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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脚
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泸

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

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
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
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一座水电
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

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
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杨
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
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
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
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

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连

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
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
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
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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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旅行家徐霞客是怎样出行的

古人云：“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时难。”真的，凡是外出过的人都有这样

的体会：居住在自己的家里，虽然时间很长，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而出门在

外，即使时间很短暂，也常常会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不方便和困难。明代大旅行

家徐霞客经常在外寻幽探胜、搜险猎奇，他有什么奇招妙术使长期在外的远游能

够持续下去并取得巨大的收获呢？他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呢？细读有关介

绍徐霞客的书籍和徐霞客撰写的《徐霞客游记》，可以发现：徐霞客每次外出之

前，都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徐霞客外出时，都会选择最佳的旅行方式、旅行方

法和旅行技巧。

徐霞客出行之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第一，安排好家人的生活，使外出旅行

无后顾之忧；第二，请朋友写介绍信，使外出时能得到各地人士的资助；第三，

带足外出所需的盘缠和生活用品、食品、书籍、资料等。第三项准备工作尤其重

要，特作较详细的叙述。明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徐霞客决定进行一次长达

数年的“万里遐征”。临行之前，为筹集足够的盘缠，他甚至变卖了祖上留下的

一些田地，还接受了亲朋好友的一些资助。为了实现这次足迹遍达如今江苏、浙

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的远游，徐霞客携带的生活用品、食

品、书籍、资料很多，这些物品除让一名仆人担挑外，还常常要雇佣一至三个挑

夫担挑。

徐霞客外出时，善于选择最佳的旅行方式、旅行方法和旅行技巧。关于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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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情况，郑祖安、蒋明宏两位先生主编的《徐霞客与山水文化》介绍得比较全

面，该书总结出了徐霞客出游的六个特点。

第一，采取了独自游和结伴游相结合的方法。喜欢特立独行、勇于冒险、

酷爱猎奇、做事认真的徐霞客，在一般情况下，采取的是独自游的方式。独自游

的好处是自由自在，能按照个人的意志行事，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想

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想在什么地方停留多久，就在什么地方停留多

久；可以集中注意力，不受旁人干扰地观察事物；可以不顾个人的安危，冒险行

动；可以不管饥寒、酷热连续考察；可以不计时间长短，长期在外。因此，独自

游有利于按照实际需要灵活安排行程，有利于深入细致地观察和了解事物。如徐

霞客在云南鸡足山期间，为了实地考察鸡足山的地形、地貌，撰写出第一部有价

值的《鸡足山志》，他常常不惧艰险，独自一人攀登就连年轻力壮的仆人也不敢

攀登的悬崖峭壁。“少斫级痕以受趾，遂揉木升岸。……足之力半寄于手，手之

力亦半无所寄，所谓凭虚御风，而实凭无所凭，御无所御也。”大凡远行，徐霞

客也爱挑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旅伴结伴而行。如明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的

“万里遐征”，徐霞客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是云南的鸡足山，而徐霞客的同乡、江

阴南街迎福寺高僧静闻和尚也以朝拜鸡足山为夙愿，与徐霞客志同道合，徐霞客

得知后，便与静闻和尚从江阴结伴远行。结伴游的好处是：能切磋学问、交换观

感、扩大视野、排解寂寞、互相帮助、提高行路的安全系数等。如对某个问题困

惑不解，可以通过请教或讨论，得到认识或启迪；旅途中生病，有旅伴照顾；旅

途中需要短暂离开，有旅伴照看行李；在行人稀少的荒郊野外行走，相对安全一

些等。结伴游的坏处是：容易分散心思，不利于细致地观察事物；容易意见产生

分歧，影响到个人的意志。徐霞客善于趋利避害，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是独自游，

还是结伴游。

第二，采取了独自游和向导游相结合的方法。大旅行家徐霞客很善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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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熟悉的地方（包括虽然没去过，但掌握有丰富资料的地方）都采取不依靠导游

的独自游；去陌生或情况复杂的地方，则尽量聘请当地人做向导。深山寺庙里的僧

道对周边的地形、地势和各种风物一般都很熟悉，这些人常常被徐霞客聘请为向

导；大山上的樵夫和采药人，对复杂的山路必然很熟悉，这些人也常常成为徐霞客

的带路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当地的各种情况一般都比较了解，徐霞客常常向

他们了解情况，或请他们做向导；路上的行人对他们走的道路一般也比较清楚，徐

霞客也常常向他们探路。如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初六日，徐霞客住宿在

永昌玛瑙山的望族马元康的家中。初八日晚，马元康对徐霞客讲述玛瑙山周边的幽

奇胜景。初九日，徐霞客在马元康的小儿子的带领下，终于看到了奇异的水帘洞。

七月十二日，徐霞客来到了离石城不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十五喧，但当地人告诉他

“喧中人俱不识石城路，惟中台僧能识之；且路必由中台往，无他道也”。徐霞客

只好前往中台寺。十三日，徐霞客在中台寺老僧沧海的带领下，“沿西崖石脚，南

向披从棘，头不戴天，足不践地，如蛇游伏莽，狨过断枝，惟随老僧，僧攀亦攀，

僧挂亦挂，僧匍匐亦匍匐”，历尽千辛万苦，碰到许多危险，终于亲眼目睹了石城

的奇观。又如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十一日，徐霞客游点苍山北界龙首关

旁的第一峰，路上遇到几个樵夫，有个樵夫告诉他“南峡中有古佛洞甚异，但悬崖

绝壁，恐不能行，无引者亦不能识”。又有一位老樵夫对徐霞客说：“君既万里而

来，不为险阻，余何难前导？”于是，徐霞客便在老樵夫的引导下游览了古佛洞。

由于徐霞客请过各种人当向导，他才能广泛地了解并游览各种各样的风光胜

迹，并在短时间内掌握它们的精要。如果没有向导的引路，那么在许多情况下，

特别是在偏僻的地区，徐霞客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必然会与许多风光胜迹失之

交臂。如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月十六日清晨，徐霞客由剑川城出发前往

五十里外的石宝山。他从北面登山，游览了宝相寺，观看了附近的一个白塔，天

便黑了。第二天，他从宝相寺下山继续往南行，不久便见“峰头石忽涌起，如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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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象，高者成崖，卑者为级，穿门蹈瓣”。徐霞客“觉其有异”，但由于没有向

导，也没有当地人指点，徐霞客不知道这就是石钟山，更没有发现这里分布着许

多石窟。

第三，采取了步行和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相结合的方法。徐霞客外出时，不怕

走路，也不排斥交通工具。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乘船、骑马、坐轿子

等，因为使用交通工具可以节约时间、节省体力，有利于多游览一些地方，有利

于游好每个目的地。徐霞客在云南考察时，因使用交通工具十分困难，在大多数

情况下只好步行，但只要可以使用交通工具，他一定会充分利用。如明崇祯十一

年（1638年）十月初四日，徐霞客要从昆明去晋宁，他就选择当日晚从昆明南

坝乘船横渡滇池到达晋宁。有时，使用交通工具需要等待，所花费的时间比步行

还要多，徐霞客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步行。如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初九

日，住宿在云南永昌玛瑙山马元康家中的徐霞客，因急于探访距住地不远的水帘

洞，等不及好客的主人第二天为他备马前行，坚持当天就步行前往，并说了一句

对后世影响很深远的名言：“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

第四，采取自费与接受资助相结合的方法。徐霞客的家庭并不很富有，偏

偏徐霞客又爱经常出游。出游的花费是很大的，如果出游的花费全部自掏腰包，

徐霞客肯定承担不起。于是，徐霞客便采取了自费与接受他人资助相结合的办法

来实现他遨游神州的志向。徐霞客每次出游，都尽量寻求亲朋的帮助。帮助的方

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向徐霞客直接馈赠外出用的盘缠，另一种是替徐霞客写介

绍信，把徐霞客介绍给他们在各地的朋友，请这些朋友接待或资助徐霞客。如明

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徐霞客“万里遐征”之前，徐霞客的朋友陈继儒便

写信给云南晋宁的唐大来和鸡足山的两个僧人弘辨、安仁，还写信给丽江的木增

土司，请他们关照徐霞客。其中写给唐大来的信有这样的话语：“良友徐霞客，

足迹遍天下，今来访鸡足并大来先生。此无求于平原君者，幸善视之。”由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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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儒的书信拜托，晋宁的唐大来和鸡足山的两位僧人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徐霞

客。徐霞客与唐大来告辞时，唐大来不但给徐霞客写了很多的介绍信，还馈赠给

徐霞客不少的盘缠和礼物。丽江木增土司更是待徐霞客如贵宾，不但赠与银两，

还馈赠给徐霞客很多食品和生活用品。

第五，资料准备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徐霞客每次出行都随身带着许

多书籍和资料，一路上又不断进行收集和采购。由于有了这些资料，徐霞客旅行

视野才能比较开阔，各地的大致情况才能了然于胸。资料准备是徐霞客旅行中实

地考察的基础，徐霞客有了这些资料才能比较顺利地进行考察，而这些资料由于

有了徐霞客才能得到验证和充实。由于徐霞客对资料准备和实地考察同样重视，

只要一有闲暇，他便认真阅读并尽力收集资料。如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

月初，徐霞客在云南广西府（府治在今泸西）被大雨所困。八月初七日，徐霞客

写信给广西府代理知府何别驾，向他求要《广西府志》。这一天是何别驾的生

日，他不上大堂办公，信没有送到。徐霞客便进府署大堂上观览广西府全境图。

初八日，何别驾收到了徐霞客写给他的书信后，想和徐霞客见面，因为下雨没能

前往。初九日、初十日，徐霞客两次叫仆人去催要《广西府志》，因没有印好的

《广西府志》，必须重新印刷。十分重视收集资料的徐霞客，为了得到《广西府

志》，只好在广西府耐心等待。等待期间，徐霞客又几次派仆人到府署催要《广

西府志》，而他本人则抓紧时间游览了府城附近的名胜。一直等到八月十五日中

秋节下午，何别驾才命府中的书吏送来刚刚印好的《广西府志》以及赠送的礼

物。得到《广西府志》的徐霞客，第二天一早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广西府。

第六，运用了各种“特技”的旅游方法。徐霞客考察山川时，不顾生命危

险，有时道路太险峻，徐霞客便使尽浑身解数，运用各种“特技”，坚持进行考

察。如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四月二十七日，徐霞客考察云南腾越的大尖山。徐

霞客见到如此高大险峻的山峰，已感到奇特，后来又看见层层山崖之上，有个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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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方。徐霞客想爬上山去看洞，但又寻找不到上山的路，想放弃考察又不甘心。

于是，徐霞客便叫仆人放下行李在原地等候，他独自仰面攀登而上。那山极为陡

峭，陡峭得不能放脚，他便用手攀住草根往上登。不久，连草根也不能承受手的力

量，幸好爬到了有岩石的地方，但岩石也不坚稳，踩上去岩石马上坠落，手攀岩石

也会坠落，间或找到一块稍微粘牢的，双足绷紧手指挂住，如平贴在墙壁上一样，

不容移动一步。想上去既无处可抓，要下去也无余地，生平所经历的险境，没有超

过此处的。徐霞客攀登过许多峭壁，但还没碰见过如此疏松的土质；徐霞客看见过

许多流动的土石，但还没有看见过如此松散的岩石。徐霞客在如此危险的地方停留

了许久，先试探着找到可以容纳两手两脚又暂时不会坠落的石头，然后悬在空中移

动一只手，随后移动一只脚，一手一脚抓牢，然后悬空又移动一手一脚，幸好石头

没有坠落，可又手足无力像要下坠。很久，徐霞客才侥幸攀登上去。沿山崖稍下

坠，才向南转进洞中。出洞后，沿山崖往北爬行半里，脚下都是无路可走的悬崖峭

壁，但有很多草根悬挂着。徐霞客干脆坐下往下坠，把双脚伸向前，两手反向拉着

草根，做出投空而下的姿势，顺势下滑一里，竟然平安地到达了山麓。徐霞客与仆

人相见时，依然惊魂未定，就像再生一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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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霞客在云南的游踪

云南是徐霞客一生旅游和地理考察的终点（有学者认为，徐霞客离开云南

时，是绕道经四川的盐源、西昌、汉源、雅安、峨眉、宜宾、泸州等地，再乘船

顺长江东下到黄冈，又从黄冈乘船东下回归故里的。若此说成立，重病在身全靠

坐滑竿行路的徐霞客，也只能途经四川等地，而不能对四川等地进行地理考察，

所以笔者认为云南仍是徐霞客“万里遐征”的终点）。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

五月初九日，“万里遐征”途中的徐霞客来到了贵州盘县的亦资孔，因“雷雨大

作。宿于西门内周铺”。

由于《滇游日记一》的散佚，我们无法知道五月初十日至八月初六日徐霞客

在曲靖府、云南府、临安府的详细游程，但从散见于《徐霞客游记》内的一些追

叙和专题文章，我们仍能大致了解到徐霞客在这段时间内的游踪。

大约是五月初十日，徐霞客从贵州盘县亦资孔经火烧铺越小洞岭，再经明

月所过滇南胜境关进入云南。到交水（今沾益）后，住龚起潜家。以后，沿南盘

江以坐船为主，到了曲靖和陆凉（今陆良），途经石堡温泉和曲靖府城南面的越

州。《盘江考》提到这段旅途经过：“余憩足交水，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

遂由海子西而南。”“抵曲靖郡。出郡南门，东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涨溢，至

是为东西山所束，南下伏峡间。桥横架交溪上，曰上桥。桥西开一坞东向，即由

上桥西折入坞，半里至温泉。泉可浴，泡珠时发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对以六

角亭，曰喷玉。”“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东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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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峡中，悬绝不能上下，乃登陆。十五里，复下舟，南达陆凉州。”此后，徐霞

客又从陆良至杨林，从杨林的嘉利泽南岸，经过杨林西登老脊，来到了云南的省

城昆明。徐霞客从陆良至杨林，走的是哪一条道路呢？因《滇游日记一》散佚，

其他内容中又不见追叙或补叙，我们无法得知。但距陆良不远之处有名闻遐迩的

石门（今称石林），根据徐霞客酷爱探胜和常取间道，尽量不走重复路线的习

惯，徐霞客很有可能从陆良西到石门，再从石门北达嵩明县南境，又经大板桥、

金马山到昆明城。

据朱惠荣先生考证，徐霞客到省城昆明后，便投宿于如今的顺城街。不久，

徐霞客便从昆明去临安府所辖的通海、建水、石屏、阿迷（今开远）以及广西府

所辖的弥勒等地。

徐霞客的这次南行，路过晋宁时已经是夜晚了，“暗中所行”，没有停留。

从晋宁沿大坝河继续南下，过四通桥、河间铺、关索岭。游通海县城的秀山，对

红云殿和殿前的山茶有很深的印象：“宫前巨山茶二株，曰红云殿。宫建自万历

初，距今才六十年，山茶树遂冠南土。”游罢秀山，继续南行，越建通关，过曲

江桥，经南庄到临安（今建水）。从临安随流考南盘江西源，西到石屏、宝秀，

至宝秀西十里的关口。徐霞客在石屏时，曾泛舟游览异龙湖。他在《盘江考》中

对异龙湖有描述：“湖有九曲三岛，周一百五十里。岛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

城，顶有海潮寺；稍东岛曰小水城。舟经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亩，巨朵锦边，

湖中植莲，此为最盛。”游过异龙湖后，徐霞客又从石屏返回临安，再东行过金

鸡哨游颜洞并写有《游颜洞记》。此后，又经漾田越中道岭到阿迷（今开远）。

从阿迷渡盘江经朋圃、竹园到达弥勒，途中洗沐翠微温泉。再从弥勒东行九十

里，过大麻子哨，达广西府，留下《随笔二则》。徐霞客所行走的这段路程，

《滇游日记二》八月十三日的日记有一段追叙:“自省至临安，皆南行。自临安抵

石屏州，皆西北。自临安抵阿迷，皆东北。自阿迷抵弥勒，皆北行。自弥勒抵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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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皆东北。”

徐霞客在石屏的具体时间，《滇游日记十一》七月十五日的日记这样记录：

“是夕为中元，去岁在石屏，其俗犹知祭先，而此（指永昌的箐口——引者注）

则寂然矣。”可以推算出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十五日的前后数天。而

到八月初一日，徐霞客已经离开临安去游颜洞了。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初七日至八月二十九日的二十三天中，徐霞客

从逗留地广西府出发，经师宗、罗平、黄草坝等地至滇黔交界的碧峒。

八月初七日，徐霞客在广西府，他写信给广西府代理知府何别驾，向何别驾

求要《广西府志》。初八、初九两天，下大雨，徐霞客在住所未外出，等待求要

的《广西府志》。初十日，徐霞客在住所记录广西府附近的山川形势。十一日，

徐霞客探访府城附近的名胜。十五日，终于得到了何别驾派人送来的《广西府

志》。十六日离开广西府，天黑后到达师宗城，因城门已关，只好住宿在城外的

一户人家中。十八日至罗平，访问南盘江下流去向，记录州城附近的山川形势。

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雨阻逆旅”，徐霞客只好在旅店内阅读《广西府志》。

二十二日下午，徐霞客外出，向当地人了解罗平的山川地形。二十三日离开罗平

城，因下雨，住宿在三板桥的上寨。二十四日，渡过黄泥河，住宿在河边的江底

寨，此地已属如今的贵州兴义。二十五日，离开旅店继续行路，因雨下个不停，

住宿在地名为柳树的一位姓陈的老人家里。老人很穷，但却能厚待客人，一见面

就点燃柴块叫徐霞客烘烤湿淋淋的衣服，在陈家食宿虽然吃饭无盐，睡卧无草，

徐霞客却十分愉快。二十六日，徐霞客来到了贵州的黄草坝，住宿在一位姓吴的

人家。二十七、二十八两日，被雨所阻，在吴家记录黄草坝土司、境界、水道、

交通、地名等，并对迤东各地的阛阓、山脉以及桂黔滇三省的地形进行比较。

二十九日，吃过早饭后徐霞客告别主人出发，夜晚住宿在亦佐县（今属富源县）

的碧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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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的二十九天中，徐霞客自

碧峒经黄泥河、亦佐县、马场、箐口、石堡村、曲靖府、交水（今沾益）、寻甸

府、嵩明州、邵甸，第二次进入省城昆明。

徐霞客在滇东二十九天的考察中，横穿了云南的东部以及与云南接壤的贵州

西部。为了尽量与原来走过的路不重复，多走小路或人迹罕至的山区，途中差点

遇上了剥衣杀人的强盗。又逢阴雨绵绵的八九月，路烂泥滑，行走十分艰难，但

徐霞客在一般情况下仍坚持行路，并在石堡温泉沐浴，游览了东山寺、宗镜寺、

法界寺，当时翠峰山寺庵最盛，他在翠峰山停留的时间也最长。他对沾益州、寻

甸府、嵩明州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土司状况、城池变迁等记载得都很详细。

徐霞客还考察了车湖、嘉丽泽等高原湖泊及滇池的主要水源——盘龙江源，完成

了探寻南北盘江源流的宿愿，写成了科考名篇《盘江考》。

九月初一、初二两日，徐霞客被雨所困，在住处记录碧峒附近的山川形势。

初三日，徐霞客冒雨离开碧峒，下午来到了黄泥河，渡过黄泥河后，便住宿在河

边的一个小客栈里。初四日至羊肠堡。初五日，住宿在鸡场东村（今罗平县北端

富乐南的小鸡场）。初六日至马场（位于今曲靖市东南隅）。初七日晚住宿石堡

村。初八日在温泉沐浴后离开石堡村，到达曲靖府城后，又游览了城外的东山

寺。下午至交水（今沾益），第二次到龚起潜家投宿。初九日至十一日，徐霞客

一直在龚起潜家写日记，得到了主人的殷勤招待。十二日，由交水南至新桥，西

行至翠峰山，住宿在护国旧寺。十三日至二十一日，一直食宿在翠峰山的朝阳

庵。其间，徐霞客在庵内记录曲靖、沾益沿革；十四日下午登翠峰山顶，眺览四

周的形势。二十二日，被雨所困的徐霞客终于离开了翠峰山，夜晚住宿保官儿庄

（今马龙县北境的保谷庄）。二十三日，徐霞客至寻甸府城，住宿在府衙东边的

旅店中。二十四日，徐霞客至寻甸府衙门观看寻甸府境的地图，在城中闲逛，在

旅店写日记。二十五日至羊街子（今寻甸县南隅果马河东岸的羊街子）。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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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冒雨前行，夜晚住宿在嵩明州衙门前的旅店。二十七日，写信给嵩明州张州

同，向他借钱，张州同没回应。二十八日，徐霞客探访嵩明州城城内外的名胜古

迹，记录嵩明沿革、境界及城周围形势。下午继续行路，傍晚住宿灵云山梵虚

庵。二十九日，徐霞客经邵甸至三家村（今松华坝水库，原址已被水淹），并住

宿在该村。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初一日至十一月十一日的四十天中，徐霞客于

十月初四日由省城至晋宁州，居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起离晋宁返省城。徐霞客在

昆明、晋宁等地结交了吴方生、阮仁吾、阮玉湾、阮穆声、唐大来、唐元鹤、张

调治、张石夫、金公趾、马云客等滇中名士，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是徐霞客在

云南最快活的日子。

十月初一日，徐霞客第二次来到昆明，投宿于今顺城街的曾经住宿过的旅

店。初二日，徐霞客与阮仁吾及其侄子阮玉湾、阮穆声等人相见。初三日拜访杨

胜寰，得知丽江府知府已经在丽江等候他很长时间了。初四日晚乘舟渡滇池至晋

宁州，同唐大来及州守唐元鹤等相见。初五日至初七日，徐霞客每日都在州署里

下围棋，等候张调治。黄从月、黄沂水和唐大来等人轮换着前来相陪，夜晚一定

饮宴到全醉才罢休。初八日，至古土城观明惠夫人庙。初九、初十两日，徐霞客

生病，众朋友前来看望。十一日，知州邀请徐霞客去州署，知州的幕僚傅良友送

给徐霞客一些礼物。十二日，唐元鹤知州赠送给徐霞客新制的长夹衣、棉被等。

十三日，张调治邀请徐霞客骑马游览金沙寺。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徐霞客均在州

署内休息、饮酒。二十二日，唐元鹤为徐霞客写作《瘗静闻骨记》，并给徐霞客

设宴饯行。二十三日，唐元鹤又馈赠给徐霞客棉袄、夹裤以及其他礼物。唐大来

替徐霞客写了很多介绍信，还寄信给永昌的闪次公介绍徐霞客，并赠送了一些银

两给徐霞客作路费。这一天，徐霞客在日记里记录了晋宁州的山川形势、境界、

沿革，以及唐元鹤、唐大来等人的家世，并论晋宁州的历代名宦。二十四日，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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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客离开晋宁西行，经昆阳州至海口街并住宿于该地。二十五日，徐霞客探访了

海口的名胜石城，当天宿于海口西北的平定哨（今名坪地哨）。二十六日，徐霞

客至安宁州，探访灵泉（盐井），游览虚明洞、温泉、云涛洞，宿于曹溪寺。

二十七日，徐霞客观看“圣泉”后，返回安宁州城，又东行宿于安宁的高枧桥村

（今名高枧槽）。二十八日，过碧鸡关至棋盘山，宿于棋盘寺。二十九日，从棋

盘寺，经宝珠寺、夏家窑，第三次进省城，住宿在今顺城街。

十一月初一日，徐霞客在住所写书信。初二日，拜访阮玉湾、阮穆声。初

三日，去拜访周恭先，结识马云客，留宿马云客家。初四日，回住所等候去晋宁

的仆人。初五日，吴方生为徐霞客写介绍信，让徐霞客到永昌时拜访潘嗣魁、潘

世澄父子。初六日，徐霞客去拜访唐大来的妹婿任君，顺路观看了城内土主庙的

菩提树。这一天，周恭先、金公趾、阮玉湾、阮 等人都赠送徐霞客路费。初七

日，徐霞客与吴方生告别，离开了顺城街的住所出小西门西行。在筇竹寺内与金

公趾等人相会，并结识了昆明名士严似祖。当晚宿于筇竹寺。初八日，离开筇竹

寺，游览海源寺溶洞、妙高寺，住宿沙朗。初九日，离开沙朗，顺路探访了沙朗

的溶洞。夜晚住宿在大哨（今富民县大营）的村民家中。初十日，徐霞客探访富

民的河上洞，经富民县城，投宿于富民县西北的小甸堡。十一日，从小甸堡到武

定府，在武定府住宿。此后十九天徐霞客无日记。

据负责整理《徐霞客游记》的季梦良询问徐霞客的仆人，仆人说：“武定府

有狮子山，丛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憩数日，遍阅武定府诸名胜。后至元谋县，

登雷应山，见活佛，为作碑记，穷金沙江。由是出官庄，经三姚（大姚县、姚安

府、姚州——引者注）而达鸡足。”从徐霞客的仆人的回答，我们可以得知：徐

霞客曾登临武定的著名胜地狮子山，并在山上游憩了好几天。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初一日至三十日的三十天中，因仆人生病，

徐霞客于十二月初六日才从元谋县官庄茶房起行。徐霞客往西经仡佬族村寨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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