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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潭柘寺·二乔玉兰如云霞
老北京人有句古话，“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使得本身就对园林风景非常感兴趣的我

更加好奇，又听说潭柘寺的香火很灵，于是，春日周末的清晨，我开始了踏青与探寻之旅。
潭柘寺位于北京门头沟东南部，寺院坐北朝南，整个建筑遵循中国古建筑的美学原则，东西

对称，以中轴线纵贯其中，风格统一，多有彩绘，布局精致，整个建筑园林景观层次分明。
依山势而建的潭柘寺，庙宇高大雄伟，庄严神圣，令人叹为观止。进入山门，迎面而来的是

三重的殿阁，穿过宝殿，映入眼帘的是两棵银杏古树，称为“帝王树”和“配王树”，帝王树高
耸入云，高达40多米，只是这个时节刚刚露出嫩芽，想必夏天足以阴天蔽日，秋日的黄叶又是一
番美景。

潭柘寺的“二乔玉兰”最为有名。据导游介绍，这两株“二乔玉兰”于明代种植，迄今已有
400多年，因同时盛开白紫双色玉兰而享誉京城。玉兰又被老北京人叫做“望春树”。已是春风拂
过，二乔玉兰正绽放花枝，灿烂如云霞，紫中带白，白中透紫，格外娇艳，亭亭玉立，竞相开
放，花香弥漫，风姿绰约，分外妖娆，这应是春赏玉兰不可错过的美景吧。

潭柘寺是一方净土，翠峰环绕，悠远清净，远离喧嚣。潭柘寺的楹联在广受赞誉，“大肚能
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行走在潭柘寺的山间，就像是一次心灵之
旅，真正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寇 娇）
【潭柘寺游玩小贴士】

公交：地铁苹果园站A口出站，换乘931路直达，每30分钟一班。
自驾：西五环衙门口桥上京原路 （莲石西路） 向西，大约10公里到达潭柘寺。

春天，去园林游玩
每当青草依依、清水涟涟的时候，便是出门踏青赏

花的好时节。那些走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园林春景是

再好不过的去处，你会发现，隔了一个冬，园林的

美，依旧。微冷渐热的四月天里，园林美得静悄悄，

似乎每个嫩芽，每份新绿都可感可知你的到来。

临潼华清池临潼华清池·· 古老的汤池古老的汤池

尽管“十三朝古都”的西安有太多景点，但位于唐华
清宫遗址之上的华清池却是每位游客的必到之处。这座
皇家宫苑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传奇
爱情故事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广为人们所关注，是
一所改写中国历史并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著名皇家园
林。

关于华清池，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 《长恨歌》 中
写道：“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
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华清池融人文历史和自
然景观于一体，周、秦、汉、隋、唐等历代帝王在此
修建离宫别苑。景区仿唐建筑大气恢宏，园林风光可
谓别具一格。

华清池景区由三部分组成，东侧是近代中国大事
记“西安事变”发生地，西侧是《长恨歌》里提到的华
清池遗址复原，背后是风景秀美的骊山。春日的华清池
常常有白桃花在空中摇曳，远有檐牙高啄之楼宇，近有
随风飘拂之垂柳，再配以明媚和煦的春光，宛如仙境。

园林的北面是华清池正门的望湖楼，登楼可以眺望
全园景色。莲花池在园中央。池西有船亭、飞霞阁、贵妃
池；池东山坡上有旗亭、碑亭、飞虹桥、望河亭；山坡上有五
间房等建筑。建筑物鳞次栉比，依地势而建；园中书目参天，
绿荫匝地，空间极富高下曲折变化之趣。漫步在华清池景区
内，最耀眼的便是那雪白的杨贵妃像，丰姿绰约，像一直在回味
当年的美好。在长生殿，我会不断感叹先人们择地修身养性的眼
光，在这样仙境如画的美景里，想必不长生都难吧。（韩文婷）
【临潼华清池游玩小贴士】

旅游时节四季皆宜。从火车站东广场乘坐914、915、游5路在
华清池站下车。从西安自驾车前往华清池，可沿西临高速公路前
行，只需30分钟即可到达华清池。

苏州拙政园·
天下园林之母

拙政园是苏州最大的古典园林，拙政园分
为三部分，一个是东园，也叫“归园田居”，一
个是中园，又叫“复园”，还有一个是西园，又
称“补园”。

从拙政园园门进入就是东园，东园的主厅
为兰雪堂。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拙政园
的全景图。东园还有芙蓉榭、天泉亭、秫香馆
等景致。穿过复廊，我们进入中园，中园是拙
政园的精华所在。倚虹亭倚墙而建，三面凌
空，长廊似虹，向西眺望，草木之间，小桥之
上，宝塔屹立。看到这番景象，忽然联想到叶
圣陶老先生在 《苏州园林》 一文中的话，却
有“如在画中游”的美感，领略到了设计者借
景造园的匠心独运。此时此刻，觉得再多华丽
的辞藻也难以表达拙政园的雅致清幽，唯独当
我们踩在园中湿润的青苔上，在这山水萦绕之
中，慢慢感受移步换景的奇妙感受。

拙政园总共78亩，1/3为水，时分时聚，亭
榭楼阁，参差错落，依水而立。隔水而望，又
是另外一番景致。水就像是拙政园的灵魂，拙
政园也因水而更加雅致，因水而更加灵动。

春季到了，拙政园别有一番姿色。每年春
季，拙政园都会举办杜鹃花节，杜鹃花的布置
与园林景观互相映衬，或绽放水边，成为亭台
水榭的映衬，或怒放于一隅，点缀着翠绿的草
坪，生机盎然。在杜鹃花的装饰下，拙政园仿
佛变成靓丽的青春少女，翩翩起舞，充满了浓
浓的春意。

一路走马观花，已有两个多小时，时间过
得太快，已渐渐到达出口，但仍流连忘返，拙
政园的每一处景观都让人意犹未尽，在拙政园
的每一步都回味无穷。 （寇 娇）
【拙政园游玩小贴士】

从苏州火车站、苏州汽车站均可坐公交车
到达拙政园，拙政园紧邻狮子林，可一同游
玩。游拙政园3月-11月皆适宜，每年都有春季
杜鹃花展和夏季荷花展。

春春色色
满园满园

关不关不住住

北京颐和园·帝王宫苑之首

提起颐和园，就想起小时候在画册上看到的亭台楼阁和碧水蓝天，
可能最先知道“殿阁巍峨，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的词藻，就是源于描
写颐和园的唯美篇章吧。

始建于金代的颐和园，几经更迭，或焚毁，或重建，历经岁月淘洗
后，博采各地造园手法的长处，兼蓄北方山川雄浑宏阔的气势，又携手
江南水乡婉约淡雅的风韵，气象万千且兼容并包，誉之为中国园林艺术
的瑰宝一点儿都不能算作溢美之词。她是我们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
一。江南园林的影子，万寿山的影绰，昆明湖的悠闲，佛香阁的神秘，
苏州街的热闹。伫立在古老京城的西北方，牵手故宫与长城。4月天里的
她看起来是那样光耀亭立，有着纳之百川的美。

颐和园的园林布局以水取胜。4300多亩的全园面积，其中陆地面积
却只有1/4。宽广的昆明湖是布置景物的最好基础，“三月堂前玉兰，四
月西堤赏柳，五月湖上泛舟，六月接天莲叶，腊月皑皑白雪”。春季，柳
叶发出新绿的颐和园，有种无法言说的灵动美好。 （韩文婷）
【颐和园旅游小贴士】

旅游时节春秋最佳，北京的春秋不冷不热，气候适中，是理想的游
园季节。可乘坐公交到新建宫门、东宫门、北宫门站下车即到。联票包
括颐和园门票和园中园门票 （园中园包括文昌院、德和园、佛香阁和苏
州街）。

皇家宫苑：颐和园、华清池

宅第园林：拙政园、瞻园

南京瞻园·盈盈一水间

紧邻夫子庙，号称金陵第一园，瞻园自然名气不小。作为江南五大名
园之一的她给我的第一印象自然是古朴肃穆。前往瞻园游览本是冲着春季
的馆藏书画展而去，结果却流连在扩建的北部园区许久，本不喜扩建的园
子，但瞻园的北部新园还是给了我不一样的景致。

2008年扩建的北部新园，当时一共扩建了 9000多平方米，增加了近 1/3
的面积，曲折的回廊连接起新旧园，浑然一体。丝毫不差于旧园的景致，
更平添了几分新意。环碧山房是瞻园旧景之一，坐西面东，室内一座宽约5
米、高两米多的黄杨木雕屏风非常气派，正面精雕细刻的是瞻园旧景，这
大概就是采用清代画家袁江所绘《瞻园图》，新扩建的北部园林布局结构便
是以此为据。

环碧山房东面平台紧邻碧荷池，池边环绕着逐月楼、亭台楼宇、假山
石，还有垂柳、迎春等花木，瞻园毫不吝于展示她的春色。池中碧水泛着
倒影，游人投食，锦鲤游集于亭下，祥和的春色，按捺不住地外溢着。

印象最深的是院中坐落的甘棠楼。楼门上有一副隽秀字体刻写的对
联：“耽文艺如嗜欲，以古人为朋曹”，似乎是出自明末清初的某位画家，
格调十分清新高雅。院落最南端是静静的醉墨山房，除了满院草木带来的
蓊郁生气，房门处挂着白底黑字的对联：“兴来笔作秋澜卷，酒罢身如古岳
倾”，简洁中透出洒脱的笔意和不羁的风骨。

要到出口的时候，在浓浓暮色中，灯光星星点点，大殿屋檐下悬着成
对的大红灯笼，一排描金殿门紧闭，愈发肃穆、巍峨，浓浓的沧桑感扑面
而来。我想，瞻园的特殊之美可能就在于她的这种不落俗套吧。（韩文婷）
【南京瞻园游玩小贴士】

旅游时节四季皆宜。6月中旬－7月初为梅雨季节。“夏热冬寒”是南京
较之其它江南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显著气候特征。交通指南：可乘坐 2
路、16 路、26 路、33 路到长乐路站下车。或搭乘 1 号线在三山街站下车，
再步行约 550 米即到。瞻园白天票价 40 元 （包括导游服务、听戏、喝茶、
零食），晚上票价70元 （17∶00-23∶00）。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的这两句诗指的就是坐落
在成都南郊的武侯祠，这座为纪念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而修造的祠堂。
春天里的武侯祠，似乎更加肃穆庄严了，有着走过寒冬的美。

作为我国寺庙园林中的典型代表，武侯祠命名了它所在的整个街区，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上。肇始于公元 223年蜀汉修建刘备陵惠陵时，
它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
纪念地。坐地铁一号线到华西坝站下车就是武侯祠，我怀着虔诚的心情慢
步进入大门，只见甬道两旁古树参天，郁郁苍苍，给人以古朴宁静的幽深
之感。沿着甬道往前走，左边是一只巨龟驮着的明碑，右边是被称为“三
绝”的唐碑。碑高约4米，宽约1米，碑文至今清晰可见。

游览武侯祠的最佳时节是春天。如果能赶上一个阴雨绵绵的春日入园

就再好不过了。漫步于绿树茵茵的古建筑前，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
置身于波澜壮阔的三国时期，特别有历史的沧桑感。走出武侯祠，回首眺
望，红墙金瓦掩映在松柏之间，好一幅美丽的画卷。

参加武侯祠春节文化庙会也是极惬意的。这一自发形成的民间活动已
传承千余年，是成都最具影响力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与锦里庙会并称成
都大庙会。期间有古川戏、变脸、杂技等文艺演出；还将举办书画、摄
影、灯展及猜谜活动；民间杂耍、民间工艺品销售、当地的风味小吃汇聚
一堂，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杨 森）
【武侯祠小贴士】

旅游时节四季皆宜，春季最佳。
临近春节的武侯祠庙会十分热闹。
交通指南：公交：市内可乘 1 路、10 路、57 路、82 路到武侯祠站下

车。
地铁：地铁一号线华西坝站下车。

成都武侯祠·文心与诗意成都武侯祠·文心与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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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一景颐和园一景

拙政园一景拙政园一景

寺庙庭园：潭柘寺、武侯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