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同里古镇门票多少钱 江苏同里古镇
导游词(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江苏同里古镇门票多少钱篇一

同里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典型水乡风格的古镇。同里旧
称“富土”。唐初改为“铜里”。宋时将旧名拆字为“同
里”。同里风景优美，镇外四面环水，镇内由15条河流纵横
分割为7个小岛，由49座桥连接。镇内家家临水，户户通舟；
明清民居，鳞次栉比；宋元明清桥保存完好。它以小桥流水
人家的格局赢得“东方小威尼斯”的美誉。同里隶属江苏省
吴江市，位于太湖之滨，京杭大运河畔，全镇总面积
为133.15平方公里，人口5.5万。同里以“醇正水乡，旧时江
南”的特色闻名于海内外，1980年被列为国家太湖风景区景
点之一，1982年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被列为
省级文物保护镇，著名景点“退思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像一颗珍珠镶嵌在同里、叶泽、南星、
庞山、九里5个湖泊之中。镇区被川字形的河道及纵横交叉的
支流分割成7个小岛，由于同里处于泽国河网之中，历史上交
通不便而少有兵燹之灾，古建筑保存较多，是江苏省目前保
存最为完整的水乡古镇之一。因水成园，家家连水，户户通
船，构成层次错落有致的优美画卷。自古以来，诗人墨客对
此赞美不绝。

嘉荫堂

嘉荫堂在同里竹行埭尤家弄口，旧称柳宅，建于民国十一年间
（1922年），宅主柳炳南，与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同宗。柳
亚子先生曾在此居住。嘉荫堂的正门采用石库门式的墙门，



其墙面所用原料比较细腻又用经过水磨加工的细清水砖砌成，
并加以灰浆勾维，使墙面更显得整洁光亮。虽未登堂入室，
却已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穿过门厅抬起头来，只
见‘福、寿、禄”三星跃居正脊中心，额首微笑，似乎正在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嘉荫堂的主建筑俗称“纱帽厅’，系
仿明结构，整座大厅高大宽敞，肃穆庄重。厅内到处刻着图
案，五架梁两侧刻有八骏图”，梁两端刻有‘风寒牡丹，梁
底则刻有“称心如意”、“必定高中”等图案，就连拳头大
小的一块“峰头’，也刻上了寓意“连生贵子”的莲蓬，真
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更为罕见的是，纱帽翅（即棹木）
上也刻上了（三国演义》中的“古城会”、“三英战吕布”、
“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等八幅形象逼真、呼之欲出的
图画，让人不由拍案叫奇。这组木雕现已被（中国戏曲
志·苏州分卷）收录。

崇本堂

崇本堂位于江苏吴江富观街长庆桥北堍，坐北朝南，面水而
筑，东与嘉荫堂隔河相望，西与长庆桥等三桥相连，整齐的
石驳岸护卫着这座古朴的宅第。如果把同里比作是一座古建
筑的博物馆的话，那么崇本堂就是这座博物馆中一件雕刻精
致的艺术品，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内涵，让每一位游人赞
叹不已。走进庭院，只见叠有湖石花台的小院里，天竺和红
枫相映成趣，砖雕门楼面北伫立，门楼上方设置了仿木结构
的飞椽斗拱，拱眼板上刻有祥龙细纹，下面是花岗岩制作的
条石门槛，中置“黄狼箱”活络门闩，“一块玉”两端饰有
如意香草纹，蹭的“包袱巾”上刻着宝相花，里面还有暗喻
升官发财的“鲤鱼跳龙门”的深浮雕。门楼的字牌两侧各有
一幅人物山水画，字牌上端庄有力地写着“崇德思本”四个
朋字。德乃世人安身立命之根本，亦是宅第主人崇尚的为人
之道。砖雕正脊还有一幅“望子成龙”图，上面人欢鱼跃，
使人浮想联翩。

同里明清街



同里镇内的明清街，全长160米，古街保存了原来的条石路面，
街两旁的建筑多为明清年代所造，保持了原来的建筑风貌，
一路前去，古街上很有品味的店铺栉比鳞次，有的出售当地
土特产，有的摆满了各种字画墨宝，有的挂着各种精美的工
艺品，还有的正在现做现卖各种香喷喷的小吃，而写着店的
各色小旗在古街上空飘动，给人一种古风悠悠扑面而来的感
觉。费孝通先生为古街题写的“明清遗风”四个大字，被镶
嵌在古扑庄重、高高耸立的大理石门楼上，远远望去，很有
一种恍若隔世的沧桑感。

退思园

退思园位于江苏省吴江市，建于清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公
元1885—1887年）。园主任兰生，字畹香，号南云。光绪十年
（公元1884年），内阁学士周德润勋任兰生盘踞利津、营私
肥已。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正月，解任候处分，旋因
查所勋都不实，部议革职位。任兰生落职回乡，花十万两银
子建造宅园，取名“退思”。其弟任艾生哭兄诗有“题取退
思期补过，平泉草木漫同看”之句，可见园名取《左
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退思园的设计者袁龙，
字东篱，诗文书画皆通。他根据江南水乡特点，因地制宜，
精巧构思，历时两年建成此园。园占地仅九亩八分，既间朴
无华，又素静淡雅，具晚清江南园林建筑风格。退思园布局
独特，亭、台、楼、阁、廊、坊、桥、榭、厅、堂、房、轩，
一应俱全，并以池为中心，诸建筑如浮水上。格局紧凑自然，
结合植物配置，点缀四时景色，给人以清澈、幽静、名郎之
感。20xx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同里三桥

同里三桥是指太平桥、吉利桥和长庆桥。太平桥，跨于东柳、
漆字两圩。桥为梁式，小巧玲珑，桥上有联一副，曰：“永
济南北太平路，落成嘉庆廿三年。吉利桥跨漆字、两圩，处
太平桥、长庆桥中间。桥型为拱形桥，桥之南北两侧都有桥



联，南侧一联曰：浅渚波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北侧一联
曰：“吉利桥横形半月，太平桥峙映双虹。站在吉利桥北，
环顾三桥，河水明净如镜，小桥如飞虹卧波，波光桥影，美
不胜收。长庆桥，俗名谢家桥，跨东柳、两圩，旧名福建桥，
又称广利桥。桥上有桥联一副，曰：公解囊金成利济，好留
柱石待标题。桥联表明建桥者义结同心，为民造桥，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江苏同里古镇门票多少钱篇二

在细节处理上，我们注意看大厅的廊轩，棚顶呈棱行，俗
称“鹤胫一枝香”;后面衍庆楼的廊轩顶中部又设斗搁绗
条“菱角一枝香”。同样是纱帽翅，大厅里作《三国演义》
英雄忠义故事，内宅作孝亲传道的透雕。总体上一致，细微
处做文章。总之，含蓄简雅的明风扑面而来，各种雕刻细腻
传神，比如“暗八仙”的砖刻，“博古图’，的木刻，“称
心如意”“笔锭高中”的铺地石纹。

在文化内涵上，我们不难发现诗书世家对于“学而优则仕”
的理想追求、“渎书为上品”的人生信条。在嘉荫堂梁顶云
遮雾绕的装饰性雕刻中有“鹤鸣九皋’’的雄心壮志，门板
上有“蟾宫折桂”的仕途理想，更有“必定高中”的暗喻。

而对于装饰图案，又以人格化的梅兰荷菊作为首选，清雅可
人，书卷气十足。整个建筑的气氛可以由门厅里的—幅楹联
作为总结：闲居足以养老，至乐莫如渎书。“万般皆下品，
唯有渎书高”。柳家为代表的书香门第，深居简出，以不甘
寂寞的`生活态度，在渎书过程中追求出入头地的官运亨通，
同时在个人的精神世界追求极致完美。

深厚长久的文化传统不但使同里人才辈出，还使同里民风淳
厚，真正做到了“厚道传家”的思想传承，还使同里古镇真
正做到了“出世”“人世”的两相不悖。巨大的宽容使我们
今天在同里还能看到退思园、崇本堂、嘉荫堂和平相处，三



种不同的文化—仕、商、书膑足而居，在“思、德、道”交
错的涟漪中增添了文化古镇——同里的魅力。

江苏同里古镇门票多少钱篇三

同里镇，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同里旧称“富土”，唐初改
为“铜里”，宋时将旧名拆字为“同里”。始建于宋代，截
至20xx年已有1000多年历史，是中国水乡文化古镇。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江苏同里镇导游词，希望能帮到你。

同里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典型水乡风格的古镇。同里旧
称“富土”。唐初改为“铜里”。宋时将旧名拆字为“同
里”。同里风景优美，镇外四面环水，镇内由15条河流纵横
分割为7个小岛，由49座桥连接。镇内家家临水，户户通舟；
明清民居，鳞次栉比；宋元明清桥保存完好。它以小桥流水
人家的格局赢得“东方小威尼斯”的美誉。同里隶属江苏省
吴江市，位于太湖之滨，京杭大运河畔，全镇总面积
为133.15平方公里，人口5.5万。同里以“醇正水乡，旧时江
南”的特色闻名于海内外，1980年被列为国家太湖风景区景
点之一，1982年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被列为
省级文物保护镇，著名景点“退思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像一颗珍珠镶嵌在同里、叶泽、南星、
庞山、九里5个湖泊之中。镇区被川字形的河道及纵横交叉的
支流分割成7个小岛，由于同里处于泽国河网之中，历史上交
通不便而少有兵燹之灾，古建筑保存较多，是江苏省目前保
存最为完整的水乡古镇之一。因水成园，家家连水，户户通
船，构成层次错落有致的优美画卷。自古以来，诗人墨客对
此赞美不绝。

嘉荫堂

嘉荫堂在同里竹行埭尤家弄口，旧称柳宅，建于民国十一年间
（1922年），宅主柳炳南，与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同宗。柳



亚子先生曾在此居住。嘉荫堂的正门采用石库门式的墙门，
其墙面所用原料比较细腻又用经过水磨加工的细清水砖砌成，
并加以灰浆勾维，使墙面更显得整洁光亮。虽未登堂入室，
却已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穿过门厅抬起头来，只
见‘福、寿、禄”三星跃居正脊中心，额首微笑，似乎正在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嘉荫堂的主建筑俗称“纱帽厅’，系
仿明结构，整座大厅高大宽敞，肃穆庄重。厅内到处刻着图
案，五架梁两侧刻有八骏图”，梁两端刻有‘风寒牡丹，梁
底则刻有“称心如意”、“必定高中”等图案，就连拳头大
小的一块“峰头’，也刻上了寓意“连生贵子”的莲蓬，真
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更为罕见的是，纱帽翅（即棹木）
上也刻上了（三国演义》中的“古城会”、“三英战吕布”、
“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等八幅形象逼真、呼之欲出的
图画，让人不由拍案叫奇。这组木雕现已被（中国戏曲
志·苏州分卷）收录。

崇本堂

崇本堂位于江苏吴江富观街长庆桥北堍，坐北朝南，面水而
筑，东与嘉荫堂隔河相望，西与长庆桥等三桥相连，整齐的
石驳岸护卫着这座古朴的宅第。如果把同里比作是一座古建
筑的博物馆的话，那么崇本堂就是这座博物馆中一件雕刻精
致的艺术品，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内涵，让每一位游人赞
叹不已。走进庭院，只见叠有湖石花台的小院里，天竺和红
枫相映成趣，砖雕门楼面北伫立，门楼上方设置了仿木结构
的飞椽斗拱，拱眼板上刻有祥龙细纹，下面是花岗岩制作的
条石门槛，中置“黄狼箱”活络门闩，“一块玉”两端饰有
如意香草纹，蹭的“包袱巾”上刻着宝相花，里面还有暗喻
升官发财的“鲤鱼跳龙门”的深浮雕。门楼的字牌两侧各有
一幅人物山水画，字牌上端庄有力地写着“崇德思本”四个
朋字。德乃世人安身立命之根本，亦是宅第主人崇尚的为人
之道。砖雕正脊还有一幅“望子成龙”图，上面人欢鱼跃，
使人浮想联翩。



同里明清街

同里镇内的明清街，全长160米，古街保存了原来的条石路面，
街两旁的建筑多为明清年代所造，保持了原来的建筑风貌，
一路前去，古街上很有品味的店铺栉比鳞次，有的出售当地
土特产，有的摆满了各种字画墨宝，有的挂着各种精美的工
艺品，还有的正在现做现卖各种香喷喷的小吃，而写着店的
各色小旗在古街上空飘动，给人一种古风悠悠扑面而来的感
觉。费孝通先生为古街题写的“明清遗风”四个大字，被镶
嵌在古扑庄重、高高耸立的大理石门楼上，远远望去，很有
一种恍若隔世的沧桑感。

退思园

退思园位于江苏省吴江市，建于清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公
元1885—1887年）。园主任兰生，字畹香，号南云。光绪十年
（公元1884年），内阁学士周德润勋任兰生盘踞利津、营私
肥已。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正月，解任候处分，旋因
查所勋都不实，部议革职位。任兰生落职回乡，花十万两银
子建造宅园，取名“退思”。其弟任艾生哭兄诗有“题取退
思期补过，平泉草木漫同看”之句，可见园名取《左
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退思园的设计者袁龙，
字东篱，诗文书画皆通。他根据江南水乡特点，因地制宜，
精巧构思，历时两年建成此园。园占地仅九亩八分，既间朴
无华，又素静淡雅，具晚清江南园林建筑风格。退思园布局
独特，亭、台、楼、阁、廊、坊、桥、榭、厅、堂、房、轩，
一应俱全，并以池为中心，诸建筑如浮水上。格局紧凑自然，
结合植物配置，点缀四时景色，给人以清澈、幽静、名郎之
感。20xx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同里三桥

同里三桥是指太平桥、吉利桥和长庆桥。太平桥，跨于东柳、
漆字两圩。桥为梁式，小巧玲珑，桥上有联一副，曰：“永



济南北太平路，落成嘉庆廿三年。吉利桥跨漆字、两圩，处
太平桥、长庆桥中间。桥型为拱形桥，桥之南北两侧都有桥
联，南侧一联曰：浅渚波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北侧一联
曰：“吉利桥横形半月，太平桥峙映双虹。站在吉利桥北，
环顾三桥，河水明净如镜，小桥如飞虹卧波，波光桥影，美
不胜收。长庆桥，俗名谢家桥，跨东柳、两圩，旧名福建桥，
又称广利桥。桥上有桥联一副，曰：公解囊金成利济，好留
柱石待标题。桥联表明建桥者义结同心，为民造桥，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大家看到的牌楼是仿明建筑，它是同里古镇众多明清建筑的
代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由原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副委员
长费孝通先生题写。

走过三元桥，我们就进人了具有一千多年建镇史的同里古镇
区。根据清嘉庆年间的《同里志》记载，同里“唐初名铜，
宋改为同。旧名富士，以其名太侈，乃析田加土为同里”。
而改富土为同里则另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浙江
富阳一带灾荒不断，不少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垦荒种地。辛
勤劳作加上风调雨顺，而使物产丰饶，人们安居乐业，就将
这里称为“富土”。直到隋炀帝即位，因其骄奢淫逸，不理
朝政，致使国库日渐亏空，有一年北旱南涝，许多地方粮食
歉收，交不上“皇粮”。于是，皇上下旨，江南富土每人增
缴三斗粮，限十天缴清，违者将处以重罚。富土百姓得讯，
焦急万分。便请教当时镇上一名姓金的秀才，金秀才便如此
这般地作了安排。

转眼十天限期已到，催粮的钦差乘船来到富土。金秀才率众
乡亲在岸上跪地迎候，钦差一上岸，便催问加缴皇粮之事，
金秀才从容答道：“今年受灾，收成大减，难以为缴”。钦
差不信，大怒“休得胡言！富土乃富有之地，焉能无粮？若
不如数上缴，定要遵旨重罚。”金秀才不卑不亢，陪笑解释
说：“大人息怒，请听在下细说。此地原叫‘同里’，并
非‘富士’，请大人明察。”钦差听后迷惑不解，顺着街面



东西南北巡视了一大圈，见到的都是“同里”，而绝无半
点“富上”痕迹，于是只好罢休。哪位游客能猜出金秀才作
了什么安排？原来金秀才关照众乡亲用拆字法，将“富”字
一拆为二，上去一点，拆田连土，便成为“同里”二字。而
当时的书写习惯与今日不同，是竖写的，因此化险为夷，躲
过了这一劫难。同里同里，同为乡里，看着叫着都很平白、
亲切，因而沿用至今。

今天，我给大家讲解同里的一园二堂三桥，请各位随我一起
寻找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韵味。

同里古镇布局与众不同，市河如网，小桥遍布，街市民居依
水而成，并拥有大量的深宅大院和园林古迹。因此在1982年
就有幸成为江苏省文物保护镇。

现在，我们来到了被余秋雨先生称为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
他称心满意的和最吸引人的去处，这就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苏州古典园林增补名单的退思园。

退思园建于1885～1887年。园主任兰生，字畹香，号南云，
生于1838年，26岁时到安徽投靠巡抚乔松年，并在前敌营务
处任职。因作战有功，先后担任记名盐运史、候补道布政使，
并兼淮北平厘局及凤阳钞关等职。光绪五年（1879年）始任
凤颖六泗兵备道，筑城垣，治驿路，建桥梁，开船塘及设育
婴堂、戒烟局等，综合治理，效果显著。光绪十一年（1885
年）因镇压捻军不力，被人参奏，革职回乡。取《左
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建造了退思园。

退思园占地九亩八分，因为地形所限，不能由南向北纵深发
展，所以在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艺术家的巧妙设计下，退
思园自西向东构筑了左宅、中庭、右园的新颖格式。

宅分为内宅和外宅，外宅有轿厅、茶厅以及正厅三进。我们
现在位于茶厅，刚才进园时走过的是轿厅。轿厅和茶厅是停



轿及接待一般客人所用的场所，如果遇上主人家的婚嫁喜事、
祭祖典礼或有贵宾造访，园主必敞开正厅大门，以示隆重。
各位都是同里人民尊贵的客人，请走正厅大门入内。从厅内
陈设可以看出，正厅的接待规格要明显高于茶厅，平时正厅
大门关闭时，只能从陪弄出入。

现在我们去参观一下内宅。内宅是园主与家眷起居之处，主
人任兰生，因为长期在安徽生活，所以建造了别具徽州特色
的大走马楼，使各位能在这里见到江南少有的建筑。那么，
为什么要建两个楼梯呢？东西两侧的楼廊既遮阳、避风、挡
雨雪，又方便主仆上下楼时避让，一举多得。

大家看这两扇与退思园一样年龄的门。大门内木外砖，看似
笨重，其实作用不小。谁能猜出它的作用吗？砖木结构，青
砖能防火，门上闩后可防盗。现在我们来到宅之尾，园之序
的中庭。

中庭设计围绕“待客”两字展开。与漏窗陪弄相接隐去船尾
的旱船似一艘刚靠岸的客船，将远道而来的客人载到热情的
主人家。再看旱船两旁，右侧是园主任兰生亲手栽种的广玉
兰，左侧这棵白玉兰是修复退思园时移栽的，玉兰树是春天
开花较早的植物，所以它象征春景。那么为什么要种玉兰树，
而不是种桃树或其他在春天开花的树种呢？一是园主名字叫
兰生，既为兰生，就不可无“兰”。二是玉兰寄意“金玉”，
玉兰飘香意为金玉满堂。“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
乡”，如果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要作多日盘桓，坐春望月楼
既可四季望月，吟诗酬唱，也可楼前踏月，静赏花木，使客
人不觉客居异乡。岁寒居是主人在岁暮风雪之时，与知己围
炉品茗论诗之所。因为园主被革职回乡而建园，经营多年的
仕途毁于一旦，所幸好友左宗棠和彭玉麟的鼎力相助，才未
被慈禧要了脑袋。因此，主人将自己与左、彭两人誉为岁寒
三友。透过花窗，可见清幽的腊梅，坚毅的苍松和神秀的翠
竹。浑然天成的“岁寒三友图”，使主客共叙的品位得到提
升。



菰雨生凉轩贴水而筑，菰雨生凉四字取意于彭玉麟题西湖三
潭印月联句：“凉风生菰叶，细雨落平波。”隔屏正中的镜
子是园主之子任传薪从德国带回，置身镜前香妃榻上犹如沐
浴湖水之中，顿生凉意。“种竹养鱼安乐法；读书织布吉祥
声”的楹联，也是当年朝中大臣彭玉麟对园主任兰生的劝诫。

天桥北侧，矗立一块独体太湖巨石，形着驻足老人，故称老
人峰。老人峰巅有灵壁石，酷似昂首寿龟，神形兼备。灵壁
石原产地在楚霸王爱妾虞姬故里的安徽灵壁，俗称美人石。
一般常见的灵壁石体积不大，而这块灵壁石体积硕大，十分
罕见，它与太湖石自成一体，天衣无缝。在闹红一舸石舫后
的九曲回廊处，有九扇纹饰各异的漏窗，漏窗上嵌有取意李白
《襄阳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诗句
的石鼓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道出了退思园建筑师法
自然，融于自然，顺应自然和表现自然的高超艺术。因而灵
壁石、石鼓文漏窗纹饰和退思草堂内的《归去来辞》碑拓合
称退思园三宝。

退思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堪称江南园林经典，因为
它同时具备了琴棋书画、春夏秋冬八景。其中的琴棋书画四
景指的是琴房、眠云亭、辛台、览胜阁。

请大家注意一下在退思草堂西后侧的揽胜阁，揽胜阁与坐春
望月楼相连悬挑在花园西北角，独具匠心的设计，既可使宾
客中的女眷足不出户就可饱览满园景色，又能按封建社
会“男女授受不亲”的要求顺乎自然地将男女分开。轻推花
窗，窗外美景如画展现眼前。它在成为全园制高点的同时又
恰到好处地弥补了北墙与西墙之间的呆板死角，使整个建筑
布局有了动感。

我们再说春夏秋冬四景。春景是“坐春望月”，夏景是“菰
雨生凉”，冬景是“岁寒三友”。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秋
景“天香秋满”所在。大家请看，这里遍植丛桂，每当桂花
飘香之时，馥郁芬芳，盈室绕阶，红枫与金桂、银桂相间，



衬以蓝天白云，粉墙黛瓦，更觉秋高气爽。若在清风明月之
夜，邀三五知己在此品茗赏花，更是使人心旷神恰。

从进园以来我们一直在感受着退思园带给我们的美的享受，
在结束退思园的游览之前，请大家关注自己脚下，我们现在
所踩的是一块福地。请看，中间的“寿”字，隐意长命百岁，
周围五只蝙蝠隐意富贵、康宁、善德、好运、长寿五福，幸
福之福。五福捧寿，有寿有福，围绕福寿转一转，福寿双全
轮回转。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绕“福寿”一圈，再随我出退思
园。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退思园以贴水园而著称
于世，同时因为设计者袁龙继承了明代著名的造园大师、
《园冶》作者计成的造园艺术，使得退思国成为中国造园史
上的杰出作品而得到世人的关注。1986年，美国纽约市以退
思园为蓝本在该市斯坦顿岛植物园建造了一座江南庭院，取名
“退思庄”。可见退思园已不是同里人的退思园，而是全世
界的退思园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古镇的中心。不知大家对“小桥、流水、人
家”这句话所概括的江南水乡特征有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大
家只要留意小河两旁的石驳岸，单落水或双落水的河埠，镶
在驳岸上系船用的缆船石，那造型各异、散于各处的古朴中
透着精神的桥梁，还有铺排整齐的块石路面，以及面水或依
水的民宅，也许就会像余秋雨先生那样有一种要在这里觅房
安居的心愿。

是崇本堂，整个建筑占地不足一亩，沿中轴线向北纵深发展。
从沿街门厅、正厅、前楼、后楼到下房共分五进，从正厅到
后楼，建筑里前低后高结构，民间称之为“连升三级”，是
江南宅园纵深扩展的范例，它的实用价值在于通风和采光。

同里古镇以三多闻名，一是桥多，全镇有49座风格迥异的石
桥。最古老的桥是建于南宋宝佑年间的思本桥，距今虽有七



百多年，但仍巍然屹立。二是名人多，从宋朝到清朝嘉庆年
间，共出状元1人，进士42人，文武举人90多人，如元代进士、
翰林承旨徐纯夫，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辛亥革命风云人物
陈去病，近代著名教育家金松岑，《文汇报》创始人严宝礼
等都是同里人。三是深宅大院、私家园林多。现在我们已经
来到了柳亚子先生早年生活过的嘉荫堂，请大家随我一同进
去参观。

嘉荫堂旧称柳宅，主人柳炳南是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的
亲戚。因经营油坊有方，发迹后从北厍迁到同里，花了两万
两白银于1922年建起了嘉荫堂，堂内各处建筑都有十分精细
的雕刻，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我们先看正厅，厅内高大宽敞，颇有几分侯门气派。因为梁
头棹木像明代官帽的帽翅，所以正厅也被俗称为纱帽厅，大
家可以数一下，帽翅上一共刻着八幅《三国演义》戏文透雕，
有古城会、三英战吕布、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等，形象逼真，
呼之欲出。这组透雕已被《中国戏曲志。苏州分卷》收录。

再请看，五架梁正中雕刻着八骏图，梁的两端刻有凤穿牡丹，
凤即凤凰，又称吉祥鸟，牡丹又叫富贵花，凤穿牡丹隐意富
贵吉祥。梁底的两幅图案请大家辨认一下是什么？它们分别
是称心如意和必定高中，以图会意，讨个好口彩。

这是一座仿木结构的清水砖雕门楼，大家已经注意到门楼上
枋的浅浮雕图案与刚才庭院地上的图案一致。有谁知道它们
叫什么？这一组图案叫做“暗八仙”，八仙即民间传说中的
八位仙人，所谓“暗八仙”就是见物不见人，见物似见人。
上面的每一种图案分别代表一位神仙。如葫芦指铁拐李，宝
剑指吕纯阳，朝板指曹国舅，笛子指韩湘子，鱼鼓指张果老，
荷花指何仙姑，花蓝指蓝采和，扇子指汉钟离。将“暗八
仙”放在上枋，是暗喻做生意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字牌上
“厚道传家”四字则是主人希望后人将诚恳和宽容的待人之
道世代相传。下枋中央部位的“福禄寿”深浮雕，是祈盼未



来生活能够三星高照。整个门楼砖雕简单朴素，寓意丰富，
能够使人产生美好联想。

在结束今天的讲解之前，请大家一起到明清街去走走。明清
街因街道两旁建筑为明清风格而得名。1983年谢铁骊导演以
崇本堂为主场景，以明清街、三桥景区为外景地，拍摄了
《包氏父子》。从此同里古镇就成为众多影视导演心目中的
天然摄影棚。1999年4月，中国电影家协会将同里古镇指定为
影视摄制基地。

在这条街上，店家销售的大多为旅游纪念品和旅游食品，最
富有同里特色的旅游食品有状元蹄、腌菜苋、闵饼、芡实、
小熏鱼以及各种精美糕点等。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当然，为
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购买时请向店家索要购物凭证。

江苏同里古镇门票多少钱篇四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同里游览。

大家看到的牌楼是仿明建筑，它是同里古镇众多明清建筑的
代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费孝通先生题写。

走过三元桥，我们就进人了具有一千多年建镇史的同里古镇
区。根据清嘉庆年间的《同里志》记载，同里“唐初名铜，
宋改为同。旧名富士，以其名太侈，乃析田加土为同里”。
而改富土为同里则另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浙江
富阳一带灾荒不断，不少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垦荒种地。辛
勤劳作加上风调雨顺，而使物产丰饶，人们安居乐业，就将
这里称为“富土”。直到隋炀帝即位，因其骄奢淫逸，不理
朝政，致使国库日渐亏空，有一年北旱南涝，许多地方粮食
歉收，交不上“皇粮”。于是，皇上下旨，江南富土每人增
缴三斗粮，限十天缴清，违者将处以重罚。富土百姓得讯，



焦急万分。便请教当时镇上一名姓金的秀才，金秀才便如此
这般地作了安排。

转眼十天限期已到，催粮的钦差乘船来到富土。金秀才率众
乡亲在岸上跪地迎候，钦差一上岸，便催问加缴皇粮之事，
金秀才从容答道：“今年受灾，收成大减，难以为缴”。钦
差不信，大怒“休得胡言!富土乃富有之地，焉能无粮?若不
如数上缴，定要遵旨重罚。”金秀才不卑不亢，陪笑解释说：
“大人息怒，请听在下细说。此地原叫‘同里’，并非‘富
士’，请大人明察。”钦差听后迷惑不解，顺着街面东西南
北巡视了一大圈，见到的都是“同里”，而绝无半点“富
上”痕迹，于是只好罢休。哪位游客能猜出金秀才作了什么
安排?原来金秀才关照众乡亲用拆字法，将“富”字一拆为二，
上去一点，拆田连土，便成为“同里”二字。而当时的书写
习惯与今日不同，是竖写的，因此化险为夷，躲过了这一劫
难。同里同里，同为乡里，看着叫着都很平白、亲切，因而
沿用至今。

今天，我给大家讲解同里的一园二堂三桥，请各位随我一起
寻找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韵味。

同里古镇布局与众不同，市河如网，小桥遍布，街市民居依
水而成，并拥有大量的深宅大院和园林古迹。因此在1982年
就有幸成为江苏省文物保护镇。

现在，我们来到了被余秋雨先生称为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
他称心满意的和最吸引人的去处，这就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苏州古典园林增补名单的退思园。

退思园建于1885～1887年。园主任兰生，字畹香，号南云，
生于1838年，26岁时到安徽投靠巡抚乔松年，并在前敌营务
处任职。因作战有功，先后担任记名盐运史、候补道布政使，
并兼淮北平厘局及凤阳钞关等职。光绪五年(1879年)始任凤
颖六泗兵备道，筑城垣，治驿路，建桥梁，开船塘及设育婴



堂、戒烟局等，综合治理，效果显著。光绪十一年(1885年)
因镇压捻军不力，被人参奏，革职回乡。取《左传》“进思
尽忠，退思补过”之意，建造了退思园。

退思园占地九亩八分，因为地形所限，不能由南向北纵深发
展，所以在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艺术家的巧妙设计下，退
思园自西向东构筑了左宅、中庭、右园的新颖格式。

宅分为内宅和外宅，外宅有轿厅、茶厅以及正厅三进。我们
现在位于茶厅，刚才进园时走过的是轿厅。轿厅和茶厅是停
轿及接待一般客人所用的场所，如果遇上主人家的婚嫁喜事、
祭祖典礼或有贵宾造访，园主必敞开正厅大门，以示隆重。
各位都是同里人民尊贵的客人，请走正厅大门入内。从厅内
陈设可以看出，正厅的接待规格要明显高于茶厅，平时正厅
大门关闭时，只能从陪弄出入。

现在我们去参观一下内宅。内宅是园主与家眷起居之处，主
人任兰生，因为长期在安徽生活，所以建造了别具徽州特色
的大走马楼，使各位能在这里见到江南少有的建筑。那么，
为什么要建两个楼梯呢?东西两侧的楼廊既遮阳、避风、挡雨
雪，又方便主仆上下楼时避让，一举多得。

大家看这两扇与退思园一样年龄的门。大门内木外砖，看似
笨重，其实作用不小。谁能猜出它的作用吗?砖木结构，青砖
能防火，门上闩后可防盗。现在我们来到宅之尾，园之序的
中庭。

中庭设计围绕“待客”两字展开。与漏窗陪弄相接隐去船尾
的旱船似一艘刚靠岸的客船，将远道而来的客人载到热情的
主人家。再看旱船两旁，右侧是园主任兰生亲手栽种的广玉
兰，左侧这棵白玉兰是修复退思园时移栽的，玉兰树是春天
开花较早的植物，所以它象征春景。那么为什么要种玉兰树，
而不是种桃树或其他在春天开花的树种呢?一是园主名字叫兰
生，既为兰生，就不可无“兰”。二是玉兰寄意“金玉”，



玉兰飘香意为金玉满堂。“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
乡”，如果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要作多日盘桓，坐春望月楼
既可四季望月，吟诗酬唱，也可楼前踏月，静赏花木，使客
人不觉客居异乡。岁寒居是主人在岁暮风雪之时，与知己围
炉品茗论诗之所。因为园主被革职回乡而建园，经营多年的
仕途毁于一旦，所幸好友左宗棠和彭玉麟的鼎力相助，才未
被慈禧要了脑袋。因此，主人将自己与左、彭两人誉为岁寒
三友。透过花窗，可见清幽的腊梅，坚毅的苍松和神秀的翠
竹。浑然天成的“岁寒三友图”，使主客共叙的品位得到提
升。

菰雨生凉轩贴水而筑，菰雨生凉四字取意于彭玉麟题西湖三
潭印月联句：“凉风生菰叶，细雨落平波。”隔屏正中的镜
子是园主之子任传薪从德国带回，置身镜前香妃榻上犹如沐
浴湖水之中，顿生凉意。“种竹养鱼安乐法;读书织布吉祥
声”的楹联，也是当年朝中大臣彭玉麟对园主任兰生的劝诫。

天桥北侧，矗立一块独体太湖巨石，形着驻足老人，故称老
人峰。老人峰巅有灵壁石，酷似昂首寿龟，神形兼备。灵壁
石原产地在楚霸王爱妾虞姬故里的安徽灵壁，俗称美人石。
一般常见的灵壁石体积不大，而这块灵壁石体积硕大，十分
罕见，它与太湖石自成一体，天衣无缝。在闹红一舸石舫后
的九曲回廊处，有九扇纹饰各异的漏窗，漏窗上嵌有取意李白
《襄阳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诗句
的石鼓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道出了退思园建筑师法
自然，融于自然，顺应自然和表现自然的高超艺术。因而灵
壁石、石鼓文漏窗纹饰和退思草堂内的《归去来辞》碑拓合
称退思园三宝。

退思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堪称江南园林经典，因为
它同时具备了琴棋书画、春夏秋冬八景。其中的琴棋书画四
景指的是琴房、眠云亭、辛台、览胜阁。

请大家注意一下在退思草堂西后侧的揽胜阁，揽胜阁与坐春



望月楼相连悬挑在花园西北角，独具匠心的设计，既可使宾
客中的女眷足不出户就可饱览满园景色，又能按封建社
会“男女授受不亲”的要求顺乎自然地将男女分开。轻推花
窗，窗外美景如画展现眼前。它在成为全园制高点的同时又
恰到好处地弥补了北墙与西墙之间的呆板死角，使整个建筑
布局有了动感。

我们再说春夏秋冬四景。春景是“坐春望月”，夏景是“菰
雨生凉”，冬景是“岁寒三友”。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秋
景“天香秋满”所在。大家请看，这里遍植丛桂，每当桂花
飘香之时，馥郁芬芳，盈室绕阶，红枫与金桂、银桂相间，
衬以蓝天白云，粉墙黛瓦，更觉秋高气爽。若在清风明月之
夜，邀三五知己在此品茗赏花，更是使人心旷神恰。

从进园以来我们一直在感受着退思园带给我们的美的享受，
在结束退思园的游览之前，请大家关注自己脚下，我们现在
所踩的是一块福地。请看，中间的“寿”字，隐意长命百岁，
周围五只蝙蝠隐意富贵、康宁、善德、好运、长寿五福，幸
福之福。五福捧寿，有寿有福，围绕福寿转一转，福寿双全
轮回转。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绕“福寿”一圈，再随我出退思
园。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退思园以贴水园而著称
于世，同时因为设计者袁龙继承了明代著名的造园大师、
《园冶》作者计成的造园艺术，使得退思国成为中国造园史
上的杰出作品而得到世人的关注。1986年，美国纽约市以退
思园为蓝本在该市斯坦顿岛植物园建造了一座江南庭院，取名
“退思庄”。可见退思园已不是同里人的退思园，而是全世
界的退思园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古镇的中心。不知大家对“小桥、流水、人
家”这句话所概括的江南水乡特征有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大家
只要留意小河两旁的石驳岸，单落水或双落水的河埠，镶在
驳岸上系船用的缆船石，那造型各异、散于各处的古朴中透



着精神的桥梁，还有铺排整齐的块石路面，以及面水或依水
的民宅，也许就会像余秋雨先生那样有一种要在这里觅房安
居的心愿。

是崇本堂，整个建筑占地不足一亩，沿中轴线向北纵深发展。
从沿街门厅、正厅、前楼、后楼到下房共分五进，从正厅到
后楼，建筑里前低后高结构，民间称之为“连升三级”，是
江南宅园纵深扩展的范例，它的实用价值在于通风和采光。

同里古镇以三多闻名，一是桥多，全镇有49座风格迥异的石
桥。最古老的桥是建于南宋宝佑年间的思本桥，距今虽有七
百多年，但仍巍然屹立。二是名人多，从宋朝到清朝嘉庆年
间，共出状元1人，进士42人，文武举人90多人，如元代进士、
翰林承旨徐纯夫，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辛亥革命风云人物
陈去病，近代著名教育家金松岑，《文汇报》创始人严宝礼
等都是同里人。三是深宅大院、私家园林多。现在我们已经
来到了柳亚子先生早年生活过的嘉荫堂，请大家随我一同进
去参观。

嘉荫堂旧称柳宅，主人柳炳南是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的
亲戚。因经营油坊有方，发迹后从北厍迁到同里，花了两万
两白银于1920xx年建起了嘉荫堂，堂内各处建筑都有十分精
细的雕刻，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我们先看正厅，厅内高大宽敞，颇有几分侯门气派。因为梁
头棹木像明代官帽的帽翅，所以正厅也被俗称为纱帽厅，大
家可以数一下，帽翅上一共刻着八幅《三国演义》戏文透雕，
有古城会、三英战吕布、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等，形象逼真，
呼之欲出。这组透雕已被《中国戏曲志.苏州分卷》收录。

再请看，五架梁正中雕刻着八骏图，梁的两端刻有凤穿牡丹，
凤即凤凰，又称吉祥鸟，牡丹又叫富贵花，凤穿牡丹隐意富
贵吉祥。梁底的两幅图案请大家辨认一下是什么?它们分别是
称心如意和必定高中，以图会意，讨个好口彩。



这是一座仿木结构的清水砖雕门楼，大家已经注意到门楼上
枋的浅浮雕图案与刚才庭院地上的图案一致。有谁知道它们
叫什么?这一组图案叫做“暗八仙”，八仙即民间传说中的八
位仙人，所谓“暗八仙”就是见物不见人，见物似见人。上
面的每一种图案分别代表一位神仙。如葫芦指铁拐李，宝剑
指吕纯阳，朝板指曹国舅，笛子指韩湘子，鱼鼓指张果老，
荷花指何仙姑，花蓝指蓝采和，扇子指汉钟离。将“暗八
仙”放在上枋，是暗喻做生意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字牌
上 “厚道传家”四字则是主人希望后人将诚恳和宽容的待人
之道世代相传。下枋中央部位的“福禄寿”深浮雕，是祈盼
未来生活能够三星高照。整个门楼砖雕简单朴素，寓意丰富，
能够使人产生美好联想。

在结束今天的讲解之前，请大家一起到明清街去走走。明清
街因街道两旁建筑为明清风格而得名。1983年谢铁骊导演以
崇本堂为主场景，以明清街、三桥景区为外景地，拍摄了
《包氏父子》。从此同里古镇就成为众多影视导演心目中的
天然摄影棚。1999年4月，中国电影家协会将同里古镇指定为
影视摄制基地。

在这条街上，店家销售的大多为旅游纪念品和旅游食品，最
富有同里特色的旅游食品有状元蹄、腌菜苋、闵饼、芡实、
小熏鱼以及各种精美糕点等。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当然，为
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购买时请向店家索要购物凭证。

江苏同里古镇门票多少钱篇五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同里游览。

大家看到的牌楼是仿明建筑，它是同里古镇众多明清建筑的
代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
孝通先生题写。



走过三元桥，我们就进人了具有一千多年建镇史的同里古镇
区。根据清嘉庆年间的《同里志》记载，同里"唐初名铜，宋
改为同。旧名富士，以其名太侈，乃析田加土为同里"。而改
富土为同里则另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浙江富阳
一带灾荒不断，不少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垦荒种地。辛勤劳
作加上风调雨顺，而使物产丰饶，人们安居乐业，就将这里
称为"富土"。直到隋炀帝即位，因其骄奢淫逸，不理朝政，
致使国库日渐亏空，有一年北旱南涝，许多地方粮食歉收，
交不上"皇粮"。于是，皇上下旨，江南富土每人增缴三斗粮，
限十天缴清，违者将处以重罚。富土百姓得讯，焦急万分。
便请教当时镇上一名姓金的秀才，金秀才便如此这般地作了
安排。

便成为"同里"二字。而当时的书写习惯与今日不同，是竖写
的，因此化险为夷，躲过了这一劫难。同里同里，同为乡里，
看着叫着都很平白、亲切，因而沿用至今。

今天，我给大家讲解同里的一园二堂三桥，请各位随我一起
寻找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韵味。

同里古镇布局与众不同，市河如网，小桥遍布，街市民居依
水而成，并拥有大量的深宅大院和园林古迹。因此在1982年
就有幸成为江苏省文物保护镇。

现在，我们来到了被余秋雨先生称为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
他称心满意的和最吸引人的去处，这就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苏州古典园林增补名单的退思园。

退思园建于1885～1887年。园主任兰生，字畹香，号南云，
生于1838年，26岁时到安徽投靠巡抚乔松年，并在前敌营务
处任职。因作战有功，先后担任记名盐运史、候补道布政使，
并兼淮北平厘局及凤阳钞关等职。光绪五年(1879年)始任凤
颖六泗兵备道，筑城垣，治驿路，建桥梁，开船塘及设育婴
堂、戒烟局等，综合治理，效果显著。光绪十一年(1885年)



因镇压捻军不力，被人参奏，革职回乡。取《左传》"进思尽
忠，退思补过"之意，建造了退思园。

退思园占地九亩八分，因为地形所限，不能由南向北纵深发
展，所以在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艺术家的巧妙设计下，退
思园自西向东构筑了左宅、中庭、右园的新颖格式。

宅分为内宅和外宅，外宅有轿厅、茶厅以及正厅三进。我们
现在位于茶厅，刚才进园时走过的是轿厅。轿厅和茶厅是停
轿及接待一般客人所用的场所，如果遇上主人家的婚嫁喜事、
祭祖典礼或有贵宾造访，园主必敞开正厅大门，以示隆重。
各位都是同里人民尊贵的客人，请走正厅大门入内。从厅内
陈设可以看出，正厅的接待规格要明显高于茶厅，平时正厅
大门关闭时，只能从陪弄出入。

现在我们去参观一下内宅。内宅是园主与家眷起居之处，主
人任兰生，因为长期在安徽生活，所以建造了别具徽州特色
的大走马楼，使各位能在这里见到江南少有的建筑。

那么，为什么要建两个楼梯呢?东西两侧的楼廊既遮阳、避风、
挡雨雪，又方便主仆上下楼时避让，一举多得。

大家看这两扇与退思园一样年龄的门。大门内木外砖，看似
笨重，其实作用不小。谁能猜出它的作用吗?砖木结构，青砖
能防火，门上闩后可防盗。现在我们来到宅之尾，园之序的
中庭。

中庭设计围绕"待客"两字展开。与漏窗陪弄相接隐去船尾的
旱船似一艘刚靠岸的客船，将远道而来的客人载到热情的主
人家。再看旱船两旁，右侧是园主任兰生亲手栽种的广玉兰，
左侧这棵白玉兰是修复退思园时移栽的，玉兰树是春天开花
较早的植物，所以它象征春景。那么为什么要种玉兰树，而
不是种桃树或其他在春天开花的树种呢?一是园主名字叫兰生，
既为兰生，就不可无"兰"。二是玉兰寄意"金玉"，玉兰飘香



意为金玉满堂。"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如果
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要作多日盘桓，坐春望月楼既可四季望
月，吟诗酬唱，也可楼前踏月，静赏花木，使客人不觉客居
异乡。岁寒居是主人在岁暮风雪之时，与知己围炉品茗论诗
之所。因为园主被革职回乡而建园，经营多年的仕途毁于一
旦，所幸好友左宗棠和彭玉麟的鼎力相助，才未被慈禧要了
脑袋。因此，主人将自己与左、彭两人誉为岁寒三友。透过
花窗，可见清幽的腊梅，坚毅的苍松和神秀的翠竹。浑然天
成的"岁寒三友图"，使主客共叙的品位得到提升。

中庭与右园有"退闲小筑、云烟锁月"月洞门相通，园内有"九
曲回廊"曲径通幽，漫游其间，步移景异。

退思园尽管只占9.8亩地，但园内亭台楼阁、廊船桥榭、厅堂
房轩、一应俱全，且建筑尺度适宜，花木水石布局得体，既
小巧玲珑，又朴实无华。园以池为中心，各式建筑皆紧贴水
面，如浮水上，被当代园林学者、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
誉之为"贴水园"。

退思草堂是全园的主景，古朴素雅，稳重气派，体现了主人
的身份。退思草堂内隔屏后有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所书的《归
去来辞》碑拓，原碑与太仓墨妙亭同时遭毁，故碑拓愈显珍
贵。置身堂前贴水平台，环顾四周，一幅浓淡相宜、恬澹静
谧的山水画长卷正缓缓展开。

大家请看!闹红一舸由湖石托出，半浸碧水，水流漩越湖石孔
窍，潺潺之声不绝于耳。人站船头，因波荡而似船行，因鱼
游而显船动，更有行云倒影浮动，恍若扁舟启航，别有情趣。

再看水地对岸，天桥与辛台相联，天桥上为桥，下为廊，它
模拟秦王朝阿房宫的复道建筑。横空出世，飞越山巅，将菰
雨生凉轩与辛台连为一体，循山洞经石径拾级而上，登临天
桥，使人豁然开朗。1985年评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时，专家
首推天桥代表苏州古典园林的杰作。天桥楼廊尽处，有"行至



桥端似无路，随山拾级豁然通"的辛台。辛台当为求学之所，
当年园主苦心教子读书，虽未必"头悬梁、锥刺股"，却也曾
付出"为觅一佳句，捋断三根须"的代价。因而，有任兰生之
子任传薪追随革命，倡导教育救国，20岁时(1920xx年)以退
思园为校舍，出巨资，聘名师，创办私立丽则女学。受聘的
教师中有国学大师钱基博(钱钟书之父)，书法家钱祖翼以及
范烟桥、任传鹤、顾乃复等，使得"远方童女，也担簦负笈而
来"。开近代中国女子受教育风气之先。

出草堂往东，有三曲桥平卧水面，清波倒影，形似凌波。桥
南古木参天，假山叠翠，桥北水涯山坞边琴房掩映花树间。

假山之巅的眠云亭，拔地而起，亭下周叠湖石，上亭下洞，
为江南园林所仅见。登亭迎风待月，楚河汉界，飘飘欲仙。

菰雨生凉轩贴水而筑，菰雨生凉四字取意于彭玉麟题西湖三
潭印月联句："凉风生菰叶，细雨落平波。"隔屏正中的镜子
是园主之子任传薪从德国带回，置身镜前香妃榻上犹如沐浴
湖水之中，顿生凉意。"种竹养鱼安乐法;读书织布吉祥声"的
楹联，也是当年朝中大臣彭玉麟对园主任兰生的劝诫。

天桥北侧，矗立一块独体太湖巨石，形着驻足老人，故称老
人峰。老人峰巅有灵壁石，酷似昂首寿龟，神形兼备。灵壁
石原产地在楚霸王爱妾虞姬故里的安徽灵壁，俗称美人石。
一般常见的灵壁石体积不大，而这块灵壁石体积硕大，十分
罕见，它与太湖石自成一体，天衣无缝。在闹红一舸石舫后
的九曲回廊处，有九扇纹饰各异的漏窗，漏窗上嵌有取意李白
《襄阳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诗句的
石鼓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道出了退思园建筑师法自然，
融于自然，顺应自然和表现自然的高超艺术。因而灵壁石、
石鼓文漏窗纹饰和退思草堂内的《归去来辞》碑拓合称退思
园三宝。

退思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堪称江南园林经典，因为它



同时具备了琴棋书画、春夏秋冬八景。其中的琴棋书画四景
指的是琴房、眠云亭、辛台、览胜阁。

请大家注意一下在退思草堂西后侧的揽胜阁，揽胜阁与坐春
望月楼相连悬挑在花园西北角，独具匠心的设计，既可使宾
客中的女眷足不出户就可饱览满园景色，又能按封建社会"男
女授受不亲"的要求顺乎自然地将男女分开。轻推花窗，窗外
美景如画展现眼前。它在成为全园制高点的同时又恰到好处
地弥补了北墙与西墙之间的呆板死角，使整个建筑布局有了
动感。

我们再说春夏秋冬四景。春景是"坐春望月"，夏景是"菰雨生
凉"，冬景是"岁寒三友"。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秋景"天香秋满"
所在。大家请看，这里遍植丛桂，每当桂花飘香之时，馥郁
芬芳，盈室绕阶，红枫与金桂、银桂相间，衬以蓝天白云，
粉墙黛瓦，更觉秋高气爽。若在清风明月之夜，邀三五知己
在此品茗赏花，更是使人心旷神恰。

从进园以来我们一直在感受着退思园带给我们的美的享受，
在结束退思园的游览之前，请大家关注自己脚下，我们现在
所踩的是一块福地。请看，中间的"寿"字，隐意长命百岁，
周围五只蝙蝠隐意富贵、康宁、善德、好运、长寿五福，幸
福之福。五福捧寿，有寿有福，围绕福寿转一转，福寿双全
轮回转。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绕"福寿"一圈，再随我出退思园。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退思园以贴水园而著称于
世，同时因为设计者袁龙继承了明代著名的造园大师、《园
冶》作者计成的造园艺术，使得退思国成为中国造园史上的
杰出作品而得到世人的关注。1986年，美国纽约市以退思园
为蓝本在该市斯坦顿岛植物园建造了一座江南庭院，取名"退
思庄"。可见退思园已不是同里人的退思园，而是全世界的退
思园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古镇的中心。不知大家对"小桥、流水、人



家"这句话所概括的江南水乡特征有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大家
只要留意小河两旁的石驳岸，单落水或双落水的河埠，镶在
驳岸上系船用的缆船石，那造型各异、散于各处的古朴中透
着精神的桥梁，还有铺排整齐的块石路面，以及面水或依水
的民宅，也许就会像余秋雨先生那样有一种要在这里觅房安
居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