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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大雅中国旅行图鉴·杭州》内容充实，查索简便。
充分展示了杭州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是导引您旅游杭州的最佳伴侣。
它不但提供了每个景点的详细介绍，并附有详尽的实用资讯。
开篇《认识杭州》部分，标示出城市的地理位置，简述杭州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分区导览》是全书的主体，将杭州划分为西湖风景名胜区、杭州城区、杭州新扩城区三大区域，共
十二个游览区，藉着地图、实景照片和立体透视图，详细描述所有的重要观光点。
《旅行资讯》有交通、旅馆、餐厅的详细介绍，以及逛街购物和休闲误乐的有关资讯，其中的《日常
咨询》则提供了必要的旅行日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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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如何使用本书一、认识杭州 杭州的地理位置 杭州分区色码示意 杭州浏览 历史上的杭州二、分区
导览 西湖风景名胜区 湖心游览区 北山路 西山路 南山路和湖滨路 西湖北缘 西湖西南缘 吴山游览览区 
玉皇山游览区 凤凰山游览区 钱唐江沿岸三、杭州城区四、杭州新扩城区五、旅行资讯 行在杭州 住在
杭州 逛街购物 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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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北山路，早先是西湖北岸，沿岸多私家宅院、佛寺道观。
20世纪初，这里仍为狭隘曲折、时断时续的山脚小道。
1929年为筹办西湖博览会，浙江省政府拓宽北山路，仓猝之下，沿线古迹多遭毁损，如大佛寺、孙花
翁墓、智果寺、玛瑙寺等，或不存，或削缩。
当时寓居湖上的书法篆刻家大厂居士(易孺，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在《西湖诗词逸话》中述说其目击
南宋词人孙花翁墓被平毁以及刀斧齐下砍伐湖畔柳树的情景，称之为“令人最心痛的事”。
    北山路东起湖滨路北端，沿宝石山、葛岭西至曙光路南端与灵隐路相接，全长3000余米，一路林阴
夹道，路南侧为清波似镜的北里湖，隔湖即为白堤及断桥、锦带二桥，烟柳摇曳，脉脉多情路北侧，
屋宇鳞次栉比，古迹夹处其中，清末民初的名流旧居多有遗存，曾经是西湖博览会主要活动场所的大
礼堂、坚匏别墅、工业馆、招贤寺、新新饭店等，往昔风貌犹存几许。
    行走在北山路上，你会发现，这里既有岳飞、陈文龙那些热爱乡土家园、尽忠报国的英烈们的埋骨
之地，又有贾似道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败类曾经醉生梦死的私墅旧迹。
你还能够真切地看到，20世纪的历史，在这里留下了艰难向前的演进足迹。
那望不完的繁花秀木，那看不尽的曲折堤岸，那往来不断的车辆，几乎每一处名胜景物，都拥有一个
需要娓娓道来、细细述说的变迁故事，让所有的来访者都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感慨不已。
    西山路，南起虎跑路与南山路交接处，北至北山路、曙光路和灵隐路十字路口，全长约4300米，它
是继步行时代的西湖南北交通要道苏堤之后又——条机动车行时代的往来大道，其前身是明代建成的
杨公堤。
    明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全面疏浚西湖，效仿苏东坡以葑泥在湖西砌筑长堤，这对于
西湖水体的恢复和保护卓有贡献，世人称之为杨公堤。
堤上辟建六桥，桥下为西湖诸山涧水口，六桥自北而南依次为：环璧桥，流金桥，卧龙桥，隐秀桥，
景行桥，浚源桥，至今都有同名的或显或隐的桥梁存在。
    近年，西山路由于车水人流的日益膨胀而拓宽了一倍。
路东侧，古迹仍在，胜景翻新。
自湖上西望，丁家山郁郁葱葱跃起于水面，西湖第一古典园林郭庄的雅洁更胜往昔，西湖国宾馆(刘庄
、康庄)风韵依然。
路西侧，南宋以前曾繁盛的大块水面已堙为陆地，杭州花圃的万紫千红让人目迷心醉，金沙涧畔，“
江南活武松”盖叫天的燕南寄庐也大致可寻。
再往西，当年石块铺成的林间古道，已为四通八达的汽车路所取代，这未免让人生出好多遗憾何必要
如此匆匆地催人们赶往西湖云山深处?其实，这里还是应当慢慢走、好好看呵!    南山路，西起西山路
、虎跑路交接口，东经玉皇山路口折北到湖滨路、解放路交接口，全长4300余米。
再往北，为湖滨路，全长1300余米，路北端与北山路交接。
南山路和湖滨路路基的大部分，20世纪以前是杭州西城墙的墙址，全路自南而北，有杭州旧城的西关
门、钱湖门、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等城门遗址。
辛亥革命以后，这一带拆除城墙，辟为通衢大道，经过近百年的变迁和建设，沿路已经成为杭州城区
与西湖风景区的交界线和交通主干道，而那些原老城门所在地，依然还是主要交通枢纽和游人集散地
。
    外地游客初来杭州，从市区前往西湖风景区，首先到达的往往就是南山路和湖滨路一带。
这里有多座西湖游船码头，可以乘坐游船、画舫前往湖上游览，又可沿途漫步，纵眺湖光山色，游览
大批风景名胜，同时又能领略杭城的街市风情。
沿途还散布着园林式的滨湖宾馆和饭店，可以下榻、用餐、娱乐、购物、会友，实地体验并品味做三
五天“杭州人”的滋味和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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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对于山河大地，人类有三度意义上的开发；一为物质生态意义上的开发，二为政治军事意义上的
开发，三为审美游观意义上的开发。
在历史上，这三度开发往往是交又重叠的，但大多以前两度为主，只有当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活
获得较长时间的富裕和安定之后，才会产生比较全面的第三度开发。
    中国的山河大地在游观意义上的大规模开发，一次是唐宋年间，一次就是当前。
如果说，唐宋年问的那次开发主要是由一批高水准的诗人、散文家和画家完成的，那么，当前的这次
开发则以普通民众的巨大流量作为首要标志了。
每逢节假日，居然有那么多中国人离家出走，不是为了牟利或是受了派遣，而只是为了在水山古迹间
观赏游览，有的时候，有些地点甚至到了人潮汹涌的地步，致使各级政府也不能不把目光越来越多地
移到本地旅游资源的开发上来。
这实在是一件以美学和文化来重整山河的太好事，历尽艰辛的九州大地有机会卸一卸肩上的重担，解
一解身上的戎装和工装，梳妆出一副优美的身姿来顾盼生风了。
在我看来，这是中华文明在空间范畴上又一次愉快的苏醒。
    我本人作为一个不倦的旅行者，二十几年来在国内旅途中从孤身苦行到置身于熙熙攘攘，虽然也在
很多方面深感失落，但就总体而言还是高兴的。
个体灵魂与寂寞山水的深层对峙当然刻骨铭心，然而如果因此而拒绝他人的投入，反对群体的参与，
则是一种自命清高的私心。
茫茫大地承载着万民万物，它的灵魂本应该是大慈不偏、宏广热忱的，它已经为迎接亿万双愉悦的眼
睛、轻快的脚步，准备了数千年。
    突然涌来的浩浩荡荡的旅游队伍，需要接受一些最起码的“指点”，改变大家对旅游对象的茫然无
知状态和道听途说状态。
山水景物、村邑城池的千年蕴含，不是凭着一时的耳目所及能够领悟的，而无所领悟的到达，无论如
何是一种浪费，既浪费了自己又浪费了景物。
但是，这种“指点”有特殊的难度。
中国古籍中的风物文献散乱难读，近年来匆促编印的有关文本大多流于粗疏简陋，而导游们的指点往
往只是旅游者抵达后的被动接受，已经很难作选择判断。
因此，编印一套具有国际水准的高质量旅游读本，就成了一种迫切的社会需求。
从文化意义上说，这种精致的读本也是一种把山水、历史、事件、人物、艺文、摄影交相融合的文化
普及方式，是现代人对于脚下土地的逐一点化。
    我在世界各地见到过很多风尘仆仆的旅行者，他们的行囊再简单，也少不了这样的读本，他们总是
珍重地取出，在码头、车站、路边咖啡馆小心翼翼地捧读。
正是这样的书，使他们的脚步和眼光更加沉稳而自信。
我想，在中国大地上奔波的中外旅行者，也应该在行囊里增加一点小小的重量。
    目前的这套书，耗费了不少研究者、写作人和摄影家的大量精力，希望能受到广大旅行者的欢迎。
但这只是开始，国际问这样的读本几于是每年更新的，但愿这套书也能在目前的基础上越编越精、越
出越好，以便更对得起千万读者，更对得起大好河山。
  是为序。
                                  余秋雨                                  2000年夏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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