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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南宋林㟽营治潮州西湖中的公共性特征
The Publicity of Chaozhou Westlake Developed by Lin Biao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摘要：潮州西湖是古代潮州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地，兼具农业水利灌溉功能，是一个复合的风景基础设施，与古代潮州

发展息息相关。南宋庆元年间，潮州知州林㟽对潮州西湖进行了一次山水结合的风景营治。通过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

分析了林㟽营治潮州西湖过程中的申报程序、建设目的、主要建设内容、风景游赏行为等内容。探讨林㟽在潮州西湖

营治过程中所反映的，风景建设的程序合法性来源、公共风景建设和游赏活动、风景建设结合水利灌溉的公共服务内

容等公共性特征，认为林㟽针对潮州西湖的风景营治，是一次古代“公共政治”主导下的风景基础设施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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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ozhou Westlake was a famous scenic spot with function of irrigation in the ancient Chaozhou, which was a 
compound landscape and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Chaozhou. During the years of Qingyuan in 
Southern Song, Lin Biao, the prefect of Chaozhou, conducted a landscape development of the Chaozhou Westlake integrating 
mountains and lakes. Through historic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construction intention, 
the major construction content, the travelling and sightseeing of Westlake developed by Lin Biao. And the paper concludes 
its publicity characteristic, including the legitimacy of its landscap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travelling and sightseeing of the 
public landscape and the landscape development integrated with the public function of irrigation. Further, it impli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aozhou Westlake by Lin Biao is a public-politics-oriented practice of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nci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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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西湖，现为潮州市西湖公

园，位于潮州市环城西路中段，占

地面积 267 hm2。古代潮州城依山带

河，山水环绕，潮州西湖原为潮州

城西边的韩江支流，唐代中后期潮

州修筑北门堤后，西湖所在水道和

韩江分割开，于是溪化成湖。
唐宋时期，潮州西湖持续发展

建设，其中，南宋林㟽的营治是一

个关键的转折点。林㟽自南宋庆元

四年（1198年）至庆元六年（1200年）
在潮州任主官 3 年，任职期间疏浚

潮州西湖。《全宋诗》中留有林㟽

的诗《重辟西湖》二首和《题西湖

山石》二首（图 1），既表达了其

对工程落成的喜悦与豪迈，也展示

了其惠泽邦人后的满足感 [1]。
在林㟽营治之前，潮州西湖的

山水空间在观念上分为西湖山和西

湖。林㟽的这次营治，融合了潮州

西湖的山水空间，从而确立了古代

潮州西湖山水伴城的基本形态。对

西湖山和西湖的营治，分别在黄景

祥的《湖山记》（以下简称“《黄

记》”）和许骞的《重辟潮州西湖记》

（以下简称“《许记》”）有相关

记载。《许记》凝练了林㟽营治潮

州西湖的 3 个意义—“一以祈君

寿，二以同民乐，三以振地灵，起

人 物” [2]82。这 实 际 指 出 了 林㟽此

次营治潮州西湖中的 3 个“公共性”
特征。

1 放生池“以祈君寿”

1.1 营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宋代放生池制度起源于北宋真

宗时期，沈杨认为“以西湖为放生池”
包含有儒家统摄佛教的考量 [3]。南

宋高宗延续这个制度，绍兴十三年

（1143 年），潮州官员奉诏寻找放

生池，而“潮于西山之麓，淹烟湖

余壤，仅存步亩，莲沼以奉约束”[2]72。
可见，南宋初期潮州西湖已经基本

消失，这样的情况延续了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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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恢复放生池的建设是林

㟽此次营湖的首要工作—“我公

莅止，奉天子教条，遍行岭海。又

欲以及民者及物，虽天子万年不待

祈，又欲鳞介羽毛，皆涵圣恩，以

期圣寿，与湖山相无穷，则公于是

乎乐在君也”[2]82。潮州《三阳志》
记载了此事：“沿湖载柳种莲，作

亭于湖，以为放生祝圣之所”[4]506。
宋代《潮州图经》记载：“西湖，
州之西旧有湖。祝圣放生亭在焉。
庆元已未，林侯㟽，尝兴是役，民至

今思之。越数年湮塞如故”[4]506。大

致可以说明，林㟽此次营治潮州西湖

的目的之一便是将其作为放生池。
潮州西湖在潮州城外，宋代针

对州府城市近郊空间区域的管治，
主要有 4 个方面：1）营建工程必须

要上报，需要有明确的预算和质量

要求；2）堤防津渡等水利设施和

水资源必须要妥善治理；3）官员

对城市近郊的空间区域的管治负有

责 任；4）强 调 保 护 环境，禁止乱

采伐 [5]。根据《宋刑统 • 擅兴律》
的法条文，兴造池亭宾馆类的建筑，
必须要申报和合乎时宜，不得在非

农忙时节进行，“若作池亭宾馆之

属及杂摇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

使十庸以上，坐赃论”[6]。因此，
将潮州西湖作为放生池来建设，符

合当时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要求，
利于工程项目上报。

这样的做法并不孤立，参照南

宋赵汝愚营治福州西湖，也是借助

放生池的契机而顺势营造一系列风

景建筑，“兼照得本州旧无放生池，
如蒙朝廷许从今来所请，仍乞将上

件西湖至南湖一带，尽充本州放生

池，禁 止 采 捕，仰 祝 两 宫 无 疆 之

寿”[4]489。

1.2 生态维持的政治保证

“两宫”即指皇帝和太后（或

皇后），宋代放生活动一般于佛诞

日、皇帝寿辰、太后寿辰等特定日

子进行祝圣活动。宋代开国时，就

确立了宋皇与佛主同等地位。赞宁

把宋太祖当成“现在佛”，认为佛

主是“过去佛”，以“现在佛不拜

过去佛”为理由，提出皇帝不要拜

佛主，并使之成为制度 [7]。因此，
建设放生池作为一项制度，目的是

通过在佛诞和皇帝生辰均举办放生

活动，进而强化宋皇是人间佛主的

政治意图。这样的做法赋予了放生

池政治上的意义。
王大宝在《放生池记》中记载

南宋潮州的放生活动，主要是在放

生池中放生鱼类和鸟类 [2]72。这种放

生活动被今人认为有着生态含义：
将西湖或某一区域作为放生池或放

生所，往往也同时禁止在这些场所、
区域捕猎，实际上也等于将这些场所、
区域作为生态保护区保护起来 [8]。
以皇帝的名义兴建放生池，目的是

借用皇帝权威来获得营治合法性，
这是维持这个“生态区域”的政治

保证。
在林㟽营治潮州西湖之前，西湖

曾被当地居民侵占为田。“湖山之下

有西湖，久已湮塞，居民占田。林侯

㟽从邦人之请，开浚之 [4]506”，说

明导致潮州西湖消失的原因主要在

于侵湖为田。 
林㟽在《重辟西湖（其一）》

诗中写到，“欲借禽鱼祝君寿，君恩

宽大此诚微”，指出建设放生池主

要是为了与皇帝祝寿，并在湖滨南

建设放生亭，作为放生仪式使用。
这个做法对侵湖占田的行为起到约

束，从而确保潮州西湖的湖面维持

和湖山空间的形成，进而实现在湖

山之间的“以同民乐”。

2 湖山明丽“以同民乐”

2.1 风景营治的主要措施

在林㟽营治之前，由于上山道

路被野草、灌木遮盖，樵夫伐木，
儿童、老人在湖山间放牧，对这些

行为缺乏管治，逐步导致了湖山风

景的破败 [9]135。为恢复这一地胜景，
林㟽与副手廖德明共同商议，进行

风景建设。
林㟽对西湖山的风景治理措施

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首先是开辟

景观道路，填补沟壑，移除阻碍物，
砌筑登山步级，“堑者夷之，翳者

剔之，崎岖者砌而级之”。其次，
在路边“植以松竹，杂以花卉”。
最后，在登山步道上“复筑三亭，
以便游憩”，分别是半山腰上的云

路亭，在雁塔东边的东啸亭，接近

图 1  潮州西湖山上遗留林㟽诗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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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处的立翠亭 [9]135。
林㟽对西湖的风景治理也主要

集中在 3 个方面。一是在湖中建三

亭，“滨于南日‘放生’，介于中

曰‘湖平’，跨于山之侧曰‘倒景’”。
二是围绕潮州西湖开辟道路，解决

了之前绕湖无路的问题。三是在潮

州西湖中间架设虹桥一座，从湖平

门出发连接西湖两岸，湖面也得到

扩大，“南北相距倍于昔”[2]82。

2.2 开放共享的“公共”空间

西湖山自古就是对游人公共开

放的地方，“昔时诸公登临赋咏，
磨崖纪石，遗迹尚存”[9]135。潮州

西湖的风景营治完成之后，林㟽、
廖德明等官员们同样没有将其进行

封闭管理，而是作为供给州民使用

的公共空间。黄景祥以欧阳修在琅

琊山时的景象为例，指出这个湖山

空间是开放与官民共享的，“昔滁

之郎邪，下有娘泉，太守欧公亭其

上⋯⋯醉而与滁人游以相乐也，滁

之山水因以名胜。然则林公于湖山，
殆亦欧公之于郎邪也夫”[9]135。此外，
根据南宋端平二年（1235 年）《潮

州图经》记载，潮州西湖周边分布

的寺观庙宇大致有二圣宫、东岳宫、
净慧寺、五王庙、万寿庵等 [10]，这

些寺庙的存在匹配了潮州西湖的放

生池功能（图 2）。宋代西湖山中

还有立碑告示，禁止人们破坏西湖

山 [11]。说明宋代潮州西湖在潮州官

府的管治范围内，对游人公共开放。 
2.3“官民”共赏

宋代的公共游赏活动有着广泛

的社会基础。南宋时期的游园活动

较为兴盛，各阶层人士都广泛地参

与到类型多样的游园活动中 [12]。根

据《黄记》中“斯时也，吏不踵门，
村无吠犬。阖郡之人，以恬以嬉。
相与具盘飧，罗樽垒，以穷登览之

胜。饮者酡颜，歌者呕哑，舞者抃

跃。朝而往，夕而归。而公之与卒，
和若一家。待僚属也亲若朋友，爱

士民也不翅若子弟”，和《许记》
中的“中造小舟，邀宾命酒。荷香

逦迤，时度管弦中。邦人乐公德，
段公每游柳边竹下草际苔中，涌觞

布席而坐，公酒未竟，终不去”，
以及比照林㟽《重辟西湖（其二）》
中的记载，可知竣工之时，阖郡上

下，父老同欢。
从《许记》和《黄记》中可以

看出，这里面游览之人的社会身份

十分广泛，有吏、卒、僚、属、士、
民等。要注意的是，这个“民”很

可能不是今天所理解的“老百姓”。
宋代户籍制度管理按有无田地分为

主户（地主、自耕农）、客户（佃

户），主户分五等，即五等分户制，
一二三等为中上户，四五等为下户。
宋神宗曾指出，“天下中下之民多

而上户少”[13]，因此有田产的主户

才是一般意义的“民”，无田产的

客户被称之为“丁”，在户籍管理

中入丁籍 [14]。林㟽在潮州西湖中“与

同民乐”，“稻香月白，春色满城，
我公政暇，停舻举白，民亦熙熙陶

陶，鸣俦缀赏”[2]82，与其一同游赏

的这些“民”应该是有着田产的主

户们。他们占有田产，急需水利设

施灌溉农田，林㟽对潮州西湖的营

治包含着水利设施的建设，因而得

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3 政治昌明“以振地灵，起人物”

潮州自古就有“凤凰山啸西湖

平，代代出公卿”的古谚。“凤凰

山啸”是指风吹过凤凰山发出的声

响。潮州夏季盛行东南风，水汽遇

凤凰山所阻，然后冷凝形成降水，
确 保 了 潮 汕 平 原 农 业 生 产 灌 溉 安

全。“西湖平”便是指潮州西湖的

水位能够较好地保持，这样下游田

亩便可以得到灌溉。农业稳定，经

济发展，潮州一地自然就有了“代

代出公卿”的机遇。

3.1 农田水利灌溉的功能

在庆元之前的历史记载中，潮

州西湖的尺度都比较小，王大宝记

载“仅余步亩”。薛利和的《西湖亭》
中“泛出芰荷钱万叠，洗开杨柳眼三

眠”，指雨后潮州西湖漂浮万余朵荷

叶，尺度约四五亩（3  000  m2）塘池。
到 林㟽就任时，西湖已经只剩下小

溪流了。林㟽通过铲除多余土壤和杂

草灌木，引流而增大湖面 [2]82，结合

下文所记，具体指潮州西湖在南北

方向的距离被扩大了数倍。因此，
需要有堤坝设施来维持湖面。“绕

湖、东西古无路”[2]82，就需要在潮
图 2  南宋端平二年《潮州图经》中潮州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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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西湖南北侧修建跨湖的道路，新

修的路很可能是个堤坝。综合来看，
林㟽此次营治活动，应该是完善了

潮州西湖南北两侧的渠坝堤闸等水

利设施，从而稳定了湖面，获得了

数倍于前的效果。
湖面的维持，除了有放生池和

风景游乐功能之外，便是服务于潮

州西湖南侧下游的农业灌溉。林㟽

在《题西湖山岩二首（其一）》中

写到，“坐从对高舂放衙，舂米和

石也穿芽。鸥边云阔三千顷，树杪

烟横数万家”，所描写的便是西湖

下游稻田景观，其还特别叮嘱后人

一定要维护好西湖风景，“贮月未

圆松琐碎，怯风无力竹欹斜。叮咛

好护湖山景，养得阴成宿莫鸦”。
60 年后，南宋开庆元年（1259 年）
潮州知州林光世再次营治西湖时，
发 现 西 湖 南 边 的 田 亩 分 属“豪 户

三十八家”[4]506，这也侧面说明了

林㟽营治后的潮州西湖具有服务农

业生产灌溉的功能。
从这个意义出发，古代潮州西

湖作为一个风景游赏结合农业水利

灌溉的综合性风景基础设施，与古

代潮州的发展息息相关。

3.2 地方文脉的传承与象征

黄景祥认为，潮州西湖这般“洞

心骇目”的风景，经由林㟽治理后

而“一朝阐露”，这其中既有凭借

湖山间山水风景的客观因素，也有

着人的主观营造介入的因素，“得

非天造地设，固有自然之境，必得

人而后与耶？”[9]135 黄景祥的观点

反映了一种自然主义（naturalism）
哲学的认识，即这种基于自然山水

之间的营治实际已经将山水从纯粹

的自然中抽离了出来，从中赋予了

人的主观认识。 因此，虽然潮州西

湖是以自然山水为本底来进行风景

营造，但其风景呈现仍然是人在自

然山水中不断积累的主观认识，并

通过历史的发展逐步转化为地方文

化的一个象征。
潮州文化中认为本地区儒家文

化起源自唐代韩愈。林㟽在《题西

湖山岩二首（其一）》中的第一句“咫

尺移文唤即应，此亭便可配韩亭”，
就自比韩愈，认为自己是韩愈的继

承者；第二句和第三句描述了湖山

风景；最后一句“云烟满目皆亲种，
留与邦人作画屏”点题，表达了风

景经由历代营治而成为潮州文化的

传承与象征。
南宋林㟽之后，历史上记载南

宋 时 期 对 潮 州 西 湖 的 营 治 还 有 数

次，“湖山久堙塞，亭亦废。孙侯

叔谨，复加疏治，筑湖心故亭，扁

以瀛岛。丙午，陈侯，重建放生亭，
寻皆颓圯。开庆已未，林侯光世浚

旧湖，开新湖，亭馆相望，遂为登

览之胜处”[4]506。
许骞引用“山啸湖平公卿之谶”，

指出潮州西湖作为潮州的历史遗迹，
重辟之后，将不断地出现大量的官

位或有声望的士大夫 [2]82。从潮州的

历史发展来看，林㟽营治西湖之后，
潮州也确实是“洋洋迭出”了大量

“缨緌之徒”。及至明代，潮州的

唐伯元被誉为“岭南士大夫代表”，
唐伯元本人也亲自参与了潮州西湖

的治理，著有《平湖记》一文。
潮州西湖的风景营治是基于自

然山水本底的历时营治。在这个过

程中，潮州西湖逐步从一个单纯的

风景空间、水利设施中脱胎出来，
成 为 古 代 潮 州 地 方 重 要 的 文 脉 象

征。这个风景营治展现了地方治理

的实绩，体现了皇朝政治的昌明，
有着明确的“公共政治”内涵。

4“公共政治”主导的古代风
景基础设施建设

南宋林㟽对潮州西湖的营治，
第一次完整塑造了潮州西湖的湖山

空间格局。在林㟽之前，唐代李皋、
李宿等就开始在西湖山进行亭阁建

设，宋代于九流、陈尧佐、王汉、
鲍粹、黄定等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

建设。林㟽之后，孙叔瑾、陈炜、

林光世等又继续营治。他们作为潮

州地方官，对潮州西湖的营治行为

实际代表了潮州官府的施政措施。
即使在今天看来，对潮州西湖

的 山 水 空 间 进 行 风 景 建 设 都 是 一

个十分复杂的事情，需要潮州市政

府来统筹协调和管理。宏观上，负

责此事的人必须对潮州城与近郊山

水的空间格局有着足够的认识和判

断，这就要求负责人有能看到包含

城防、山水、人口内容的“舆图”

（机密）的权限。中观上，负责人

要有调动或者协调潮州和下属三县

各项资源的能力，完善各项审批程

序。微观上，负责人还需要有一定

的文化审美意识和工程建设上的判

断力。这就决定了在宋代，对潮州

西湖进行营治的行为并非一般居民

可以进行，必然是潮州官府的施政

措施。从历史来看，古代潮州官府

的介入支持，是潮州西湖历时千余

年不断营治的根本原因。

“山与水相接，民与守相忘”，
林㟽以重辟西湖为放生池之举为君

祝寿，君为父是基本的儒家宗法伦

理，作为子民向君父祝寿是本该如

此，何以要与民同乐，共享湖山胜

景？许骞为林㟽总结到，“湖山之

乐，古风流骚雅士，往往以此写幽

兴，寄啸咏，而于君民之际或略焉。
若使身安江湖，心忘魏阙，主意上

宣，王泽下壅，是湖也，欲乐得乎？
峣榭岑青，里闬潇条，画艎宫羽，
稚耋怫郁，是湖也，欲乐得乎？”[2]82

清晰地表达了林㟽此次营治潮州西

湖是连接朝廷和民众的政治行为。
风景营治所呈现的太平盛世，正是

对君王生日最好的贺礼。
综上，南宋时期潮州知州林㟽

对潮州西湖的风景营治，是我国古

代地方风景的一次“公共”建设，
由“公共政治”主导。潮州西湖的

营治是由潮州一级行政机构作为主

体来完成的，潮州官府是代表一地

的“公共机构”。从目的上看，营

治潮州西湖也确实是含有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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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这种公共是相对私人而存

在的，从而获得了政治正当性来施

行营造和管治。从实际的使用上看，
潮州西湖的服务对象就是潮州及其

附郭县的居民，作为风景空间也是

对公众开放，可以理解成是一项“公

共”服务。转译成现代语境便是，
地方官员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

强化政权的合法性，进而形成对南

宋皇权的政治维护，包含着明确的

政治意图。从这个意义来看，林㟽

此次风景营治实际是一个以放生池

建设为主导，结合公共风景游赏与

农业水利生产的“古代风景基础设

施”建设实践。除此之外，包括福

州西湖、杭州西湖、惠州西湖等在

内的其他古代州府园林，均有着类

似的风景营治实践，还值得继续深

入研究和探讨。

注：图 1 为作者自摄，图 2 来自参

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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