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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来到了瘦西湖上。 全国以“西

湖”命名的风景区不少，为什么扬州的西湖独要冠以“瘦”

字呢？当穿过“冶春园”临湖的花径，沿着委宛曲折的湖岸

逶迤而行，我渐渐领略到其中的妙趣了。“瘦”者“秀”也

。一个“瘦”字，不恰好道出了扬州西湖的特色吗？我想起

了朱自清先生在《扬州的夏日》中的一段话：“有七八里河

道，还有许多杈杈丫丫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

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朱先生长于扬州

，他对家乡景物的赞扬是含蓄的。其实，这个“和别处不同

”，正是瘦西湖“顶大的好处”了。 这样随便想着，不经意

间已踏上了“虹桥”。“虹桥”旧称“红桥”。清初诗人王

士祯有诗云：“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

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就是写的这儿。这儿正是湖

身较为开阔的一段，最宜看水。我站在桥顶，纵目向北望去

，惟见波平如镜，水天交碧，仰观俯视，竞不知云行湖底，

还是树映天上。若不是风乍起，吹绉一泓春水，暂时模糊了

汀屿树木的倒影，哪里还分得出水色天容！我发觉人们来到

这里，都喜欢驻足流连一番，这实在不是无因的。如果对风

光胜境也有所谓“一见钟情”，那么一到虹桥，人们便已倾

倒于瘦西湖之美了。 为这种景色所倾倒，我改变了步行的主

意，从桥西登舟，作一次镜上行。小舟拔桨而北，沿着“长

堤春柳”的湖岸缓缓前移。自隋唐以来，扬州就以柳色著名



，有“绿杨城廓”之称。我曾醉心过“红楼日日柳年年”、

“扬子江头杨柳春”等歌咏扬州柳色的名句，然而诗句引起

的遐想怎及眼前所见来得真切！修长的堤岸，三步一柳，亭

亭如盖，“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依稀仿佛似

之。那丝丝低垂的柳线，或轻拂水面，或抚弄芳草，一派温

情脉脉。湖上风来，柳条婀娜起舞，如青烟，如绿雾，舒卷

飘忽，妩媚极了。舟行柳下，无处不感受到殷勤而来的柔情

蜜意，那依依之态，真是“堤远意相随”啊！ 我情不自禁地

赞叹着这长堤春色时，小舟不觉已驶近长堤的尽头。只见一

圈满月形的洞门迎堤而立。这儿是“桃花坞”的旧址。遥想

当年这里满目桃林，浓春花放，散彩喷霞，一定是很好看的

；走完了绿色柳堤，突然进入这片“中无杂树”的桃坞之中

，岂不似武陵渔人忽逢桃花源吗？我暂时舍船登岸，向月洞

门走去。如今虽没有桃花坞，却有着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园林

。迎面一方莲叶田田的荷池，东侧与湖水通，上架石梁，并

点缀着参差的山石；西侧用卵石铺径，贴墙翠竹森森，摇曳

生姿。两侧都环抱至正厅“听鹂馆”前。此处有两只大铁镬

，据传为六朝萧梁时的遗物，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听鹂

馆”之西的“春草池塘吟榭”，散放着多种花木山石盆景，

情趣各殊，姿态不一，甚是逗人。出“春草池塘吟榭”，由

北廊折而向西有“疏峰馆”，馆前怪石突兀，如禽栖兽踞，

又有青峰并峙，如春笋拔地，装点得颇有情致。更为惹人的

，是附近的芍药圃了，正是花开时节，那繁多的品类，那缤

纷的色彩，那浓艳丰腴花儿朵儿，令人目眩神迷，久久移动

不了脚步。“扬州芍药天下冠”，“广陵芍药真奇美”，到

这里一看，方知至今仍不负古人的推誉。 离开了芍药圃，跨



过北面束在湖身的红栏桥，我踏上了“小金山”。“小金山

”原名“长春岭”，初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周

环水，处于瘦西湖的中心地带。用朱自清先生的话来说：“

望水最好，看月也不错。”这里的建筑也真别具匠心。“湖

上草堂”面对汪洋一片，意境阔大；“绿筱沦涟”南望“桃

花坞”故址，花光荡漾；“琴室”当清溪一曲，绿涌窗牖；

都是望水的极佳处。岛东临湖有厅轩敞，名曰“月观”。这

里确是最好的待月和看月之所。无论是斜月如钩还是三五之

夕，凭栏东眺，见水月交辉，清光浴人，会使人有身心俱净

之感吧！如果是中秋之夜，满月朗照，大气澄澈，“月观”

后的“木樨书屋”里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月桂的幽香，那境

界，不是如入广寒宫一般么？我来的不是看月的时候，但依

然是美不胜收。极目东眺，“四桥烟雨楼”高耸林表。这座

楼原建于清代中叶，是大盐商的私人园林。因为从那里看去

，南边的虹桥，北边的长春桥，西边的春波桥和更西的五亭

桥都历历在目，特别是雨天，四座桥笼罩在雨丝烟雾之中，

景色空蒙，分外有趣，故而才有了这个十分概括的名称。乾

隆皇帝曾去游过，还另赐名为“趣园”。 “月观”偏南有高

岭，岭前植梅树多株，额曰“梅岭春深”。盘旋曲折而上，

有亭翼然，称“风亭”。登亭四顾，平林葱葱 ，春水迢迢，

瘦西湖尽收眼底。 “小金山”最西头，有短堤伸入湖中，上

建有方亭，叫“吹台”，俗称“钓鱼台”。这座方亭临湖，

南、西、北三面皆有洞门，各嵌一景。北洞可见北岸高丘上

的“方厅”和“大桂花厅”，西洞直对“五亭桥”，南洞屹

立“白塔”。最妙的是，站在一定的角度可以同时看到：“

五亭桥”横卧波光，洞门呈正圆形，“白塔”高耸蓝天，洞



门呈椭圆形，形成极优美的图案。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中有“

借景”的手法，这里是用得恰到好处了。 我再次登舟，绕经

“凫庄”乡“五亭桥”驶去。 “五亭桥”建于乾隆二十二年

开莲花埂新河时，系拱形石桥。在十多丈长、二三丈宽的桥

身上，矗立着五座亭子，中间一亭最高，南北各二亭互相对

称，拱出主亭。亭顶黄瓦青脊，金碧辉煌；飞檐下画栋雕梁

，彩绘典丽；周围石栏的柱端皆作狮形，雕凿精巧。桥下纵

横有十五个券洞，中一洞最大，其他参差相似，都可以通船

。这座桥的造型和结构，在工程技术上比较复杂的，在全国

保存下来的多种多样的古桥中，“五亭桥”具有与众不同的

独特风格。 在桥北下了舟，越桥南行，我们去访“莲性寺”

里的“白塔”，有这么一个传说：有一次乾隆南巡来到扬州

，去“大虹园”（即今瘦西湖）游览，指着一处景色对他的

随从们说：“这里多象北京北海的琼岛春阴呀，可惜就少个

白塔！”当时有个姓江的大盐商做盐商纲总，听到这个消息

后，为了讨好皇帝，化了巨资“鸠工庀材，一夜而成”。 “

一夜而成”不免夸张，短期完工大概是不假的，可见当时工

匠们的建筑水平之高。 在塔下徘徊良久，步出“莲性寺”已

是暮霭冉冉。好景宜人，不知疲倦；秀色可餐，不感饥渴。

游兴未尽，我踏过“藕香桥”，又向静僻处去寻幽探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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