，经划于北宋治平二年，发展

于明清时期。其湖山胜迹，前人虽有记载，但历多从略。

传说至明代隆万年间，始有志书记述。嗣后，有明代薛

侃、叶萼，清代吴骞，民国张友仁等先后编写的《西湖

记》、《全湖大势记》、《西湖纪胜》、《惠州西湖志》等志

书传世，使后人对惠州西湖的山川演变、历史沿革有一

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继张友仁先生编写的《惠州西湖志》之后，惠州市

西湖风景区管理局成立了编纂委员会，编纂了《惠州西

湖新志》。新志书以客观翔实的史料，用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惠州西湖一千多年间湖区山川的

变化，名胜古迹保护和修复情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西湖的整治，景点的恢复与建设，湖区的园林绿化

等等，本书着重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惠州西湖新志》的出版，将有助于读者系统地了解



革。我衷心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保

西湖。愿惠州西湖的风光更美。

巫翩

1993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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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本书是继张友仁①《惠州西湖志》之后，着重记述新中国成

立后惠州西湖建设和发展的专业志书．在编写中，本着详今略

古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史实反映惠州西湖建设的特点和新的

园林面貌。记事年限，原则上上限从1840年开始，下限至1992

年止。但考虑到编写的内容涉及到有关西湖的山JIf、名迹等的

具体记载与历史上的沿革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对

部份事物的记述，仍尽量追溯历史．大事记则记载到1994年。

对久已湮没的主要的名胜古迹(故址)，亦作了比较明确的交代，

使本书记述的事物从古到今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根据专志是记载某一专项事物史实的要求，在资料方面，有

选择地运用了张友仁《惠州西湖志>、清吴骞《西湖纪胜》、光

绪{：惠州府志》、《归善县志》、《广东通志》、<明史)等有关西

湖记述的史料。对于某些历史文献中有关资料(包括口碑资

料)也酌予收入．对于记述西湖的山川界域，是依据西湖的历

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翔实记述。记述范围以现在西湖

区域为主，凡在西湖区域外的名胜古迹，不再收入本书。记述

① 张友仁．又名胜初，曾用名张夏，祖藉博罗，后移居惠州，是前
清贡生，同盟会员，东江地区著名绅士．他一生刚直廉洁，热心

地方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孙中山组织粤军援闽时，曾任海丰县

长．以后历任惠樟公路董事长，惠樟公路局局长，广东省公路处
长，东江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是致公党中央
委员。第二届广东省人民代表．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第三、
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4年9月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著有

‘荔园诗存)、<惠州西湖志)、《惠阳县志)、‘博罗县志)．



————]

17万字．并根据现代西湖的园林特点与

况，专设了苗圃生产、植树造林、园林

，同时尽量弥补民国时期的苗圃建设和

选择与本书有关的主要人物作简单的介

，曾得到惠州市惠城区编志办、惠城区

和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

，在编写中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其中

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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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惠州西湖①在惠州市旧城区以西，既是城市区域的组成部

份，又是一个独立的自然风景区。现有保护范围约19平方公里，

其中水域1．42平方公里。它原是东江自然堤外的低丘广谷所形

成的洼地，集西南部群山诸水汇集而成的天然湖泊，属东江堤

外湖。旧以旷邈幽深的自然景观著称，有五湖六桥八景之胜。历

史悠久，文物古迹荟萃，现在是广东省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惠州西湖始建于五代。宋余靖《开元寺记》中。重岗复岭，

隐映岩谷，长溪带蟠，湖光相照”的描述，为西湖见诸文字之

始。宋治平三年(1066)，惠州太守陈称开始经划西湖，带领百

姓筑堤修径，蓄水灌田，并开六桥，筑亭馆；初步把它建成了

以发展农副业生产与开发风景资源相结合的千顷之湖。宋绍圣

元年(1094)，苏轼谪居惠州。他寓惠三年，资助天庆观道士邓

守安、栖禅寺僧希固建造东新桥、西新桥；题额天庆观、永福

寺；筑放生池于鳄湖；葬朝云于孤山；涉足芳华洲的逍遥堂，西

山的罗浮道院、大圣塔，披云岛的西村。足履之处，皆成为西

湖的重要名迹。他留给后人千古传诵的一百九十多首(篇)诗

词、散文和跋，以及今天仍一直脍炙人口的东坡故事，对后来

建设西湖，弘扬惠州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到了南宋，湖

上又相继出现了水帘洞、归云洞、觞咏亭、寒渌亭、复泉亭、孤

屿亭、张留书院、点翠洲和荔浦等二十多个名迹和景点。使惠

州西湖初具规模，以至出现。全国西湖三十六，唯有杭、颍、惠

①指原西湖。现称西湖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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