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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惠州西湖作为岭南州府园林的典型个例，在跨越千年的演

进过程中逐渐沉淀出与时间的显性关系，是历时演进的州府风

景。基于岭南州府园林视角，运用历史研究法，引入“层积”概

念，以古代惠州西湖为研究对象，归纳其延续性特征的基础为历

代州府接续建管与“发现—建设—游赏—传颂”风景营建迭代循

环；总结其延续性特征的结果为单要素演变和各要素整体状态叠

合的空间层积与跨越时空情景“逝反”的文化层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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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izhou West Lake,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Lingnan 
Municipal Landscape, gradually precipitated a dominant relationship 
with time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ver the millenniu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ngnan Municipal Landscape, this paper uses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layering" to study the 
ancient Huizhou West Lake. The basis of its continuity characteristics 
is summarized as successiv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ate 
capital, as well as the iterative cycle of "discovery-construction-
tourism-disseminatio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of its 
continuity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as the spatial layering of 
single element evolution and the overall state superposition of each 
element,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layering that spans time and space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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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岭南州府园林视角的古代惠州西湖延续性特征研究
Continuity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Huizhou West Lak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nan 
Municip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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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典园林存在并发展了2 000余年，但岭南古典

园林的理论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1981年刘管平首

次提出“岭南州府园林”的概念 [1]，弥补了岭南古典园

林分类体系中大型城郊山水园林的空缺。1992年肖毅强

提出岭南州府园林的首个明确定义：“傍州府之地，依

凭岭南独具之瑰丽山水，经历代州府仕人修凿经营，文

人骚客营构题咏，贬官谪客留迹遗贤，同时为民众提供

水利生产、交通生活之利，略带公园性质，官民共享的

风光胜地，不妨称之为岭南州府园林，以便把这类半由

天然，半因人巧的园林分别于一般的自然山水名胜 [2]”。

2000年刘管平、孟丹以杭州西湖与惠州西湖为例，将岭

南州府园林概念外推至江南地区 [3]。2009年刘管平提出

岭南古典园林包括皇家园林、州府园林、寺观园林、私

家园林4个部分 [4]。陆琦、林广臻等学者亦推进研究，突

出了岭南州府园林与州府的隶属关系及其衍生特征 [5]。

目前，岭南州府园林理论体系处在持续但缓慢地完

善之中，典型个例研究的数量亟待补充。岭南州府园林

概念肇始于对古代惠州西湖的研究，古代惠州西湖是岭

南州府园林的典型个例 [1]。但是，目前关于古代惠州西湖

的讨论集中在文化、空间、要素3个方面，仍缺少关于惠

州西湖在历史变迁中表现出的特征研究。基于岭南州府

园林视角研究古代惠州西湖的延续性特征，有利于进一

步认知州府管治下的古代惠州西湖表现出强大延续性特

征，成为跨越千年的景观遗产的内在原因。

然而，古代惠州西湖的史料尚不完整。关于明代以

前惠州西湖的研究较少，以民国张友仁所著《惠州西湖

志》[6]中的文字记载为主。虽然已有学者对宋代惠州西湖

水域平面图进行推想复原 [7]，建构了惠州西湖的整体空

间结构，但具体景点信息有待补充。明清时期惠州西湖

的史料则较丰富，除了文字记载之外，清代吴骞编著的

《惠阳山水纪胜·西湖纪胜》和刘溎年所修的《（光绪）惠

州府志》中均有较为完整的写实鸟瞰图，有利于相对准

确地把握西湖整体空间结构和具体景点定位。基于现有

资料，本文的研究内容聚焦于古代惠州西湖延续性特征

的基础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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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惠州西湖延续性特征的
基础

1.1 历代州府接续建管
古代惠州西湖依赖于历代州府的

持续管治。一些大规模项目非官方之

力不能实现，景区的建设有赖于州府

官方通过水利司、浚湖司等官署机

构和相关兵员编制，完成堤岛路桥、

亭台楼阁等营建以及湖池浚治等工

作 [8]。作为大型山水园林，古代惠州

西湖与古代杭州西湖类似，日常管理

也需以州府为主导，有管理浚治则湖

兴，否则湖废为民田 [9]。

历代州府都对惠州西湖的建设管

理给予了大力支持。据《惠州西湖

志》记载，由唐代至清代，主导经营

过惠州西湖的州府官员共有81位（表

1），如平湖堤就先后有 29位官员对

其进行修建。清代惠州府推官杨载鸣

对南隐堤盗毁者进行定罪，则体现了

官方对岭南州府园林的保护与惩治。

《重修烟霞堤桥记》有记载：“独鳄湖

一桥所谓烟霞者，日久渐为病涉焉，

低徊久之……又二十，水潦，亭台寺

院沦没荒烟蔓草间。”可见古代惠州

西湖局部或整体的兴衰取决于州府管

治的程度。默化堂则是州府治理理念

的体现，正如苏轼《与周文之书》中

所云：“四时之运默化，而人不知。

民居其间，衣食之奉，终岁一律，寡

求而易安，有足乐者”。

1.2 风景营建迭代循环
古代惠州西湖营建依托于城市建

设而得以进一步开展。城市的经济发

展促使人们的游览需求提升，城市

的规模扩张将更多的自然风景纳入

其中。而新风景的搜寻往往以文学素

养较高的州府官员（士大夫文人）为

先导。岭南州府园林在历时演进过程

中逐渐形成“发现—建设—游赏—传

颂” 的迭代模式。

古代惠州西湖自然山水开发的第

一步是“被发现”。士大夫文人往往

乐于寄情山水，有更强的探索自然

表1 唐至清代参与惠州西湖营建的部分官员名录

营建时代 参与官员 时任官职 营建景点

唐（1位） 张昭远 修撰史官 舍人巷与郎官湖

宋（9位）

陈尧佐 太常丞典惠阳郡 野吏亭

陈偁 州守 经划丰湖、开六桥、起亭馆

苏轼 宁远军节度副使
东新桥、西新桥、飞楼新堤、默化堂、放生
池、白鹤峰，留诗无数

方子容 州守 野吏亭

赵汝驭 州守 文惠堂、聚贤堂

刘克纲 州守 丰湖书院

林复 州守 西新桥、府城隍庙

师显行 州守 苏祠、来问亭、墨池、丹灶、畦圃、睡美轩

王宁 州守 觞咏亭、复泉亭、寒渌亭

元（1位） 也真迭木儿 惠州路总管府判官 敬简堂

明（39位）

方瑛 兵备佥事 水馆

陈颜 州守 拱北桥、南隐堤

郑述 佥事 拱北桥

苏润 惠贰 拱北桥

李淑玉 州守 苏祠、第一江山亭

雷复 惠贰 西新堤、避雨亭、野吏亭

吴绎思 惠贰 拱北桥

陈祥 州守 湖山胜揽亭

姚祥 浙江按察使 西墅

张诩 南京通政司左参议 浙江按察使姚祥墓

方良节 州守
拱北堤、南隐堤、榕丫堤、百官池、印山、
会英祠、辟西关引湖环城而东注

甘公亮 州守 榕树堤、大通桥、落霞榭

魏校 粤提学副使 元公祠

欧阳铎 工部尚书 孤忠祠

顾遂 州守 崇道祠

史季弘 州守 表忠祠、重道祠

吴至 州守 古榕亭

张文钜 博白县令 湖堤

李学一 湖广参议、贵州督学 西新园

周应治 广东参议 天泉书院

李材 惠伸威使 超然亭

李畿嗣 州守 “西湖亭台一新”，具体未可知

林民止 归善县令 望湖楼、苏堤

杨起元
吏部、礼部尚书、侍
读学士

敦仁书院、拱北堤

黄时雨 州守 钟楼堤

林国相 州守 拱北堤

李焘 都宪 泗洲塔

邓镳 归善县令 天泉书院

朱芹 云南副使 苏祠、涵虚阁

陈运 浏阳令 留书楼、浩然亭、放生池

温国奇 惠推 泗洲塔

王命璿 监察御史 泗洲塔

李树勋 参将 锦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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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的主观能动性，且较为敏感和诗

意，易于感怀，因而更能够发现山水

之美。以士大夫文人为主导的州府官

员发现山水之美后，便可推动州府对

自然山水的风景化建设。

风景发现和风景建设为风景游赏

提供条件。具有审美等综合价值的自

然山水一经发现，便已经成为“风

景”，再通过开发与建设，其风景化

程度进一步提高。风景游赏是迭代模

式的核心环节。一方面，风景游赏可

推动风景再建设。如陈公堤、朝云墓

等西湖著名游赏点颇受州府重视，历

经数代仍得以不断修缮、与时俱进。

另一方面，风景游赏是风景传颂的基

础之一。

作为迭代模式的最后环节，风景

传颂是前 3个步骤的“结果”。名家

题咏属文留下的铭文石刻可成为景

点，诗文一经传播亦可使风景美名远

扬，因此风景传颂最具影响力。譬如

苏轼贬惠期间游赏于惠州西湖各处，

留下大量诗文题刻。其诗文涉及的各

地点，亦成为后人怀古凭吊之处，成

为惠州西湖的重要景点。

东坡祠为苏轼谪惠期间所居之

处，位于白鹤峰，此处早先人迹罕

至。苏轼发现其环境幽静古朴，便

辟为居所，此为风景发现。苏轼离惠

后，当地百姓直接以其故居为原址建

祠，且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后续

历代州府官员对其多番修建，所留诗

文甚众：南宋州守韩磊重建寺，黄自

明对其进行翻新，师显行增楹，赵汝

驭增亭，此为风景建设。元代邢世衡

曾记曰：“邦人感化，岁祀无已。请

文勒珉，则世之足恃，以公之所存，

虽百世可知也 [10]”。可见修建东坡祠

祭祀先贤不仅是风景游赏活动，更兼

以苏轼之高尚德行来启发后人。明清

时期，如前文所述修葺之举亦不胜

数，此后，杨载鸣、余本、王爌、陈

瑾、顾言、汪言臣、李盛春、熊桴、

庄际昌、张萱、詹士龙、张臬、陆自

岳、邓镳、尹明翼、黎绍芳、刘奇、

杨昌文、廖贞、彭上拔、俞九成、刘

营建时代 参与官员 时任官职 营建景点

詹士龙 岭东道员 合江楼

徐仪世 州守 永丰桥、合江楼、四贤祠、表忠祠

陆自岳 归善县令 古榕寺

吴希哲 惠推 古榕寺

荆之琦 州守 永丰桥、龙岗堤

姚子蓉 兵部司务 筑山庄于清醒泉畔

清（1840
年之前，
31位）

叶维城 锦衣卫指挥同知佥事
叶氏泌园、留云亭、过帆亭、香隐、啸花深处、
丰湖书院、永福寺、迟苏阁、准提阁

连国柱 户部主事 六如亭、苏祠

朱赉 州守 拱北桥

钟明进 州守 合江楼、清醒泉、古榕亭

吕应奎 州守 西湖书院

王瑛 州守 丰湖、代泛亭、紫清阁

许贞 提督 栖霞庵

俞九成 惠州通判 代泛亭

卢崇耀 提督 元妙观

殷化行 提督 苏堤

鄂鼐 惠州协镇、副将 苏祠、湖心亭

欧斝 归善县令 苏祠、娱江亭

吴骞 州守 湖心亭、六如亭、五贤祠

裴鳟 参将 湖心亭

姚堂 提督 永福寺

冯毅 提督 湖心亭、苏公祠

吴简民 州守 惠阳书院

保祝 提督 玉皇阁

孙家夏 粤参将 元妙观

陈冠世 归善县令 玉皇阁

章寿彭 归善县令 东新桥

冯复谦 归善县令 苏祠

顾声雷 归善县令 野吏亭、三贤祠

陈礼仁 归善县令 苏祠

伊秉绶 州守 精庐、无碍山房、朝云墓、苏祠、丰湖书院

李仲昭 给谏 今是园

李士棻 归善县令 六如亭

蔡梦麟 归善县令 东新桥

李沄 按察 观澜书院、湖心亭

何君佐 提督 永福寺

杨希铨 州守 六如亭、金花庙、合江楼、苏祠、默化堂

表1 唐至清代参与惠州西湖营建的部分官员名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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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棻、陈璞、丘逢甲、蔡梦麟均有所记，此为风景传颂。

风景建设为风景游赏创造良好条件，进而触发风景传颂，

愈发厚重的文化底蕴又推动着风景建设的接续进行，从

而使东坡祠延续至今，历久弥新。

古代惠州西湖“发现—建设—游赏—传颂”过程循

环往复、持续不断。在自然山水本底之上，以州府为主

导进行少量朴素的人为修饰，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风

景营造，致使众多景点沉淀了或多或少的历史印迹，推

动着惠州西湖从唐至清迭代演进。因此，古代惠州西湖

风景营建逐渐成为一个有序的动态过程，惠州西湖亦逐

渐成为具有自然与人文价值的景观遗产。

2 古代惠州西湖延续性特征的结果

为进一步探讨古代惠州西湖历时演进中整体与局部

的流变状况，本文引入“层积”概念。层积（Layering）
概念起源于地理学领域，在历史文化遗产、城镇历史景

观方面应用颇多。曹永茂等 [11]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层

积是多种文化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多元反应。肖竞等 [12]

指出城镇的物质空间形态随社会经济结构与客观环境演

进而变化，最终层积于城镇的历史性景观之中。Hoda 
Zeayter等 [13]则强调层积性是历史区域在时间发展背后的

“层层积淀”。由此可见，层积概念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中

具有延续性特征的要素的恰当表述。

古代惠州西湖在历代州府接续管治下，逐渐形成了

循环往复的风景迭代模式。在该模式中，风景发现与建

设促使惠州西湖空间品质不断提升，进一步激发了风景

游赏与传颂。风景迭代模式的结果是空间层积与文化层

积。山水层积和建筑层积是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空间层积

的2个主要方面。空间层积是古代惠州西湖延续性特征结

果的物质表现，为文化层积的基础和前提。风景迭代模

式促进空间层积，进而引发文化层积。文化层积促使惠

州西湖的遗产价值进一步提升，推动着其继续历时演进。

2.1 空间层积
2.1.1 山水层积

山水层积是古代惠州西湖延续性特征结果的宏观表

现。古代惠州西湖营建过程中的山水层积主要体现为水域

演变，以及与水域密切关联的堤桥和景点演变。古代惠州

西湖山体并未遭受近现代破坏性开发行为，因此山体的变

化较小。水域、堤桥、景点在不同时代的持续性营建行为，

成为惠州西湖历时演进过程的有力佐证。

惠州西湖水域在宋代和明代发生显著变化。梁仕然

曾对惠州西湖宋代及明清时期的水域平面进行了考证 [7]，

笔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绘，新增了景点的变化情况（图

1~2）。宋代，在陈偁的治理下，惠州西湖水域得以稳定，

同时风景营建也呈跃迁式开展。惠州西湖在宋代已有48处
景点。明代，惠州西湖东岸与惠州府城西岸轮廓共同变化

并趋于吻合，体现了城湖关系由远及近的变化。明代惠州

人口增加，宋元时期的城市规模已不足以容纳，因此将城

墙向西、南方向扩张，以增加府城面积。城墙扩张与湖岸

整治同时进行，惠州西湖东部部分水体被划入城内，建为

“鹅湖”（即“百官池”）以解决府城淡水缺乏问题。惠州西

湖东部水域的岸线形态在明代基本确定。明代惠州西湖的

景点建设亦蓬勃开展，已有77处景点。

从宋代惠州西湖水域正式稳定开始，历经元代停滞、

明代恢复、清代拓展，州府当局对于惠州西湖山水本底的

                                   图1  宋代惠州西湖推想平面图                                    图2  明代惠州西湖推想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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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整陆续实施，有8处山水存在跨时

代营建行为（表2）。
基于调整山水而兴建的堤桥工程

也持续进行（表3）。以平湖堤为例，

其建于宋代，明清时期十数位州府官

员陆续修建，过程大多以州府为主

导，亦有乡民参与修建。又如苏堤，

北宋栖禅寺僧人在西村到寺之间修筑

堤坝，用石盐木做西新桥，有九间飞

阁，揽胜位置极佳；南宋州守林复又

将桥增高。在宋代，对于苏堤的修筑

整体而言以交通和观景为主。明代县

令林民止在堤上种植垂柳，大幅提升

了苏堤环境品质，使之能够自成风

景。清代则对苏堤进行细化建设，《惠

州西湖志》中记载：“石甃浑坚。石

良工固，功加于旧。筑连烟霞，增基

砌石，凡此种种”。

2.1.2 建筑层积

建筑层积是古代惠州西湖延续

性特征结果的微观表现。

一方面，其建筑选址的变化反

映了不同时代规划背景如水域轮廓、

功能定位、城湖关系等条件的不同。

古代惠州西湖的建筑选址有风水形

胜、风景资源、分担城市职能等多

重因素考量。唐代的西湖建筑物较

少，多临湖而建。宋代西湖的大规

模水利建设使得湖岸相对固定，湖

滨建筑物也随之增加，如罗浮道院、

唐子西故居。且唐代建筑对山体的

利用程度增加，已有与山体结合而

设的建筑，如松风亭。明代西湖与

城市联系愈发紧密，因此与府城接

近的湖东岸建筑物密度增大，新增

景贤祠、第一江山亭等。此时亦有

建筑物设于山体高处，占据形胜之

要，如留云亭踞峙山顶，俯瞰一切。

清代城市人口激增，西湖承担城市

文化教育、宗教祭祀的作用愈发突

出，因此众多寺院与书院修建兴盛，

且多风景优美之处，如关帝庙、三

摩庵、长寿庵、丰湖书院、西湖书

院等。
注：内容整理自参考文献 [6]

注：内容整理自参考文献 [6]

表2 古代惠州西湖营建行为存在于2个及以上时代的山水名录

表3 古代惠州西湖营建行为存在于2个及以上时代的堤桥名录

山水 宋代 明代 清代

螺山 /天螺山 － 泌园 丰湖书院

披云岛
陈运留书楼、浩然亭、
放生池、清五贤、昭
忠、节孝三祠

－ 翟廷谟有诗

印山 /鹅渚
有亭，城中宴赏常于
此。印山在城外

圈入城中，惠州府知府方良
节修缮

初为菜圃、知府江国霖
筑城，浚百官池，建碑
曰印山

点翠洲 陈偁建孤屿亭 建点翠洲亭 庚熙、邝开曦有诗

江郊钓叽 苏轼有诗 － 姚明述、王秉衍等有诗

百官池 /鹅湖 － 李畿嗣有诗 范有明、吕应奎等有诗

清醒泉 /姚坑泉 －
甘公亮有记。魏浣初改为榜
山泉。姚子蓉建山庄

知府钟明进浚之

鳄湖 /放生池
苏轼建。苏轼养活鳞
数万

－
刘余霖刻放生池三字以
禁渔

堤桥 宋代 明代 清代

平湖堤
陈偁筑堤截水，植竹为
径，石为水门

郑恩贤、郑述、陈颜、媵
康、徐琦、苏润、王瓒、
李宽、刘极、吴绎思、方
良节、陈祥、史立模、李
玘、方帮望、黄时雨、黄
国相、唐体元、陈王策、
廖如龙、杨起元、叶萼等
人修

顺治间参将车任重攻城
决堤；之后或补或缺；
清康熙间知府朱赉、县
令连国柱捐修，因郡人
叶维阳议用灰砂而筑
固；后知府吕应奎、提
督殷化行等均继修；民
耕湖田而盗掘泄水

拱北桥 /陈公桥 /第
二桥 /五眼桥

陈偁建 陈运有诗 潘耒有诗

万石后湖堤 －

正统间始建钟楼。嘉靖间
知府吴至增下版闸。万历
间刘光奕、叶世俊请知府
黄时雨、惠贰郑天佐出官
钱，乡人助之，增公卿桥
门、浚百官池、复加石台

知府江国霖增柱及闸

苏堤

栖禅寺僧自西村至寺前下
杙结石为堤。林复增桥高
广；明县令林民止植柳百
株后垂柳两岸

明永乐间惠判余贞、景泰
间僧人慧性、成化间惠贰
雷复、嘉靖间摄府吴晋、
邑人姚浤、利宾、万历间
惠推温国奇修筑

顺治间游击李明道、康
熙间两广总督赵宏璨、
雍正间知府吴骞、提督
冯毅修筑。光绪间众以
修甘公堤余款增捐铺石
堤上

烟霞堤 苏轼为放生池牢筑下塘 丙寅修烟霞桥 赵弘灿扩大建筑

公卿桥
州守守章时发所筑，又一
说谢蘧所筑

嘉靖郡人翻新加亭后亭
毁，万历间桥门扩大

邑人李可琳、任崧庆先
后奉修

陈公堤 /黄塘堤 陈偁筑。石门、木桥 －
知府刘溎年修《惠州府
志》的余款完善修筑

黄塘桥 /明圣桥 /第
五桥

陈偁建，在陈公堤 知府李畿嗣改木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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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古代惠州西湖同一建

筑在不同时代的营造存在延续与差

异。如元妙观由唐代至清代的建设亦

与惠州西湖同步。唐代天宝年间，元

妙观曾叫“朝元观”。宋代，道士邹

葆光将其修新后又被毁，苏轼亦曾

于此饮酒会客。元代，其改名为元妙

观，建楼设像置田，较前朝更加精美

华丽。明代，元妙观重新大修，李学

一有诗描写其“云树离离尘世隔，雨

花故故玉坛飞”，可见当时风景之幽

深超然。清代康熙年间，提督卢崇耀

复修元妙观栋宅，置元柏、石笋，并

请大师杜阳栋主持；光绪年间则对其

楼阁命名略有调整，至此则景致达到

巅峰。清代陈维、张衍曾、戴熙、江

逢辰、丘逢甲、许寿田皆留诗于此。

此外，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共有

41处建构筑物的营建行为跨越2个及

以上时代（表4）。这些建筑、构筑物

成为了惠州西湖历史的缩影。

2.2 文化层积
作为历时千年的景观遗产，认知

惠州西湖的历史发展，必然应关注文

化的内部运作、符号生产与价值内

涵，进而考察空间构成、空间秩序与

空间竞争 [14]。古代惠州西湖不仅是

客观的景，还是主客交织的情景，是

文化的载体。景观文化作为一种文化

建构物，是人类对自然进行参与、控

制、适应并作出反应的手段 [15~16]。古

代惠州西湖在历时演进过程中，逐渐

从纯粹的自然中剥离出来，成为文化

景观，传承与重现着不同历时阶段的

情景境意。在风景游赏过程中，主客

体逐渐相融，人们借助景物或活动来

抒发心境，实现跨越时空的情景“逝

反”，即“从大到小再到大”[17]。

在不断开发完善的千余年，惠州

西湖的功能、风景、主题不断变化，

但是其与州府城市、水系的关系趋势

从未改变，愈发紧密。空间变化而心

中的意境相通，这正是文化维系和传

承的关键。文化通过古代惠州西湖内

部各物质要素及诗词歌赋得以保存和

表 4 惠州西湖营建行为存在于2个及以上时代的建筑、构筑物名录

名称 唐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舍人巷 √ √

水馆 √ √

文惠堂 √ √ √

天泉书院 √ √

敦仁精舍 √ √

景贤祠 √ √

窦公祠 √ √

何左丞家祠 √ √ √

野吏亭 √ √ √ √

松风亭 √ √

六如亭 √ √

觞咏亭、复泉亭、寒渌亭 √ √

古榕亭 √ √

澄心亭 √ √

湖光亭 √ √ √

印山亭 √ √

芳芷亭、忘机亭 √ √ √

第一江山亭 √ √

湖山胜览亭 √ √

留云亭 /金吾亭 √ √

熙春台 /涵青亭 √ √ √

合江楼 √ √ √

望湖楼 √ √

元妙观 √ √ √ √ √

圆通庵 /黄塘古寺 √ √

长寿庵 √ √ √ √

永福寺 √ √ √ √

古榕寺 √ √

栖禅寺 √ √ √

嘉祐寺 √ √ √

回龙寺 √ √

涵虚阁 √ √

紫清阁 √ √

准提阁 √ √

泗洲塔 /西山塔 √ √ √

文星塔 √ √

朝云墓 √ √ √ √

明参政吴高墓 √ √

宫保尚书叶梦熊夫妇墓 √ √

吏部侍郎文懿杨起元墓 √ √

谢孝子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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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所以，古代惠州西湖的萌生、改变、维系、传承，

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是城市、风景、建筑和人的

互动结果。

古代惠州西湖所层积着的厚重历史文化，往往成为

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催化剂。明代顾言所著《游记》，文

辞极美，生动刻画了惠州西湖景象：“风日晴和，色象开

朗，岚氛屏息，湖映微波……飒飒而飘襟者，风也；零

零而侵袂者，露也；辉辉而寒芒者，星也；澄澄瑟瑟而

如练如黛者，山与水也。寄托于一苇，遐举于身世，逍

遥于太虚，凭陵于往昔。翩翩翼翼，渺渺浩浩，不知古

之为古，今之为今，人之为人，己之为己者，客与余

也”。舟游、宴饮、观景、思索，古今相融，时空仿佛连

成一线。游于惠州西湖，感于惠州西湖，在主客交融与

情景逝反中达到“忘我”之境。

朝云墓是古代惠州西湖文化层积的一处缩影。苏轼

谪惠期间，其妾王朝云相伴，后不幸离世，苏轼修朝云

墓、六如亭以纪之，并作《西江月》等诗词：“高情已逐

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南宋榭达起义扫略惠州，却于

此墓修祭叩拜，未加破坏；嘉熙年间刘克庄过惠，赋诗

词以祭之。元代墓旁梅松成林。明代六如亭略有荒颓，

平添怀古气象。清代伊秉绶修等8人陆续题碣修墓，数

十位诗人作诗于此。如今，朝云墓亦是惠州西湖的核心

景点之一，其由宋代延续至今，始终是历代游人寻访拜

谒的怀古场所，由此而生大量诗文。历史上惠州百姓甚

至曾于农历12月5日朝云生日来此拜祭，成为一种特色

民俗活动。朝云墓的“同景共情”作用是惠州西湖文化

积淀的一处表现，泗洲塔、丰湖书院等多处景点亦如是。

这些景点在历史变迁中记录着惠州西湖的变与不变。

3 结论

从时间角度看，古代惠州西湖是历时演进的州府风

景，具有突出的延续性特征。历代州府接续管治与“发

现—建设—游赏—传颂”风景营建循环迭代模式是其延

续性特征的基础。古代惠州西湖空间尺度巨大，是城市

与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惠州城市间形成了协调

互补、稳定持久的空间系统，而要维持这种空间系统必

须依靠州府之力。

在州府管治下，古代惠州西湖持续演进，空间层积、

文化层积是其延续性特征的结果。其延续性特征的结果

不仅表现为单要素（山、水、建筑、构筑、堤桥等）的层

积，还表现为各要素在不同背景作用下呈现出的阶段性

整体状态（场景）的层积，并在核心景点中实现跨越时空

“同景共情”的逝反作用。

古代惠州西湖的延续性特征体现了其生命力，是其

持续演进、兴衰交替、从未湮废的内在原因。对古代惠

州西湖延续性特征的研究，弥补了岭南州府园林典型个

例研究的不足，进一步归纳了岭南州府园林的特征，在

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岭南州府园林理论体系，进而补充了

岭南古典园林分类体系，并对当今惠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的保护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注：底图改绘自参考文献 [7]，景点根据《惠州西湖志》添

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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