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 翔 东 湖位 于 凤 翔 县 城 东 南
，

是 陕西 历 史 悠 久 的风 景 名 胜

区 之
、 为 我 国北 方古 典 园林 的典 范 。 凤 翔 东 湖名 扬 天 下 原 因

有 二
，

其 为 凤 凰 。 据 《竹 书 记 年 》 载
。 商文 王 丁 十 二 年

(周 文 王 元 年 ) 有 凤 集 于 岐 山 。

，
相 传 " 瑞 凤 飞 鸣过 雍

，
在此 饮

水 。

，
因凤 凰 曾在 此 饮 水

，
被 视 为 祥 瑞 之 兆

，
遂 名

。 饮 凤 池 。

。

苏轼 《东 湖》 诗 云
。 闻昔 周 道 兴

，
翠凤 栖孤 岗

，
飞 鸣饮 此 水

，

照影 弄毵毵 。

。 即此 写 照 。 凤 凰 的 出现 在古人 的心 目中是 祥瑞 之

兆
，

而 凤 凰 饮 水 之 地 则 自然 成 为 块 风 水 宝 地 。 凤 翔 县 得 名 亦

与凤 凰 有关
，

今 县 城 凤 凰 头 村
、

凤 尾 村 、 凤 凰 泉 、 凤 尾 桥 、 凤

鸣桥 均 与 凤 凰 有 关 。
相 传 凤 凰 非 梧 桐 不 栖

，
苏 轼 创 修 东 湖 前

，

东湖 内 已
。 至 今 多梧 桐

，
合抱如彭聃 。

。 说 明栽植 梧 桐 之 风 习 已

久远 。 秦穆公 时
，

亦 有
" 吹 萧 引凤

。 的传说 。
由此 可 见

，
凤 凰

饮水传说并非 凭空臆造 。
也 许是 因为凤 凰 饮水这 个 美丽 的传说

，

赋予 了东湖灵 性 和 新 的 生 机
，

从 古 至 今
，

凤 翔 东 湖 直 是 关 中

西 府人 民所 向往 的 颗 明珠 。 春 秋 战 国时期
，

因饮 凤 池 地 处 秦

都雍城 之 北
，

故 又 名 。 北 园 补

，
为秦 国宫廷 苑 囿 。 《诗 经 秦 风

园

驷 铁》 中有
。 游 于北 园

，
四 马 既 闲 " 的诗 句

，
此 处 北 园 即 为

雍城苑 囿古饮凤池 。
此 后历 代 均 为郡 、 少I,ı、

府 治所 之 附属 园林 。

隋代 时还 曾在 东 湖 附近 建 岐 阳宫 。 唐代 时 因地 处 城 西 又 称
"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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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东 湖 之 所 以 闻 名 于 世
，

第 二 大 因 素 为 文 学 巨 匠 苏 轼 。

宋仁宗 嘉 裕 七 年 ( Į 0 6 2 年 ) ，
苏 轼 任 凤 翔 府 签 书 判 官 时

，
在

" 饮凤 池 " 挖 掘疏浚
，

扩池而 成
，

引城西北 角凤 凰 泉水注人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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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植脚 、
建亭 f!多桥 ，

筑 楼 成 阁
，

并 因 地 处 城 东
，

故 改 名 东 湖
。

苏轼在风翔期 间 ，
阳下 了大量诗词

，
其 ı ıコ 《风 翔 八 观 》 组 诗为

苏轼 留给凤翔 的 大文 化遗 产
，

东湖则 为风 翔 府 八 景之 首
、 凤

翔八 观之 。
东湖 内的喜雨 亭 、 凌虚 台

、 会 景 堂 等景点
， 苏轼

均写有诗文 咏赋 。
2 0 多年后

，
苏轼 任杭 爿I太 守 时 在 西 湖筑堤

，

" 苏堤春晓
。 为西湖十大美景之

，
而 东湖与西 湖也 因苏轼而成

为姊妹湖 。
有诗 曰

。 东湖暂让 西 湖美
，

西 湖却知东湖先 。

。 如

果说凤翔东湖因凤凰而
。 灵

。

，
则 因苏轼 而 。 名 。

。 凤凰赋予 了

东湖灵性
，
苏轼则赋予 了东湖文化韵 味 。

苏轼 当年修东湖时取 意 为
。 涝则 闭之 以 蓄水

，
旱则 泻 之 以

灌 田
。

，
如同今天 的水库 。 苏公 离任后

，
泻东 湖之水灌 溉 农 田之

举不 多
，

而 观 光 之 景 却长存
，

东 湖逐 渐 成 为 处 理 想 的休 闲胜

地 。 清光绪二 十 四年 ( 1 8 9 8 年 )
，

凤 翔 知府 博 世 炜 继 苏公 遗 志

于 东湖南买 田 地 数 十 亩
，

筑堤 蓄水
，

旱 则 泻 水 以 资灌 溉
，

拟 置

亭
、

台未 成 而 去 任
，

湖 内逐 渐 干 涸
，

后 人 在 此 相 继 建 成 山 庄
、

空濛阁 、
崇光亭

、 月 转 廊 、 藕 香 榭 、 曲桥 等 景 观
，

称 之 南 湖或

外湖 。 凤 翔东 湖逐 渐 面 积 扩 大
，

建 筑 增 多
，

成 为 远 近 闻名 的旅

游胜地 。

清末
，

战乱 频 繁
，

东 湖 内亭 台楼 阁毁 损 过 半
，

溪 流 壅 塞
，

残垣 茅蓬
，

景 象 萧 索 。 民 国九 年 ( 1 9 2 0 年 ) 和 十 二 年 ( 1 9 2 3

年 ) 虽 曾维修
，
但原 貌未 复 。 建 国后

，
5 0 年代 略加修 整

，
始有

起 色 。

。 文化 大革命 " 中东湖 内的碑 石 被砸 毁
，

古建筑被拆 除
，

古柳被砍倒
，

破 坏严 重 。
1 9 7 8 年

，
凤 翔 县 人 民政 府 决 定 整 修东

湖
，

并成立 了东湖管理 所 。
1 9 8 4 年

，
东湖被 凤 翔 县 人 民政 府公

布为县级 重 点 文 物保 护单位
，

并 开 始 整 修 湖 内古 建筑
，

栽 花 植

树
，

开展 服务 活 动 。
1 9 8 5 年

，
经 国务 院批 准

，
东湖正 式 对 外 开

放
， 接待 国 内外游客 同年 7 月

，
升格 为东湖管理 处 。

1 9 8 9 年
，

全 国第六 次苏轼学术 研 讨会 在 凤 翔 举 行 前 夕
，

东 湖 得 到 了 彻 底



的复修 。
2 0 0 6 2 0 0 8 年

，
风 翔县 委 、

县 政府 对 湖 内古建筑进行

了彻底修缮
，

新 建 了 白荻沟 水 库 引水
、

湖 区美化绿化亮化 、
湖

底清淤防渗等工 程
，

对 园 内古建筑进行 了彩绘 油 漆
，

重 新规 划

整修了南湖
，

使这座古代 园林又 焕发了青春 。

凤翔东湖 以景诱 人 。 如今 的凤 翔东湖
，

景 点 已 从 建 国初 的

10 多处增加到 了 3 0 多处
，

而且 每处景点都有历史源 渊和深邃 的

内蕴 。
有 的是 追 慕前 贤 、

敬 仰芳徽 、
缅 怀致迹 而 建 有 的是 因

苏轼痛痒 民瘼 、 关 心 稼 穑而 建 ； 有 的是依苏轼清词 妙 句 、
赋 缀

胜景 而 建 有 的是 尊苏轼 的传说典故 、
轶 闻趣 事 而 建 有 的是

为寓教 于 乐 、
昭 示 后 人 而 建 。

这 些 建筑结 构 严 谨
，

造 型 优 美
，

做工 精细
，

色彩斑 斓
，

风 格 各具 。 水渚 、
湖岸 、

滩 地 栽 植 了 大

量 奇花 异草
，

名 贵树木
，

园 内古柳 婆娑摇 曳
，

青 竹翠 滴
，

松 柏

伟岸
，

湖 内翠 盖 跳 珠
，

枝 抖 红 芳
，

水 光 潋 滟
，

游 船 络 绎 。
可 谓

景 中有情
，

物 中有景
，

景物辉 映
，

风 光旖旎 。

凤 翔东湖 以柳 著称 。
人 言

" 西 湖的水
，

东湖 的柳 。

。 东湖柳

位列
。 凤翔 三 绝

" 之 首 。
自苏轼首创东湖植 柳 以来

，
历 代 湖岸

植柳 之 习相 延
，

历 代达 官贵人 游 历 东湖时均 有 岸柳栽 植
，

湖 内

至 今存有 限 公 柳 、
林 公 柳

，
湖 内古柳 大多亦 为古树 名 木

，
郁 郁

苍翠
，

挺拔伟 岸
，

或若 虬 龙 吐 丝
，

惊 奇 见 异 或若 枯 木 逢 春
，

新 芽初露 ； 或若 翁 仲严立
，

来 。 微风 徐 来
，

弱 柳 拂 风
，

湖光潋滟
，

岸柳 湖水
，

随风荡漾
，

天 然 色
，

相 映成趣 。

风翔东湖 以 诗见 长 。 历 代 达 官雅 士 的诗文 是 东 湖是 内涵 所

在
，

是东湖真 正 的 吸 引 人 之 处 。
自苏轼首 赋 《东 湖》 诗 以 来

，

东湖之 名与 日益彰 ，
历代文人 墨 客竞相 和 咏

，
特别是 明清 以来

，

无论 是地 方 官 员
，

还 是京 官翰林 、
文 人 雅 士

，
均 以游 东 湖 、

怀

苏公 、
赋诗词 为 乐 事

，
苏辙

、
张 舜 民 、

王 士 祯 、
毕 沅 、

郭 坚 等

社会 名流均 有 诗 文 咏 赋
，

国

见 证 沧 桑 ； 或若美女 招 手
，

笑迎 客

婀 娜 多 姿
，

飘 若 天 仙
，

翩 然 起 舞

写 有 涛 Ĺ司百 余篇
，

成 为凤翔 东 湖 的

序



大文化遗产 。

" 湖似 郎官好
，

名 因 学 士 传 。

。 随 着 东 湖 的不 断修葺整 治
，

凤翔东湖这颗璀璨 的 明 星
，

正 吸 引 着 海 内外 的 游 客 佳 宾联 翩 而
至

，
吊古观 今

，
陶醉于 美 的湖光 中 。 凤 凰 降吉瑞

， 苏公 留胜 景
名湖引群贤

，
盛 世 传 佳 景 。 凤 翔 东 湖这 座 古 典 园林 也 将乘 着新

世纪 的和谐之 风 愈加美 丽 妖娆 。

tłı 歹 ' . 晕：\\ 。 、

编 者
。

2 0 0 8 年春于凤 翔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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