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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游客，非常欢迎到瘦西湖参观游览。瘦西湖原名保障河，

又名长春河。有文献可翔实稽考为《宋书》记载：“广陵旧有高

楼，湛之更加修整起风亭、吹台、琴室、月观，果竹繁茂，’花

药成行。”这是瘦西湖最早见于史书的记载。其规模最盛时期为

清乾隆年间。由于康熙、乾隆两朝皇帝的屡次南巡，扬州盐商在

沿河两岸争地构园，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的胜境。湖上园林有“园林之盛，甲于天下”之誉，最盛时期有

二十四景著称于世。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桥为大虹桥，始建于明崇祯年间，是一

座红栏木构桥梁，故名红桥。后在清代乾隆元年(1736 年)改建为

石桥，如卧虹于波，故改名为“虹桥”。康熙年间王渔洋任扬州

司理，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其中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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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出名。 
   “长堤垂柳最依依，才过虹桥便入迷。”现在我们正在漫步的

这段长堤叫 做长堤春柳，是清二十四景之一，是瘦西湖的春景。

堤长一里多，东西两侧，三步一桃，五步一柳，相间成行。每当

烟花三月之时，桃花盛开艳丽缤纷，柳丝婀娜起舞，似青烟绿雾，

雨丝烟雾之中，漫步其间，确是游人销魂之处。这段长堤在园林

艺术手法上，合理地运用了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在进入较 大
的景区前，以长堤作为过渡，渐渐拉开全园的“序幕”。 
   现在我们走到长堤的尽头。首先看到的这座园叫做徐园。它

是 1915 年于清桃花坞旧址改建的，为祠祀原驻扬州的第二军军长

徐宝山而建。园门形如满月，门额上草书“徐园”二字是晚清著

名书法家吉亮工题写的。园中听鹂馆过去是徐宝山的享堂，现为

游人休息场所，取诗人杜甫：“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

天”的诗意。馆内楠木罩隔，精刻松竹梅图案，是扬州现存罩隔

中的精品，体现了晚清扬州的木雕工艺。听鹂馆门口的两口铁镬，

是扬州的出土文物，据《铁镬碑》记载是南北朝萧梁时代的镇水

之物。每只铁镬重约 3 吨，由此可见当时扬州冶铁-业的发达。徐

园虽名为祠堂，实质是一座非常精巧的湖上园林，其中“春草池

塘吟榭”为客座，宜于客人小憩；“疏峰馆”为客厅，宜于宴请

宾客；“冶春后社”为诗社，宜于吟咏诗句。 
绕过徐园，我们现在站在小虹桥上，大家顿时有种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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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前面各位看到的就是瘦西湖比较开阔的景区，回过头来

再看徐园，就知道它是整个瘦西湖的屏障，这就像看戏一样由序

幕而进入高潮。 
    现在请大家转过来往东看，前面这一景叫做“四桥烟雨”，

也是清二十四景之一。每当“山色空潆雨亦奇”之际，领略的景

致是“四桥飞跨烟雾里”。站在这座楼上大家可以看到南面有春

波桥、大虹桥，北面有长春桥，西面有莲花桥。可贵的是四座桥

的形状和色彩各不相同。这座楼通过对景手法把咫尺之内的不同

桥景展现在游客面前，同时又将湖上风光衔接起来，时放时收，

有分有合，使每一个景区都呈现出不同的风韵。这里得到乾隆皇

帝特别赏识，咏诗作赋多篇，御笔亲赠“趣园”。 
    过了小虹桥，我们就到了小金山了。有人说：杭州有西湖，

扬州有瘦西湖，镇江有金山，扬州有小金山。一个是“瘦”，一

个是“小”，怎么扬州人这么谦虚，从等级上来说，似乎总是比

别人差了一等呢?为此，我们扬州国画院的老院长李亚如撰写了这

样一副对子：“借取西湖一角堪夸其瘦，移来金山半点何惜乎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瘦为苗条，小得精巧。”扬州人的特点就是

在摹仿他人的东西时能不落因袭，有自 2 独到之处。实际上“小

金山”是湖心最大的岛屿，俗称小金山，实为二十四景之一的“梅

岭春深”。现在的小金山是瘦西湖上建筑最紧密的地方，瘦西湖

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建筑“风亭、吹台、琴室、月观”，现在全

部都集中在这个岛上。小金山顶上的建筑风亭是瘦西湖的至高

点。它就是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所说的“瘦西湖看水最好，看

月也颇得宜的地方。”风亭上面有一幅楹联“风月无边，到此胸

怀何似；亭台依旧，羡他烟水全收”。风亭这个名字就是取自于

上下联第一个字而得名的。由此可见，站在小金山顶上所领略的

景致是非常美的，“山不在高，贵在层次。水不在宽，曲折则妙。”

这就是瘦西湖和小金山的妙处。  
    梅岭春深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左右利用开挖莲花埂新

河的土人工堆成的。据说当初推土成山时，犀堆屡塌，三年不成，

督工也非常着急。一次睡梦中看见关帝带领士兵打梅花桩，即将

木桩几个一组打入河心，然后堆土即可不塌。他猛然惊醒，立即

按关帝所示去做，十天后果然堆成。为感谢关帝托梦，督工特在

此建造了关帝庙。光绪年间重修时改关帝庙为湖心律寺。后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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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湖心律寺的山门拆除，题名小金山。关于“小金山”这个名

字，有这样一段传说。当年扬州和镇江的两个和尚闲聊时，镇江

和尚赋诗说：“青水也厌扬州俗，多少峰峦不过江。”而扬州和尚

不同意这种说法，于是两人就下棋打赌，结果扬州和尚棋高一着，

让扬州盐商将此景改名为“小金山”，并在庭院中挂了这样一幅

对联：“弹指皆空，玉局可曾留带去；如拳不大，金山也肯过江

来”。只用了一个“小”字，就把“金山”引渡过来，变“扬州

俗”为“扬州雅”了。 
    现在庭院中大家看到的这块石头是宋代花石纲的遗物。古代

运输都是用船，编号计数十船为一纲，这是用船运送花和石头，

所以称之为“花石纲”。北宋皇帝赵佶特别喜欢奇花异石，在他

六十大寿之时，命人在京城开封建造万寿山，这块钟乳石是广西

岩洞滴水形成的。在自南而北的运输过程中，由于方腊起义，被

遗落扬州。 
    转到小金山的东面，我们来到的这一组庭院，它由“桂花厅”

“棋室”“月观”三组建筑组成。这个庭院的名字叫静观。“静观”

二字是清代金石名家邓石如所题。游览中国的园林很有讲究，不

能是一般的走马观花。总的说来，赏园讲究大园动观，比如大家

可以边走边看，也可以坐船游览；而小园宜静观，最好坐下来静

静观赏。现在各位来到的这个小园名字就叫做“静观”，我们一

进门的地方是整个院子最大最开阔的地方，而前面的拐角处则最

窄，它采用了时放时收的手法，似乎是无限深远。从名字上看园

子不大，但是站在拐角的地方却还没看到它的尽头，这就令人产

生悬念，转过去到底有多深多远呢?从而吸引游人想要走进去观

赏。从造园艺术来说，这个小院造得最成功的当属是它的围墙。

这座花墙随势弯环，很自然地被处理成一座折叠的屏风形状，像

一把扇子一样渐渐拉开，使人产生无限深远的感觉。花墙上设置

了不同几何图案的花窗，透过花窗可借到窗外不同的景致，给游

人的感觉是园外有园，景外有景。同时小院还设置了四时不谢之

花：春有牡丹、芍药；夏有结果的枇杷；秋天大家可以看到的都

是一百年以上的桂花；冬天有腊梅和天竺。总的来说，如果人不

多而能坐在庭院中细细观赏的话，就会有诗一般的联想。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厅叫做“木樨书屋”，因周围遍植

桂花而得名。“木樨书屋”四字匾是由著名园林与古建专家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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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教授所题。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厅叫做棋室，是古人下棋的

地方。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的两只棋盘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由
苏州监造的。棋室早面最值得看的是两边陈设的一套清花瓷屏

风，烧制于清代康熙年间，全国仅存此一套，所以非常珍贵。这

一套瓷屏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画面图案非常清晰；二是立体

感相当强；三是瓷的颜色烧出了深浅，使画面显得有层次有生气。 
    转过来我们就到了瘦西湖最好的厅馆——月观了。扬州号称

“中国的月亮城”，扬州的月色美，观月的地方也多，“月观”是

其中之一。“月观”三楹坐西朝东，前面临着开阔的湖面，每当

皓月东升，打开门凭栏而看，天上水中各有一月，双月交辉。不

禁叫人感叹“今月古月，皓魄一轮，把酒问青天，好悟沧桑小劫；

长桥短桥，画栏六曲，移舟泊烟渚，可堪风柳多情！”现在月观

里面挂的这一幅对联是郑板桥撰写的“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

山”。我们都说月色如水，这里假水和真的湖水连成一片，于是

瘦西湖也就不再瘦了，而“云起一天山”就是说小金山虽然微不

足道，但天上的云倒映在水中就像一座座的山峰，很自然地和前

面的湖水连成一片，就满天是山了。通过把实景虚化，小景变大，

把有限的园林空间化为无限的意境。月观观月不仅景致好，它的

陈设也可称得上是湖上园林之最。这里面陈苎的一套海梅家俱，

工艺精致，式样古朴，真切地体现了乾隆年间扬州的木雕工艺，

同时家俱上雕刻之内容也和观月有所联系。 
    扬州的市树有两种，一种是柳树，因为杨州白古右“绿杨城

郭是扬州”的美誉；第二种是银杏，因为它的树龄一般都比较长，

能够体现扬州的历史，前面这棵大树请大家仔细看一下，到底是

死树还是活树呢?这棵树是唐代的时候种在扬州古木兰寺的银杏

树，到现在有一千多年，建国以后，下雨打雷把这棵树劈开，这

一半小的死了，以后被放在这里作为木桩景观供游人观赏。后来

有心之人在它的后面种了一棵凌霄，凌霄是藤本植物，必须要有

所攀附才能生长，到夏天凌霄长出叶子，开出黄花，让人以为这

棵树又活了，所以起名叫“枯木逢春”。 
    提到木兰寺，在扬州有这样一个故事：唐代，扬州曾出过一

个状元叫王播。王播自小父母双亡，他的父亲在世时和木兰寺院

的主持和尚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他就寄住在寺院里。和尚吃

饭之前都要敲钟，王播听到钟声就去吃饭，其他时间用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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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住持和尚嫌王播坐吃寺院，就叫小和尚饭后再敲钟，每到王

播听到钟声时别人已经吃完，只能常常饿肚子。王播非常生气，

于是在墙上题了两句诗：“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阁黎饭后钟。”

以后就离开了木兰寺，发愤读书，二十年以后出任“淮南节度使”。

在他赴官上任路过木兰寺时，王播发现自己临走时题的两句诗还

在，并且已被和尚用碧纱把它罩起来了。于是就感慨今昔，续题

两句：“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这就是扬州的“饭

后钟”的故事。后来宋代苏东坡路过扬州，听了这个故事也有一

番感慨，他说王播读书读昏了头，殊知饭非钟，应当感激这位老

和尚，要不然王播至今会像凌霄一样攀附在银杏树上不能成材。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厅叫绿荫馆。过去有“三分水，二分竹”

之说，是盛夏避暑之地。“四面绿荫少红日，三更画船穿藕花”

描绘了旧时的景色。漫台，传说是乾隆皇帝在此钓过鱼而得名的。

相传乾隆皇帝坐船游览瘦西湖，看到水里有鱼跳出来，于是就有

了钓鱼的兴致。扬州的盐商知道皇帝的心理以后，就选了吹台请

乾隆垂钓，但又派了渔夫带着活的鱼潜至水下，通过荷叶的柄呼

吸，每当皇帝落竿垂钓，活的鱼就被挂上钩去，所以乾隆在此很

容易就钓起了很多的鱼，于是改名“钓鱼台”。两旁对联“浩歌

向南渚，把钓待秋风”是启功题写的。中国以“钓鱼台”命名的

景点非常多，比如北京有钓鱼台，但那是钓鱼台国宾馆，我们这

个建筑是不能和它相比的；陕西宝鸡也有钓鱼台，但那是传说中

姜太公钓鱼的地方，知名度比扬州钓鱼台大。但是请大家无论如

何不要小看扬州的钓鱼台，因为它是中国名亭建筑的典范，是中

华园林艺术“借景”达到顶峰的代表作品。请各位站在钓鱼台斜

角 60 度的地方看一下，你可以通过正西面这个洞借下五亭桥，

五亭桥横卧波光，洞成正圆形；南面这个洞借过来白塔，如破地

竹笋冲天而出把洞拉长呈椭圆形，这一幅景致可称是绝妙图画。

如果是上午九点钟至十一点，站在这里拍照，洞中借景，可称是

外地人到扬州摄影最有代表性的景点。 
    好了，整个小金山我们基本都看过了，这一带风景的特色在

于水光山 色，所有的建筑都突出了水之宽阔和山之深远。清人

在《望江南百调》中这样吟道：“扬州好，画入小金山。亭榭高

低风月胜，柳桃错杂水波环，此地即仙寰。”瘦西湖是扬州湖上

园林的代表，所以最好的游览方式就是坐船游览，这样能使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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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览的同时产生诗的联想“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现在

就请大家上船游览。行到这里，瘦西湖可以说已游览子一半了。

为什么叫“瘦西湖”呢?刚才跟大家讲了瘦西湖原名保障湖，是蜀

冈山水流向运河的排洪渠道。为迎接康熙，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

盐商官僚在沿河两岸争地构园，十华里的河道两岸呈现出“两堤

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胜境。乾隆年间，钱塘诗人汪

沆将“保障湖”与杭州西湖相比，作诗一首：“垂杨不断接残芜，

雁齿红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瘦西湖

得名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在此期间许多来自国内外的文人雅士

拿瘦西湖和杭州西湖相比作了这样的比喻：如果把杭州西湖比作

是中国唐代的美女杨贵妃的话，那么瘦西湖就是汉代能够作“掌

上舞”的赵飞燕。有人说：“天下西湖，三十有六”，各个地方都

有大大小小的西湖。那么你为什么不称它为“长西湖”、“细西湖”、

“小西湖”，而独自称为“瘦”呢?当代草圣林散之这样回答：“漫

说西湖天下瘦，环肥燕瘦更知名。”但是如果按照现代人的审美

标准，以美人而论，大家可能喜欢的是比较苗条的，那自然是“环

肥不如燕瘦”了。所以李鸿章的孙子李孔昕先生在参观了瘦西湖

以后就有了这样的感慨：“西子范蠡今若在，不到杭州到扬州”。 
    前面大家看到的这座桥是扬州的标志建筑五亭桥，又名莲花

桥，因其形状从空间鸟瞰，像是一朵大而美丽的莲花浮在瘦西湖

上而得名。这座桥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是扬州巡盐御史

高恒出资仿北京北海的五龙亭和北海大桥而建的，别出新裁地将

亭和桥结合成一体。“上建五亭，下列四翼，桥洞正侧凡十有五”。

建筑风格既有南方之秀，也有北方之雄。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

升教授看过这座桥以后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最古老的桥苎

是赵州桥，中国最壮美的桥梁为芦沟桥，中国最秀气最具艺术代

表性的桥梁就是扬州的这座五亭桥了。”它构造的最精妙之处在

于下面桥墩的设计。关于这座桥在《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一段

记载：“每当月满之时，每洞各衔—月。金色混漾，众月交辉，

莫可名状。”这是我们扬州人深感自豪的一景。观此，才知西湖

之三潭印月不能专美于前。由此可见，大家不仅是烟花三月该下

扬州，也可以在中秋之夜到我们扬州瘦西湖五亭桥感受“面面清

波涵月影，头头空洞过云桡，夜听玉人箫”的绝妙佳境。 
    站在五亭桥上往东看去，远处的景色是“小桥流水，风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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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山巅；明轩石栏，钓渚直插水际”俨然是一幅连绵不绝的江南

山水国画长卷，充分体现了南方之秀。俯看桥东面的这组四面环

水的建筑，它叫凫庄，建于 1921 年，因其形状似浮于湖面的野鸭

子而得名。它的建筑非常矮小，布局造型也十分得体，既烘托了

五亭桥的雄姿，也陪衬了桥南的白塔。五亭桥面南这座白塔是莲

性寺著名的建筑，喇嘛教的象征。关于这座塔在扬州流传着“一

夜造塔”之说。传说 1784 年乾隆第六次坐船游览瘦西湖，忽然

对扬州盐商说：“整座莲花桥一带的景色很象北海的琼岛春阴一

景，可惜少了一座白塔。”皇帝是说者无心。盐商却听者有意，

当即花了数十力银子买来北海白塔的图，然后在十夜之间派人用

盐包为基础，纸扎为表堆成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再次游览

时远处朦胧中果见矗立着一座白塔，十分惊叹“扬州盐商之富，

令我所叹不及。”这仅仅是传说，但这座白塔确是仿北海的塔而

建的，早在康熙年间就有，我们看到的白塔是乾隆年间重建的，

全部为砖结构，形状虽没有北海的塔雄伟壮丽，然而虽瘦而不觉

寒酸，反窈窕多姿。北京的景物到了扬州也增添了几分瘦西湖的

秀气。整个五亭桥、白塔一带景物可称得是瘦西湖湖上风景的高

潮。极目往东，“梅岭春深”飘渺于水，往西“春台明月”飞甍

丹楹，往南白塔对峙，再加上莲花桥本身及水中倒影的渲染，这

一幅景致不是“琼楼玉宇”，而胜似“琼楼玉宇”了。 
现在我们请沿着五亭桥北岸往西走。前面大家看到的这一景叫

“白塔睛云”，也是清二十四景之一。主要是因为与对岸莲性寺

白塔成对景而得名。这一景是 1984 年由旅日侨胞陈伸先生捐资

重建的。主要由花南水北之堂、积翠轩、林香榭三组建筑组成，

“白塔睛云”园额是安徽书法家赖少其题写的。 
    接下来我们要到的就是著名的二十四桥景区了。“二十四桥”

这个名称是出自于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诗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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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

十四桥”的解释，在扬州说法也非常多，比较正统的有三种：一

种是特指一座桥叫二十四桥；另一种说法为实指扬州在宋代确实

有二十四座桥，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补笔谈里详细

地记载了当时的二十四座桥的桥名；还有一种说法是泛指唐代扬

州桥多。民间的传说是因为“古时有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而得

名。现在我们看到的二十四桥景区是 1986 年根据《乾隆南巡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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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中的二十四桥景区原图在原来的位置上恢复的。基本保持了

乾隆年间钓原貌。二十四桥景区包括熙春台、玲珑花界、小李将

军画本、望春楼和二十四桥。熙春台为二十四桥景区的主体建筑。

“熙春”一词出自于老子的“众人熙熙，如登春台”。表现了这

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的景象，表现了扬州唐代和清代经济的繁

荣，这里曾是二十四景之一的“春台明月”鹰他被中国著名散文

家郁达夫誉为中 国四大秋色之一，所以秋天到扬州来赏月是必

不可少的。相传扬州盐商曾在此为乾隆皇帝祝寿，所以这一景又

名“春台祝寿”。门前的平台横可跃马，纵可放轨，规模非常大。

整个熙春台一带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与五亭桥遥遥相对，

具有北方皇家园林的华贵气派。对岸的这组建筑叫玲珑花界，它

以栽种芍药牡丹为特色。宋朝有“洛阳牡丹，广陵芍药’’之说。

欧阳修有过这样的诗句：“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

且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二十四桥又名芍药桥。大

家可以在春末夏初之时到扬州观赏早在宋代就有“甲天下”之美

誉的广陵芍药。 
    与玲珑花界隔湖相对的建筑是望春楼、小李将军画本。他们

完全是江南园林的风格，建筑布局从属于熙春台，色调显得清新

淡雅，完全体现了南方之秀。望春楼下层南北两间分别为水院、

山庭，将山水景色引入室内。楼上门窗卸去就可变成露台，是中

秋赏月的好地方。小李将军指的是唐代大画家李思训的儿子李昭

道。这一对父子不仅擅长带兵，而且开创了金碧山水画派。所谓

“花为画本，月是诗源”。取名小李将军画本是指此地的美景是

小李将军作画灵感的源泉。 
    既然命名为二十四桥景区，游人到此都来寻觅哪一座桥为二

十四桥呢?前面这座桥就被游人当作是二十四桥了，它由山涧栈

道、单孔拱桥、平板曲桥以及吹箫亭组成，中间呈玉带状的拱桥

长 24 米，宽 2.4 米，桥上下两侧各有 24 个台阶，围以 24 根白

玉栏杆。  
    好了，有关瘦西湖的主要景点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瘦西湖

的风格是自然和人工的巧妙结合，运用自然的地理条件，加以人

工的点缀。通过一条狭长的水道将很多小园串联成一个整体，其

中有分有合，有主有宾，互为“因借”，虽范围不大而景物无穷。

建筑风格既有南方之秀，也有北方之雄。在清代的许多小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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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儒林外史》、《浮生六记》中都有关于瘦西湖景致的

描述。尤其是清代著名旅游家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给予瘦西

湖这样的评价：“平山堂离城三四里，行其途则八九华里，虽全

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

过如此。其妙处在于十余家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

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了。现代的园林专家评价说：“瘦西湖

在空间的组合和划分上有一定成就。通过桥、亭、堤、岸的划分，

使狭长的水面成为有宽、有狭、有方、有圆的许多空间，增加了

景观的层次。他是中国古典园林和现代旅游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

例子。视野之开阔是苏州园林所不及的，而相互呼应又较杭州西

湖紧凑。”现在有人做了更为直观的比喻，如果将杭州西湖比作

是大型故事片，它以场面浩大而著称，那么扬州瘦西湖就是一部

电视连续剧，它一幅一幅地在您面前展现出不同风格的山水国画

长卷。如果您沿着乾隆水上游览线游览瘦西湖，您就会常有忽明

忽暗、豁然开朗的感觉，体会到“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明又一

村”的意境，真切地感受到瘦西湖水的曲折多变和幽雅宁静。  
     所谓“良时莫需掷，好句须频读。”意思是说，好的游览季

节您不能错过，比如烟花三月一定要来扬州，同样好的文章要常

读，好园林也需要大家来观赏，希望各位能经常到扬州来，我们

还有新景叠出的瘦西湖北区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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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 xi HU dAO YOU CI 

Ge Wei YOU Ke ， fei CHANG huan YING Dao Shou xi HU can 
guan YOU lAN 。 Shou xi HU YUAN MING bAO Zhang HE ， 
You MING CHANG chun HE 。 yOU WEN Xian kE XIANG 
SHI ji kAO WEI 《 Song shu 》 Ji zAI ： " gUANG LING Jiu 
yOU gao LOU ， Zhan zhi Geng jia xiu zHENG qI feng TING 、 
chui TAI 、 QIN Shi 、 Yue guan ， gUO ZHU FAN Mao ， ' 
hua Yao CHENG XING 。 " Zhe Shi Shou xi HU Zui zAO Jian 
YU sHI shu de' Ji zAI 。 QI gui MO Zui Sheng SHI qi WEI qing 
QIAN LONG NIAN jian 。 YOU YU kang xi 、 QIAN LONG 
lIANG CHAO HUANG Di de' lUU Ci NAN XUN ， YANG zhou 
YAN shang Zai YAN HE lIANG An zheng Di Gou YUAN ， 
XING CHENG le' " lIANG di hua lIU QUAN yi sHUI ， YI Lu 
LOU TAI ZHI Dao shan " de' Sheng Jing 。 HU Shang YUAN 
LIN yOU " YUAN LIN zhi Sheng ， jIA YU tian Xia " zhi Yu ， 
Zui Sheng SHI qi yOU Er SHI Si jING Zhu cheng YU Shi 。  
Xian Zai Da jia Kan Dao de' Zhe Zuo QIAO WEI Da HONG 
QIAO ， sHI Jian YU MING CHONG zhen NIAN jian ， Shi YI 
Zuo HONG LAN Mu Gou QIAO LIANG ， Gu MING HONG 
QIAO 。 Hou Zai qing Dai QIAN LONG YUAN NIAN (1736 
NIAN )' gAI Jian WEI SHI QIAO ， RU Wo HONG YU bo ， 
Gu gAI MING WEI " HONG QIAO " 。 kang xi NIAN jian 
WANG YU YANG Ren YANG zhou si lI ， LIU Xia le' xU duo 
Zhu MING shi pian ， QI zhong Yi sHOU " HONG QIAO fei 
Kua sHUI dang zhong ， YI Zi LAN gan jIU qU HONG ； Ri 
wU Hua CHUAN QIAO Xia Guo ， yi xiang REN yING Tai 
cong cong " Zui WEI chu MING 。  
" CHANG di CHUI lIU Zui yi yi ， CAI Guo HONG QIAO Bian 
Ru MI 。 " Xian Zai wO men' Zheng Zai Man Bu de' Zhe Duan 
zHANG di Jiao Zuo CHANG di chun lIU ， Shi qing Er SHI Si 
jING zhi yi ， Shi Shou xi HU de' chun jING 。 di CHANG Yi lI 
duo ， dong xi' lIANG Ce ， san Bu Yi TAO ， wU Bu Yi lIU ， 
xiang Jian CHENG XING 。 mEI dang yan hua san Yue zhi 
SHI ， TAO hua Sheng kai Yan Li bin fen ， lIU si e NUO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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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 Si qing yan Luu Wu ， yU si yan Wu zhi zhong ， Man 
Bu QI jian ， Que Shi YOU REN xiao HUN zhi Chu 。 Zhe 
Duan zHANG di Zai YUAN LIN Yi Shu SHOU fA Shang ， HE 
lI Di Yun Yong le' kong jian Yi Shu HE SHI jian Yi Shu ， Zai 
Jin Ru Jiao Da de' jING qu QIAN ， yI CHANG di Zuo WEI 
Guo Du ， Jian Jian la kai QUAN YUAN de' " Xu Mu " 。  
Xian Zai wO men' zOU Dao CHANG di de' Jin TOU 。 sHOU 
xian Kan Dao de' Zhe Zuo YUAN Jiao Zuo XU YUAN 。 ta Shi 
1915 NIAN YU qing TAO hua Wu Jiu zHI gAI Jian de' ， WEI 
CI Si YUAN Zhu YANG zhou de' Di Er jun jun zHANG XU bAO 
shan ER Jian 。 YUAN MEN XING RU mAN Yue ， MEN E 
Shang cAO shu " XU YUAN " Er Zi Shi wAN qing Zhu MING 
shu fA jia JI Liang gong TI xIE de' 。 YUAN zhong ting LI 
gUAN Guo Qu Shi XU bAO shan de' xIANG TANG ， Xian WEI 
YOU REN xiu xi' CHANG sUO ， qU shi REN Du fU ： " lIANG 
zhi HUANG LI MING Cui lIU ， Yi XING BAI Lu Shang qing 
tian " de' shi Yi 。 gUAN Nei NAN Mu Zhao GE ， jing Ke song 
ZHU MEI TU An ， Shi YANG zhou Xian CUN Zhao GE zhong 
Di jing pIN ， tI Xian le' wAN qing YANG zhou de' Mu diao 
gong Yi 。 ting LI gUAN MEN kOU de' lIANG kOU tIE Huo ， 
Shi YANG zhou de' chu tU WEN Wu ， Ju 《 tIE Huo bei 》 Ji 
zAI Shi NAN bEI CHAO xiao LIANG SHI Dai de' Zhen sHUI 
zhi Wu 。 mEI zHI tIE Huo Zhong yue 3 dun ， YOU cI kE 
Jian dang SHI YANG zhou yE tIE - Ye de' fa DA 。 XU YUAN 
sui MING WEI CI TANG ， SHI Zhi Shi YI Zuo fei CHANG jing 
qIAO de' HU Shang YUAN LIN ， QI zhong " chun cAO CHI 
TANG YIN Xie " WEI Ke Zuo ， YI YU Ke REN xIAO Qi ； " 
shu feng gUAN " WEI Ke ting ， YI YU Yan qING bin Ke ； " 
yE chun Hou She " WEI shi She ， YI YU YIN yONG shi Ju 。  
Rao Guo XU YUAN ， wO men' Xian Zai Zhan Zai xIAO HONG 
QIAO Shang ， Da jia Dun SHI yOU zHONG Huo RAN kai 
lANG de' gAN JUE 。 QIAN mian' Ge Wei Kan Dao de' Jiu Shi 
Shou xi HU bI Jiao kai Kuo de' jING qu ， HUI Guo TOU LAI 
Zai Kan XU YUAN ， Jiu zhi Dao ta Shi zHENG Ge Shou xi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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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PING Zhang ， Zhe Jiu Xiang Kan Xi YI Yang YOU Xu Mu 
ER Jin Ru gao CHAO 。  
Xian Zai qING Da jia zHUAN Guo LAI wANG dong Kan ， 
QIAN mian' Zhe Yi jING Jiao Zuo " Si QIAO yan yU " ， yE Shi 
qing Er SHI Si jING zhi yi 。 mEI dang " shan Se kong YING 
yU Yi QI " zhi Ji ， lING Lve de' jING Zhi Shi " Si QIAO fei Kua 
yan Wu lI " 。 Zhan Zai Zhe Zuo LOU Shang Da jia KE yI Kan 
Dao NAN Mian yOU chun bo QIAO 、 Da HONG QIAO ， bEI 
Mian yOU CHANG chun QIAO ， xi Mian yOU LIAN hua 
QIAO 。 kE Gui de' Shi Si Zuo QIAO de' XING Zhuang HE Se 
cAI Ge Bu xiang TONG 。 Zhe Zuo LOU tong Guo Dui jING 
SHOU fA bA ZHI cHI zhi Nei de' Bu TONG QIAO jING zHAN 
Xian Zai YOU Ke Mian QIAN ， TONG SHI You jiang HU 
Shang feng guang XIAN jie qI LAI ， SHI Fang SHI shou ， 
yOU fen yOU HE ， sHI mEI YI Ge jING qu dou CHENG Xian 
chu Bu TONG de' feng Yun 。 Zhe lI DE Dao QIAN LONG 
HUANG Di Te BIE sHANG SHI ， yONG shi Zuo Fu duo 
pian ， Yu bI qin Zeng " Qu YUAN " 。  
Guo le' xIAO HONG QIAO ， wO men' Jiu Dao le' xIAO jin 
shan le' 。 yOU REN shuo ： HANG zhou yOU xi HU ， YANG 
zhou yOU Shou xi HU ， Zhen jiang yOU jin shan ， YANG 
zhou yOU xIAO jin shan 。 YI Ge Shi " Shou " ， YI Ge Shi " 
xIAO " ， zEN me' YANG zhou REN Zhe me' qian xu ， CONG 
dENG JI Shang LAI shuo ， Si hu zONG Shi bI BIE REN Cha 
le' Yi dENG ne' ? WEI cI ， wO men' YANG zhou GUO Hua 
Yuan de' lAO Yuan zHANG lI Ya RU Zhuan xIE le' Zhe Yang YI 
Fu Dui zi' ： " Jie qU xi HU Yi jIAO kan kua QI Shou ， YI LAI 
jin shan Ban dIAN HE xi hu xIAO 。 " Zhe lI xu Yao zHI chu 
de' Shi " Shou WEI MIAO tiao' ， xIAO DE jing qIAO 。 " 
YANG zhou REN de' Te dIAN Jiu Shi Zai MO fANG ta REN de' 
dong xi' SHI NENG BU Luo yin XI ， yOU Zi 2 DU Dao zhi 
Chu 。 SHI Ji Shang " xIAO jin shan " Shi HU xin Zui Da de' 
DAO yU ， SU cheng xIAO jin shan ， SHI WEI Er SHI Si 
jING zhi yi de' " MEI lING chun shen " 。 Xian Zai de' xIAO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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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 Shi Shou xi HU Shang Jian Zhu Zui jIN Mi de' Di fang' ， 
Shou xi HU Zui zAO Jian YU sHI shu Ji zAI de' Jian Zhu " feng 
TING 、 chui TAI 、 QIN Shi 、 Yue guan " ， Xian Zai QUAN 
Bu dou JI zhong Zai Zhe ge' dAO Shang 。 xIAO jin shan dING 
Shang de' Jian Zhu feng TING Shi Shou xi HU de' Zhi gao 
dIAN 。 ta Jiu Shi Zhu MING sAN WEN jia zhu Zi qing xian 
sheng' sUO shuo de' " Shou xi HU Kan sHUI Zui hAO ， Kan 
Yue yE po DE YI de' Di fang' 。 " feng TING Shang mian' yOU 
Yi FU YING LIAN " feng Yue WU bian ， Dao cI xiong HUAI 
HE Si ； TING TAI yi Jiu ， Xian ta yan sHUI QUAN shou " 。 
feng TING Zhe ge' MING zi' Jiu Shi qU Zi YU Shang Xia LIAN 
Di YI Ge Zi ER DE MING de' 。 YOU cI kE Jian ， Zhan Zai 
xIAO jin shan dING Shang sUO lING Lve de' jING Zhi Shi fei 
CHANG mEI de' ， " shan BU Zai gao ， Gui Zai CENG Ci 。 
sHUI BU Zai kuan ， qu ZHE ZE Miao 。 " Zhe Jiu Shi Shou xi 
HU HE xIAO jin shan de' Miao chu' 。  
MEI lING chun shen Shi qing QIAN LONG Er SHI Er NIAN 
(1757 NIAN )' zUO You Li Yong kai wa LIAN hua gENG xin HE 
de' tU REN gong dui CHENG de' 。 Ju shuo dang chu tui tU 
CHENG shan SHI ， xi dui lUU ta ， san NIAN Bu CHENG ， 
du gong yE fei CHANG ZHAO JI 。 YI Ci Shui Meng zhong Kan 
Jian guan Di Dai lING Shi bing dA MEI hua zhuang ， JI jiang 
Mu zhuang jI Ge Yi zU dA Ru HE xin ， RAN Hou dui tU JI kE 
Bu ta 。 ta mENG RAN jing xING ， Li JI An guan Di sUO Shi 
Qu Zuo ， SHI tian Hou gUO RAN dui CHENG 。 WEI gAN 
Xie guan Di tuo Meng ， du gong Te Zai cI Jian Zao le' guan Di 
Miao 。 guang Xu NIAN jian CHONG xiu SHI gAI guan Di 
Miao WEI HU xin Luu Si 。 Hou LAI yOU REN jiang HU xin 
Luu Si de' shan MEN chai CHU ， TI MING xIAO jin shan 。 
guan YU " xIAO jin shan " Zhe ge' MING zi' ， yOU Zhe Yang 
YI Duan CHUAN shuo 。 dang NIAN YANG zhou HE Zhen 
jiang de' lIANG Ge HE shang' XIAN LIAO SHI ， Zhen jiang 
HE shang' Fu shi shuo ： " qing sHUI yE Yan YANG zhou SU ， 
duo sHAO feng LUAN BU Guo jiang 。 " ER YANG zhou HE 
shang' Bu TONG Yi Zhe zHONG shuo fA ， YU Shi lIANG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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