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含情水含笑——那些年广州建成的人工湖 

 

炎炎夏日，泛舟湖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情。在广州，这种惬意并不难。流花湖公园、荔湾湖公园、麓湖公园

和东山湖公园，都有碧波荡漾的水面，是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流

花湖，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诗情画意；荔湾湖，亭台水榭，曲

桥卧波，最具岭南风情；麓湖，清幽静谧，兼有山水之美；东山湖又

称东湖，著名的“东湖春晓”，是 1963 年版的羊城八景之一。不过，

你知道吗？这些美丽的湖泊，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人工湖，

是当时全市人民挥汗如雨、辛勤劳动的成果。 

今天的我们，或许会有疑问，当年为什么要建那么多的人工湖呢？

这还要从广州的地形和环境说起。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历史上的广

州，依山傍水、风景独好的同时，也一直苦于治理水患的问题。古代

广州城有“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之说，六脉指的是开凿的濠渠，

除了交通运输，还兼具排水、防洪等功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濠渠因为淤积、堵塞、侵占等各种原因不再畅通。广州雨水众多，

一到丰水期，排水不畅就会导致山洪、水患、水灾问题频频出现，到

处都有街道、房屋变成水乡泽国。 

1958 年，为了解决排洪、防洪、蓄洪问题，同时整治城市环境

卫生，消灭蚊蝇孳生，广州市政府号召全市干部、教师、大中小学校

的学生、手工业工人等，每人每月至少自愿参加劳动一天，进行城市

环境改造，同时在四个地方开挖四个人工湖。 

流花湖一带原是古代的天然湖泊——芝兰湖的遗址，明清时期这

里已经淤塞成小水塘，还有一些变成了菜田。流花湖的修建主要用于

蓄洪、调洪，它曾经是广州最大的人工湖，水面面积为 33.4 公顷，



不过现在已经被更大的白云湖取代。 

荔湾湖一带原是著名的荔枝湾，广州风景最美的地方之一，但曾

经的“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在近代以后逐渐消亡，荔枝湾涌、

泮塘涌相继遭到污染、堵塞。1958 年春，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减轻

水浸“西关”民宅水患，在市政府的号召下，全市人民义务劳动，将

荔枝湾、泮塘一带的水田、鱼塘、烂地进行改造，建成今天的“玉翠

湖”“小翠湖”“如意湖”，合称荔湾湖。 

麓湖一带自古以来就是蒲涧、溪流的流经之处，暴雨时节，这里

常常成为洪水滔天的“内海”，家家户户的房子都被水浸了。1958 年

5 月，全市人民义务劳动，在这里筑坝蓄洪，兴建水库，将源于白云

山、越秀山及黄花岗等地的 6 条山坑水汇集到一起，形成今天的麓湖

水面，能滞留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因为位于白云山南麓，所以叫做麓

湖。 

东山湖的历史就更奇特了。二十世纪初这里叫做“崩口塘”，本

是搭载乘客从东山到长堤的一个小码头，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变成一

口烂泥塘，面积有上百亩。塘内杂草丛生，污水横流。1958 年 4月，

就在这片臭水洼地上，时任广东省省长陈郁和广州市市长朱光卷起裤

管、光着脚板，与广大市民一起挑泥担石。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参

加劳动的人民群众手搬肩挑，使用锄、铲、锹、扁担、竹等简单的工

具，仅一年就化腐朽为神奇，将这片蚊蝇孳生的臭水塘变成了树木葱

茏、水光潋滟的羊城八景之一。 

“我们是怀着满腔热血，热火朝天参加义务劳动。”当年参加挖

湖劳动的一位市民说，“当年的年轻小伙子、小姑娘每个周末都来劳

动一天，但大家并不觉得累。”今天，当我们欣赏并享受着这样美丽

的湖光山色，也要记得感谢那些为之付出努力和汗水的人们。 



 

 

 

 

 

 

 

 

 

 

 

20 世纪 50 年代的荔湾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