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扬州瘦西湖导游词讲解 扬州瘦西
湖导游词(大全8篇)

公益事业既是社会责任，也是个人修养和素质的体现。公益
总结的写作技巧和注意事项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通过阅读
这些公益总结范文，大家可以了解到公益事业的不同方面和
特点。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讲解篇一

今日我们将要旅行的是瘦西湖。瘦西湖原是我们扬州的护城
河，又叫“保障河”，清朝的时候有一位钱塘诗人汪沆将同
是繁荣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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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杨不停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绘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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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随着我，这是瘦西湖的旅
行表示图，大家过来看一下，我们是南门进，西门出，全程
不走回头路，全程旅行时间大概两小时，此刻是九点，大家
此刻先随着我旅行，等会有自由活动和摄影时间，我们十一
点在熙春台会合。

各位旅客：我们此刻走的.就是清朝二十四景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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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这里摄影哩就是一幅人
面桃花相映红的情景。这个长堤与杭州西湖的“苏堤”“白
堤”不一样，“苏堤”“白堤”是两面对水，而我们的长堤
是一面对水，一边岗阜，因此层次上就更为分明，加上岗阜
上植物更能表现出“瘦西湖”的“瘦”字和秀气。

各位旅客：此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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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黛玉的饰演者



就是陈晓旭，惋惜她已英年早逝。

各位旅客：大家看到了前方的那个门额了吗？那边就是徐园。
那是公民革命期间军阀徐宝山的祠堂。他曾追随孙中山，与
清军作战，因为他小看袁世凯，并赶走袁派来监督他的顾问
长，袁世凯下毒手派人将他炸死。此时，曾与徐宝山共事过
的有名书法家吉亮工不待恳求，主动写了“徐园”两字。刚
挥毫时，他心情还比较深重，因此“徐”字为行楷，尔后越
写越激动，以致写“园”时，已按捺不住心里的激怒写成了
行草。但利用“园”字的外框奇妙地把徐宝山的外号“徐老
虎”的“虎”字镶嵌在里面，成为扬州题额的一段美谈。

好，瘦西湖的解说到此告一段落。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讲解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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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西湖风景区是蜀冈—瘦西湖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和
精华部分。一泓曲水宛如锦带，如飘如拂，时放时收，较之
杭州西湖，另有一种清瘦的神韵。隋唐时期，瘦西湖沿岸陆
续建园。及至清代，由于康熙、乾隆两代帝王六度"南巡"，
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清代钱
塘诗人汪沆将扬州西湖与杭州西湖作了对比，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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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西湖由此得名，且为人们所首肯，至今名播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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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刘大观言："
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另一位清人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赞道："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
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此。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
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历史上李白、刘禹锡、白居易、
杜牧、欧阳修、苏轼、王渔洋、蒲松龄、孔尚任、吴敬梓、
郁达夫、朱自清等文化名人都在这一带留下或深或浅的足迹
和众多脍炙人口的篇章。"烟花三月下扬州"、"园林多是宅，
车马少于船"、"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珠帘
十里卷春风"、"绿杨城郭是扬州"等数不清的名言佳句，流传
千古，为瘦西湖增添了耀眼的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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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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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宾高朋。

五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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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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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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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讲解篇三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的经典名言曾
使我们对扬州向往已久，百闻不如一见，在春暖花开的3月25
日，学校组织我们“小记者”随《常州日报》一行人来到了
美丽的扬州瘦西湖风景区。

这里真是风景如画，湖水碧波荡漾，波光粼粼。湖上不时有
几条游船来来往往地穿梭着。湖中几条鲤鱼在水中嬉戏，溅
出一朵朵亮晶晶的水花，“作出”了一圈圈的圆晕。湖边栽
上了桃树和柳树，而且是每三棵桃树一枝柳，这不正是唐代
诗人李白在春天赏花时所描写的“花红柳绿吗?加上这左一桥，
右一亭的，真让人感到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韵味儿呀!

最让我们流连忘返的是“五亭桥”。它坐落在瘦西湖的中心，
站在五亭桥上能看见整个瘦西湖的美景。远远地遥望她，宛
如湖上漂着一条古色古香的腰带，造型典雅而又秀丽，隐在
绿柳花丛中，好似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俊美动人。桥上建
有五座亭子，故名五亭桥。走到桥上坐下来，望着头顶的屋
檐，上面画满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壁画的四周镶着蜿蜒曲折
的白色波浪花边，边框里面则是一些对称的图形，令人看了
叹为观止，有种飘飘欲仙的意境，并不由地赞叹中国古代工
匠师们巧夺天工的手艺。微风吹来，那飞檐翘壁上垂着的一
个个小巧玲珑的铃铛叮叮作响，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几百年前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的情景。忽然，耳边传来导游的解说声，
五亭桥造型大方秀美，黄瓦朱柱，配以白色栏杆，桥下列四
翼，正侧有十五个卷洞，彼此相通。每年八月十五月圆之夜，
每洞各衔一月，15个圆月倒悬水中，争相辉映，泛舟穿插洞
间，别具情趣。难怪清人黄惺庵赞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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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
一阵阵凉爽的春风拂过我的耳畔，看着这水天一色的瘦西湖，
听着风儿的甜蜜细语，让我觉得惬意极了.……五亭桥既可以
供过往的游人们乘凉，也可为炎炎夏日送去一丝清凉，还为



瘦西湖公园的美丽春景锦上添花，这更激起了我今后再游瘦
西湖的念头。

当然，瘦西湖还有许多风景秀丽的景点，如白塔晴云、春流
画舫、望春楼等。水中有座座亭台楼阁、水面座座古老小桥、
水中条条鱼儿、岸上花红柳绿，好一幅国画长卷。

啊!美丽的瘦西湖，你是镶嵌在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是令人神往的地方!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讲解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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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讲解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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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讲解篇六

各位游客：

不知你们是否发现我们刚才走过的路程，从虹桥到小金山为
一折，湖面由南北转为东西，过吹台，穿五亭桥到此又一折，
湖面由东西转为南北，直到蜀冈山麓。第二转折处的起点就
是前面那组气势恢宏的仿清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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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自然相融，超然自乐的境界。熙春台与小金山
遥遥相对，都处在湖面转折之处。它是当年乾隆皇帝祝寿的
地方，因此处处体现出皇家园林富丽堂皇的宏大气派。所有
建筑的瓦顶全用绿琉璃筒瓦，与远处五亭桥的黄瓦朱栋，白
塔的玉体金顶相映成趣。熙春台内的装饰，使用了扬州漆器
工艺，特别是这幅壁画《玉女吹萧图》，采用扬州磨漆画的'
工艺，表现出一群唐代仕女欢歌艳舞的壮观场面。

从熙春台向东隔湖相望，赫然入目的是望春楼，楼屋二层，
翘角飞檐。上层半为露台，登台可览园中秀景;楼下中为茶室，
南北两小间分别辟为山水庭院，顶部可见天日。

望春楼之西为“小李将军画本轩”，两层之间有水池曲桥相
连。小李将军指的是谁呢？据记载，唐高宗时，宗室画家李
思训，受封为右武卫将军，人称大李将军，他儿子李昭道曾
任扬州大都督府参军，人称小李将军。“小李将军画本轩”
是按李昭道的画意设计的，由于“大李小李”共创了唐
代“金碧山水画派”，因此，我们今天透过扇形窗户观赏对
面熙春台金碧辉煌的廓影，可以联想起盛唐艺术那种雍容华
贵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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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二十四桥以其清丽俊爽的画面，迷蒙空幻的意境，
浪漫悠扬的情调拨动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心弦。那么二十四桥
因何得名呢？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前来观赏。过了画本轩向
北过小石桥西折便是那名闻遐迩的二十四桥了。请看，整座
桥是用汉白玉砌成的单孔拱形石桥。它全长24米，宽2.4米，
两端各12级台阶，两边各24根汉白玉雕柱，高、宽各2.4米。
桥上雕饰明月图案，秀丽典雅。桥东有贴壁黄石假山，西有
熙春台，再现了唐诗中的诗情画意。景区占地约7公顷，为一
组古典园林建筑群，整个景区在体现“两堤花柳全依水，一
路楼台直到山”的意境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里，我
们并未见到二十四桥桥名，但却处处暗示二十四之意。当然
也有人说二十四桥指的是二十四座桥，然而我们对二十四桥
似乎也不必作繁琐的考证。倒不如对杜牧诗中那种“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神奇股脱的意境去作一番细细的品味。正
因为如此，历史上才会有许多中外名人前来观赏这里的景观。

1991年10月，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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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熙春台，20名弹古筝的小朋友齐声欢呼“金爷爷
好”，并为金日成和江弹奏了民乐《渔歌唱晚》，赢得了一
片掌声。

“二十四桥月如约，黄花开遍瘦西湖;西子范蠡今若在，不到
杭州到扬州。”这是长期旅居国外的李鸿章的孙子李孔昕先
生来游览瘦西湖后发出的感叹，不知各位对此有无同感。作
为导游的我衷心希望迷人的瘦西湖风采能拨动您的心弦，给
您留下清新隽永的回忆。

好，瘦西湖的讲解到此告一段落，下面我们沿着湖畔长廊继
续往北，去游览下一个景点——大明寺。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讲解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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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瘦西湖导游词讲解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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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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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