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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福州的西湖 

作者 | 郁达夫 赏析 | 徐建华 
【编者寄语】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人杰则地灵。福州西湖，作为福州的名胜，千百年来留下了包括郁
达夫在内的无数文人骚客的足迹与诗文。幸有你来，山水不孤，他们的造访与吟咏，为清浅的
福州西湖增加了文化的深度。 

风景在心，境由心造。看惯了故乡杭州浩渺无际的西湖，福州西湖委实“湖面太小了一点”，
但在郁达夫眼中，那一汪湖水，一片远山，一城故事，也别有一番“楚楚可怜”的滋味。 

让我们随着郁达夫的笔触，走进福州西湖的湖光山色之中，去欣赏一幅古典的、充满诗情
禅意的写意山水画，感受一位纤细、多情的文人的情怀吧！ 

【披文入情】 

福州的西湖  

①天气热了之后，真是热得不可耐，而又不至于热死的
时候，我们老会有那一种失神状态出现。（“热死”“不可
耐”,俨然生活的“实录,语言质朴，口语化。）茫茫然，浑
浑然，知觉是有的，感觉却迟钝一点；看周围的事物风景，
只融成一个很模糊的轮廓，对极熟悉的环境，也会发生奇异
的生疏感，仿佛置身在外国，又仿佛是回到了幼小的时期，
总之，是一种半麻木的入梦的状态。 

开篇写天气热的时候，人
处于一种恍惚如梦的状
态，为下文做铺垫。 

②与此相反，于烈日行天的中午，你若突然走进一处阴
凉的树林；或如烧似煮地热了一天，忽儿向晚起微风，吹尽
了空中的热气，使你得在月明星淡的天盖下静躺着细看天
河；（语言风格为之一变，“月明星淡”“细看天河”，静
谧唯美，充满诗意。）当这些样的时候，我们也会起一种如
梦似的失神状态，仿佛是从恶梦里刚苏醒转来的样子，既不
愿意动弹，也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陶然泰然，本不知道有
我，更不知道有我以外的一切纠纷。（写出了人生中一种慵
懒舒适的感受，陶然忘我的境界。）这两种情怀，前一种分
明有不快的下意识潜伏在心头，而后一种当然是涅槃的境
地。（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在福州，一交首夏，直到白露
为止，差不多每日都可以使你体味到这两种至味。 

用烈日下的中午走进阴凉
的树林的感受和上文炎热
中麻木如梦的两种感受—
—炎凉两重天，来形容对
福州的感受。 

③因为福州地处东海之滨，所以夏天的太阳出来得特别
的早；可是阳光一普照，空气，地壳，山川草木，就得蒸吐
热气。故而自上午八九点钟起，到下午五时前后止，热度大
约总在八十六七至九十二度（华氏温度。）的中间。依这一
度数看来，福州原也并不比别处特别的热，但是一年到头—
—十二个月中间，差不多有四五个月，天天都是如此，因而
新自外地来的人，总觉得福州这地方比别处却热得不同。在
福州热的时间虽则长一点，白天在太阳底下走路的苦楚，虽
则觉得难熬一点，但福州的夏夜，实在是富有异趣，实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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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留恋。假使要写起福州夏夜记事来，那开始就得这么说： 

④——太阳平西了，海上起了微风。天上的群星放了光，
地上的亚当夏娃的子女，成群结队，都走向西去。就因为在
福州的城西，也有一个西湖，是浮瓜沉李，（形容暑天消夏
的生活。）夏夜乘凉的唯一的好地方。（引出福州的西湖，
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写福州的炎热难熬，和夏夜
福州西湖的异趣。 

⑤没有到福州之先，我并不知道福州也有一个西湖。虽
则说“天下西湖三十六”，但我们所习知的，总只是与苏东
坡有关的几个，河南颍上，广东惠州与浙江杭州。到了福州
之后，住上了年余，闲来无事，到各处去走走，觉得西湖在
福州的重要，却也不减似杭州，尤其是在夏天。 

先抑后扬，先说福州西湖
的不为人知，后突出福州
西湖对于福州的重要。 

⑥杭州的西湖，若是一个理想中的粉本，（指画稿。）
那么可以说颐和园得了她的紧凑，而福州的西湖，独得了她
的疏散。（福州西湖之美，美在疏散。）各有点相像，各有
各的好处，而各在当地的环境里，却又很位置的得当。总之，
是一湖湖水，处在城西。水中间有一堆小山，山旁边有几条
堤，几条桥，与许多楼阁与亭台。远一点，是附廓的乡村；
再远一点，是四周的山，连续不断的山。（纯用白描，多用
短句，简洁洗练勾勒出福州西湖的概貌。）并且福州的西湖
之与闽江，也却有杭州的西湖与钱塘江那么的关系，所以要
说像，正是再像也没有。（类比贴切，以简驭繁，加深人们
对福州西湖的理解。） 

本段主要描写福州西湖的
概貌，侧重写西湖的水，表
现西湖的神韵。诗意盎然
的人文山水，摇曳多姿的
自然山水，同时也是作者
心境、以期意趣、情趣的外
化物化。 

⑦但是杭州湖上的山，高低远近，相差不多；由俗眼看
来，虽很悦目，一经久视，终觉变化太少，奇趣毫无。（用
杭州西湖的山缺少变化，反衬湖州西湖上的山，仪态万方。）
而福州的西湖近侧，要说低岗浅阜，有城内的屏山（北）与
乌石山（南），城外的大梦山祭酒山（西）。似断若连，似
连实断。远处东望鼓山连峰，自莲花山一路东驰，直到海云
生处。有时候夕阳西照，有时候明月东升，这一排东头的青
嶂，真若在掌股之间；山上的树木危岩，以及树林里的禅房
僧舍，都看得清清楚楚；与西湖的距离，并不迫近眉睫，可
也不远在千里，正同古人之所说，如硬纸写黄庭，恰到好处
的样子。（作者深谙禅意和山水画之道，福州西湖一带的湖
光山色，简直就是一幅古典的、充满诗情禅意的写意山水画。
“以我观物，则万物皆著我之色彩”，郁达夫笔下的山水风
物，无论是《故都的秋》，还是《福州的西湖》，均无明丽
浓艳之感，都呈现出淡淡的色调，疏朗清远的意境，作者叙
述描写时也显得特别沉静、从容，此段景物描写堪为郁达夫
笔法的“标配”，也折射出作者恬淡、平和甚至寡淡的心境，
以及崇尚冲虚的审美意趣。） 

本段主要描写福州西湖上
的山，由近及远，表现山的
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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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福州的西湖，因为面积小，所以十景八景的名目，没
有杭州那么有名。但是开化寺前的茶店，开化寺后从前大约
是宛在堂旧址的那一块小阜，却仍是看晚霞与旭日的好地
方。（如果说前面描写的是“面”，那么这里突出“点”，
突出写开化寺前这一景点。）西面一堤，过环桥，就可以走
上澄澜堂去，绕一个圈子，可以直绕到北岸的窑角诸娘的家
里，这些地方，总仍旧是千余年前的西湖的旧景。（可谓世
殊时异，而风景不殊。）并且立在环桥上面，北望诸山腰里
的人家，南瞻乌石山头的大石，俯听桥洞下男男女女的行舟，
清风不断，水波也时常散作鳞文，以地点来讲，这桥上当是
西湖最好的立脚地。（描写景物，视角多变，俯仰结合，远
近结合，写自然景物，也写市井人家。）桥头东西，是许世
英氏于“五四”那一年立“击楫”碑的地方，此时此景，恰
也正配。（“击楫”碑让人联想到祖逖“中流击楫”的典故，
然因湖面太小，使人难有击楫的勇气，暗藏了作者壮志难酬
的感伤。） 

移步换景，定点观察，聚焦
描写福州西湖上的几个景
点。 

⑨福州西湖的游船，有一种像大明湖的方舟，有一种像
平常的舢板，设备倒也相当的富丽，但终因为湖面太小了一
点，使人鼓不起击楫的勇气；又因为湖水不清，码头太少，
四岸没有可以上去游玩的别墅与丛林，所以船家与坐船的
人，并没有杭州那么多。可是年年端午，西湖的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总是人多如鲫，挤得来寸步难移；八月半的晚上，
当然也是一样。 

写福州西湖上的游船以及
游人如织的盛况。 

⑩对于福州的西湖，我初来时觉得她太渺小，现在习熟
了，却又觉她的楚楚可怜。（写出了我对西湖感受的变化。）
在《西湖志》的附录里，曾载有一位湖上的少女，被人买去
作妾；后来随那位武弁到了北京，因不容于大妇，发配厮养
卒以终。少女多才，赋诗若干绝以自哀，所谓“为问生身亲
父母，卖儿还剩几多钱？”以及“嫁得伧父（粗俗、鄙贱之
人，犹言村夫。）双脚健，报人夫婿早登科”等名句，（引
用诗句，写女子感慨遇人不淑，红颜命薄，使人哀婉低回。）
就是她所作。这一位可怜的少女，我觉得就是福州西湖的化
身；反过来说，或者把西湖当作她的象征，也未始不可。（郁
达夫的山水游记，往往并不单纯模山范水，而是常常多情善
感,或吟咏诗句,或拈取典故，恰到好处地穿插在游记中，不
仅使山水更富灵性，更具妙趣，而且赋予山水以厚重的人文
底蕴。山以贤称,境缘人胜，奇丽的山水作为自然景观,具有
自身的审美价值，如果有人文因素丰富其内涵,山水自然与
人文景观则共同构成审美对象,往往更具魅力。） 

文末引用《西湖志》的记
载，既以人喻湖，强化了湖
的特征，又以湖喻人，在风
景的品味中增添了幽远的
人文情怀。 

（有删改） 
作者：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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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珠玑】 

总之，是一湖湖水，处在城西。水中间有一堆小山，山旁边有几条堤，几条桥，与许多楼
阁与亭台。远一点，是附廓的乡村；再远一点，是四周的山，连续不断的山。 

远处东望鼓山连峰，自莲花山一路东驰，直到海云生处。有时候夕阳西照，有时候明月东
升，这一排东头的青嶂，真若在掌股之间；山上的树木危岩，以及树林里的禅房僧舍，都看得
清清楚楚；与西湖的距离，并不迫近眉睫，可也不远在千里，正同古人之所说，如硬纸写黄庭，
恰到好处的样子。 

【思考探究】 

1.本文看似闲笔信至，实则逻辑自然，思路井井有条，请简要赏析。 
2.本文虽为描写福州西湖的游记，但绝不平铺直叙，而是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式，意到笔随，
使文章摇曳生姿，请简要赏析。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湖北省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徐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