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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说明

1995年，我局编撰出版了<西湖志>，因限于篇

幅，不可能把更多的资料纳入其中，而有的记述西湖

历史的书籍，因有其自己的特点和整体性，虽然<西湖

志>中引用了不少，但读者仍难窥该书的全貌，这对编

者和读者来说，总感到是一件憾事。如清乾隆时的

<湖山便览>，着重介绍明末至清乾隆年闻湖上名胜异

迹、园墅堤桥、寺观祠墓等状况，并对明田汝成的<西

湖游览志>、清雍正年间李卫的<西湖志>作了一些订

正或补充。又如1921年出版的<西湖新志>，记录了

．<湖山便览>刊行后特别是民国初期有关西湖风景园

林的一些新变化。再如一些西湖名胜专志，对名胜古

迹记载详尽，内容丰富。但岁月沧桑，这些书籍早已

绝版，有的五十年代在书市上已难一见，而今更是踪
”

迹难觅。为不使这些记录西湖名胜历史变迁的书籍

和资料湮没，我们特选编标点了这套<西湖文献>丛

书，分别为<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湖山便

览·西湖新志>、<西湖四时幽赏录(外十种)>、<清波小

}盔夏荔III■罗ll秀数l■笏缓I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西湖游览志

志(外八种)>等，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一

套丛书，是对<西湖志>的拾遗补缺，希冀为读者在更

宽的视野中了解西湖提供更多的参考。

杭州园林文物局

<西湖文献>丛书编委会

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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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点说明

<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钱

塘(今浙江杭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广西右参议、福

建提学副使。

本书与(西湖游览志馀>为姐妹篇。本书专记湖山之胜．

附以*迹，鸿纤巨细，一一兼该，既可见名胜山川之沿革。又可

作史实文献之参考。书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后有万

JJj十二年(1584)范鸣谦重修本及万历四十七年(1619)商惟潘

增删本(今有嘉惠堂刊本)。增入万历*。此次整理．以嘉靖本，

为底本，校以嘉惠堂本、四库全书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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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之士，往往谈莲莱三岛之胜，恍忽渺茫，奠可踪迹。

岂若西湖重青浅碧，抱丽城闸，陆走水浮，成可涉览?况帝都

之余，藻饰华富。即海上之士所称珠宫夕!阙，琪树琼花。当不过

此，宜乎胜甲寰中，声闻夷服也。然海内名山，率皆有志．而西

湖独无，讵非阙典?曩岁五岳山人黄勉之尝谓予日：“西湖无

志．犹西子不写照，霓裳不按谱也，子盍图之。”时予敬诺。而五

六年前，宦游无暇。迨乎宅忧除服，聊寓目焉，风景不殊，良朋

就世，言犹在耳，负约已长。因念古人逾祥授琴，将以舒其苑

结，闻篷作赋。用以感于幽冥。予不敏，窃比山水于笙歌，拟占

毕以酬诺，一物二义，爱契我心。于是细集见闻，再证履讨，辑

撰此书。叙列山川I，附以胜迹，揭纲统目。为卷者二十有四，题

目<西湖游览志>。裁剪之遗，兼收并蓄，分门汇种。为卷者二

十有六，题日<西湖游览志馀>。客有病予此书多述游冶之*，

歌舞之谈，导欲宣奢，非以长化也。予则以为志者。史家之一

体也，史不实录，则观者何稽焉?’故泰华、终南，守国者恃为金

汤之固；武夷、雁荡，栖真者隐为解化之区；岳麓、鹅湖。讲学者

辟为都授之所。西湖三者无一居焉。而欲讳游冶之书．歌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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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假借雄观，祗益浮伪耳，史家不为也。客又病予此书名系

西湖，而旁及城市，核实不符。予则以为西湖者，南北两山之

秀液也；南北两山者，西湖之护沙也；滋灵酿淑，条贯同之。若

非元本山JIl，要原别委，则西湖之全体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

孽写西湖也。学使文谷孔公。尝览而嘉之，日：“殆郡史也，美

刺具陈。”欲为锓传，而以忧去。侍御纪山曹公，亦欲锓传。而

复以忧去。至是侍御剑泉鄢公，按部两浙，政肃风清，博雅崇

文，垂情艺苑。布宪之暇，访及此书，览而嘉之，谓郡守严公

日：“是诚郡史，可以传矣。”严公敬诺，属贰守丘公综理之，而

民部秋轩薛公、水部洪字王公，威榷税于杭。闻兹盛举。亦捐赀

焉。未浃四旬，勒梓已竟。窃愧才绵识昧，笔削无方。符篆蚩

冷。虚上官之雅意；楮宜覆瓿，贻大方之哂言。若肯苴其阙略，

弼其讹谬，裒为别集，被我宠光．是大愿也。

嘉靖二十六年冬十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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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

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汉时，金牛见湖中，。人言明圣之瑞，遂

称明圣湖。以其介于钱唐也，又称钱唐湖。以其输委于下湖

也，又称上湖。以其负郭而西也，故称西湖云。 -’t

西湖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

三千九百丈，周广五百五十里，蜿嬗东来，凌深拔峭，舒冈布

麓，若翔若舞，萃于钱唐。而蝤啐于天竺。从此而南、而东，则

为龙井，为大慈，为玉岑，为积庆。为南屏．为龙，为凤，为吴．皆

谓之南山。从此而北、而东①，则为灵隐，为仙姑．为履泰，为

宝云，为巨石，皆谓之北山。南山之脉，分为数道，贯于城中．

则巡台、藩垣、帅阃、府治、运司、黉舍诸署，清河、文锦、寿安、

弼教、东园、盐桥、褚塘诸市。在宋则为大内。德寿、宗阳、佑圣

诸富，隐隐赈赈，皆王气所钟。而其外逻则自龙山。沿江而东。

环沙河而包括。露骨于茅山、技山。皆其护沙也。北山之脉分

为数道，贯于城中，则臬台、分司诸署，观桥、纯礼诸市。在宋则

为开元、景灵、太乙、龙翔诸宫。隐隐赈赈，皆王气所钟。而其



2’ 丙湖游览志

外逻则自霍山。绕湖市半道红，冲武林门，露骨于武林山，皆其

护沙也。联络周匝，钩绵秀绝，郁葱扶舆之气，盘结巩厚，浚发

光华，体魄闳矣。潮击海门而上者昼夜再至。夫以山奔水导，

而逆以海潮，则气脉不解，故东南雄藩，形势浩伟，生聚繁茂，

未有若钱唐者也。南北诸山。峥嵘回绕，汇为西湖，泄恶停深，

皎沽圆莹，若练若镜。若双龙交度，而颔下夜明之珠，抱悬不

释。若莲萼层敷，柑瓣庄严，而馥郁花心，含酿甘露。是以天

然妙境，无‘妊雕饰，觌之者心旷神怡。游之者毕景留恋，信莲阆

之别墅，字内所稀觏者也。

六朝已前，史籍莫考。虽<水经)有明圣之号，天竺有灵运

之亭，飞来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桧，然华艳之迹，题咏之

篇．寥落莫睹。逮jj中唐，而经理渐著。代宗时，李泌刺史杭

州．悯市民苫江水之卤恶也．开六井，凿阴窦，引湖水以灌之，

民赖其利。长庆初，白乐天重修六井，麓函、笕以蓄泄湖水，溉

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减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余顷；每一

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

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无凶年矣。又云：旧法泄水，先量湖水

浅深，待溉田毕，却还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则湖水不充。今年

筑高湖堤数尺，水亦随加，脱有不足，更决临平湖，即有余矣。

俗忌云：“决湖水不利钱塘。”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或云

“鱼龙无托”。或云“茭菱失利”。且鱼龙与民命孰急?茭菱与

田稼孰多?又云：“放湖水则城中六井咸枯。”不知湖底高，井

管低，湖中有泉百道②．湖耗则泉涌，虽罄竭湖水，而泉脉常

通，乃以六井为患，谬矣。第六井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

通之．则虽大旱不乏。湖中有无税田十数顷③。湖浅则田出，

有田者率盗决以利其私田，故函、笕非灌田时，并须封闭，漏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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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西湖总叙

者罪坐所由，即湖水常盈，蓄泄无患矣。· ；‘‘。
，‘。，．

审 吴越王时，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浚泉。又引

湖水为涌金池．以入运河。而城郭内外，增建佛庐者以百数。

盖其时偏安一隅。财力殷阜。故兴作自由。
’

．．

。，宋初．湖渐淤壅。景德四年，郡守王济增置斗门．以防溃

溢，而僧、民规占者，已去其半。天禧中．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

生池，祝延圣寿，禁民采捕。自是湖葑益塞。t庆历初，郡守郑

戬复开浚之。嘉祜间，沈文通守郡，作南井于美俗坊，亦湖水

之余派也。元卒占五年，苏轼守郡，上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

之有眉目也。自唐已来。代有浚治。国初废置，遂成膏腴。熙

宁中，臣通判杭州，葑合才十二三．到今十六七年，又塞其半。

更二十年，则无西湖矣。臣愚以为西湖有不可废者五：自故相

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每岁四月八Ft，郡人数万集湖上，

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为陛下祈福，若任其堙塞，使蛟龙鱼

鳖，同为枯辙之鲋。臣子视之，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废者一

也。杭州故海地，水泉咸苦．民居零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

并，然后民足取汲，而生聚Ft繁。’今湖狭水悭，六井渐坏，若二

十年后．尽为葑田，则举城复食成苦，民将耗散。此西湖不可

废者二也。白居易<开湖记>云：‘蓄泄及时。可溉田千顷。’今

纵不及此数．而下湖数十里．茭菱禾麦，仰赖不赀。此西湖不

可废者三也。‘西湖深广，则运河取藉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则

必取藉于江潮。潮之所经．泥沙浑浊．一石五斗。不出三岁．

辄调兵夫十余万开浚，而舟行市中。盖十余里，吏卒骚扰，泥水

狼藉。为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废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

有如杭州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

水不足，则当劳人远负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工。此西湖不可废

∥沁；．，≥，，羹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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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五也。今湖上葑田二十五万余丈，度用夫二十余万工。近

者蒙恩免上供额斛五十余万石，出粜常平亦数十万石。臣谨

以圣意斟酌其间，增价中米减价出卖，以济饥民，而增减折耗

之余，尚得钱米一万余石、贯，以此募民开湖，可得十万工。自

四月二十八日开工，盖梅雨时行，则葑根易动。父老纵观，以

为陛下既捐利与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余，兴久废无穷之利，

使数丁．人得食其力，以度闪年，盖有泣下者。但钱米有限。所

罅未广，若来者不继，则前功复隳④。近蒙圣恩，特赐本州度

牒一百道，若更加百道，便可济小。臣自去年开浚茅山、盐桥

两河，各十余电，以通江潮，优虑缺乏，宜引湖水以助之，曲折

阏f列之间．便民汲取，及以余力修完六井、南井，为陛下敷福州

民甚溥。”朝议从之。乃取葑泥积湖中，南北径十余里，为长堤

以通行者。募人种菱取息。以备修湖之费，自是西湖大展。至

绍兴建都，生齿日富，湖山表里，点饰浸繁，离宫别墅，梵字仙

居，舞榭歌楼．彤碧辉列，丰媚极矣。嗣後郡守汤鹏、安抚周

淙、京尹赵与麓、潜说友递加浚理。而与惹复因湖水旱竭，乃

引天目山之水，自馀杭塘达溜水桥，凡历数堰，桔槔运之，仰注

西湖，以灌城市。其时君相淫佚，荒恢复之谋，论者皆以西湖

为尤物破国。比之西施云。

元惩宋辙，废而不治。兼政无纲纪。任民规窃，尽为桑田。

国初籍之，遂起额税。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

横，鳞次作义，曾不容刀。苏堤以东，萦流若带。宣德、正统

间。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长民者稍稍搜剔古迹。粉绘太平。或

倡浚湖之议，惮更版籍，竞致阁寝。嗣是都御史刘敷、御吏吴

文元等，咸有题请，而浮议蜂起，有力者百计阻之。成化十年。

郡守胡溶，稍辟外湖。十七年，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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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杨继宗等，清理续占。弘冶十二年，御史吴一贯修筑石闸，

渐有端绪矣。正德三年。郡守杨孟瑛，锐情恢拓，力排群议，言

于御史车梁、佥舅高江。上疏请之，以为西湖当开者五。其略

日：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唐。江湖夹抱之

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故堪舆之书有云：“势来形止．是为全

气，形止气蓄，化生万物。”又云：“外气横形，内气止生。”故杭

州为人物之都会，财赋之奥区。而前贤建立城郭，南跨吴山。

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形势而周脉络，钟灵毓

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则形胜破损，生殖不繁。杭州城东北

二隅，皆凿濠堑，南倚山岭，独城西一隅，濒湖为势。殆天堑也。

是以涌金门不设月城。实倚外险。若西湖占塞，则塍径绵连，

容奸资寇，折冲御侮之便何藉焉?唐、宋已来，城中之井，皆藉

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实湖水为

之本源，阴相输灌。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

矣。况前贤兴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业，非为政之体

也。五代已前，江潮直入运河，无复遮捍。钱氏有国，乃置龙

山、浙江两闸，启闭以时．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废。遂至淤壅，

频年挑浚。苏轼重修堰闸，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诸河，，

专用湖水，为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则运河枯涩，所渭

南柴北米。官商往来，上下阻滞，而闻阁贸易，苦于担负之劳，

生计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谷米蔬蔌之需。全赖东北。

其上塘濒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宁。何止于顷，皆藉湖水以救亢

旱。若西湖占塞，则上塘之民，缓急无所仰赖矣。此五者，西

湖有无，利害明甚。第坏旧有之业，以伤民心，怨荫将起，而恒

等不敢顾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议报可。乃以是年

3月兴工。先是，郡人通政何琮，常绘西湖二图，并著其说，故

一，觏：，蟊_箩翟h爱罄携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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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甫得以其概上请。盖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

为直银二万三干六百七两，斥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除豁

额粮九百三十余石，以废寺及新垦田粮补之。自是西湖始复

唐、宋之1日。

盖自乐天之后，二百岁而得子瞻。子瞻之后，四百岁而得

温甫。迩来官司禁约浸弛，蒙民颇有侵围为业者。夫陂堤川I

泽，易废难兴。与其浩费于已隳⑤，孰若旋修j：将坏?况西湖

者，形胜关乎都城，余波润f下邑，岂直为鱼岛之薮，游览之

娱，若苏子眉目之喻哉!按邯志，西湖故与江通，据郦道元<水

经》及骆宾王、杨巨源二诗为证。窃渭不然。<水经>云：“渐江

出．一三天子都，北过馀杭，东入j：海。”注云：“渐江，一名浙江。出

丹阳黟县南蛮中，东北流至钱唐县，又东经灵隐山。山下有钱

唐故县。浙江径其南，县侧有明圣湖。又东，合临平湖，经槎

渎，注j：海。”夫Olc经》作于汉、魏时，已有明圣湖之号，不得于

唐时复云湖与江通也。<水经>又言：“始皇将游会稽，至钱唐，

临浙江，不能渡，乃道馀杭之西津。”後人因此遂指大佛头为始

皇缆船石，以征西湖通江之说，殊不知西津未必指西湖也。至

于骆宾王《灵隐寺>诗有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杨巨

源诗有云：“曾过灵隐江边寺。独宿东楼看海门。”与<水经>所

称浙江东经灵隐山相合，而西湖通江之说，泥而不解。夫巨源

与乐天同时，使泥其诗以为江潮必经灵隐山以通西湖也，则明

圣之号，不当豫立于汉、魏时，而乐天经理西湖时，未闻有江潮

侵啮之患。况自灵隐山而南．重冈复岭，隔截江渭者一十余

里．何缘越度以入西湖哉?要之，汉、唐之交。杭州城市未广。

东北两隅，皆为斥卤，江水所经。故今阕阋之中，街坊之号．犹

有洋坝、前洋、后洋之称。所谓合临平湖，经槎渎．以入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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