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扬州瘦西湖导游词(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篇一

各位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的导游，我姓江，大家可以叫我
江导，或者直接称呼我小江。现在我们已将在前往瘦西湖的
路上了，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咋们的瘦西湖，这样呢，待
会到了大家就可以更快的游览景点了。

“天下西湖，三十有六”，惟扬州的西湖，以其清秀婉丽的
风姿独异诸湖，占得一个恰如其分的“瘦”字。

瘦西湖风景区为我国湖上园林的代表，古典园林群融南秀北
雄于一体，组合巧妙，互为因借，构成了一个以瘦西湖为共
同空间，景外有景，园中有园的艺术境界，历史上有二十四
景著称于世。窈窕曲折的一湖碧水，串以卷石洞天、西园曲
水、虹桥揽胜、长堤春柳、荷浦熏风、四桥烟雨、梅岭春深、
水云胜概、白塔晴云、春台明月、三过留踪、蜀冈晚照、万
松叠翠、花屿双泉诸胜，颗颗明珠镶嵌交织在玉带上，形成
了一幅秀色天然的立体山水画卷，而小金山、五亭桥、二十
四桥景区是这幅画卷的神来之笔。

瘦西湖的美丽景致，很早就为人们所向往。瘦西湖风景区正
因其悠久、丰富的人文景观、秀丽典雅的自然风韵，成为古
今中外宾客纷至沓来的著名的游览胜地。

瘦西湖风景区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扬州的重要对外窗口，



拥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级旅游区、全国文明
风景旅游区示范点等殊荣。近年来，瘦西湖风景区不断开发
建设景区、景点，面积已达168.32公顷，食、行、游、购、
娱等旅游配套设施日趋完善，随着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的认
证，将为新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和走向国际旅游市场注入新的
内涵。

十里湖光，清澄缥碧，花木扶疏，连绵滴翠，亭台楼榭，错
落有致。人文景观，独具风韵。瘦西湖正向八方游客敞开怀
抱，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你们，希望大家能度过愉快的旅途，
现在大家就下车跟我一起去欣赏瘦西湖的别样风味。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篇二

走进小院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门墙上写着“琴室”二字的屋子，
它坐北朝南，临水而建，屋前水岸小路弯弯，杨柳依依，若
静坐琴室，临水弹琴，便可感受到寄情音乐，超凡脱俗，天
人合一的境界。

过了琴室，抬头便有“静观”二字，为什么要静呢?原来这里
到了木樨书屋，是文人读书的地方，一个“静”字便道出了
书房特有的神韵。

书房门外沿墙栽种了一片丹桂，每当金秋时节，浓香四溢。
闻桂花香，读万卷书，立蟾宫折桂、金榜题名之志气。

书屋周围虽狭小。但方寸之地也能包含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情
调。大家请看，进门处是我们所看到最为开阔的空间，而越
向东行地域越狭窄，它先放再收，看不到尽头，让人忍不住
探个究竟，这便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了。园中花墙
的设计也是匠心独运，它随势弯环，处理成折叠状，象屏风
一样渐渐拉开，隔开了园外的喧嚣，过滤了红尘的浮躁，显
得更为静谧。令人忍不住感叹“人闲桂花落，鸟鸣园更幽”。



棋室以东便是小院中最为独特的画室——月观。月观虽为画
室，却没有悬挂一幅名画，仅有月观二字。原来它将琴室、
棋室、书屋明提，而将画室暗点，请看此处，月观坐西朝东，
临水而建，每当皓月东升，打开临湖的门，推开四面的窗，
天上水中，素月交辉，月光泄地，彩云追月，天空中重叠的
云彩倒映在水面，仿佛漫天的山峦尽收眼底，这真是国画天
然，天然国画。正如堂前郑板桥所题写的这副楹联“月来满
地水，云起一天山”。他用了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十个字，
构成了一副千古绝对:瘦西湖水虽然有限，但月色溶溶，就显
得无际无涯;小金山虽微不足道，但云起山涌，便与天相连绵。
这样一来，将小景放大，实景虚化，将有限的园林化为无限
的诗境。

这便是，月观好，水色月无边，琴棋书画养心志，梅花木樨
香满天，何必做神仙!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篇三

广陵旧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起风亭、吹台、琴室、月观，
果竹繁茂，’花药成行。”这是瘦西湖最早见于史书的记载。
今天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20xx扬州瘦西湖导游词。

各位游客：我国以“西湖”命名的景区有三四十处之多，
而“瘦西湖”仅扬州一个。那么她为什么要定名为“瘦西
湖”呢?瘦西湖地处扬州城西郊，原名“炮山河”，亦称“保
障河”，是隋唐时期由蜀同诸山之水，汇合安徽大别山东来
的洞水流人运河的一段水道。它有50多公顷的游览面积，6公
里多的游程，一条曲水如锦带，时展时收，犹如嫦娥起舞时
抛向人间的五色飘带，形态自然动人。后来改称“瘦西湖”，
是因为乾隆年间诗人汪沆将扬州保障河与杭州西湖作了一番
比较，写了一首咏赞保障河的诗：“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
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从此“瘦
西湖”作为正式名称，名闻中外。



“扬州好，第一是虹桥”，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就是名闻天
下的瘦西湖第一景——大虹桥。这座桥是扬州二十四景之一，
建于明崇份年间，横跨保障湖水。原桥为木质红栏，故名红
桥，清代乾隆元年改建为石桥。十五年后，巡盐御史吉庆、
普福、高恒相继重建，并在桥上建桥亭，改“红”为“虹”，
意思是桥如彩虹。现已改建为7.6米宽的3孔低坡青石桥。虹
桥在历史上曾经名噪一时，乾隆皇帝游扬州时也作诗赞赏虹
桥的景色。有一次乾隆的游船到虹桥，见一乞丐手执长竿，
长竿端头置一布袋，口中念念有词，便门左右，此人在此作
甚?纪晓岚(清朝大臣)忙上前答道：是一乞丐，专在河边吟诗
乞讨为生。乾隆闻听下旨命令乞丐当面吟诗，乞丐不慌不忙
地吟道：“三月烟花风流在，一代天君过红桥。锦帆徐牵碧
镜里，落霞贫贱照天烧。”乾隆不得不感叹：“扬州乞儿尚
能作此诗，果然不愧为文昌之地。”而他自己也被撩动诗兴，
出诗应和：“绿浓春水饮长虹，锦缆徐牵碧镜中;真在横披画
里过，平山迎面送春风。”今日大虹桥已成为进人瘦西湖的
咽喉，登桥远望，不仅可见湖水如带，桃红柳绿，画航签歌，
更可见远处小金山上的山亭，隐隐约约，似在招引我们，步
入佳境。

各位游客：扬州素以桥乡闻名，它与江南绍兴一样桥多、桥
美，不同的是，绍兴以梁桥为多，而扬州却以拱桥见长。现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景点叫“四桥烟雨”。此景建于康熙年间，
以前为扬州北郊二十四景之一，曾经也是大盐商的私家园林，
登上这四桥烟雨楼，南面的虹桥，北面的长春桥，近处的春
浓桥和西边的五亭桥，都历历在目。每当风雨萧萧时，四桥
就忽隐忽视，故称“四桥烟雨”。可贵的是诸桥近在咫尺，
桥桥不同，但这四座桥却把湖水分割的景物相互衔接起来，
又以各桥不同的落点和构架将全彻景点划分为各具特色的若
干区间，使每一风景区都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韵味。难怪乾隆
每次来扬州都要登临四桥烟雨楼，凭窗眺望。“趣园”二字
便是乾隆第一次下江南时的御笔。

园中有园是瘦西湖的特色，前面一道高墙将大片湖水挡住，



仅以一圆形的洞门引我们入内。清初这里是韩园桃花坞故址。
民国4年(191年)改为徐宝山洞堂，故名徐园。徐宝山曾任辛
亥革命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统管两淮及八百里长江
的缉私。他曾追随孙中山，与清军对阵作战，其后又提出撤
销扬州军政府，从而统一江苏的主张。由于他轻视袁世凯，
并赶走袁派来监视他的参谋长，袁世凯下毒手派人将他炸死。
此时，曾与徐宝山共事过的著名书法家吉亮工不待请求，主
动写了“徐园”两字。刚挥毫时，他心情还比较沉重，所
以“徐”字为行楷，而后越写越激动，以至写“园”时，已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写成了行草。字径虽逾尺，但两字配合
和谐，笔力遭劲。

这一小小园林中有一馆，一榭，一亭，外有曲水，内有池塘，
花木竹石，恰到好处。此园是瘦西湖正门进入的第一个园，
游客一入其中顿感江南园林的精巧。未到过瘦西湖的人，就
以为这就是瘦西湖的风貌，其实这正是构园者的苦心，给人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的导游，我姓江，
大家可以叫我江导，或者直接称呼我小江。现在我们已将在
前往瘦西湖的路上了，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介绍砸门的瘦西湖，
这样呢，待会到了大家就可以更快的游览景点了。

“天下西湖，三十有六”，惟扬州的西湖，以其清秀婉丽的
风姿独异诸湖，占得一个恰如其分的“瘦”字。

瘦西湖风景区为我国湖上园林的代表，古典园林群融南秀北
雄于一体，组合巧妙，互为因借，构成了一个以瘦西湖为共
同空间，景外有景，园中有园的艺术境界，历史上有二十四
景著称于世。窈窕曲折的一湖碧水，串以卷石洞天、西园曲
水、虹桥揽胜、长堤春柳、荷浦熏风、四桥烟雨、梅岭春深、
水云胜概、白塔晴云、春台明月、三过留踪、蜀冈晚照、万
松叠翠、花屿双泉诸胜，颗颗明珠镶嵌交织在玉带上，形成
了一幅秀色天然的立体山水画卷，而小金山、五亭桥、二十



四桥景区是这幅画卷的神来之笔。

瘦西湖的美丽景致，很早就为人们所向往。瘦西湖风景区正
因其悠久、丰富的人文景观、秀丽典雅的自然风韵，成为古
今中外宾客纷至沓来的著名的游览胜地。

瘦西湖风景区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扬州的重要对外窗口，
拥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级旅游区、全国文明
风景旅游区示范点等殊荣。近年来，瘦西湖风景区不断开发
建设景区、景点，面积已达168。32公顷，食、行、游、购、
娱等旅游配套设施日趋完善，随着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的认
证，将为新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和走向国际旅游市场注入新的
内涵。

十里湖光，清澄缥碧，花木扶疏，连绵滴翠，亭台楼榭，错
落有致。人文景观，独具风韵。瘦西湖正向八方游客敞开怀
抱，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你们，希望大家能度过愉快的旅途，
现在大家就下车跟我一起去欣赏瘦西湖的别样风味。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篇四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叫张**，大家叫我小张就可以了，今
天由我来带领大家游世界闻名的瘦西湖。

瘦西湖是扬州非常著名的景区。今天我们去两个景点游玩，
在游览过程中，大家不要掉队呀！

游客们，我们首先来到了五亭桥前，五亭桥是一座拱桥，一
共有五个桥洞和五个亭子，所以称它为五亭桥。五亭桥是一
座灰色的桥，亭子是红色的，充满了古典文化气氛。五亭桥
下是瘦西湖，有时湖面上有许多的小船，有兴趣的游客下一
次来这里游玩的，可以试一试。



让我们再来看看瘦西湖吧！瘦西湖的水很清，像一条淡蓝色
的丝带，让人看到就像到了一个人间仙境一般，让人流连忘
返，游客们请注意，不要再湖边玩耍、打闹。

好了，各位游客，下面可以自由活动了。记住不要随意在桥
的柱子上乱刻乱画，要注意安全，也祝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篇五

杭州有西湖，扬州有瘦西湖，也是有名的景区，导游带团参
观时，要向游客进行详细介绍，让游客了解瘦西湖的来历。
下面是本站带来的瘦西湖景区导游词，仅供大家参考。

各位游客：今天我们将要游览的是瘦西湖。瘦西湖原是咱们
扬州的护城河，又叫“保障河”，清代的时候有一位钱塘诗
人汪沆将同是繁华消费之地的保障河与杭州西湖作了比较，
写了一首咏赞保障河的诗：“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
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这就是“瘦西
湖”名称的来历。

前方就是瘦西湖的南大门，请大家跟着我，这是瘦西湖的游
览示意图，大家过来看一下，咱们是南门进，西门出，全程
不走回头路，全程游览时间大约两小时，现在是九点，大家
现在先跟着我游览，等会有自由活动和拍照时间，咱们十一
点在熙春台集合。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走的就是清代二十四景之一的“长堤春
柳”，大家看这里三步一桃，五步一柳。而下垂的柳枝又生
态地控制了桃树生长的高度，大家在这里拍照哩就是一幅人
面桃花相映红的景象。这个长堤与杭州西湖的“苏堤”“白
堤”不同，“苏堤”“白堤”是两面临水，而我们的长堤是
一面临水，一边岗阜，所以层次上就更加分明，加上岗阜上
植物更能体现出“瘦西湖”的“瘦”字和秀气。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所在之处就叫桃花坞，旧版的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曾在此拍摄黛玉葬花的场景。当时黛玉的扮演者
就是陈晓旭，可惜她已英年早逝。

各位游客：大家看到了前面的那个门额了吗?那里就是徐园。
那是国民革命时期军阀徐宝山的祠堂。他曾追随孙中山，与
清军作战，由于他轻视袁世凯，并赶走袁派来监视他的参谋
长，袁世凯下毒手派人将他炸死。此时，曾与徐宝山共事过
的著名书法家吉亮工不待请求，主动写了“徐园”两字。刚
挥毫时，他心情还比较沉重，所以“徐”字为行楷，而后越
写越激动，以至写“园”时，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写成了
行草。但利用“园”字的外框巧妙地把徐宝山的绰号“徐老
虎”的“虎”字镶嵌在里面，成为扬州题额的一段佳话。

羊公片石碑亭向西，存放着两只大铁镬，在我们扬州先后出
土过九只铁镬。根据碑文记载，它是南北朝时代的遗物，这
说明早在1520xx年前扬州的铸铁技术就已经相当发达了。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听鹂馆”是徐园的主厅，取自杜甫“两
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诗意。中国古典园林有许
多取名为“听鹂馆”的地方，如北京颐和园园中有“听鹂
馆”，是当年慈禧太后赏戏和欢宴的场所。

我们穿过徐园的后门，越过小虹桥，来到了小金山。小金山
是景区建筑最为密集的地方，历史上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风
亭、月观、吹台、琴室，如今都汇集于此。小金山门前一对
石狮是明代末年的石雕。小金山名称的来历，民间相传，是
宋代苏东坡和镇江金山寺佛印和尚下棋得来的，苏东坡先输
了玉带，至今镇江的金山寺还留有苏东坡的玉带，佛印后输
了金山寺，但玉带好取，金山难移，便以一“小”字名之。
小金山其实是清代乾隆年间一位候补知事程志铨因为梦中关
羽所教打梅花桩的方法人工堆垒起来。为了感激关羽托梦，
程志铨特在小金山脚下建了关帝庙，关帝庙前最引人注目的
是一块钟乳石盆景，原产广西溶洞，据说滴水五十年才会增



高一公分。钟乳石盆景传为宋代“花石纲”遗物。关帝庙的
东面是琴棋书画建筑群。游客们：大家请保持安静。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读书所在，自然要安静了。你们看大门的石额上
刻着“静观”两字，这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的手笔。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扬州最大的树桩盆景“枯木逢
春”，这是用五十年代从唐代银杏树上遭雷电劈下的树干，
经防腐处理后做桩，再栽上藤本植物凌霄，每至盛夏，凌霄
花妍枝茂，远远看去，树活花浓，正所谓“化腐朽为神奇”，
故取名“枯木逢春”。

各位游客：在小金山西麓有一条岸柳成行的长堤，伸向湖心，
长堤的顶端就是吹台，也叫“钓鱼台”。提起钓鱼台，我们
会想起北京国宾馆的钓鱼台，另外还有陕西宝鸡姜太公的钓
鱼台。咱们扬州的钓鱼台自有其高妙之处，它建于清乾隆年
间，最初设计者的本意是：乾隆游湖时，乐队在其中弹奏江
南丝竹，以助游兴，所以称为“吹台”。谁知有一次乾隆皇
帝来到此地，觉得此处更宜钓鱼，这下忙坏了手下人，管事
的盐商火速暗中挑选水手，潜入水下，以荷叶盖顶，以荷茎
换气。每当乾隆落竿垂钓，水手就将活鱼一条条挂上钩去，
乾隆举竿鱼跃，大家都喝彩欢腾，皇上连钓几条龙鱼后不禁
纳闷：怎么就一种龙鱼呢?旁边的盐商连忙上前禀告：“凡鱼
岂敢朝天子，万岁金钩只钓龙”，一句话说得龙颜大悦，以
为水神也从太君心意，盐商自然也得到了奖赏。吹台三面各
开圆洞门，以门借景，有“三星拱照”之称，为我国造园技
艺中运用借景的杰出范例。很多老扬州说，在这里拍照才是
到扬州的标志。

游客们：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座环拱石桥就是五亭桥。
五亭桥不仅是瘦西湖的象征和扬州的标志，而且是全国风景
名胜中独一无二的景观，因桥上建有五亭，大家便都称它
为“五亭桥”。此桥是由巡盐御史高恒为迎奉乾隆第二次南巡
(1757年)仿北京五龙亭和北海大桥建造，又因其形状像一朵
盛开的莲花，所以又叫“莲花桥”。莲花出水似的五亭桥举



世无双，被著名桥梁建筑专家茅以升评价为“中国古城交通
桥与观赏桥结合的典范”。

五亭桥南面最有名的建筑是白塔，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整
个造型与北京北海白塔相似。据说这座白塔是一夜之间造成
的。一天，乾隆的游船到了五亭桥畔，忽然对扬州陪同官员
说：“这里多像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啊，只可惜差一座白塔。
”第二天清晨，乾隆开窗一看，只见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
耸立，以为是从天而降，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道：“是盐商
大贾为弥补圣上游瘦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原来这
座白塔是八大盐商之一的江春用万金贿赂乾隆左右，根据北
京白塔的图样，然后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在一夜
之间制作而成的。尽管只可远视，不可近攀，但乾隆不无感
慨地说：“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当然
真塔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造成的，它究竟建于何年已无法考
证。但白塔属藏传佛教的喇嘛塔，在瘦西湖中也仅作为点缀
而已。

各位游客：“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调。二十四桥
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留给我们的
千古绝句。那么二十四桥因何得名呢?就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
前来观赏那名闻遐迩的二十四桥。请看，整座桥是用汉白玉
砌成的单孔拱形石桥。在这里，我们并未见到二十四桥桥名，
关于二十四桥桥名自杜诗以来，尚未定论。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种泛指唐代扬州桥多。二是实指扬州过去有二十四座桥，
这在沈括的《梦溪笔谈》有记载。三是确指此桥为二十四桥。
各位游客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1991年10月，陪同朝鲜劳动党金日成游览二十四桥景区时，
他们走到杜牧的诗碑前，一起观赏并朗诵了毛泽东手书的杜
牧绝句。

各位游客，前面那组气势恢宏的仿清建筑就是——熙春台。
所谓“熙春”是取《老子》“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之意，



表现了一种春日登高，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它是当年
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的地方，因此处处体现出皇家园林的气
派。

好，瘦西湖的讲解到此告一段落，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
抓紧时间自由拍照，然后出西门集合登车，去游览下一个景
点——大明寺。

各位领导，我们眼前的这个建筑就是瘦西湖的南大门了。这
个建筑由水榭，方亭，短桥，门厅，回廊组成，曾获优秀建
筑小品奖。“瘦西湖”题额由扬州著名教授孙龙父题写，对
联“天地本无私，春花秋月尽我留连，得闲便是主人，且莫
问平泉草木;湖山信多丽，杰阁幽亭凭谁点缀，到处别开生面，
真不减清閟画图”出于女书法家李圣和之手。各位领导可以
在此拍照留念，拍完请随我入园游览。瘦西湖是扬州的一段
护城河，叫保障河，又名炮山河，但为什么叫瘦西湖呢?它得
名于清代钱塘诗人汪沆的一首诗“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
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因化作瘦西湖。”扬州好，
第一是虹桥。在我们的东南角就是著名的大虹桥。它始建于
明崇祯年间，因围以红栏，故名红桥，清乾隆元年(1763年)
改建为石桥，后又取彩虹卧波之意，改红色的“红”为彩虹的
“虹”。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在虹桥留下诗文，其盛况一点
也不亚于王羲之的兰亭诗文酒会。其中王渔洋的一首诗表现
了其盛况，“虹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
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各位领导看到了湖面小船上坐
着的美丽小姑娘吗!她们就我们瘦西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大
学生船娘。这群美丽的小姑娘已经从我们瘦西湖开始走向全
国，央视的今日说法，小崔会客都具体的介绍了她们。就连
帅气的俄罗斯小伙也被美丽的姑娘们深深的吸引，展开了疯
狂的求婚攻势。这些小姑娘会以口流利的英语，会唱扬州小
调，会说扬州评弹，多才多艺。其实古代，船夫才是船体的
主宰者，在此我给各位领导讲一段乾隆与扬州船夫的趣事。
乾隆坐船下扬州，问随行官员阮元:"你们扬州的风土人情怎
么样?"阮元是扬州仪征人，当然得夸自己的家乡啦!便



答：“我们扬州上至7岁小童，下至8旬老翁，都能吟诗作
画!”乾隆听了当然不信，认为阮元在吹牛，于是指指后面的
老船翁，“他也能吟诗?”阮元拍拍胸口打包票。乾隆爷走上
前去，“老翁啊，我们闲暇无事，弄付对子对对吧”，老船
夫吓的直摇手，“圣上，我老翁活这么大了，连扁担倒下来
一个一字都不认识，怎么会对子呢?”此时，阮元出来打圆场
了，“圣上要你对，你就对吧，对错也无妨!”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的乾隆皇帝是很有才的，此刻船行至扬州宝塔湾，乾隆
爷指指前的文峰塔，出句“一塔峨峨，七层四面八方”，老
翁想了半响也没对出来。此时乾隆爷不高兴了，“阮中堂，
你敢欺君!”古代欺君可是要掉脑袋的，但此时阮元毫不慌张
的说，“圣上，其实老翁早就对出下联了，只是您没发
觉。”此刻的乾隆爷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阮元升出
双手，“双手摇摇，五指三长两短”，乾隆笑了，大家都笑
了。各位领导，我们走的这条堤就是清二十四景之一的长堤
春柳了，堤长612米，三步一桃，五步一柳，景色怡人!各位
领导会到我们扬州来旅游，是因为我们扬州旅游宣传做的好，
其实苦人早就为我们扬州坐广告了，六朝诗人殷云说的
好“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有了钱“十万贯”，有了交
通工具“骑鹤”，有了目的地“扬州”，可惜啊少了时间。
于是李白补充上来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烟是指柳絮如
烟，雨是指花瓣如雨。欢迎各位领导在农历的三月也就是阳
历的四五月再次走在这长堤春柳上感受一下“烟雨江南”的
美景。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长堤的尽头，前面就是我们要浏览的下
一个景点徐园了。徐园是民国四年(1920xx年)在清代韩园桃
花坞旧址上为祠祀第二陆军军长徐宝山而改建的，故名徐园。
门额上“徐园”二字有扬州晚清孝廉“风先生”吉亮公书写，
“徐”为行楷，“园”为行草，在门额中采用不同的字体是
极其少见的，而在此却比例和谐，遒劲有力，为门额中的佳
作。大家仔细看以看这“园”字的框中，像一个什么动物的
字。“虎字”，这位领导太有才了，一眼就看出像个虎字。
吉亮公为人清廉，不愿为军阀徐宝山题字，但是不题又怕被



枪毙，进退两难，于是灵机一动，把园字写成行草，一绕绕
成一个虎字。寓意你徐宝山再有能耐，也只不过是我笔下的
一只园中之虎罢了。各位领导注意脚下台阶，我们进园看以
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徐园的主厅“听鹂馆”，取杜甫
的“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意而得名。门
前存放着两只大铁镬，扬州前后共出土了九只，瘦西湖徐园，
天宁寺，史可法纪念馆各放了两只，盆景园，水文化博物馆，
八怪纪念馆各一只。它是萧梁时代的遗物，早在1520xx年前，
扬州的铸铁技术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各位领导猜一猜，它是
用来干什么的?扬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据说隋炀帝残暴不
仁，刑罚极其残酷，在铁镬中放满油，下面点火烧开，那些
不听话的犯人就被扑哧一声扔下去，后果可想而知，人化成
一阵烟，就没了;第二种，据说是太平军行军打仗的军锅;第
三种，扬州地处长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水难频繁，人们
把铁镬倒扣在大堤上，由于铁镬重约3吨，能够压实大堤，后
来就演变成镇水之物了。看完铁镬我们再来游览听鹂馆，馆
中有一幅“岁寒三友”落地罩隔，由三块拼接而成，雕工极
为细腻，无一点瑕疵，是扬州木雕工艺中的精品。

各位领导这边请，过小虹桥是瘦西湖上最大的岛屿小金山，
杭州有西湖，扬州有瘦西湖，镇江有金山，扬州有小金山，
为什么扬州人怎么这么谦虚，总要比别人低一级呢!李亚如老
先生就解释啦，“借取西湖一角堪夸其瘦，移来金山半点何
惜乎小”，瘦的苗条，小的灵巧。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小金山。
小金山是怎么得来的呢，据说，当时的盐商为了能让乾隆直
接坐船去大明寺，开挖了莲花埂新河，小金山就是用挖出来
的淤泥堆积而成的，当时山上遍植梅花，香气四溢，所以小
金山又叫梅岭春生。当时堆小金山，屡堆屡塌，由于是淤泥，
很难成型，这可急坏了监工，眼看着工期就要到，监工冥思
苦想就是没办法解决，一天夜里，监工梦到关羽带兵打梅花
桩，梦中惊醒，大喜，仿效此法在地上打桩，然后再堆泥，
果然一座小金山很快就堆成了。乾隆爷听说之后尤为高兴，
身边的官员连着拍马屁，“皇上南巡，感动上天，连关帝都
来给皇上帮忙了”，而小金山里供奉正是关帝象。小金山拱



门前一对笑容可掬的石狮是明代末年的石雕，它不同于皇家
的石狮子那么庄严，头正腰直，他们反而摇头摆尾，像在欢
迎大家。狮子是吉祥物，民间传闻，摸摸狮子头，今生今世
不用愁，摸摸狮子腚，今生今世不生病，摸摸狮子股，各位
领导的腰包鼓一鼓，在此我祝愿各位领导身体健康，万事如
意!各位领导请随我进去浏览。我们眼前的这一块钟乳石盆景，
原产自广西溶洞，据说滴水沉积五十年才会增高一公分，推
算一下，这块钟乳石生成尽需要二千多年的时间。这块钟乳
石传为宋代“花石纲”遗物，是给皇上祝寿用的，但是在运
输途中遇到了方腊起义，于是流落在了扬州。什么是纲呢，
纲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十船为一纲，运送花石的船队被泛称
为花石纲。各位领导对花石纲不太了解，但一定对生辰纲略
有耳闻吧，水浒传第十六回说到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
辰纲，生辰纲是为皇室祝生辰，用车押送财宝，十车为一纲。

各位领导这边请，看完小金山，我们浏览下一个景点，钓鱼
台。在去往钓鱼台的路上，我来留意下这扬州最大的树桩盆景
“枯木逢春”，大家猜一猜这棵树是死的还是活的，有人说
是死的，有人说是活的，但究竟是死是活呢?这棵古木是扬州
石塔寺边上的的一棵唐代古银杏，五十年代，一道闪电，哗
的一声，将古树一劈为二，死的那一半就送到了瘦西湖，做
了扬州最大的树桩盆景，后来啊，有心之人在古木旁栽了棵
凌霄，凌霄为藤本植物，盘绕而上，每到夏天，凌霄花妍叶
茂，似乎古木又活了，取名枯木逢春。枯木尚且如此，我们
活人更应自强不息。各位领导我们继续往前看，此时瘦西湖
的湖面似乎宽广了许多，设计者在湖的中间筑了条埂将湖面
一分为二，继续体现了瘦西湖的瘦，延埂往前走前面便是吹
台，此台原本的设计目的是用来吹拉弹唱，取悦圣上，古代
没有音响设备，而这里离用水波扬声，弥补了不足。但是乾
隆皇帝在宫里天天听曲听腻了，到此却产生了钓鱼的雅兴，
所以又叫钓鱼台。据传当时盐商生怕圣上钓不到鱼，扫了兴
致，于是花钱雇了两位渔民，扑哧一声潜入河中，以荷叶遮
顶，荷茎换气，专往圣上钩上挂龙鱼，，圣上连钓几条龙鱼
后不禁纳闷：怎么就一种龙鱼呢?旁别盐商乘机拍马“凡鱼岂



敢朝天子，万岁金钩只掉龙”一席话说得龙颜大悦，这马屁
算是拍到点子上了。钓鱼台是我国园林景点中借景效果最好
的景点，从亭外偏北的地方望去，中间正圆的圆洞中五亭桥
横卧水波，旁边圆洞中白塔直立云表，一桥一塔一亭，形成
绝妙的画面，称之“三星拱照”，被誉为中国造园史上框景
艺术的典范。这“钓鱼台”三个字由刘海粟先生亲笔题写。

各位领导，看完钓鱼台，我们往回走，上桥是注意脚下台阶。
我们旁边的这种花就是扬州市市花，琼花。琼花是忍冬科落
叶或半常绿灌木。半常绿灌木。枝广展，树冠呈球形。叶对
生，卵形或椭圆形，边缘有细齿，背面疏生星状毛。花序周
围是白色大型的不孕花，中部是可孕花。核果椭圆形，先红
后果。花期4月。果期10月-11月。4、5月间开花，花大如盘，
洁白如玉。聚伞花序生于枝端，周边八朵为萼片发育成的不
孕花，中间为两性小花。所以又叫聚八仙。琼花枝、叶、果
均可入药，具有通经络、解毒止痒的功效。琼花为扬州市花。
自古有“维扬一株花，四海无同类”的美誉。琼花是我国特
有的名花,文献记载唐朝就有栽培. 它以淡雅的风姿和独特的
风韵，以及种种富有传奇浪漫色彩的传说和逸闻逸事，博得
了世人的厚爱和文人墨客的不绝赞赏，被称为稀世的奇花异
卉和“中国独特的仙花”。1998 年扬州市人大会通过了广大
市民推选的琼花作为扬州市花的决定，并举行过两届“中国
扬州琼花艺术节”，反响较大。琼花天下无双。琼花作为扬
州市花，是当之无愧的。扬州最有名的当然是琼花了。琼花
以叶茂花繁、洁白无瑕扬名天下。传说隋炀帝就是为到扬州
赏琼花而下令开凿了大运河。欧阳修在此任太守时，曾称赞
琼花是举世无双之花，在琼花观内题下“无双亭”。北宋的
仁宗皇帝曾把琼花移到汴京御花园中，谁知次年即萎，只得
送还扬州。南宋的孝宗皇帝又把它移往临安，但立刻憔悴无
花，只到再次移送扬州。元兵攻破扬州，琼花便彻底死了。
扬州人对琼花情有独钟。原物虽已不在，但扬州人把一种叫
聚八仙的花视为琼花，当作市花精心培育呵护。如今，沿湖
岸边洁白如玉的锦簇花团，便是“四海无同类”的扬州琼
花——聚八仙花了。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五亭桥下。瘦西湖在全国园林中独树一
帜，五亭桥又是瘦西湖的标志，在全国园林中有一席之地。
其最大的特点是阴柔阳刚的完美结合，南秀北雄的有机融和。
该桥建于莲花堤上，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巡盐御史高恒
所建，是因为建于莲花堤上，还是因为形状象一朵盛开的莲
花，所以它又叫莲花桥。

据说，乾隆南巡到此曾感叹它象琼岛春阴之景，这就点出了
该桥是借鉴北京北海之景。确实，该桥受北海五龙亭的影响
很深，五龙亭五亭临水而建，中日龙泽，重檐下方上圆，象
征天圆地方;西为涌瑞、浮翠，涌瑞为方形重檐，浮翠为方形
单檐;东为澄祥、滋香，澄祥为方形重檐。五亭皆绿琉璃瓦顶，
亭与亭之间有石梁相连，婉转若游龙，另龙泽、滋香、浮翠
三亭有单孔石桥与石岸相接，珠栏画栋，照耀涟漪。

扬州五亭桥无北海开阔水面，当然无法把五龙亭照搬。但聪
明的工匠别出蹊径，将亭、桥结合，形成亭桥，分之为五亭，
群聚于一桥，亭与亭之间以短廊相接，形成完整的屋面。桥
亭秀，桥基雄，两者如何配置和谐呢?这里关键是如何把桥基
建得纤巧，与桥亭比例适当，配置和谐。造桥者把桥身建成
拱卷形，由三种不同的卷洞联系，桥孔共有十五个，中心桥
孔最大，跨度为7.13米，呈大的半圆形，直贯东西，旁边十
二桥孔布置在桥础三面，可通南北，亦呈小的半圆形，桥阶
洞则为扇形，可通东西。正面望去，连同倒影，形成五孔，
大小不一，形状各殊，这样就在厚重的桥基上，安排了空灵
的拱卷，在直线的拼缝转角中安置了曲线的桥洞，与桥亭自
然就配置和谐了。难怪后人把桥基比成北方威武的勇士，而
把桥亭比做南方秀美的少女，这是力与美的结合，壮与秀的
和谐。

五亭桥是清扬州两淮盐运使为了迎接乾隆南巡，特雇请能工
巧匠设计建造的。桥的造型秀丽，黄瓦朱柱，配以白色栏杆，
亭内彩绘藻井，富丽堂皇。桥下列四翼，正侧有十五个卷洞，
彼此相通。每当皓月当空，各洞衔月，金色荡漾，众月争辉，



倒挂湖中，不可捉摸。正如清人黄惺庵赞道：“扬州好，高
跨五亭桥，面面清波涵月镜，头头空洞过云桡，夜听玉人箫。
”唐杜牧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
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之句。五亭桥中秋时正侧有十
五个卷洞因此有徐凝的《忆扬州》五亭桥，古称“莲花桥”。
建造在瘦西湖上，好象湖的一根腰带。因桥上建亭，故又名
五亭桥。

如果把瘦西湖比做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那么五亭桥就是少
女身上那条华美的腰带。五亭桥不但是瘦西湖的标志，也是
扬州城的象征。

五亭桥上建有极富南方特色的五座风亭，挺拔秀丽的风亭就
象五朵冉冉出水的莲花。亭上有宝顶，亭内绘有天花，亭外
挂着风铃。五亭桥的桥墩由 12 大块青石砌成，形成厚重有
力的“工”字型桥基。清秀的桥身和沉雄的桥基，两者为什
么能配置得如此和谐呢?答案就在桥洞。五亭桥的桥身由大小
不一形状不同的卷洞组成。空灵的拱顶卷洞配上敦实的桥基，
桥基在直线配上桥洞的曲线，加上自然流畅的比例，就取得
了和谐统一的视觉效果。难怪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这样
评价：中国最古老的桥是赵州桥，最壮美的桥是芦沟桥，最
具艺术美的桥就是扬州的五亭桥。

《望江南百调》中提到：扬州好，高跨五亭桥，面面清波涵
月影，头头空洞过云桡，夜听玉人萧。如果乘船从桥下穿过，
我们可以数出五亭桥一共有着 15 个桥洞。这 15 个桥洞，
洞洞相连，洞洞相通。《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一段记
载：“每当清风月满之时，每洞各衔一月。金色荡漾，众月
争辉，莫可名状。”说是每到满月之夜，五亭桥下十五个桥
洞中每个洞都含着一个月亮。“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
是扬州。”如果你能在中秋之夜来到扬州——这个中国月亮
城。说不定就能领略到这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绝妙奇境。各
位领导上下桥时注意脚下台阶，石面比较滑，慢点走。我们
的前方就白塔晴云了。扬州至今还流传着“一夜造白塔”的



故事。该故事出于《清朝野史大观》。一天，乾隆在瘦西湖
中游览，船到五亭桥畔，忽然对扬州陪同官员说：“这里多
象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啊，只可惜差一座白塔”。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第二天清晨，皇帝开轩一看，只见五亭桥旁一座
白塔巍然耸立，以为是从天而降，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
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
的”。据说，是八大盐商之一的江春用万金贿赂乾隆左右，
请画成图，然后一夜之音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推成
的。尽管只可远视，不可近攀，但乾隆不无感慨地说：“人
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传说是无稽的，旧
塔建于何年，已不可考。因喇嘛塔，原属藏语系佛教中喇嘛
教寺院的塔制，元代以降，渐行全国，清乾隆四十九
年(1784)两淮盐总江春集资仿北京北海白塔，就旧塔基建造。
《扬州画舫录》点明，该塔是“仿京师万岁山塔式”。但型
制已大有区别。北海的白塔是寺庙塔，肚大头细，高35.9米，
下为高大的砖石台基，塔座为折角式的须弥座。扬塔虽取喇
嘛教寺院的塔制，但在瘦西湖仅为点缀，系园林塔，另则扬
州的建筑都以柔秀见长，因此取其形式，改换面目。一是降
低高度，扬州的白塔仅27.5米;二是外形轮廊线变得秀美，使
之身子缩小，其相轮(十三层级)也较北海塔瘦长，这样扬州
的塔形似花瓶了;三是发挥砖刻特长，塔座全是砖雕的束腰须
弥座，座为八角四面，每面三龛，龛内砖雕十二生肖像，象
征一年十二，一天十二时辰，筑台五十三级，象征童子拜观
音的五十三参图，相轮为十三层，象征天的最高处十三天。
处处有象征，处处有暗示，扬州造园艺术的手法巧妙揉合于
外来景致之中。著名建筑家陈从周在《园林谈丛》中曾将北
海塔和扬州的搭进行对比，说：“然比例秀匀，玉立亭亭，
晴云临水，有别于北海塔的厚重工稳。”可见北方之景到了
南方也随乡入俗，雄壮之气锐减，窈窕气质倍增了。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
人何处教吹箫”。这首诗已流传了一千多年，可谓妇孺皆知。
诗因桥而咏出，桥因诗而闻名。二十四桥究竟在哪?二十四桥
是一座桥，还是有二十四做桥?我在此先卖个关子，在接下来



的游览中，揭开神秘的面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二十四
桥景区的玲珑花界。"玲珑花界"是广陵芍药的观赏之地。自
古以来，广陵芍药就与洛阳牡丹齐名。芍药高1米左右。具纺
锤形的块根，并于地下茎产生新芽，新芽于早春抽出地面。
初出叶红色，茎基部常有鳞片状变形叶，中部复叶二回三出，
小叶矩形或披针形，枝梢的渐小或成单叶。花大且美，有芳
香，花期4~5月。芍药花有红叶黄腰者，号金带围，是种非常
罕见的花，不同于一般的芍药。史书近千年内记载只开过6次。
韩魏公为扬州太守时，得金带围四株，便邀3位客人来赏，时
王壄为郡卒，王安石为令官，皆被邀，还缺一人。此时花开
已盛，韩魏公便说：今日有客经过，即邀他共赏，至傍晚，
门下人报陈升之太傅到。韩魏公便留住了他，次日开宴，折
金带围欣赏，并插之于官帽之上。在后来十年中，4人先后成
为宰相。在此，我借芍药的吉祥之意，祝福各位领导，工作
顺利，万事如意!各位领导我们继续往前看，看到前面的那个
大建筑了吗?它就是熙春台。瘦西湖为南方园林，怎么会有如
此如此金碧辉煌的楼台呢?熙春台相传是扬州盐商为清代皇帝
祝寿的地方，给皇上祝寿当然要讲究排场了。熙春台，富丽
堂皇，门前千米平台，场面大气恢弘，具有典型的皇家风范。
而左右两侧，一为曲廊十字阁，一位游廊假山，又极具南方
花园的变化之美，山水平远，楼台错落，成为瘦西湖上又一
经典画面。20xx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在同一天，中央电视台四
套和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的电视媒介联合在此以瘦西湖为背
景举办了“天涯共此时”中秋国庆文艺晚会。熙春台前平台
立有汉白玉诗碑，刻毛泽东手书杜牧《寄扬州韩错判官》诗
一首。杜牧的诗，在写出了扬州山清水秀、绰约多姿的风貌
后，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二十四桥位于扬州的何
处?到底指的是几座桥?我们眼前的二十四桥按《扬州画舫录》
记载和珍藏的扬州著名画师袁耀所绘《邗上八景.春台明月》
册页、乾隆《南巡盛典图》等有关史料，结合地形地貌现状，
设计恢复方案，于1987年10月动土兴建。此桥为单孔拱桥，
汉白玉栏杆，如玉带飘逸，似霓虹卧波。该桥长24米，宽2.4
米，栏柱24根，台级24层，似乎处处都与二十四对应。洁白
栏板上彩云追月的浮雕，桥与水衔接处巧云状湖石堆叠，周



围遍植馥郁丹桂，使人随时看到云、水、花、月，体会
到“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妙境，遥想杜牧当年的风流佳话。

各位游客，非常欢迎到瘦西湖参观游览。瘦西湖原名保障河，
又名长春河。有文献可翔实稽考为《宋书》记载：“广陵旧
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起风亭、吹台、琴室、月观，果竹繁
茂，’花药成行。”这是瘦西湖最早见于史书的记载。其规
模最盛时期为清乾隆年间。由于康熙、乾隆两朝皇帝的屡次
南巡，扬州盐商在沿河两岸争地构园，形成了“两堤花柳全
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胜境。湖上园林有“园林之盛，
甲于天下”之誉，最盛时期有二十四景著称于世。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桥为大虹桥，始建于明崇祯年间，是一
座红栏木构桥梁，故名红桥。后在清代乾隆元年(1736年)改
建为石桥，如卧虹于波，故改名为“虹桥”。康熙年间王渔
洋任扬州司理，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其中一首“虹桥飞跨
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
匆”最为出名。

“长堤垂柳最依依，才过虹桥便入迷。”现在我们正在漫步
的这段长堤叫做长堤春柳，是清二十四景之一，是瘦西湖的
春景。堤长一里多，东西两侧，三步一桃，五步一柳，相间
成行。每当烟花三月之时，桃花盛开艳丽缤纷，柳丝婀娜起
舞，似青烟绿雾，雨丝烟雾之中，漫步其间，确是游人销魂
之处。这段长堤在园林艺术手法上，合理地运用了空间艺术
和时间艺术，在进入较大的景区前，以长堤作为过渡，渐渐
拉开全园的“序幕”。

现在我们走到长堤的尽头。首先看到的这座园叫做徐园。它
是1920xx年于清桃花坞旧址改建的，为祠祀原驻扬州的第二
军军长徐宝山而建。园门形如满月，门额上草书“徐园”二
字是晚清著名书法家吉亮工题写的。园中听鹂馆过去是徐宝
山的享堂，现为游人休息场所，取诗人杜甫：“两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意。馆内楠木罩隔，精刻松竹



梅图案，是扬州现存罩隔中的精品，体现了晚清扬州的木雕
工艺。听鹂馆门口的两口铁镬，是扬州的出土文物，据《铁
镬碑》记载是南北朝萧梁时代的镇水之物。每只铁镬重约3吨，
由此可见当时扬州冶铁-业的发达。徐园虽名为祠堂，实质是
一座非常精巧的湖上园林，其中“春草池塘吟榭”为客座，
宜于客人小憩;“疏峰馆”为客厅，宜于宴请宾客;“冶春后
社”为诗社，宜于吟咏诗句。

绕过徐园，我们现在站在小虹桥上，大家顿时有种豁然开朗
的感觉。前面各位看到的就是瘦西湖比较开阔的景区，回过
头来再看徐园，就知道它是整个瘦西湖的屏障，这就像看戏
一样由序幕而进入高潮。

现在请大家转过来往东看，前面这一景叫做“四桥烟雨”，
也是清二十四景之一。每当“山色空潆雨亦奇”之际，领略
的景致是“四桥飞跨烟雾里”。站在这座楼上大家可以看到
南面有春波桥、大虹桥，北面有长春桥，西面有莲花桥。可
贵的是四座桥的形状和色彩各不相同。这座楼通过对景手法
把咫尺之内的不同桥景展现在游客面前，同时又将湖上风光
衔接起来，时放时收，有分有合，使每一个景区都呈现出不
同的风韵。这里得到乾隆皇帝特别赏识，咏诗作赋多篇，御
笔亲赠“趣园”。

过了小虹桥，我们就到了小金山了。有人说：杭州有西湖，
扬州有瘦西湖，镇江有金山，扬州有小金山。一个是“瘦”，
一个是“小”，怎么扬州人这么谦虚，从等级上来说，似乎
总是比别人差了一等呢?为此，我们扬州国画院的老院长李亚
如撰写了这样一副对子：“借取西湖一角堪夸其瘦，移来金
山半点何惜乎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瘦为苗条，小得精
巧。”扬州人的特点就是在摹仿他人的东西时能不落因袭，
有自2独到之处。实际上“小金山”是湖心最大的岛屿，俗称
小金山，实为二十四景之一的“梅岭春深”。现在的小金山
是瘦西湖上建筑最紧密的地方，瘦西湖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
建筑“风亭、吹台、琴室、月观”，现在全部都集中在这个



岛上。小金山顶上的建筑风亭是瘦西湖的至高点。它就是著
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所说的“瘦西湖看水最好，看月也颇得
宜的地方。”风亭上面有一幅楹联“风月无边，到此胸怀何
似;亭台依旧，羡他烟水全收”。风亭这个名字就是取自于上
下联第一个字而得名的。由此可见，站在小金山顶上所领略
的景致是非常美的，“山不在高，贵在层次。水不在宽，曲
折则妙。”这就是瘦西湖和小金山的妙处。

梅岭春深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左右利用开挖莲花埂新
河的土人工堆成的。据说当初推土成山时，犀堆屡塌，三年
不成，督工也非常着急。一次睡梦中看见关帝带领士兵打梅
花桩，即将木桩几个一组打入河心，然后堆土即可不塌。他
猛然惊醒，立即按关帝所示去做，十天后果然堆成。为感谢
关帝托梦，督工特在此建造了关帝庙。光绪年间重修时改关
帝庙为湖心律寺。后来有人将湖心律寺的山门拆除，题名小
金山。关于“小金山”这个名字，有这样一段传说。当年扬
州和镇江的两个和尚闲聊时，镇江和尚赋诗说：“青水也厌
扬州俗，多少峰峦不过江。”而扬州和尚不同意这种说法，
于是两人就下棋打赌，结果扬州和尚棋高一着，让扬州盐商
将此景改名为“小金山”，并在庭院中挂了这样一幅对
联：“弹指皆空，玉局可曾留带去;如拳不大，金山也肯过江
来”。只用了一个“小”字，就把“金山”引渡过来，
变“扬州俗”为“扬州雅”了。

现在庭院中大家看到的这块石头是宋代花石纲的遗物。古代
运输都是用船，编号计数十船为一纲，这是用船运送花和石
头，所以称之为“花石纲”。北宋皇帝赵佶特别喜欢奇花异
石，在他六十大寿之时，命人在京城开封建造万寿山，这块
钟乳石是广西岩洞滴水形成的。在自南而北的运输过程中，
由于方腊起义，被遗落扬州。

转到小金山的东面，我们来到的这一组庭院，它由“桂花
厅”“棋室”“月观”三组建筑组成。这个庭院的名字叫静
观。“静观”二字是清代金石名家邓石如所题。游览中国的



园林很有讲究，不能是一般的走马观花。总的说来，赏园讲
究大园动观，比如大家可以边走边看，也可以坐船游览;而小
园宜静观，最好坐下来静静观赏。现在各位来到的这个小园
名字就叫做“静观”，我们一进门的地方是整个院子最大最
开阔的地方，而前面的拐角处则最窄，它采用了时放时收的
手法，似乎是无限深远。从名字上看园子不大，但是站在拐
角的地方却还没看到它的尽头，这就令人产生悬念，转过去
到底有多深多远呢?从而吸引游人想要走进去观赏。从造园艺
术来说，这个小院造得最成功的当属是它的围墙。这座花墙
随势弯环，很自然地被处理成一座折叠的屏风形状，像一把
扇子一样渐渐拉开，使人产生无限深远的感觉。花墙上设置
了不同几何图案的花窗，透过花窗可借到窗外不同的景致，
给游人的感觉是园外有园，景外有景。同时小院还设置了四
时不谢之花：春有牡丹、芍药;夏有结果的枇杷;秋天大家可
以看到的都是一百年以上的桂花;冬天有腊梅和天竺。总的来
说，如果人不多而能坐在庭院中细细观赏的话，就会有诗一
般的联想。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厅叫做“木樨书屋”，因周围遍植
桂花而得名。“木樨书屋”四字匾是由著名园林与古建专家
陈从周教授所题。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厅叫做棋室，是古
人下棋的地方。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的两只棋盘是乾隆四十八年
(1783年)由苏州监造的。棋室早面最值得看的是两边陈设的
一套清花瓷屏风，烧制于清代康熙年间，全国仅存此一套，
所以非常珍贵。这一套瓷屏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画面图
案非常清晰;二是立体感相当强;三是瓷的颜色烧出了深浅，
使画面显得有层次有生气。

转过来我们就到了瘦西湖最好的厅馆——月观了。扬州号
称“中国的月亮城”，扬州的月色美，观月的地方也
多，“月观”是其中之一。“月观”三楹坐西朝东，前面临
着开阔的湖面，每当皓月东升，打开门凭栏而看，天上水中
各有一月，双月交辉。不禁叫人感叹“今月古月，皓魄一轮，
把酒问青天，好悟沧桑小劫;长桥短桥，画栏六曲，移舟泊烟



渚，可堪风柳多情!”现在月观里面挂的这一幅对联是郑板桥
撰写的“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我们都说月色如水，
这里假水和真的湖水连成一片，于是瘦西湖也就不再瘦了，而
“云起一天山”就是说小金山虽然微不足道，但天上的云倒
映在水中就像一座座的山峰，很自然地和前面的湖水连成一
片，就满天是山了。通过把实景虚化，小景变大，把有限的
园林空间化为无限的意境。月观观月不仅景致好，它的陈设
也可称得上是湖上园林之最。这里面陈苎的一套海梅家俱，
工艺精致，式样古朴，真切地体现了乾隆年间扬州的木雕工
艺，同时家俱上雕刻之内容也和观月有所联系。

扬州的市树有两种，一种是柳树，因为杨州白古右“绿杨城
郭是扬州”的美誉;第二种是银杏，因为它的树龄一般都比较
长，能够体现扬州的历史，前面这棵大树请大家仔细看一下，
到底是死树还是活树呢?这棵树是唐代的时候种在扬州古木兰
寺的银杏树，到现在有一千多年，建国以后，下雨打雷把这
棵树劈开，这一半小的死了，以后被放在这里作为木桩景观
供游人观赏。后来有心之人在它的后面种了一棵凌霄，凌霄
是藤本植物，必须要有所攀附才能生长，到夏天凌霄长出叶
子，开出黄花，让人以为这棵树又活了，所以起名叫“枯木
逢春”。

提到木兰寺，在扬州有这样一个故事：唐代，扬州曾出过一
个状元叫王播。王播自小父母双亡，他的父亲在世时和木兰
寺院的主持和尚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他就寄住在寺院里。
和尚吃饭之前都要敲钟，王播听到钟声就去吃饭，其他时间
用来读书。后来住持和尚嫌王播坐吃寺院，就叫小和尚饭后
再敲钟，每到王播听到钟声时别人已经吃完，只能常常饿肚
子。王播非常生气，于是在墙上题了两句诗：“上堂已了各
西东，惭愧阁黎饭后钟。”以后就离开了木兰寺，发愤读书，
二十年以后出任“淮南节度使”。在他赴官上任路过木兰寺
时，王播发现自己临走时题的两句诗还在，并且已被和尚用
碧纱把它罩起来了。于是就感慨今昔，续题两句：“二十年
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这就是扬州的“饭后钟”的



故事。后来宋代苏东坡路过扬州，听了这个故事也有一番感
慨，他说王播读书读昏了头，殊知饭非钟，应当感激这位老
和尚，要不然王播至今会像凌霄一样攀附在银杏树上不能成
材。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厅叫绿荫馆。过去有“三分水，二分
竹”之说，是盛夏避暑之地。“四面绿荫少红日，三更画船
穿藕花”描绘了旧时的景色。漫台，传说是乾隆皇帝在此钓
过鱼而得名的。相传乾隆皇帝坐船游览瘦西湖，看到水里有
鱼跳出来，于是就有了钓鱼的兴致。扬州的盐商知道皇帝的
心理以后，就选了吹台请乾隆垂钓，但又派了渔夫带着活的
鱼潜至水下，通过荷叶的柄呼吸，每当皇帝落竿垂钓，活的
鱼就被挂上钩去，所以乾隆在此很容易就钓起了很多的鱼，
于是改名“钓鱼台”。两旁对联“浩歌向南渚，把钓待秋
风”是启功题写的。中国以“钓鱼台”命名的景点非常多，
比如北京有钓鱼台，但那是钓鱼台国宾馆，我们这个建筑是
不能和它相比的;陕西宝鸡也有钓鱼台，但那是传说中姜太公
钓鱼的地方，知名度比扬州钓鱼台大。但是请大家无论如何
不要小看扬州的钓鱼台，因为它是中国名亭建筑的典范，是
中华园林艺术“借景”达到顶峰的代表作品。请各位站在钓
鱼台斜角60度的地方看一下，你可以通过正西面这个洞借下
五亭桥，五亭桥横卧波光，洞成正圆形;南面这个洞借过来白
塔，如破地竹笋冲天而出把洞拉长呈椭圆形，这一幅景致可
称是绝妙图画。如果是上午九点钟至十一点，站在这里拍照，
洞中借景，可称是外地人到扬州摄影最有代表性的景点。

好了，整个小金山我们基本都看过了，这一带风景的特色在
于水光山色，所有的建筑都突出了水之宽阔和山之深远。清
人在《望江南百调》中这样吟道：“扬州好，画入小金山。
亭榭高低风月胜，柳桃错杂水波环，此地即仙寰。”瘦西湖
是扬州湖上园林的代表，所以最好的游览方式就是坐船游览，
这样能使大家在游览的同时产生诗的联想“船在水中行，人
在画中游。”现在就请大家上船游览。行到这里，瘦西湖可
以说已游览子一半了。为什么叫“瘦西湖”呢?刚才跟大家讲



了瘦西湖原名保障湖，是蜀冈山水流向运河的排洪渠道。为
迎接康熙，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盐商官僚在沿河两岸争地
构园，十华里的河道两岸呈现出“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
台直到山”的胜境。乾隆年间，钱塘诗人汪沆将“保障湖”
与杭州西湖相比，作诗一首：“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
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瘦西湖得名
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在此期间许多来自国内外的文人雅士
拿瘦西湖和杭州西湖相比作了这样的比喻：如果把杭州西湖
比作是中国唐代的美女杨贵妃的话，那么瘦西湖就是汉代能
够作“掌上舞”的赵飞燕。有人说：“天下西湖，三十有
六”，各个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西湖。那么你为什么不称它为
“长西湖”、“细西湖”、“小西湖”，而独自称为“瘦”
呢?当代草圣林散之这样回答：“漫说西湖天下瘦，环肥燕瘦
更知名。”但是如果按照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以美人而论，
大家可能喜欢的是比较苗条的，那自然是“环肥不如燕瘦”
了。所以李鸿章的孙子李孔昕先生在参观了瘦西湖以后就有
了这样的感慨：“西子范蠡今若在，不到杭州到扬州”。

前面大家看到的这座桥是扬州的标志建筑五亭桥，又名莲花
桥，因其形状从空间鸟瞰，像是一朵大而美丽的莲花浮在瘦
西湖上而得名。这座桥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是扬州
巡盐御史高恒出资仿北京北海的五龙亭和北海大桥而建的，
别出新裁地将亭和桥结合成一体。“上建五亭，下列四翼，
桥洞正侧凡十有五”。建筑风格既有南方之秀，也有北方之
雄。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看过这座桥以后作出了这
样的评价：“中国最古老的桥苎是赵州桥，中国最壮美的桥
梁为芦沟桥，中国最秀气最具艺术代表性的桥梁就是扬州的
这座五亭桥了。”它构造的最精妙之处在于下面桥墩的设计。
关于这座桥在《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每当月
满之时，每洞各衔—月。金色混漾，众月交辉，莫可名
状。”这是我们扬州人深感自豪的一景。观此，才知西湖之
三潭印月不能专美于前。由此可见，大家不仅是烟花三月该
下扬州，也可以在中秋之夜到我们扬州瘦西湖五亭桥感
受“面面清波涵月影，头头空洞过云桡，夜听玉人箫”的绝



妙佳境。

站在五亭桥上往东看去，远处的景色是“小桥流水，风亭直
立山巅;明轩石栏，钓渚直插水际”俨然是一幅连绵不绝的江
南山水国画长卷，充分体现了南方之秀。俯看桥东面的这组
四面环水的建筑，它叫凫庄，建于1920xx年，因其形状似浮
于湖面的野鸭子而得名。它的建筑非常矮小，布局造型也十
分得体，既烘托了五亭桥的雄姿，也陪衬了桥南的白塔。五
亭桥面南这座白塔是莲性寺著名的建筑，喇嘛教的象征。关
于这座塔在扬州流传着“一夜造塔”之说。传说1784年乾隆
第六次坐船游览瘦西湖，忽然对扬州盐商说：“整座莲花桥
一带的景色很象北海的琼岛春阴一景，可惜少了一座白
塔。”皇帝是说者无心。盐商却听者有意，当即花了数十力
银子买来北海白塔的图，然后在十夜之间派人用盐包为基础，
纸扎为表堆成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再次游览时远处朦
胧中果见矗立着一座白塔，十分惊叹“扬州盐商之富，令我
所叹不及。”这仅仅是传说，但这座白塔确是仿北海的塔而
建的，早在康熙年间就有，我们看到的白塔是乾隆年间重建
的，全部为砖结构，形状虽没有北海的塔雄伟壮丽，然而虽
瘦而不觉寒酸，反窈窕多姿。北京的景物到了扬州也增添了
几分瘦西湖的秀气。整个五亭桥、白塔一带景物可称得是瘦
西湖湖上风景的高潮。极目往东，“梅岭春深”飘渺于水，
往西“春台明月”飞甍丹楹，往南白塔对峙，再加上莲花桥
本身及水中倒影的渲染，这一幅景致不是“琼楼玉宇”，而
胜似“琼楼玉宇”了。

现在我们请沿着五亭桥北岸往西走。前面大家看到的这一景叫
“白塔睛云”，也是清二十四景之一。主要是因为与对岸莲
性寺白塔成对景而得名。这一景是1984年由旅日侨胞陈伸先
生捐资重建的。主要由花南水北之堂、积翠轩、林香榭三组
建筑组成，“白塔睛云”园额是安徽书法家赖少其题写的。

接下来我们要到的就是著名的二十四桥景区了。“二十四
桥”这个名称是出自于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诗句“青山隐隐



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
箫”。关于“二十四桥”的解释，在扬州说法也非常多，比
较正统的有三种：一种是特指一座桥叫二十四桥;另一种说法
为实指扬州在宋代确实有二十四座桥，宋代科学家沈括在
《梦溪笔谈》的补笔谈里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二十四座桥的
桥名;还有一种说法是泛指唐代扬州桥多。民间的传说是因
为“古时有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而得名。现在我们看到的
二十四桥景区是1986年根据《乾隆南巡盛典》中的二十四桥
景区原图在原来的位置上恢复的。基本保持了乾隆年间钓原
貌。二十四桥景区包括熙春台、玲珑花界、小李将军画本、
望春楼和二十四桥。熙春台为二十四桥景区的主体建
筑。“熙春”一词出自于老子的“众人熙熙，如登春台”。
表现了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的景象，表现了扬州唐代和清
代经济的繁荣，这里曾是二十四景之一的“春台明月”鹰他
被中国著名散文家郁达夫誉为中国四大秋色之一，所以秋天
到扬州来赏月是必不可少的。相传扬州盐商曾在此为乾隆皇
帝祝寿，所以这一景又名“春台祝寿”。门前的平台横可跃
马，纵可放轨，规模非常大。整个熙春台一带建筑规模宏大，
气势雄伟，与五亭桥遥遥相对，具有北方皇家园林的华贵气
派。对岸的这组建筑叫玲珑花界，它以栽种芍药牡丹为特色。
宋朝有“洛阳牡丹，广陵芍药’’之说。欧阳修有过这样的
诗句：“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且向无双亭下醉，
自知不负广陵春。”二十四桥又名芍药桥。大家可以在春末
夏初之时到扬州观赏早在宋代就有“甲天下”之美誉的广陵
芍药。

与玲珑花界隔湖相对的建筑是望春楼、小李将军画本。他们
完全是江南园林的风格，建筑布局从属于熙春台，色调显得
清新淡雅，完全体现了南方之秀。望春楼下层南北两间分别
为水院、山庭，将山水景色引入室内。楼上门窗卸去就可变
成露台，是中秋赏月的好地方。小李将军指的是唐代大画家
李思训的儿子李昭道。这一对父子不仅擅长带兵，而且开创
了金碧山水画派。所谓“花为画本，月是诗源”。取名小李
将军画本是指此地的美景是小李将军作画灵感的源泉。



既然命名为二十四桥景区，游人到此都来寻觅哪一座桥为二
十四桥呢?前面这座桥就被游人当作是二十四桥了，它由山涧
栈道、单孔拱桥、平板曲桥以及吹箫亭组成，中间呈玉带状
的拱桥长24米，宽2.4米，桥上下两侧各有24个台阶，围以24
根白玉栏杆。

好了，有关瘦西湖的主要景点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瘦西湖
的风格是自然和人工的巧妙结合，运用自然的地理条件，加
以人工的点缀。通过一条狭长的水道将很多小园串联成一个
整体，其中有分有合，有主有宾，互为“因借”，虽范围不
大而景物无穷。建筑风格既有南方之秀，也有北方之雄。在
清代的许多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浮生六
记》中都有关于瘦西湖景致的描述。尤其是清代著名旅游家
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给予瘦西湖这样的评价：“平山堂
离城三四里，行其途则八九华里，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
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如此。其妙处在
于十余家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这个评价
可以说是很高的了。现代的园林专家评价说：“瘦西湖在空
间的组合和划分上有一定成就。通过桥、亭、堤、岸的划分，
使狭长的水面成为有宽、有狭、有方、有圆的许多空间，增
加了景观的层次。他是中国古典园林和现代旅游结合得非常
好的一个例子。视野之开阔是苏州园林所不及的，而相互呼
应又较杭州西湖紧凑。”现在有人做了更为直观的比喻，如
果将杭州西湖比作是大型故事片，它以场面浩大而著称，那
么扬州瘦西湖就是一部电视连续剧，它一幅一幅地在您面前
展现出不同风格的山水国画长卷。如果您沿着乾隆水上游览
线游览瘦西湖，您就会常有忽明忽暗、豁然开朗的感觉，体
会到“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明又一村”的意境，真切地感
受到瘦西湖水的曲折多变和幽雅宁静。

所谓“良时莫需掷，好句须频读。”意思是说，好的游览季
节您不能错过，比如烟花三月一定要来扬州，同样好的文章
要常读，好园林也需要大家来观赏，希望各位能经常到扬州
来，我们还有新景叠出的瘦西湖北区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