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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西湖梦 

作者 | 余秋雨 赏析 | 周秀义 
【编者寄语】 

此篇散文与一般写西湖的文章有所不同，作者没有单单把西湖作为一种自然景观去描
写，也没有刻意诗化、美化西湖，而是从文化理性角度进行审视。作为人文景观,西湖独具内
蕴，具有层次丰富而意蕴厚重的特征。作者以隽永的笔触，别具一格，理性地挖掘了西湖四
个方面的深刻内涵。读此文，你会清晰地感觉到：深而不涩，表达上深入浅出；深而不晦 ，
思路上清晰可循。读着，你会受到非同寻常的文化熏陶;读罢,你会对大美西湖有了更深层次
的理解。 

【披文入情】 

西湖梦 

古老的游览胜地西湖，在
作者笔下有怎样全新的解
读？以“梦”为题，有怎样
深刻的意蕴？ 

①西湖的文章实在作得太多了，作的人中又多历代高
手，再作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
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
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欲扬先抑。凸显“某种归结
性的意义”，提挈全文。 

②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折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
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上面清
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
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
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
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联想一：由画扇写起，亲切
自然。西湖的美成为作者
儿时的梦，水到渠成地引
出踏访西湖而产生的文化
感悟。 

③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
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④的确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
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
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⑤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
过于玄艳的造化，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
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 

 

⑥西湖成名过早，遗迹过密，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
非常稠厚的所在。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
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
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联

一. 西湖是中国文化中具
有丰富意蕴的重要意象，
也是历朝历代许多文化人
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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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二：日本使臣并不相信真的有西湖存在，说明早已声名远
播的西湖远比图画中的更美。） 

⑦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
人格的集合体。  

⑧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佛教胜迹最多，不
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
岭。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宁静淡泊的
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
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⑨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
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
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 

拟人手法。通过“嫣然一
笑”这一极具动作性、人
格化的词语，将西湖兼容
科学理性精神等各种思想
的特点生动贴切地呈现了
出来。 

⑩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
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
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 

从西湖出发的游客与鲁迅
笔下的过客进行形成鲜明
对比：一个悠闲自在，以西
湖为信仰寄托，精神世界
丰富；一个衣衫破烂，急匆
赶路，精神迷茫。 

⑪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
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
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
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修缮，修缮，再修缮。（使用反复
修辞手法。通过“景点”“修缮”两个词语的反复使用，增
强了作者抒情的语势，强化突出了西湖的景点对传统文化、
历史的消解。） 

联想三：由“西湖的盛大”
联想到“中国文化人格的
集合体”。事例丰富，意蕴
深刻，引出下文。二.西湖
是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
体，它以博大的胸怀将各
种思想兼收并容，融为一
体。 

⑫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
堤。两位大诗人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浚湖筑堤，
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清人查容咏苏堤
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就白居易、
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
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他们有他们比较硬
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
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
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
处装上拆下，极偶然地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
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
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使用借喻手法。“僵硬机
体”喻指封建王朝，“被
随处装上拆下”的“零
件”喻指在政治上失去自
由的白居易、苏东坡，这里
形象地写出了他们精神世
界遭受到的迫害，表现了
作者极大的惋惜。 

⑬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
出来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 20年，
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
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
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
追随的。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哪儿找不到几丛花树、
几只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扮作半个林和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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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容易不过的。…… 

⑭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
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
了总体上的不道德。 

作者对林和靖的选择是持
否定态度和不满的，认为
那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不负
责任的表现。 

⑮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
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联想四：写白堤和苏堤，联想
到白居易、苏东坡两位文化名人与避世安逸的林和靖，彰显
前者的天下意识、主体精神。） 

三.西湖凝聚着中国历代
文化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担当，白居易、苏轼修筑白
堤、苏堤肩负使命，筑成生
命长堤，影响后人。 

⑯文西湖所接纳的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
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因此在中国人的精
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
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 

 

⑰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
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是，法海逼白
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拼着生命大
声呼喊：人!人!人! 

 

⑱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
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
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
的怆然象征。 

 

⑲1924 年 9 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
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鲁迅的朋友
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
“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鲁迅的朋友—
—一些觉醒的“五四”文化闯将，强烈追求生命自由的意
识。）（联想五：由西湖联想到“白娘娘”，引出对追求生
命自由的阐释。） 

四. 雷峰塔等人文景观和
白娘子所代表的对真正的
普通人的生命价值的追
求，成为民族精神界的怆
然象征，而具有了永恒价
值。 

⑳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
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 

五.结尾。与开头形成对
比，看似矛盾，但显示西湖
在作者心中的地位和作者
的文化责任担当，突出了
文章的主旨。 

来源：（有删改） 
作者：余秋雨  

余秋雨对文化人格存在内蕴的深刻探寻，已经突破了散
文长期被拘禁于个人生活琐事及人生常态的狭窄视界，冲破
了散文以所谓“小感触”“小哲理”见长的旧审美规范，而
以启人深思的力度实现了散文界追求多年的审美超越。多少
文人作家写过西湖，但真正从西湖的碧水柔波看出它在中国
人文景观上独具的内蕴的又有几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
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只是人对自然的浅层次情感反应，只
有以这种激动为情感唤起，并能进而深刻地体悟自然独具的
人文内涵，生命意味者才真正感知了自然的生命力。层次多
而厚重是《文化苦旅》的一个创作特色，《西湖梦》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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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的厚重感。 

节选自施旸《简析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创作特色与文化
内涵》 

 

【文章珠玑】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
透了，隐居孤山 20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
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哪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只飞禽呢？
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思考探究】 

1.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上常运用修辞手法，以使语言凝练，更富表现力。请你从文中画线句中任
选两处进行分析。(4 分) 
2.文本二阐述了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中突破旧有的“个人”审美规范，实现了审美超越。西湖在
中国人文景观上独具内蕴，具有层次多而厚重的特征。请结合文本一，对西湖具有的“人文内
涵”进行分析。(6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北省卢龙中学 周秀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