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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梦寻》的历史地理价值探析 

王倩 

晚明时期，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科举制的发展，知识分子群体不断扩大，张岱是其中极具影响力

的一位，其晚年创作的小品文集《西湖梦寻》一直为后世称颂。这本书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每景

首为小序，而杂采古今诗文列于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

公安、竟陵之派。”（[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665.） 

近年来，随着张岱散文《湖心亭看雪》的迅速走红，其作品越来越受关注，基于此，学界对张岱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或从张岱作品的文学价值入手，或从张岱散文的精神意蕴分析，丰富了张岱研究的思路，为了解张岱

提供了不少资料。但在众多研究中，张岱作品所涉及的除了文学和艺术以外的方面一直未能引起注意，研究者寥寥，基于这种

状况，本文将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以《西湖梦寻》为切入点，分析张岱作品中的历史地理价值。 

一、张岱及其《西湖梦寻》 

张岱（1597—？）生于晚明，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初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别号蝶庵居士。张岱生于山阴（今

浙江绍兴），但因其祖籍四川绵竹，故常自称“蜀人”。张岱家世极为显赫，其远祖可以追溯至唐代名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

南宋重臣张浚也系出其门，其高祖张天复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及第，后官至云南按察副使，有《皇舆考》、《鸣玉

堂稿》。曾祖父张元忭于隆庆五年（1571年）高中状元，授翰林编修，后官至翰林院侍读，经筵讲官等职，有《绍兴府志》、

《云门志略》、《翰林诸书选粹》、《不二斋文选》。祖父张汝霖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起官至广西布政司参议，

有《易经澹窝因指》、《四书荷珠录》、《郊居杂记》。父亲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 

在这样一个诗书世家成长起来的张岱，深受家庭氛围的影响，自幼便显露出过人的才气。曾有记载，其“六岁时，大父雨

若翁携余至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

‘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

少时的张岱兴趣广泛，所尚皆为明清时期贵介公子之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

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然而这样优渥闲适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改朝换代

带来的巨变，也使张岱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顺治三年（1646年），绍兴沦陷，此时张岱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虽然不

是朝堂之人，但其文人气节使其不愿臣服新朝，只好携家眷“避迹山居”，此后，遍识人间富贵的纨绔子弟张岱的生活突然陷

入赤贫，“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断炊。”眼前的困窘常常勾起张岱对

往事的回忆，尤其是曾经居住过的西湖，“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西湖梦寻》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创

作的，书中所及，无不寄托作者的黍离之思。（本段落引文均出自[明]张岱.陶庵梦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作为张岱小品文集的代表作，《西湖梦寻》鲜明地体现了晚明小品文的特点，虽然篇幅短小，内容也较为日常，但风格清

新，文笔流畅，文字轻松随意而又极其考究，无论是写景抒情或记人记事都能娓娓道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全书共五卷，七

十二则，围绕杭州西湖展开，虽只写西湖一地，但所及包括西湖早期的开发形成，中期的鼎盛以及盛极之衰，体例与历代“西

湖志”略同。以“西湖总记”为引，按照总记、北路、西路、中路、南路、外景的空间顺序，依次对杭州一带重要的山水景色、

佛教寺院、先贤祭祠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不仅保留了明清之际西湖一带的自然风光及文化风貌，对于江南士人文化也有所

反映，同时也体现了张岱个人的文化信仰，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区域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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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湖梦寻》的内容及其历史地理价值 

宋元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江南的文化事业也得到发展，尤其是南宋定都临安之后，风光秀丽的杭州成为

更多文人的栖息地，于是除了诗词，各类记录杭州的文集也不断涌现，如记载南宋都城市民文化生活及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

繁胜录》、记载杭州景致的《都城纪胜》、吴自牧所著追忆南宋时都城风貌的作品《梦粱录》以及周密所著与之背景相似的《武

林旧事》等，及至明代，田汝成所著《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也曾广为流传。因此张岱在写作《西湖梦寻》时，可

以参考的史料非常丰富，故书中内容有许多对前人尤其是《西湖游览志》的直接征引，张则桐先生甚至提出：“《西湖梦寻》

的直接源头就是《西湖游览志》和《帝京景物略》”。除此，张岱在记述中，还收录了许多其他文人所写有关西湖的诗词文章，

如开篇《西湖总记·明圣二湖》后收录苏轼、欧阳修、袁宏道、陈子昂等人相关“西湖诗”共计十五首。这些诗词的收录使全

书有关西湖的记载更加全面，也增添了此书的学术价值，王雨谦在为其作序时评价道：“有《梦寻》一书而使旧日之西湖于纸

上活现，则张陶庵之有功于西湖，断不在米海岳、张茂先之下哉。”（张则桐.张岱探稿[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54.）

总的来说，该书是当今学界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史料，系研究杭州西湖一带区域历史地理不可多得的地方史

料。 

（一）涉及的历史自然地理 

《西湖梦寻》在记述中，对西湖一带的自然环境做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明清之际西湖一带的自然文化

风貌。书中有许多描写明后期西湖风光的作品，如《飞来峰》一篇，不仅记述飞来峰“棱层剔透，嵌空玲珑”的奇景，也描写

与飞来峰有关的传说和轶事；《冷月泉》则写尽西湖喧嚣之后山月之清雅幽寂；《柳洲亭》一篇，自宋初记起，忆往日之繁盛，

感今时之残破，今昔对比，对于研究西湖变迁颇有价值；《湖心亭小记》所言“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

人鸟声俱绝。”则能为研究明清时江南地区的气候提供史料。且全书虽只有七十二则，但所记远远不止七十二景，如《玉莲亭》

一则，以“白乐天守杭州”开篇，所言皆为白居易在此地的政绩，直至过半也未曾出现有关“玉莲亭”的记载，而仅仅以一句

“亭临湖岸，多种青莲，以象公之洁白。”将此亭一笔带过，之后“右折而北”开始记述缆舟亭，行文数语，又“东去为玉凫

园”，之后所记皆为玉凫园之景。又如《紫云洞》篇，前半部分描写紫云洞中怪石嶙峋，贾似道疏剔建庵、以石为门的景象，

后半部分则记述紫云洞旁的金鼓洞、白沙泉之景。像这样的篇章还有很多，可以说，张岱在记述中，并不是呆板地为每一景致

作文，而是按其内在的关联性，系统地为整个西湖地区作记。 

（二）涉及的历史文化地理 

《西湖梦寻》中涉及了历史文化地理的多个方面，首先是对江南地区的民俗风情有所描摩，记载了大量明清时杭州西湖一

带的文化特点、风俗习俗。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业文化高度发达，甚至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因此当地的市民文化也受到影

响，比如随之形成的“起于花朝，尽于端午”的西湖香市。据《昭庆寺》记载：“春时有香市，与南海、天竺、山东香客及乡

村妇女儿童，往来交易，人声嘈杂，舌敝耳聋，抵夏方止。”这样场面盛大、物品繁杂、历时较久、参与人数众多的市会，足

以反映出杭州西湖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民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湖地区的旅游文化也得到发展，一时间，外出游玩蔚然成

风，各色人等汇聚西湖，尤其是在节日，比如二月的苏堤胜会“城中括羊角灯、纱灯几万盏，遍挂桃柳树上，下以红毡铺地，

冶童名妓，纵饮高歌。夜来万蜡齐烧，光明如昼。湖中遥望堤上万蜡，湖影倍之。箫管笙歌，沉沉昧旦。”当这种奢靡华丽的

场面传至京师甚至导致了“太守镌级”（意指太守受到降级处分——编者注）的后果。中元节的西湖也同样游人如织，赏月之

人遍布西湖各个角落。“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

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

面看面而已。”以至于“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避仇。”可见当时西湖虽然游客众多，但其主体人群并非杭州本地人，

这也说明明清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对地区的市民文化形成影响。 

其次，《西湖梦寻》中还运用了大量笔墨描绘了西湖一带的寺庙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文化，对于江南地区尤其是西湖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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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地理研究颇为重要。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渐渐和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及道教相融合，并在唐宋时盛极一时，西湖一带

佛家名胜众多，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已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

十寺，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张岱在经历国破家亡之后，愈发相信佛家所言“因果论”，认为自己晚年生活的贫困皆

因青年时代挥霍纵容自己的性情，耽于享乐所致，因此对于西湖一带的名寺古刹作了许多介绍，卷一共十一篇，描写佛家庙宇

的就有六篇之多。并且除了记载灵隐寺、昭庆寺、法相寺、梵天寺、胜果寺等名寺，张岱对于诸如玛瑙寺、高丽寺等香客相对

较少的寺庙也做了记载，全面介绍了西湖一带庙宇建筑的历史沿革及保存情况。此外，《西湖梦寻》中还记载了不少关于寺庙

的奇闻异事，如《净慈寺》篇，不仅讲述济颠和尚募缘修殿这一颇具神异色彩的故事，也记述建文帝隐遁于此的传说；《灵芝

寺》中讲述了宋高宗为康王时，在遭遇“避金兵，走巨鹿，马毙，冒雨独行，路值三岐，莫知所往”（[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余[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60.）的困境时，得到崔府君祠中的泥马所化的神马庇护，得以摆脱险境的故事。这些传奇故

事虽与寺庙有关，但颇具神话色彩，与佛教原本教义中的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其实是有区别的，这反映了明朝后期江南

地区佛教带有的本土化、世俗化倾向。 

此外，《西湖梦寻》还突出表现了江南地区尤其是西湖一带的名士文化，有利于推进明清时江南地区士人文化的研究。张

岱出身望族，前半生所接触和结交的也多为名士，因此《西湖梦寻》中记录了不少历朝历代江南名士之逸闻轶事。如《醉白楼》

篇，记白居易为醉白楼题名之事，这件事在其他书籍中未见收录，张岱文中所提及的野客赵羽也未见记载，因此张岱此文愈见

珍贵；《孤山》则专为林逋作传，记录这位西湖三贤中鲜少被人提及的隐士梅妻鹤子的清雅闲逸。与唐宋时士人崇尚天然朴素

的旷达不同，明代江南地区的士人显然也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始追求精致、享受奢华，《青莲山房》及《包衙庄》中

所记张岱祖父的朋友包涵所即是典型代表。包氏营造山房、创立楼船皆精巧富贵而又不媚俗，使人流连。除了对文化名人的记

载，张岱还用大量篇幅记载了与西湖相关的忠臣义士，如《岳王坟》详细记录了忠臣岳飞被奸臣诬陷惨死的史实；《于坟》中

高度赞颂了明代忠臣于谦在国家多难之时，不惜死亦不惜名的忠义之举。这些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记叙也是张岱个人情绪的流

露，体现了其作为士人对儒家文化中忠孝节义的坚守。（全文第二部分的引文，除注明外，均出自[明]张岱.西湖梦寻[M].北京：

中华书局，2011.） 

三、总结 

中国古代文献中包括不少历史地理文献，“就其卓越之处而言，继承、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并有发展、创新”。（杨光华，

马强等编，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91.）首先是《一统志》以及各地编修的地方通志，

其次，随着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扩大，因此，出现了许多私人著史。尤其是晚明出

现的实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士大夫，这些士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著书立说，力图发挥史学资治、教化和存实的

功能。同时，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旅游考察逐渐成为官僚、士大夫群体的一种风尚，因此出现了以《徐霞

客游记》、《五岳游草》、《广游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游记作品，以及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松窗梦语》等为

代表的随笔文集。这些作品多以作者亲身游历的地区为描写对象，记载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文献价值，极大地丰富了明清时

期的历史地理文献。因此，研究明清时期的历史地理，除了要重视传统的官修史料，对于民间私人著史以及游记、文集等史料

也要予以关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