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湖清趣图
此《西湖清趣图》卷可能绘制于元明时期，作者未知。画卷前段为简笔平面导示图

（圆相），后段围绕西湖为中心描绘从钱塘门开始，经断桥、孤山、苏堤、雷峰塔等

景致，逆时针环西湖一周，再回到钱塘门；卷前有明代书法家程南云题：西湖清趣；

卷末有清代文学家厉鹗题跋。此卷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西湖清趣图》的主图长达近16米，从钱塘门绘起，逆时针绕西湖一圈，再回到钱塘

门，环360度描绘了南宋西湖全景。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幅堪比《清明上河图》的宋画，

另一些学者则质疑此图为元明时期的作。从美术鉴赏的角度来看，《西湖清趣图》的

笔法可谓拙劣，难及《清明上河图》。但作为图像史料，《西湖清趣图》蕴藏着文献

未记录的丰富信息，是不可多得的了解历史上杭州城市建筑与公共设施的历史图像。

（介绍参考）

卷首题：西湖清趣

吏部郎中兼翰林侍書程南雲書（钤印：廣平程氏）

画卷部分店家旗标语：揀打諸庫上等高酒、揀到諸庫好酒供應細食、錢塘酒庫、上等

碧香、好酒細食

刻字：澄水閘

樊榭山民厉鹗记

右《西湖圖》一卷，廣陵王君[*繩]承武所藏也。觀其千樓萬閣，界畫向背不爽分別，

如喻浩《木經》折算法。固已奇絕，而山水、花柳、舟輿、人物種種工緻。此南宋畫

院名手進御作，惜不書名，上有岳墳，當是孝宗以後人，疑李嵩也。丙午秋八月，予

與程君松門、顧君嵎東訪王君借觀。王君以余杭人，宜知南宋事，問曰 : 「圖中衣冠而

游行者，必有一人持繖隨其後，何也？」。余偶記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云：太學諸

生，向用青蓋，臺臣鄭昭先奏禁勿用，諸生皆以「皂絹為短簷繖，如都下買冰擔上所

用」，此故事也。圖中有插繖於小架上者，即買冰擔之類。王君喜其確据，因請於予

曰 : 「畫，信乎南宋矣。園亭寺觀，求一一標舉其名，使觀者有所考，則更善也」。予

諾之，以遄歸未果。今年秋，王君請益堅，乃為本《武林舊事》、《夢粱錄》諸書詳

述如左。

前作圓相，後引而長之，自錢塘門起，至錢塘門止。出錢塘門為錢塘酒庫、楊和王水

閣、賈府上船亭，有大小舟泊焉。次為錢塘門上船亭、望湖樓、昭慶寺、秀邸新園、

謝府園。次為石函橋，有閘泄水入下湖。次為放生亭、德生堂、泳飛亭。堂臨湖，水

中有木圍界之。 接德生堂上段為裡湖北山路。有花竹者曰水月園。柳間小寺曰兜率院。

次為大吳園、小吳園、大石佛院。院之旁曰十三間樓，數之果然。上為保叔塔、崇壽

https://old.shuge.org/ebook/xi-hu-qing-q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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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次為壽星院。松竹中高臺曰江湖偉觀。次為多寶院、普安院、智果院、治平寺、

瑪瑙院、玉清宮。葛嶺臨湖者曰楊駙馬挹秀園、劉鄜王秀野園、賈平章養樂園、史衛

王半春園、小隱園。賈氏賜第曰集芳御園。樓臺花木參錯交暎，可以彷彿其盛。

接德生堂下段為孤山路，有斷橋，萬柳如雲。次曰涵碧橋。次曰處士橋。墻內為孤山，

松林中為四面堂，畫法果[*曰]四面。牆外古樹二株對立甚奇，為陳朝柏。沿牆而轉有

大宮殿，朱碧爛然，曰西太乙宮，曰四聖延祥觀。次曰西泠橋，裏外湖交通之處。孤

山路至此止矣。

接西泠橋而西，山下曰永壽寺、喜鵲寺、招賢寺、廣化院。竹中有高閣，白公竹閣也。

次為顯明院，再西為棲霞嶺下岳王墳、褒忠演福院。西泠橋傍臨湖者為趙氏快活園、

賈平章水竹院落。接岳墳而南曰蘇堤。第一橋曰跨虹。第二橋曰東浦橋。傍有小新堤，

亦植花柳，從此以通靈、竺二橋，路中樹旛竿曰水仙王廟，龍王也。第三橋曰壓堤。

第四橋曰望山，路中有三賢堂，記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第五橋曰鎖瀾，路中有

先賢堂。第六橋曰暎波，自南數之，暎波為第一也。

接六橋而南曰南山路，為南屏興教寺，墻內有小石幢。次曰惠照寺，齋宮為望祭，路

中七陵處，兩旁有小屋，共六行。臨湖曰翠芳御園，正對南屏山。次大寺巍然曰淨慈

光孝禪寺。寺之對為甘園，內侍甘昇築亭館，半在水中。有蟠松蒼然，弁陽翁詩所謂

『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庭前御愛松』者，是也。又為上清宮、淨相院、普寧寺、雲

濤觀。上為雷峰塔。過塔為韓侂胄南園、張循王真珠園。有橋標『澄水閘』三字曰長

橋。過橋為楊府上船亭。

接長橋為沿城路。山下城門曰錢湖門。次曰清波門。兩門之間，臨湖一帶亭臺花柳最

盛處曰聚景御園，內有柳浪、學士二橋。園之旁曰顯應觀、靈芝寺。次曰湧金門。門

外曰豐樂樓，有秋千、梭門，花木、亭榭，宋時春游最盛。樓之北曰柳洲，有五龍王

廟、柳洲寺。寺外為上船亭。次為楊郡[*五]王養魚莊，水中木圍[*者]外，繫數十小舟，

有人垂釣者，是也。次為環碧園，亦属楊府。次為張循王迎光樓。次為劉內侍園。次

臨水開窗者為玉蓮堂，龍舟爭摽之所。次為菩提寺，有花柳橋亭者曰玉壺御園。至錢

塘門止。  趙宋時湖山繁麗，約略盡於此圖。畫者雖不題目其名勝，而每經一佳處，必

留蹤跡，使人可尋討而得，真所謂良工心苦也。王君其寶藏之。時皇清雍正五年歲在

丁未秋九月六日，樊榭山民厲鶚記。

*注 : [繩]、[曰]、[五]、[者]，四字被点去。

画卷尺寸：32.9 x 1581.1厘米，TIF图片尺寸：206625X3859像素，纸本设色

程南云，明代书法家，字清轩，号远斋，江西南城人，落款印章所称广平，指程姓郡

望，并非籍贯。程南云好书画，尤精篆隶，永乐年间以能书征，修《永乐大典》，累



官太常卿。

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面。它是中国大陆主要的观赏性淡水湖泊之一，也是现今

《世界遗产名录》中少数几个和中国唯一一个湖泊类文化遗产。西湖最早称武林水。

《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

十里。”  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

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

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

湖；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

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

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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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PDF文件将长卷分为四十五幅，含气泡钤印文字注释。此卷现藏于：弗利尔美

术馆/弗利尔艺术博物馆。

—
文件夹：西湖清趣图.传.李嵩绘.弗利尔艺术博物馆藏

文件格式：PDF高清+TIF高清+JPG标清

文件大小：1.60G

https://www.freersackler.si.edu/object/F1911.209/
https://www.freersackler.si.edu/object/F191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