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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版

明清诗词中的东湖美景
■ 张 猛

宋代沈括游览东湖后曾留下“犹喜乱花
时入眼，可能万事顿忘情”等诗句，足可想见
东湖的魅力。

平湖地处江南水乡腹地，温润氤氲，富
贵风流，历代名士辈出，文人云集，是个宜
居、雅居、乐居的好地方。境内有东湖景区、
莫氏庄园、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等风景名胜
或人文古迹，身居平湖，可观湖眺海，寻芳觅
菲，畅游水乡胜景，遍悦江南春秋。

平湖诸多物事和景观中，东湖堪称最
美。东湖位于城区东部，原为陆地，东汉顺
帝永建二年（公元 127年）地表塌陷成湖，名
为当湖，东晋隆安五年（公元 401年）改名为
东武湖，又称东湖，民间也称鹦鹉湖、鹉湖，
现多以“东湖”来指称这一片广袤的水域。

东湖景区风景优美，独具江南水乡韵
味，现有“南村书堆”、“含珠凝晖”、“鹉湖春
色”、“九龙戏珠”、“西浦鱼罾”、“北原牧唱”、

“案山晓翠”、“塔影垂虹”等“东湖八景”。历
代以来，名人雅士往来游玩，多聚集于此，或
吟诗作画，或挥毫泼墨，谈笑间，留下诸多诗
文、轶事，为之增添了人文之底蕴。宋代鲁
宗道、沈括，明代李东阳、沈懋嘉、董其昌、冯
敏效，清代朱彝尊、张云锦、高士奇、高廷梅
等名家巨宦都曾流连于此，留下了数百篇脍
炙人口的歌咏东湖美景的诗文。

当下的东湖景区是集休闲、观光、文化、
运动和度假于一体的江南水乡休闲文化胜
地，馆阁云集，名居荟萃，各种各样的现代化
设施一应俱全，日渐完美地成为了平湖这个
江南古县的发展动力之源泉。

据记载，明代茶陵诗派首领李东阳应邀
来平湖玩赏，感慨于东湖之大美景色，写下
了《平湖十咏》，因而也就有了“东湖十景”的
美誉。李东阳笔下的“东湖十景”是“鹉湖春
色”、“案山晓翠”、“三寺雨钟”、“六桥晴市”、

“东田社鼓”、“西浦鱼罾”、“南村书堆”、“北
原牧唱”、“霍氏行祠”和“鲁公古墓”。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明清时期的“东
湖十景”与当下重构的“东湖八景”有所差
异，两相比较，名称不变的是“鹉湖春色”、

“案山晓翠”、“西浦鱼罾”、“南村书堆”、“北
原牧唱”等五景。

那么，就让我们重回明清诗人李东阳、
沈懋嘉、高廷梅等人的“东湖十景”歌咏诗
词，对“鹉湖春色”、“案山晓翠”等五景分别
进行阐述，并就其背后的故事做些探究，以
期拨开历史的迷雾，在水云幽深处探究东湖
景区古已有之的迷人魅力。

鹉湖春色：鹦鹉洲前草自青
“鹉湖春色”堪为东湖美景之首，泛指东

湖春和景明之胜景。鹉湖即东湖。春天里
的东湖，景色娇美，尤其是风和日丽、花草烂
漫、杨柳依依之时，景色煞是迷人，一湖春
色、几叶扁舟、画船往来、琴箫相妍，尽显江
南水乡之风韵，阅之倾心，览之忘归。

对此美景，李东阳在《鹉湖春色》一诗中
毫不吝啬地赞美道——

春来鹉湖绿，春去鹉湖深。

清波带碧草，幽鸟啼芳林。
春天一来一去间，鹉湖由“绿”及“深”，

清波、碧草相继而生，鸟变幽、林生芳，诸多
物象因春而生、而变，东湖亦因此生机勃勃，
充满青春之朝气。

读至此，令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了王安石
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而李东阳《鹉湖
春色》中的一个“绿”字诠释了东湖的大好春
色，一个“深”字又将人的思绪引向色彩斑斓
的春天深处，带人探寻那久远之处的荡人心
魄的丽质天成之美景。难怪在诗的末尾，李
东阳又情不自禁地说：“宁独知春来与春去，
长在鹉湖湖上住。”

如能常住东湖之春，是李东阳之福气，
更是平湖人之福气。但春来总要春往，四季
更接乃万古不变之真理，莫要惜春将去，抓
住时机，美美地欣赏、吸纳东湖之大好春色
吧！对此，沈懋嘉看得非常开，他在叙写鹉
湖春色时，忘情地写道“问郎可似东湖上，小
小春沙好踏青”，三言两语间道出了他曾多
次踏青东湖，饱览东湖之大好春景的往事。

只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春总是
要过去的，尽管“鹦鹉洲前草自青”，尽管“春
水绿波似南浦”，游子、情郎还是要为建功立
业、走马封侯而奔波游走、远赴他乡，孤处江
南一隅者如娇美之东湖、婉约之女子也就只
能在心中暗暗期盼“愿郎休作别离人”了。

来也罢，走也罢，暂住也罢，长留也罢，不
管你的境遇如何、心态如何，东湖仍然会在每
年的三四月间一如既往地踏着春天的步子由
绿变深，春水绿波、青草芳菲，尽显风流。

案山晓翠：山青气漫开爽旦
“案山晓翠”是东湖诸美景中最富有诗

意的，即使不看其绝美的风景状貌，仅观“案
山晓翠”四字就令人浮想联翩，禁不住心里
发痒，很想一睹为快。案山位于东湖以东，
六里塘以南，宝塔桥以北，因其山形类似几
案，故就其形命其名为“案山”。细观案山整
体风貌，“案山”一名确是实至名归。

现在的“案山晓翠”是东湖景区较为大
型的综合型休闲娱乐场所，汇集明清时期

“东湖十景”中的“案山晓翠”、“东田社鼓”和
“六桥晴市”之精华于一身，主要景点有“东
田社鼓”戏台、竹林水径、风铃广场、观水长
堤、音乐喷泉等。平常时节就人来人往、川
流不息，到了节庆假日或举办大型活动的时
候，则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好不热闹。

李东阳《案山晓翠》一诗云——
远山青，青玉案，
气漫漫开爽旦。
君不见乐游原上易黄昏，
夕阳虽好空断魂。
在这首诗中，诗人看到的案山影影绰绰、

葱葱茏茏，远远看去好似一架青玉做成的几
案，在晓雾渐渐散去时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然而，写至此，诗人笔锋一转，突然写道“君不
见乐游原上易黄昏，夕阳虽好空断魂”，乐游
原是唐人的嬉戏游玩胜地，诗人以乐游原来
比照案山，赞叹与惋惜之情尽在其中。

沈懋嘉与高廷梅各有竹枝词《案山晓
翠》，一写濛濛晓翠中湿鞋登山，一写残月将
尽时乘舟望山，两首诗角度不同，所观所感
也不尽相同。沈诗取景近，写出了弄珠楼下
东湖九派江河的婉约气势，“从头一望珠楼
好，港口条条戏九龙”；高诗取景远，从杭州
湾畔的九龙山起笔叙写东湖畔案山的清脆
和细腻，“九峰遥作海边屏，只剩案山湖上
青”。两首诗都写到了与案山有关的“九”
字，一是“九龙”，即汇入东湖的九条河流，一
写“九峰”，即九龙山的九座山峰，让数“九”
与案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案山晓翠，晓来谁染芳林醉，登此山也，
可见金平湖大地湖海相连，山河相依，令人
心旷神怡，如痴如醉。如今，平湖当地诗人
组成了一个叫做“案山诗社”的民间文学社
团，想必也是想借助于案山晓翠的自然灵
力，将案山中集聚的诗意挖掘并发散吧！

西浦鱼罾：临流茅屋尽渔家
“西浦鱼罾”是明清时期的“东湖十景”

之一，主要展现东湖流域的平湖渔民生活。
现在的“西浦鱼罾”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繁忙
和劳碌，但仍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渔民生活气
息。鱼罾是一种用竹子支撑的方形的捕鱼
网，分为提罾网、扳罾网、塘罾网等多种。用

“鱼罾”来为景点命名，既有入口即香的浓郁
的乡土文化韵味，又体现出了江南水乡生活
的独特之处，还能写出渔民生活劳作的艰辛
以及收获之后的喜悦，可谓颇得其妙。

东湖之中有三洲，一是鹦鹉洲，二是大
瀛洲，三是小瀛洲。它们如鼎之三足，特色
鲜明，各据其胜，既能增加东湖的靓丽风采，
又能为往来渔民提供劳作及休息场所，士庶
皆宜，各取所需，深得当地渔民喜爱，也为历
代文人雅士所称颂。

李东阳在《西浦鱼罾》中说——
农家住西浦，儿童织罾罟。
岸阔秋水深，湖上鱼虾贱如土。
待我他时归挂罾，功成自买扁舟去。
诗中描述了西浦农家儿童织罾罟、捕鱼

虾的场景，跃然纸上的是当时渔民劳动的喜
悦和生活的富足。于是，诗人也兴奋起来
了，他借过渔家的挂罾，亲自体验了一把捕
鱼的乐趣。不仅如此，诗人还兴奋地喊道：

“待我他时归挂罾，功成自买扁舟去。”此中
亦可见诗人李东阳的真性情和江南水乡生
活的安逸自得。

沈懋嘉的《西浦鱼罾》描述了西浦渔民的
生活和劳作，这里有十里清波、水深风凉的宽
阔湖面，有种类齐全、功能齐备的鱼床蟹簖，
当遇良辰佳景，常年在此劳作的渔家阿哥也
情不自禁地多喝了几杯，朦朦胧胧中趁着酒
劲做了一回“自挂蓑衣晒夕阳”的闲散之人。

高廷梅的同名竹枝词《西浦鱼罾》前两
句“晒出鱼罾日已斜，临流茅屋尽渔家”，从
整体上写了西浦风貌及西浦渔家的繁忙生
活，后两句“侬划短桨过西浦，一曲清溪如若
耶”，从细微之处描述出了西浦美景的清丽
和婉约，就像西施当年生活的若耶溪那样。

东湖之西浦，历来为渔舟停泊之处，罾
罟密布、鱼虾丰盛，虽无惊世骇俗之奇观，却
有日出东方、影落寒潭之不寻常景致，可谓“清
泠水木，阴幽风景”。“西浦鱼罾”，承载了平湖渔
民的繁衍生息，也承载了平湖文化的水乡特质。

南村书堆：南村书声声满家
“南村书堆”是一座环湖构建的独立园

林，是东湖景区中最具古典风韵、最有欣赏
价值、也最耐人寻味的景点。“南村书堆”景
区滨湖长 240米，占地 25亩，景区入口处有
一石坊上挂“南村书堆”匾额，两侧柱联摘自
弄珠楼楹联，上联“胜地自多名俊彦”，下联

“他乡无此好湖山”。
“南村书堆”闻名已久，平湖建县之前就

已有记载。元代至正年间，有个别号南村的
平湖人张纮，他喜好读书、藏书，家存图书万
卷有余。为了更好地读书、赏景和讲学，他
在东湖西岸聚土成丘、筑园造林，又以其声
望和学问招徕八方名士前来讲学谈艺，因而
名声大噪，此地亦因此得名为“南村书堆”。

李东阳《南村书堆》诗曰——
南村书屋书满车，
南村书声声满家。
读书不作村学究，
身为郎官印如斗。
如今只合称书乡，
不独书堆人姓张。
此诗不但写了“读书不作村学究，身为

郎官印如斗”的张纮在“南村书堆”历史上的
开创之功，还用“南村书屋书满车，南村书声
声满家”，写出了“南村书堆”的兴盛，更为重
要的是，诗人直呼平湖为书乡，用“不独书堆
人姓张”一句写出了平湖自古读书风气之
盛，读书人不唯张家，读书的地方也不单单
是“南村书堆”一地。

沈懋嘉在其竹枝词《南村书堆》中也提
到了“南村书堆”当年的盛况，他说——

张家堆上屋层层，
闻说当年万卷称。
扇扇碧纱窗影乱，
为郎深夜剪书灯。
然而，世事难料，时过境迁，“南村书堆”

至清代中后期就逐渐衰落了，这从高廷梅的
同名竹枝词《南村书堆》中就可以清晰地看
到。高诗云——

书堆遗迹已荒凉，
闻说读书人姓张，
欲向南村买屋住，
愿郎书味也深长。
人去楼空，墙断垣残，读书胜景已然不

再，只留下一些美好的往事让人回味了。
二十一世纪初，新的“南村书堆”景区建

成开放，其主要景点为仿旧如旧的“九峰一
览楼”，楼的两侧为游廊、茶室和书屋等，其
中文澜斋、书香斋、格物堂、清漪堂、碧澜榭、
凝香草堂等颇具古典韵味的园林建筑重现
了昔日书乡之盛。

如今，每逢晴好之日，琅琅读书声又出
现在了“南村书堆”，笔者也曾与三五友人共

聚南村书堆茶室，谈文论道，虽与张纮当年
景象相去甚远，却也体味到了临湖观书、凭
栏吹弹的极大乐趣。读书之乐乐在其中，不
必与外人道也。

北原牧唱：牧儿唱歌牛载归
“北原牧唱”位于东湖东岸，景区内绿树

成荫，繁花似锦，有砖石竹木之建筑，有根深
叶茂之密林，有平坦整齐之草坪，随着湖风
阵阵，更有牧笛声声，是东湖景区内一座独
具江南水乡田园特色的绿色生态园林。

李东阳在其《北原牧笛》中为我们描绘
了一派恬淡安逸的田园景象——

北原草青牛正肥，
牧儿唱歌牛载归。
儿家在原牛在坂，
歌声渐低人更远。
好一幅清新丽人的牧牛图，难怪诗人会

赞叹道：“山苍茫，水清浅。”山水之际，牧牛
吹笛，或苍茫，或清浅，人生诸多意味或许就
在这可说与不可说之中了。

沈懋嘉的《北原牧唱》写的是看遍城市
繁华与忙碌，便思归田园——

世事无端去似梭，
东城西市看忙多。
不若牧儿北原上，
夕阳林外唱山歌。
不用过多的解释，想必世人皆知其意。

而高廷梅的《北原牧唱》则是从插秧入手，写
了农人的“忙煞”与牧童的“随意山歌唱，唱罢
山歌牛背眠”。两相比较，写出了人生不同年
龄段的生活，童年之美与壮年之苦尽在其中。

“北原牧唱”，唱出的是童年的欢乐和纯
真，听到的是儿时的无忧无虑和自由自在，
吹笛之人不一定在意，听笛之人却由那或近
或远、或高或低的乐声中听出了人生诸多不
如意之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恰如“一千
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中滋味，
只能让亲历者自个儿去体会了。然而，每个
来此者所看到的田园风光却是相同的，也
许，童年是人一生的梦魂牵绕，田园是整个
人类的心灵家园。

读罢李东阳、沈懋嘉和高廷梅等人歌颂
东湖美景的诗词，顿觉对曾多次前往游玩和
观赏的东湖景区诸多风景名胜与人文古迹又
有了新的感悟。“鹉湖春色”、“案山晓翠”、“西
浦鱼罾”、“南村书堆”和“北原牧唱”等古已有
之的景点各不相同，各具特色。“鹉湖春色”寓
意深邃、重在意会，“案山晓翠”登山观湖、胜
在自然，“西浦鱼罾”乃渔家之乐、水韵绵柔，

“南村书堆”书香悠远、愈久弥香，“北原牧唱”
显田园风光、野趣盎然，其中，既有美不胜收
之自然风光，又有底蕴深厚之人文景观，互相
辉映，互相衬托，把今日之东湖景区构造为一
个深具江南水乡文化特色的美之所在。

宋代沈括游览东湖后曾留下“犹喜乱花
时入眼，可能万事顿忘情”等诗句，当乱花入
眼之时，万事皆已忘情，唯有闭上眼睛，深处
其中，深味其美。

美哉，东湖！

今年是平湖建县590周年。
现在所谓的“城市”，在我国古代，则是

由“城”(城墙及城墙所包围的地区)和“市”
(商品交换的场所，城墙内的一个区域)连称
而来。中国古代的城市往往都修筑得相当
雄伟，布局有序，还有深广的护城河，“王公
设险，以守其国”，也就是常说的金城汤池或
固若金汤。数量也相当多，几乎遍及全国，
但规制明确，自都城、省城、府城至县城，其
建筑规格和面积依次减小。

据史料记载，明宣德五年三月廿八
（1430年 4月 20日），析海盐县东北境的大
易、武原、齐景、华亭四乡置平湖县。时县境
内烟灶 18933户，人丁 44279口。平湖能从
海盐分离出来，当时与一个人的建议大有关
联，那就是叶春。据《浙江省人物志》记载，
叶春（1367-1433），本姓林，字景旸。海盐大
易乡（析县后为平湖）人。洪武间为海盐县
胥吏，后历任礼部郎中、两淮盐运使，调福建
参政。仁宗即位，受命巡视应天、镇江、常
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宣德初，
又奉命随大理卿胡概巡视江浙，为政清廉，
百姓称道。三次莅临浙西，时嘉兴府属县仅
嘉兴、海盐、崇德，境域宽广，难以治理，遂奏
请朝廷增设四县（平湖、桐乡、嘉善、秀水），
以便治理，未几获准，宣德五年三月实施。
还朝后，叶春就被擢升刑部右侍郎，卒于
官。县衙先临时设在广陈，这是可以想见
的，咸丰《当湖外志》记载：“广陈镇元时滨
海，番舶所聚，商旅云集，亦我浙一都会也。”
不久，位于林埭镇北端的祥中这个水陆交通
便利顺畅的地方就成了建造县衙的首选。
但经勘舆家们一番勘察后，认为县衙必备的
明伦堂、仓廪、孔庙乡贤祠等主要场所均具
备建造条件，就是单缺一块逍遥地（关押犯
人的监牢），便作罢。众所周知，县衙后来选
择在东湖之滨的当湖镇。起初时，“县治旧
称僻壤，无城郭”。

江南水乡，平畴沃野，虽村落茅舍大致
相连，但突兀而起的城郭类建筑极为少见。
清光绪《平湖县志》在涉及有关城垣、街道、
弄堂的记载时，开篇三个字就是：“旧无城。”
明时曾为福建参政，后官至兵部尚书的鄞县
人张时彻对平湖很是熟悉，有《筑城记》一

文，对“无城”之时的描述也极生动：“民以蚕
稼鱼盐为业，野无寇祸，宵无吠惊，饮哺呕
歌，嘻嘻如也。”然承平既久，海防积弛，“嘉
靖壬子，倭寇蚁聚，大掠于黄岩，毒流海壖。
癸丑夏四月，遂掠平湖，穴南境。患至恇攘，
莫可抵拒。五月又掠于东湖，去县治半里
许，剽资货，斮耄倪，焚荡庐舍，烟焰烛天”。
明嘉靖年间，倭寇为患，数度占据乍浦，直逼
县城当湖。

既为自保，也为御敌，嘉靖三十二年
（1553），县城城墙开始兴筑。当然，这是危
难之时上下凝心聚力的结果。时为嘉兴府
推官、署平湖知县的殷廷兰上报嘉兴府太守

刘悫，刘乃请于巡抚、巡按等，称：“平湖东滨
大海，左为金山卫之背吭，右为海盐县之肘
腋，盖贼所必犯之区也，又西控嘉兴，实浙西
之藩屏，无城是无邑，无邑郡且危矣。”而平
湖诸生如张洽、陈贯、陆万钟、冯敏功、陆万
里、陆万埈等也极力倡议筑城，“民之依城自
固，犹居室以安身也”。得到准许后，从 9月
12日开始，在平湖民众的竭力参与下，知县
殷廷兰早夜督责，“鸠工兴筑，至冬城成”。
具体的完工日期是 12月 20日，总共 99日。
从张时彻《筑城记》得知，最初的平湖城“因
其井聚及水陆通会之便，为水门五，为旱门
五，为城楼，为窝铺，为外濠，为内马道，为水

闸。周围一千六十九丈有奇，高二丈，广如
之，表里以石，覆以砖”。可见众志成城，既
有水乡特色，又互为依凭，大可御暴保民。
果然，筑城后的第二年二月二十日，倭寇首
领徐海率队从柘林（今属上海奉贤，嘉靖三
十四年起，倭寇盘踞于此，四出焚掠）进犯平
湖，准备用长梯攻城。时任知县刘存义率兵
勇守城，并亲自一箭射死倭酋，加之官兵在
城上用大石抛击，众倭惊退。没过几天，倭
寇的另一首领麻叶纠集六七千人想从东门
攻入平湖城。知县刘存义统率全城官兵及
各路前来支援的乡兵民勇，居高临下，以矢
石御敌。见久攻不下，麻叶绕城一周后愤而

咬指叹曰：“城如是，虽百万，其能克乎？”遂
率众倭退却。

为使平湖城更为牢固和完善，历任知县
大都尽心其事，以使百姓安宁，功在社稷。清
光绪《平湖县志》记载，自殷廷兰后，“知县刘
存义继之，规制毕具。三十五年，知县陈一谦
复建东北二瓮城。四十一年，知县顾廷对增
加城垛，高五尺，置窝铺一百一十二座。城凡
九里，高二丈五尺，广二丈，周一千六百九丈
有奇。陆门五，东曰启元，西曰毓秀，南曰豫
泰，北曰丰亨，西南曰小南门。水门五，西南
北各一，东据当湖巨浸为二。东之北为水洞
口（万历间塞）。城濠宽五丈有奇。清顺治十
八年，增高城堵。雍正二年，知县林绪光详准
开浚水洞。五年，知县杨克慧奉檄重修城垣，
动帑金九百有奇。九年，知县方以恭复浚水
洞，名曰永新，（按：初开时止通水，至是并通
舟矣。）乾隆二十八年，知县刘国烜以备公银
二千四百三十两有奇，复修城垣。五十二年，
知县王恒重修城垛、城楼。嘉庆九年知县路
錞、二十三年知县刘肇绅、道光三年知县胡述
文各捐廉重修。九年，知县胡述文复修并开
浚水洞。同治七年知县郭恩观、九年知县邢
守道先后请帑修葺”。

具体而微，明朝时平湖城内的街弄均为
石板路，街宽丈许，小弄宽仅数尺。但街弄
大致相连，时有大街、小街、大南门街、小南
门街、仓街 5条主街，其余街弄 46条。至清
代，主街悉旧，共有街弄101条。相传当时城
内有弄“七十二条半”之说，如明天启《平湖
县志》所载——

自县治而东，有阴阳弄、城隍弄；自县治
而西有混堂弄、苏家弄、居家弄，又西有方弄
直通仓街至北陆门，又西有曹家弄，又西有
莫家弄；自县治南而东有喜雨巷、鱼鲜巷、潮
鲜巷、清水巷、桑园弄；南而西有观音堂弄、
纪家弄、官弄，又西有米棚弄、王家弄直通小
陆门，又西有仲家弄。

至 1949 年初，平湖城区街弄共有 145
条，其中街路 22条，里弄 123条。但经历了
400 多年风霜雨雪的平湖城墙，自 1952 年
起，就逐渐消逝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放眼
全国，原本城市所必具的城墙也大都已所剩
无几。

平湖县治城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