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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021_2022__E5_B9_BF_E

4_B8_9C_E5_A2_9E_E5_c34_48065.htm 盈园是由增城市盈园实

业有限公司投资建造的一个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及渡

假于一体的旅游生态公园。盈园的总面积为1500亩，约100多

万平方米。�其中园林面积占800亩，栽有15000多棵优良品种

荔枝和5000多棵人参果、龙眼、芒果、石榴、杨桃、柿子等

果树。春华秋实，四季飘香，是品尝荔枝和四季佳果的绝好

地方。 盈园分为三大功能区：荔枝品尝区、旅游观光区和度

假区（在建）。荔枝品尝区是园内漫山的优良荔枝；旅游观

光区内的景观以一条气势磅礴，长达半公里的景观中轴线为

主，其它景点沿两边分布。这条景观中轴线是：前广场──

古门楼──内广场──音乐喷泉──荷花池──仙姑台──

仙姑坊──仙姑祠。 【前广场】 前广场面积1.5万平方米，用

长条形的花岗岩石铺成。广场中央花圃中有一巨石，上刻原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先生的题字："天地翠事，缤纷盈园"

，黄底蓝字，古朴生辉。广场四周栽有８棵古树，其形似八

仙的道具，分别代表八仙。从左到右依次是：张果老、何仙

姑、曹国舅、韩湘子、吕洞宾、铁拐李、蓝采和、汉钟离。 

【古门楼】 巍峨高大的古门楼雄踞在盈园的广场，中央整座

建筑是仿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风格并结合岭南古建筑特色而建

成，高25米，长62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用大理石和汉白玉

石装饰，开有三个拱门。中间大拱门的上方是中国书法协会

会长启功先生所题的"盈园"二字。 盈园的特色可用"天地翠事

，缤纷盈园"来概括。这就要从增城历史名人八仙之一何仙姑



和明朝理学大家、三部尚书湛若水先生说起。现在，请大家

随我来观看在古城楼两边照壁上的两幅壁画。壁画采用浮雕

技法，布局大气，人物生动。右边的壁画名为"枫亭授学"。

讲述的是湛若水先生在福建枫亭授学，仆人捧上当地荔枝给

湛先生品尝，湛尝后觉其果肉味道与家乡的有所不同，于是

将果核藏于袖中,带回增城种植,育成"尚书怀"荔枝的故事。有

诗为证："黛叶湘枝品自佳，年来闽蜀爱相排。岭南亦有枫亭

种，道是尚书昔日怀。"左边的这幅壁画是"飞仙挂绿"。讲述

的是何仙姑与挂绿荔枝的传说。据民间传说，有一年的夏季

，已成仙的何仙姑怀念家乡，便邀众仙一同漫游增城。后来

她独自在西园（今挂绿广场）游玩时，一边坐在荔枝树上绣

花，一边欣赏周围美好景致。不知不觉间，东方大白，何仙

姑匆匆离去，留下了一缕绿色丝线挂在荔枝树上。自此感染

了仙气而结出的荔枝，每颗都缠绕着一条绿线，"挂绿"一名

由此而来。 正是因为有了何仙姑的和湛若水的恩泽，才有今

天增城、盈园的满目荔枝，满园翠事，至于"缤纷盈园"则是

说盈园的景观和项目内涵丰富、多彩多姿，增城的历史文化

、风俗民情、特产小食等好东西"缤纷"聚于盈园这个好地方

。 【内广场】 内广场面积１万平方米，同样用条形花岗岩石

铺成。广场左边是增城小食廊。右边是中心舞台和水果屋、

精品屋、增城特产屋等。中心舞台每逢节庆日就有大型的节

目表演，如时装表演、粤剧表演等富有地方特色的节目。增

城小食廊有地方风味的小食供游客品尝：猪脚姜、秘制粽、

富贵糍、糖不甩、番薯糖水、碗仔翅等，保证让你食指大动

，赞不绝口。至于水果屋、精品屋、特产屋里则有各种水果

、小商品、特产等出售。 【音乐喷泉】 大家看到的这个音乐



喷泉是由全电脑控制的，是高科技的产品。喷泉的泉水造型

图案有拱形、散射、雪松、山形、扇形、旋转、花篮、花蕊

、玉柱、集束等10种，水柱随着音乐的旋律变化，忽上忽下

，忽急忽缓，忽而直冲，忽而旋转，变化多端。特别是在夜

晚灯光照射下，更显得色彩斑澜，五光十色，美不胜收。 【

金水桥、荷花池】 这就是金水桥，两旁水池为荷花池，四周

栏杆用汉白玉石砌成，栏杆雕刻主要采用了浮雕和透雕的手

法。栏杆的柱顶和栏杆面雕成莲花状，雕刻手法纯熟，工艺

精美，朵朵白莲，出污泥而不染；荷花池中，荷香阵阵，沁

人肺腑。池中养有万条锦鲤，当有游客前来喂食时，踊跃争

食，红云一片，场面壮观。 【仙姑台】 仙姑台面积为1500平

方米，按道教的乾坤八卦方位而建。仙姑台中央是高高耸立

的何仙姑纪念像。纪念像连底座高15米。底座由大理石砌成

，塑像内铸青铜，外贴金箔，手持莲花，神态端庄。"何仙姑

像"四字，由道教协会会长玉溪道人（闵智亭先生）所题。纪

念像前有一石刻书，为宣统年间《增城县志》里的"何仙姑

记"文，记载着何仙姑的生平。另《全唐诗外编》、《中国人

名大辞典》等史料书籍中都是何仙姑的生平记载。 传说何仙

姑经异人教授服食云母之法，时间长了，自觉身轻，往来如

飞。按道理何仙姑应是身轻如燕，面容、身材较苗条才对。

但这纪念像面容却如此丰腴饱满，全因何仙姑为唐朝人（唐

开耀二年即公元682年出生），�唐朝审美观念是"以肥为美"。

所以纪念像是端庄饱满，珠圆玉润，才显其美丽。 [1] [2] [下

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