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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西湖”为泛指
并不单指湖面水域

东坡在谪居惠州近三年的时间
里，写下诗文信札等 500 多篇，其古今
同仰的人格魅力和万世不朽的锦绣
文章，为惠州湖山江月注入了意韵悠
长的人文气息。东坡之后，天下名士
纷至沓来，他们游湖探胜，凭栏吊古，
把酒吟诗，留下了大量诗词文赋。这
些优秀的作品大大提高了西湖和惠
州的知名度。

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大书法
家祝枝山在惠州居住时曾说：“九州
之内西湖三，一在杭，一在颍，而一在
惠州。”开“三湖鼎足”论之端绪。到
了晚明，岭南大儒张萱则认为颍州西
湖无山，只是“汝阴勺水”，难与杭惠
相提并论，“三湖鼎足”于是变成“二
湖相较”。

至清初，惠州“风流贤太守”王煐
有论及此，作了形象的比喻：“惠之西
湖，苎萝之西子也；杭之西湖，吴宫之
西子也。”而稍后的吴骞在《惠阳山水
纪胜》中说：“杭之佳以玲珑而惠则旷
邈；杭之佳以韶丽而惠则幽森；杭之
佳以人士足缀为华丽靓妆，而惠则天
然风韵娥媚淡掃。”对王煐“苎萝吴
宫”论作了绝好诠释。其实两个西湖
都是美女西施，只不过一个素面迎
人，一个艳妆媚君罢了。

“西湖旧无界域，宜以自然山川
为界。西湖山起于红花嶂，嶂西行，
至黄峒而北，历窑輋、学田、迄三台
石，沿江堤至梌山。嶂东出，至天平
针、斧头岭、麦地、横冈、子西岭，循江
为堤，经钟楼连湖。凡山水汇入湖
者，即为湖之区域。其山脊至江湖间
堤，则为湖之界也”。对晚清民国学
者张友仁《惠州西湖志》所记述的这
些地名，惠州人耳熟能详，虽然相关
的地貌或许已发生变化，却没有影响
人们对她的美好追忆和向往。

惠州历代人眼中的西湖，是广义
的，而不是狭义的，不仅仅是指湖面
水域，还包括西湖的三大水源和涵养
这些水源的山脉、田野、树林、村落，
城郭，以及连接西湖出口的东江与西
枝江流段。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一
个相互制约而又整体平衡的自然生
态体系，使西湖得以生生不息，山清
水秀，明丽如镜，充满了生机和魅力。

（整理自琶洲羽正《科学规划，从
容建设——关于惠州西湖的若干思
考（上）》）

3 月 26 日晚，由惠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重温红色经典 庆祝建党百年——惠州市百
部千场红色电影展映打卡系列活动”启动。

根据猫眼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 3
月 28日，惠州电影市场2021年票房（含
服务费）突破1亿元。

3月 28日，“家学·琴传——古琴世家全
国巡演”在惠州文化艺术中心激情上演。八
大古琴世家传承人携多首名曲汇聚惠州。

近日，2021年 1月至 2月“中国好人榜”发
布，其中惠州两人入选，分别是“敬业奉献”好
人冯清川、“孝老爱亲”好人刘日芳。

沿着西湖景区的鳄湖岸边前
行，拐入红花湖路后继续直走进入
金榜路，不久就可抵达市民骑行红
花湖景区最常进入的东入口。红
花湖是西湖景区的一部分。

红花湖因红花嶂山峰西北面
坐落在内而得名。每到周末，惠州
市民经常到红花湖骑车、徒步，或
三五结伴，或百人成群，沿着绿道，
穿梭于山湖间，一边享受运动带来

的快感，一边欣赏静谧碧绿的湖
水，聆听山间鸟儿灵动歌唱……

周末，市民陈女士夫妇到红花
湖租单车，一辆小单车给儿子郭锐
宇，一辆三人亲子单车夫妻俩带着
三岁半的女儿，一家四口骑行在绿
道内，郭锐宇一个劲往前冲，陈女士
的叮嘱声紧随其后……陈女士说，
到红花湖来，既可以让孩子们脱离
电子产品、亲近大自然，一家人又可

以享受亲子时光，“非常惬意”。
市民李先生是一名旅游达人，

到过大理、杭州、武汉等60多座国
内知名城市旅游。他告诉羊城晚
报记者，到惠州工作 3 年，他每周
至少会到红花湖骑单车 3 次。“去
过那么多城市，在市中心设有这么
长的绿道，惠州是头一个，这是惠
州人的福。”他说。

红花湖作为惠州西湖的组成

部分，从 1991 年提出建设设想至
今，在多方努力下，已建成惠州市
民运动休闲的好去处，每年都吸引
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2021 年春
节假期，惠州共接待游客总量约
267.21 万人次，旅游收入 15.22 亿
元。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
据，2月11日-17日，惠州西湖风景
名胜区预约人数排名全广东第二，
这其中红花湖的“功劳”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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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西湖美，西湖美惠州。”提起惠州，西湖是绕不过的IP。西湖原名“丰湖”，因其丰厚的渔农之利而得名，东坡寓惠期间，除主持修建
了苏堤、西新桥、放生池、朝云墓等，还写下诗文，首称“丰湖”为“西湖”。此后千百年，西湖与惠州如生命共同体般相互依存、共融发展。

2021年，惠州提出“十四五”新目标：打造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市。围绕这一目标，西湖的提升工程也随之而来。3月15日，惠州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洪到惠城区调研西湖风景名胜区及周边区域更新优化工作时指出，西湖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良
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要珍惜好、爱护好，合理开发景区资源，规范管理景区资产，守护西湖天际线，将西湖打造成惠州特有的生态名片。

2021年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惠州要广泛集中民智，高水平规划提升西湖品质和环西湖中央文化休闲区，打造“足并
杭州”的靓丽名片，新的历史阶段，惠州西湖如何再度“出圈”扬名万里成新的答卷。

没有旅游的文化没有活力，没
有文化的旅游没有魅力。自古以
来，不少迁客骚人慕名而来到惠州
西湖，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句
和动人的故事，但遗憾的是，惠州
并没有将其串联起来，连西湖棹歌
等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也消失殆
尽，景区内存在旅游主题不够鲜
明、游览景点分散、脉络尚不清晰
等问题。

关注惠州文旅发展的惠城区
人大代表梁敏基建议，以文化内涵
形成主题旅游线路，形成如道教文
化、东坡文化的旅游路线，讲好景

点故事传说，让景点串珠成链、主
题鲜明。

梁敏基说，要注重动态旅游景
点建设。目前，西湖景区古街古庙
静态景点较多，动态游玩内容欠
缺，尤其是缺乏留住过夜客的节
目。建议在平湖丰湖湖面打造表
演舞台，展演主题节目，让游客在
舟船光影中穿越千年。

惠州绿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理刘金永表示，西湖水域资源丰富，
可塑性强，在水质净化工程持续推
进过程中，不破坏水质的基础上打
造水上乐园，串联红花湖、丰湖、菱

湖等，设置趣味性的游乐设施，建设
娱乐表演舞台，搭建绿色栈道，让游
客在游玩中享受水面风光。

“惠州西湖扬名万里，得力于苏
东坡对西湖的热爱，以及不遗余力
地推广宣传。”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
创始人梁力文表示，这几年的西湖
建设，景点设施确实有了很大进步，
但软件方面还有很多发展空间，这
也是创建西湖特色的关键所在。

“我觉得，可突出苏东坡、王朝
云在西湖发生的感人肺腑的爱情
故事，以及他们夫妇与惠州民众的
亲密互动关系，以及苏东坡在无职

无权的情况下，还尽量利用其影响
力，为惠州人民做的好事，彰显惠
州人文情怀，体现西湖的特色。”梁
力文说，随着惠州东坡祠的建设和
不断完善，西湖在内容上呈现不少
趋同性，原有的特色在流失。

专家表示，特色不仅不能流
失，还要不断注入新元素。比如可
以设立东坡诗意画展馆来突显其
特色，将黄澄钦、张年才、梁力文等
本地画家的作品搬进展馆，同时有
关部门要加大惠州文艺创作的支
持力度，推动惠州文艺作品走向全
国参赛，助力惠州西湖再度扬名。

迈进“十四五”，惠州又对西湖
提出了新要求，在 2021 年惠州市
《政府工作报告》中，惠州提出要广
泛集中民智，高水平规划提升西湖
品质和环西湖中央文化休闲区，打
造“足并杭州”的靓丽名片。

“西湖很漂亮，但就像公园一
样，没什么好玩的。”“到惠州六年
多，我还没逛完过西湖。”“西湖很
大，但没特色，感觉就是老人家休
闲的地方。”西湖很美，但质疑声也
不少。日前，羊城晚报记者随机访
问 40 多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
一半以上受访者表示对东坡与西

湖的故事有所耳闻但并不了解，更
有部分表示对西湖的品牌价值表
示不认可，“生态环境好是景区最
基本的东西，刨除环境好，惠州西
湖暂时并无拿得出手的东西”。

“惠州西湖主打休闲牌，但无
过多内容附加值，在杭州西湖，不
仅有西湖龙井，还有夜游西湖等附
加项目，并且打造了‘西湖必做事
目录’，这是杭州西湖一大卖点，恰
恰是惠州西湖欠缺的。”旅游达人
李先生说。

当年杭州西湖也曾被诟病为
“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后来

杭州人有规划地更新城市，将西湖
翻修了个遍，新增了不少当代年轻
人会选择的内容。广东省社会科
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丁力表示，杭州
西湖的名气更多是杭州人在历史
传承基础上创新打造出来的。

“杭州西湖有梁山伯与祝英
台、许仙与白娘子这种民间传说，
惠州西湖有苏东坡与王朝云的爱
情故事；杭州西湖有雷峰塔，惠州
西湖有泗州塔，文化增值空间具有
相似之处。”丁力说，惠州要从力所
能及的方面入手，提升游客体验。
除了免门票，还要景点的治理与完

善，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丁力表示，惠州提出“足并杭

州”的目标，众人在鼓与呼的同时，
也要明确两者的差距，在自然风光
上，杭州西湖还是更胜一筹。在人
文资源上，杭州西湖有梁山伯与祝
英台、许仙与白娘子等家喻户晓的
民间传说，相比之下，惠州西湖的
民间传说显得较冷门。

还有游客资源的差异。杭州西
湖是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但惠州
西湖更多是广东省内的，局限性较
大。“所以，单纯的学习、模仿是不够
的，还是要搞出特色来。”丁力说。

于惠州西湖而言，红花湖不仅
是“子景区”，事实上，它们间存在
着更为深厚的历史渊源。

明代叶萼在《全湖大势记》中
写道：“西湖者，丰、鳄二湖之汇
也。三大溪之流，北曰横槎，西曰
水帘，西北一新村、一天螺坑，至西
新桥会合三大溪，溪水汇，因是溪
化为湖，广袤十余里，汪洋千顷，波
光若练。”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还见横
槎、水帘、和新村三支溪水入湖，当
时湖水清澈，沿湖居民可直接饮用

湖水。但后来，由于周边工业、医
疗和生活废水排入湖内，甚至经常
向西湖倒入人粪作为养鱼食饵，西
湖水体淤积变浅，并逐步蜕化成为
封闭性湖泊，水质逐年下降，水体
不能再作为居民生活用水。

后来，在多方驱动下，惠州打
响西湖环境保卫战。按照当时西
湖污水治理规划，要在西湖上游兴
建水库引水为其换水。在惠州市
人大六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兴建红
花湖水库改善西湖水质的议案》
上，红花湖水库首次正式提出。

1991年 8月，惠州市水电局编写设
计任务书上报省水电厅，次年获批
立项。

按规划，红花湖水库的库容
1900万立方米，集雨面积6.85平方
公里。从红花湖引鲜活水入西湖
后，可每年为西湖注入475万立方
米的活水，为西湖洗两三次“澡”，
可以说，红花湖水库的筹建正是惠
州人应对生态恶化的补救之举。

为更加合理地保护开发西湖风
景名胜区，惠州市政府于2004年起
组织编制《惠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将红花湖纳入西湖风景名
胜区的管理范围，并要求红花湖水
源保护区范围内控制水产养殖数量
和种类，水库只可作为生态观光考
察，禁止向水中排放废水和污水，防
止水源污染；禁止向水中排放油类
等污染物，控制游船的使用。

2018 年 10 月，惠州西湖迎来
历史性时刻，晋升为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标志着惠州生态质量、服
务质量均达到5A标准；2020年 12
月，野生黑天鹅的突然到访，再次
印证惠州西湖生态环境的改善。

环境优美 市民日常休闲好去处

污染治理 建水库为西湖“洗澡”

瓶颈之处 缺乏特色难吸引年轻人

提升之路 生态为保障文化铸灵魂

城湖相依千年，如今再谋发展

惠州西湖如何比肩杭州西湖？
专家建议提升文化专家建议提升文化特色特色，，增加品牌附加值增加品牌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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