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我国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徐霞客所著的
枟徐霞客游记枠，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闪光的瑰宝。 它的手稿，在当
时就被人们争相传阅、抄录，被誉为“千古奇人，千古奇书”，“世间真文
字，大文字”。 除了我国古代的类书、丛书，作为单一的著作，没有第二
部书能像枟徐霞客游记枠这样涉及如此广阔的科学领域，包括如此丰富
的科学内容，具有这么多方面的科学价值，这正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向
广大读者介绍的。

枟徐霞客游记枠是导游手册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明代南直隶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县）人。
生于万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元 １５８７年 １月 ５ 日）。 他生活在
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毅然放弃仕途，寄情山水，游遍全国名山大
川、海隅边陲。 东边渡海到落迦山，西至腾冲西境，北游盘山，南达广
东罗浮山。 他游遍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司，足迹遍及今天的北京、天
津、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
广东、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可能还到了
四川。
我国古代著名的旅行家不少，但他们多系封建国家派遣，出于政

治上的原因，有封建国家资助；或为求法朝山，出于宗教的需要；也有
的经商，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甘冒“蛮烟瘴雨”。 徐霞客出于对祖国山
河强烈的热爱，以地理研究为己任，没有政治和宗教的目的，毕生从事
旅行考察，他是我国古代难得的专业旅行家。 由于得不到封建国家资
助，霞客的旅游条件特别艰苦，靠变卖家产、沿途求友告贷来解决游
资。 有时身无半文，被迫卖掉衣裙，才换得一顿饱饭。 在江南各省以
船行为主，在广西亦间骑马或乘滑竿，在云南、贵州山岭重叠条件最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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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地区，几乎全是步行。 他住破屋顶寒风，卧石洞受蚊叮虫咬，甚至
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风餐露宿。 他跋山涉水，求源探尾，日夜兼程，踏
泥泞，下溶洞，滑陡坡，跌深潭，三次被盗，多次绝粮。 艰苦生活丝毫没
有动摇他的意志，从二十二岁踏上旅途，游程越来越远，观察的内容也
越加丰富。 崇祯九年（公元 １６３６ 年）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
光辉的一次远游。 历时四年，游遍了祖国的南方各省。 长期野外生活
的劳累和瘴毒损害了他的健康，崇祯十二年（公元 １６３９ 年）八月重返
云南鸡足山时，全身俱发疹块，后来“两足俱废”，丧失了旅游能力，被
丽江木土官派滑竿护送，经湖北黄冈再乘船回家。 霞客返乡后仅半
年，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元 １６４１ 年 ３月 ８ 日）与世长辞，只活
了五十六岁，为旅游考察献出了生命。 徐霞客的故居、晴山堂和墓地
在江阴市马镇南旸歧村，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了
纪念馆，为千百万人缅怀凭吊。
徐霞客健于旅游，也善于旅游。 他追求的是不问道里、不计行期

的“万里遐征”，而不是一般人的“有方之游”。 打听到哪里风景好，立
即奔赴那里；了解到几条路中哪条最陡最险，即决心选择最险的间道
攀登；听说哪里豺虎出没，人迹罕至，越要循虎迹、追蟒踪，亲自去看
看。 他不知疲倦，从不满足，总是以求全的精神，力求“峰峰手摩足
抉”，发现更多的胜景；在一组风景中，也力求游遍每个部分。 有时走
错了路，又累又饿，但毫不悔恨，反为意外发现新景而庆幸。 凡遇漏游
的地方，必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补游。 匆匆走过的地方，总设法重游，必
尽兴方罢。 很多名山的姿色常因时间、气候的变化而变化，他总是反
复体察欣赏，选择不同的季节，三游四游。 有时白天刚游完一遍，晚上
皓月当空，又兴冲冲重游一遍。 “余谓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
功，胜于追逐。 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虑其骑也。”这
是霞客旅游经验的总结。 骑则走马观花，不及细看，人多同游则分心，
皆不能集中精力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霞客经常一主一仆，徒步跋涉，
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一边体察欣赏，一边思索记录，度过了他有意
义的一生。
徐霞客不仅能到别人所不能到的地方，以他的游踪之广为人们称

颂，而且还能写别人所不能写的内容。 他走过数不清的弯路和错路，
有的地方三误三返才找到，有的风景就在他身边而失之交臂，苦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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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既了解风景又熟悉路径的理想的向导，深感导游的重要性，“惟指示
之功，胜于追逐”。 可以说，枟徐霞客游记枠就是他有鉴于此而献给后世
旅游同好的一部导游指南。 在我国古代游记中，有的多辑录文字材
料，与实际出入较大；有的为进行文学加工而致失真，或仅选取某些侧
面描述，读者无法知道全豹；有的系短篇小品，分量单薄；有的是数年
甚至数十年后追记，线条较粗，难以反映原貌。 枟徐霞客游记枠比这些
都高出一筹，它以翔实可信受到人们普遍的赞誉。 游记要真实就得观
察细致，记录及时，描述准确，这是霞客遵循的标准。 他日必有记，虽
然经过一天旅途的劳累，晚上还挑灯作记，有的一天所记即长达两三
千字。 有时在途中走走停停，边走边依岩作记。 偶因旅途安排太紧，
或晚上没有书写条件，也必抓紧在两三天内补记。 枟徐霞客游记枠也远
远超过地方志中对风景名胜的目录式的枯燥罗列，它对每个风景区的
位置、特点、各风景点的分布、地形变化、交通路线、游程安排等皆有记
录，既引人入胜，又真实可靠，便于后人踵其步畅游。 它不仅导游风景
名胜，还给读者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文物古迹、传说故事、风情习俗
等情况，内容充实丰富。
流传至今的枟徐霞客游记枠有六十多万字，全文当不止此数。 在我

国古代旅行家中，霞客所记录的风景点是最多的；对西南地区的名山
幽洞，古代游探最全者也推霞客。 广西、云南那些“远既莫闻，近复荒
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苔痕，自成岁月”，“棘霾蔓锁”的胜景，有
不少连地方志都未提及。 霞客锐于搜寻边疆的风景奇胜，第一次把它
们全面地公诸于世，且品评殿最，描绘了它们的风景特点。 至今人们
常游的胜景，不过是霞客记录的一小部分。 有的因交通不便，仍然人
迹罕至；有的虽近在城郊，亦未及开发；有的因年代久远，地理环境变
迁，已渐湮废。
徐霞客既是游人，也是这些风景的主人。 他关心祖国大好河山的

建设，对很多旅游胜地提出了开发、修建、使用、保护的方案。 他选景
不囿于传统的陈说，最反对八景、十景“俱八寸三分帽子”的滥竽充数。
主张实事求是，风景胜地，景不厌多；“非此地确然特出之奇”，也不必
凑数。 他反对湮灭历史遗迹的做法，认为智者应“追远而创其祠”，愚
者才“最新而掩其迹”，新建屋舍应保护文物古迹，突出历史特点。 他
提出要尽量保持名山面目，风景区建设应该借景而不能掩景。 最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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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洞中建轩阁，穿岩应保持前后通明的特点，适于观景的地方只可
略为施栏设几，建筑不要妨碍瞻眺。 他主张改善游览路线，歧路不能
多，要让游人渐入佳景。 可以凿通两岩间的片石，也可建桥连接溪两
岸的风景，方便人们游览地势悬绝的风景点。 他多次提出不能把风景
区糟踏为牛宫马栈，臭秽不堪，呼吁司道严禁。 这些设计思想，对今天
仍可借鉴。 徐霞客是开发建设祖国风景名胜的古代设计师。

枟徐霞客游记枠是伟大旅行家徐霞客给我们留下的旅游实录，是他
一生进行旅游活动的丰碑。 它为千百万热心的旅行者提供了一部选
胜登临的绝好的导游手册，为广大人民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提供了神
游条件。 我们只有把风景遍布的美丽祖国开发和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才无愧于徐霞客和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枟徐霞客游记枠是地学百科全书

徐霞客最大的贡献在地学方面。 他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
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 早年重点解剖名山地区，后来详记旅途沿线
情况，观察范围逐渐扩大；晚年则以布政司辖境为单位，全面考察了南
方各省。 为了系统观察自然，他经常不走大路走小路，尽量不留空白，
也少走重复路线，采取扫描式的旅行路线，正如他自己归纳的：“计离
乡三载，陟大脊而东西度之，不啻如织矣。”他每到一地，必尽量登高，
便于观察地形，了解山河大势；对水道则穷源探尾，随流跟踪；对山脉
则“行周其四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观察。

枟徐霞客游记枠内容丰富多采，可算我国古代的地学百科全书。 归
纳起来，主要内容有十方面。
一、地貌。 霞客所经过的地方，地形复杂，千变万化，但他都作了

翔实、准确的记录。 从枟徐霞客游记枠中，我们看到了起伏的群山、低矮
的丘陵、平展的坝子、狭窄的坞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 云南称山间
盆地为“坝子”，霞客对于云南各个坝子的记载，不但描绘其形状，用里
距说明其大小，还准确地抓住了各个坝子的特点。 如右甸坝子（今昌
宁），“四面山环不甚高”，“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犹高，而甸乃圆平，
非狭嵌”，“甸中之水东向而破其凑峡”，这是典型的山间盆地。 顺宁坝
子（今凤庆）则系倾斜状的一长坞。 枯柯坝子（今保山柯街）则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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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聚居的南北带坳的低热河谷。
二、岩溶。 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对岩溶地貌的研

究。 他系统考察了从湖南到滇东磅礴数千里的石灰岩溶蚀地貌，对其
分布状况、形成的原因、由于发育不同而出现的地区差异等，作了科学
的说明，对峰林、岩洞、天生桥、盘洼、眢井、天池等各种岩溶现象加以
定名，并作了详细记录。 他深入考察的岩洞达一百多个，枟游记枠中记
录的岩洞则更多。 他对每个岩洞的考察力求准确全面。 如他深入观
察和描述了桂林七星岩的大小、深浅、洞内的复杂结构、洞的外部情
况，近代科学技术实测的结果，证明他的记录十分精确。 徐霞客比欧
洲最早描述和考察石灰岩地貌的爱士培尔早 １５０ 年，比欧洲最早对石
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罗曼要早二百多年。 枟徐霞客游记枠是世界
上最早系统研究岩溶地貌的珍贵文献。
三、江河。 霞客很重视江河源流的考察，他对旅游路线的安排，有

些也与此有关。 在滇东、滇南探寻南北盘江的源流，到元谋、丽江详细
调查了金沙江，后转到顺宁（今云南凤庆）、云州（今云南云县），又专
门了解澜沧江的流向。 霞客考察记录了南方各省的大量水道。 他破
除陈说，弄清了三分石系石分三岐，虽水分三方流，但皆入湘江，与两
广无涉。 他冲破了枟禹贡枠“岷山导江”的传统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
论证了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 他还辨明了枯柯河西入潞江而不入澜
沧江，碧溪江即漾濞河下游，龙川江即麓川江等。 他纠正了枟明一统
志枠关于西南地区水道的许多错误，但由于当时条件和他的行踪的限
制，对北盘江江源和南盘江流向、阳江是否流入澜沧江等，未能得出正
确的结论。
四、水文。 霞客注意到江河水量的涨缩、颜色的变化、江面的宽

窄、水流的急缓。 一些河流他数次跨越，每次都有记录，且对不同季节
各段的变化进行对比，这对我们今天认识这些河流的历史情况甚为可
贵。 霞客也对沿途的泉、瀑进行考察，在贵州考察了大量变为伏流的
河道，在云南考察了遍布各地的大小湖泊和龙潭。 他还对河流的流速
与流程的关系、河水的侵蚀作用、喷泉发生的原因等，作了科学的解
释。
五、地热。 明末以前记载温泉情况最详的书，恐怕要数枟徐霞客游

记枠。 霞客重点考察了云南遍布的温泉群。 他不是简单罗列温泉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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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和位置，还记载了水温、水质和各个温泉的特点，对罕见的沸泉、气
泉作了生动的描述，并记录了利用地热提取硫磺和硝矾的经验。 霞客
描述了腾冲火山群的分布和外貌，还根据当地人讲述，记录了明代一
次火山爆发的经过和引起的巨大变化，为人们研究我国近期火山活动
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六、气象。 霞客出游，十分关心气象。 他万里西游，犹如一座流动

的气象站，从长江口到滇西，坚持了三年完整的气象观察，详记每天气
象的变化。 枟徐霞客游记枠保存了我国古代最详细的气象观察记录。
霞客提出“山谷川原，候同气异”的正确结论，多处谈到气候和植物及
农作物的关系。 他注意到海拔和气温的关系，山高则冷，“夏不废炉”，
“日色皎然，而寒气如故”。 他重视地理位置及太阳对气温的作用，“冬
夏寒暑之候，南北不分，而两广之燠，皆以近日故也。 试观一雨即寒，
深夜即寒，岂非以无日耶？ 其非关地气可知”。 他记录了营兵们论及
滇东的气象规律，罗平“盖与师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东雨
已久甚。 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 霞客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认识明
末我国部分地区的历史气候，他对影响气象诸要素的探讨，反映了我
国古代气象研究的水平。
七、物产。 枟徐霞客游记枠所载物产甚多，包括林木、花卉、药材、动

物、矿物等。 观察之余，还“折其枝，图其叶”，沿途采集标本。 霞客有
枟滇中花木记枠专篇记云南名花，其实枟游记枠中述及西南花木者，比该
篇所记多数十倍，霞客笔下的西南边疆简直是一座百花园。 霞客对各
地特有植物的地理分布、特征、用途、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等进行了研
究。 他也向读者详细介绍了玛瑙、大理石、翠生石、鸡葼等若干奇珍异
物。 枟游记枠记动物不多，但也有精辟的概括，如：“鹤庆以北多牦牛，顺
宁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异兽，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腾越，其西
渐狭，中皆人民，而异兽各不一产。”
八、政区。 明代的行政区划，枟明一统志枠等已有系统记载，霞客没

有必要重复，但枟徐霞客游记枠里仍有不少政治地理资料。 对重要行政
中心或军事要地，如衡阳、柳州、壶关、三里城等，则记其险要地形、城
墙、城市布局；对一些边远州县，则详记沿革、辖境、四至、治所状况及
相对位置；对明以前的某些重要设治和古城址，也偶有考订。 霞客比
较重视治所和辖境。 治所有变迁的，则详细介绍其迁徙或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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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嵩明州、昆阳州、南丹卫、桂林府等。 凡所经各政区接界点的村寨，
皆注明其隶属关系，可据以知道各省、府、州、县的管辖范围。 三乡县
的设立、大罗卫城的位置等，皆补他书所未备。 它如明初至明末一些
政区辖境的变化、卫所与府县辖境的交错、云贵两省界线的伸缩、确定
政区界线的依据等，都有明确的记录，可据以校补枟明一统志枠及枟明史
· 地理志枠的缺略和错误。
九、交通。 霞客对自己的游踪，包括方位、路线、程站、里距，记载

都很详尽，可当一份明末交通里程表。 他常随马帮旅行，对西南地区
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马帮描述尤为具体。 很多时候他虽走间道，也仍
然交代了大道的走法，对各省间的交通干道，则多作专门介绍。 霞客
的旅游路线，还反映了明末南方各省河流的通航情况、水运路线及规
模、船的形制及大小、运输物资及一些重要航道的繁忙景象。 对南盘
江和滇池航运的记录，更属难得。 霞客还记录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桥
梁，诸如铁索桥、石拱桥、亭桥、木桥、独木桥、藤桥、浮桥等，不但记下
桥的名称及位置，而且描述了桥的形状、结构、规模、性能等各方面情
况，对北盘江铁索桥、澜沧江铁索桥、龙川江藤桥记载尤详，保留了古
代建桥的技术资料。
十、地名。 枟徐霞客游记枠收录了明末大量的聚落名称，并把它们

放在特定的地理环境，详载其位置、分布状况、规模及特点。 霞客注意
了地名含义的解释，为今天我们弄清一些地名的来源和含义提供了依
据。 各地方音差别，录记用字不同，都增加了地名的混乱，霞客曾多次
提到询问地名时闹的笑话，书中也还有一些地名录音不准或用字不
当。 霞客研究了地名混乱的原因，批评金齿卫、澜沧卫等设治名称“名
实悖戾”。 也探讨了地名命名的原则，以保山石花洞为例，他认为“石
花名颇佳，而志称为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 他还提出处理重名问题
的办法。 枟徐霞客游记枠反映了明代的地名知识和他对地名的研究成
果，霞客留给后世的这份宝贵的地名遗产，将会在现代地名学研究中
发挥作用。

枟徐霞客游记枠的可贵，还在于它是实地调查的真实记录。 霞客调
查的对象遍及各行各业，有樵夫、牧童、农民、商人、行脚僧、旅客等。
亲闻还必亲见，有的内容虽听别人介绍了，但未亲见，仍不放心，必加
注说明。 枟游记枠中根据自己落实的程度，用“即”、“疑”、“闻”等字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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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区分哪些系亲自游过；哪些是过而未登，缺乏研究；哪些是闻而未
至，只听说过。 没有到的则注明“惜未至”，从不以假乱真。 霞客对各
种地记及前代地理著作十分重视，但又不轻信文献资料。 他随身携带
枟明一统志枠，又沿途广泛搜访地记、方志，将实地观察和文献记录认真
核对，订正了文献记录中不少错误。 霞客有着精确的数量观念，也十
分注意量的记录，道路远近，洞穴大小，都经过他实测，详记具体数字。
这些情况说明：枟徐霞客游记枠的记录翔实可靠，准确具体，有很高的科
学价值。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
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二十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
给徐霞客以很高的评价。 枟徐霞客游记枠产生在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资
本主义萌芽阶段，霞客总结了我国古代地学研究的成果，不仅记载的
深度和广度超过前人，而且作了一些科学的解释，他的研究成果反映
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前我国的地学水平，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当
然，以一个人毕生的精力，要搞清一个伟大国家的全部地理状况是不
可能的。 枟徐霞客游记枠中存在的某些错误和不足，无损于这部名著的
光辉。

枟徐霞客游记枠是历史实录

明代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记载明末的资料也不少。 但多偏重统
治阶级上层的活动和北方的情况，反映南方广大地区社会生活的历史
资料却太少。 徐霞客在明亡前夕社会大动荡的岁月，举步遐征，广泛
接触社会各阶层，耳闻目染，使他了解到国史、邸报不可能反映的社会
底层的生活情状。 霞客对朝政不满，以及他对社会底层群众的同情，
使他有可能把当时的社会实际忠实地记录下来。 因此，枟徐霞客游记枠
也是一部实录性质的历史著作，是后人认识明末社会情况的最直接的
信史，它的丰富而可靠的内容应该受到史学家的重视。 枟徐霞客游记枠
犹如一幅明末风俗画的长卷，从东往西，展现了从江南水乡到西南边
疆千姿万态的社会生活，生动真实，绚丽多彩。 它所反映的内容十分
广泛，包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主要有以下十类。
一、农业。 枟徐霞客游记枠记载了各地的农作物优良品种，稻、麦、

荞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分布地域，农时节令，耕作制度及一些特殊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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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工具。 对各地的水利设施，如堤坝、沟渠、喷泉，竖木或砌石的
空中引水渡槽，兴安灵渠“以箔阻水”，云南“因泉为田”，保山坝子缘
山引水的“号塘”等，皆有记载。
二、手工业。 霞客记载了明末的造纸业、碾碓业、榨油业等手工

业，对采矿业的描述最为突出。 霞客经过或提及的矿山不少，详记者
如广西的南丹厂，云南的南北衙、明光六厂、炉塘厂、安宁盐井等，内容
涉及这些矿的位置、地形、生产情况、技术特点及街市盛况，详略不一。
对湖南耒水运煤的繁忙景象及东川铜矿的马帮运输亦有所及。
三、商业。 枟徐霞客游记枠对各地的农村集市均有记录，包括“趁

墟”（赶街）的时间、交换的物产、繁荣的程度，还详记了米价、油价。 对
特殊的街子如大理三月街，商业比较繁荣的集镇如黄草坝（今贵州兴
义）等则作了详细的描述。 我们从该书中还知道当时湘江沿岸有大量
“以鱼苗货四方者”，贵州可用盐作等价交换物，腾冲境内有天旱即移
街址的风俗。
四、民族。 我国西南边疆在历史上一直是民族众多的地区，霞客

旅游经过了瑶、壮、苗、布依、仡佬、彝、纳西、白、回、傣等少数民族聚居
区，对这些民族的衣食住行、生产情况、风俗习惯、民族语言等都作了
详细描述。 枟游记枠述及的还有茶山彝、佩 、古宗、吐蕃等族。 难得的
是，书中既不是干巴巴的概念，又很少嘲笑的语调。 枟徐霞客游记枠是
研究民族历史的宝贵资料。
五、政治。 明末的政治状况，在枟徐霞客游记枠中也有反映。 吏治

黑暗，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翰苑中正人一空”。 军备不振，卫所制度
废弛，屯军所剩无几，而且生活困苦，很多要地已无人守卫。 土司糜
烂，粤西诸土司互相残杀，贵州水西安氏、滇南普名胜自立一方，州县
残破，人民受苦。 邻国常在边境侵扰，“交彝”使得我国人民民不聊生，
边境人民常被索物、掠卖为奴或杀害。 这些预示着明王朝即将面临
“荆棘铜驼”的覆亡境地，霞客常为此慨叹不已。
六、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 霞客就其所见，在枟游记枠中对统治阶

级的腐朽生活也有揭露。 衡阳的桂王，烧香拜佛的寺庙规模很大，“八
庵联络”，“吹诵之声相闻”。 桂林的靖江王，念经礼忏，“花焰交作，声
震城谷”，独占风景胜地独秀峰，霞客多次请求，也没有被允登峰揽胜。
云南的黔国公沐氏，庄田遍全省，甚至云南府城边的滇池水面，也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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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沐府鱼池”，建成雕梁画栋的水上别墅。 在柳州，“土人苦官府游宴
之烦”，不得不填塞罗池，使统治阶级没有游乐的地方，希望能少一些
劳民伤财的活动。 在大理，由于统治阶级搜括大理石，使整村的石工
逃亡，“止余环堵数十围”。
七、人民生活。 枟徐霞客游记枠反映了城乡广大人民丰富多采的生

活情态，不但记录杭州府（今浙江杭州）、衡州府（今湖南衡阳）、桂林
府（今广西桂林）、云南府（今云南昆明）等大城市，也记录了大量中小
城镇及广大农村的生活，对人们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春节、上元、端
阳、七夕、中秋等节日，都有极其生动的描述。 更可贵的是霞客不像帮
闲文人粉饰太平盛世，而是如实反映了明末严酷的社会现实。 强丐索
钱的贵族王孙，趁人之危的和尚，窃物阻行的店主，嫚亵索客的老板
娘，见官府即逃的群众，因形势险恶而闭门绝客的村居，比比皆是。
枟游记枠描述的不是天国，名山胜景都经过眼泪洗涤。 杭州灵隐寺“苦
于游丐之喧污”。 柳州城郊的洞府胜地，成了病人托命的场所。 安宁
温泉的石洞，也是“囚发赤身”编草鞋彝族的居室。 苍山背面的玉皇
阁，有老人每日登山至石洞中箍桶，“晚负下山鬻以为餐”，终年在劳苦
艰险中度过。
八、农民起义。 明末北方农民起义的资料不乏记载，但南方农民

起义的资料很少。 枟徐霞客游记枠透露了长江以南农民起义的线索。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下，南方也不是统治者稳定的安乐窝，经常
有小股农民军出没，行踪不定，十分活跃。 “东安有大盗临城，祁阳亦
有盗杀掠”。 九嶷山区的农民起义军有和尚、木匠等参加，还有马二三
十匹，“创锐罗帜甚备”，曾出永州，杀东安县捕官。 在宜章县境，“有盗
百四十人自上乡来，由司东至龙村，取径道向广东，谓土人无恐，尔不
足扰也”。 广西东南部，有“流贼”七八十人，“縻诸妇女富人，刻期索
赎，不至者辄杀之”。 明派土司兵镇压，土司兵却先给起义军报讯，结
果“贼俱夜走入山，遂以荡平入报”。 起义军的力量震憾了明王朝在各
地的统治，“讹传衡、永为流寇所围”，广西省城桂林戒严，衡阻甚至发
生深夜“盗穴西城”的险情。
九、宗教。 霞客出游多住寺庙，与僧侣交往甚密，因而对各地佛

寺、道观的记载特别详尽。 纵览枟徐霞客游记枠，可使读者对明末宗教
的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象。 霞客对佛教怀有好感，他的思想也受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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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有着唯心主义的成份，但他并不持宗教偏见，为之掩恶扬善。
他记录了不少人遁入空门的社会原因，写出了各寺庙宗派之间的矛
盾，记载了僧侣中大量的好人，也刻画了那些披着袈裟趋炎附势、趁人
之危、敲诈钱财的“髡徒”的狞恶嘴脸。 枟徐霞客游记枠关于宗教方面
的丰富内容，已经引起近人的重视，枟明季滇黔佛教考枠一书引录甚多。
陈垣先生指出：“今欲考滇黔静室及僧徒生活，枟霞客游记枠为最佳史
料。”
十、文物。 霞客酷爱碑刻文物，旅途中参观了大量碑刻，搜集了不

少拓片。 他常用简陋的工具自己拓碑，在桂林为雇人拓碑延误了很多
时日，在融县（今广西融水）真仙岩，因搜览诸碑从梯子上跌下来，“眉
膝皆损”。 枟徐霞客游记枠记录了很多碑刻线索，以九疑山、桂林、真仙
岩、鸡足山等地最详，有的甚至抄录全文。 霞客也录记了不少他亲见
的历史文物，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及雨铜观音像、鸡足山铜殿、剑川金华
山天王像、晋宁石将军等。 霞客沿途凭吊先贤，调查并记录了诸葛亮、
元结、颜真卿、柳宗元、苏轼、陆游、范成大、朱熹、朱元璋、朱允炆、张宗
琏、王骥、杨升庵、李元阳、曹学佺等一大批著名历史人物的故居、坟
墓、题刻和其他遗迹。
徐霞客修撰了鸡足山的第一部志书枟鸡山志枠，他提出的修志原则

对后世史家很有启发。 霞客一生旅游的目的不在于研究历史，但作为
一个正直的科学家，他不能回避当时的社会现实，并随其游程把它们
记录下来。 因此，对很多历史问题的叙述显得零散，详略不一，且不可
能系统全面地交代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这是我们不应苛求的。 当
然，枟徐霞客游记枠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历史记录，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
称农民起义为“流寇”，视农民起义军为仇敌；对少数民族称“苗子”、
“猡猡”等，充满大民族主义情绪。

枟徐霞客游记枠是文学名著

徐霞客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文学家。 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枟徐
霞客游记枠及诗作三十七首。 枟溯江纪源枠（一作枟江源考枠）原载枟江阴
县志枠，也被后人收入枟徐霞客游记枠。 他的著作目录散见于枟徐霞客
游记枠和朋友的记叙中的还有不少，但绝大部分已散佚。 枟赠鸡足山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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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行七律二首枠手迹近年被发现，原件藏云南省博物馆。 另有枟山中逸
趣跋枠系据霞客篆文手迹摹刻，现亦藏云南省博物馆。
徐霞客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 他的名山游记成为写景的佳作，

被古今的游记选本多次收入。 记麻叶洞探险、湘江遇盗、南宁与静闻
诀别、鸡足山顾仆逃跑诸篇，情节生动，层次跌宕，描写细腻，情深意
切，是叙事性散文的名篇。 枟随笔二则枠枟近腾诸彝说略枠等专篇，揭露
大胆，议论中肯，切中时弊，成为他的议论文的代表作。 枟江源考枠枟盘
江考枠逻辑性强，结构严谨，是考证文章的典范。 “我欲倒骑玉龙背，峰
巅群鹤共翩翩。”霞客的诗是他高洁人格的写照，当时即以“词意高妙，
备极诸长”受到黄道周等名家的赞赏。
古今游记不外两类。 多数皆重文学塑造，借景抒情或议论，为了

使景物典型化，竟至移景换形，张冠李戴，虽成文学名篇，但与描述的
对象相差很大，几乎到了失真的地步。 这类作品一经和风景实际对
照，往往使人失望。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虽然烩炙人口，也因此遭到
徐霞客的批评。 枟徐霞客游记枠则属另外一类。 它重视写实，力求准
确、生动地再现祖国山河，让多姿的山光水色直接和读者见面。 这类
游记虽然不强调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然而却和名山大川同样受到人
们的热爱，与壮美的山河永存。
在诸多游记中，大量的只能算小品，而枟徐霞客游记枠当推长篇巨

著，其所记时日之多，篇幅之浩大，内容之宏富，皆为古今第一。 枟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枠早称赞过：“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为了容纳众多
的性质各异的内容，适应巨大的篇幅，枟徐霞客游记枠在体例上分为四
种情况，即日记正文，这是游记的主干；文中偶有说明，用小字夹注；还
有一些综述性质的专条，补充交代当地的风土、物产、人物、历史，或综
括山、水、地形，或作为某一段游程的提要，附在各天日记之后，个别的
穿插在正文当中，可说是游记正文的发展和补充；有些地区形成较独
立的专文，如枟永昌志略枠枟丽江纪略枠枟法王缘起枠等，集中反映某一地
区的历史或现状，是对该地区综合研究的成果，也可说是注说和专条
的扩大，与游记正文联系起来，更便于阅读。 前者按游程发展，采用日
记体裁，用时间把众多的景物和事件贯串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是纵的线索。 后三者虽然范围不同，规模各异，但都对重要问题展
开，进行横的典型解剖。 纵横交织，详略互补，构成了独特的“徐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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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体”，丰富和发展了宋代以来的日记体游记，在游记写法中独树一
帜。
以描绘大自然为己任的枟徐霞客游记枠的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

真、细、活、热四个字。 它不是文人雅士的矫揉造作，无虚拟之词，无雕
饰之痕，语言真实朴素，文笔清新流畅，以真切、质朴给读者留下深刻
的印象。 自然环境的复杂多变给游记出了难题，枟徐霞客游记枠正是以
全面描述复杂的自然环境取胜。 它长于用工笔画的细腻手法，对大自
然进行详尽的摹写。 山重水复、丘峌起伏的变化，在霞客笔下变得条
理分明，分寸适度，他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了近人用航测地貌图才能表
达清楚的各种地理要素的复杂的空间关系。 霞客也注意在文章的剪
裁上下工夫，因此虽然描述细致，却并不显得庞杂繁冗。 不得不重复
的游程，记述时则各有详略，互为补充，使读者不感到重复累赘；有时
详述复杂地形以后，又殿以概括的交代，以便形成完整的概念；一些戏
剧性强的情节，则预埋伏笔，先牵住读者。 游记穿插一些民间传说或
神话故事，增加了名山胜景的历史文化色彩，使文笔显得生动、活跃，
对读者有吸引力。 霞客善用拟人拟物的手法，通过形象的比喻，使高
山、怪石、幽洞、清风、流水都具有了生命，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霞客善用“然”字作词尾状物，使所描绘的景物形象突出；常用四字一
句的段落写景，中夹骈偶对句，也常使用叠字，使文章增加了铿锵的音
律，富有诗的韵味。 有时还适当穿插对话，或清脆的鹤鸣，轰崖倒峡的
瀑声，呼啸的松涛，空谷的回响，用音响点缀画幅。 霞客笔下的风景具
有动态，读者犹如身历其境，与山灵呼应，亲睹形骸，声气相通。 霞客
满怀对祖国的热爱，把炽热的感情倾泻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也灌注到
枟游记枠的字里行间，他不是引导人们去寻觅避世的仙山琼阁，而是向
读者介绍人间的锦绣山河。 枟游记枠采用第一人称，更便于直接抒发感
情，几乎时时听得到他忧国忧民的心声在呼喊，处处能看到他对祖国
山河热爱的激情在燃烧。 三百多年来，霞客正是通过枟徐霞客游记枠，
用对祖国炽热的爱火，燃起多少代人对伟大祖国的深厚感情，激励他
们为祖国的壮丽山河去献身。

枟徐霞客游记枠也是用文学笔调写作科学著作的典范。 我国古代
大量的科学著作，多是罗列若干互不相干的条目，文字枯燥；近代有的
科学著作，为了吸引读者，又编造虚幻的内容，脱离实际，降低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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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枟徐霞客游记枠既忠实于科学真实，又进行了认真的艺术加工。
它把丰富多采的地学和史学内容，统一到各个特定的地理环境，描绘
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再随作者的游踪逐步展开，一步一奇，引人
入胜。 它避免说教和空洞的阐述理论，使读者不觉得枯燥乏味，却在
文学欣赏中不知不觉地了解自然，接受科学知识。 枟徐霞客游记枠把科
学著作和文学著作融合为一，把准确的科学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描写有
机地结合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对科普读物的写作是极好的借鉴。

枟徐霞客游记枠的版本

枟徐霞客游记枠在霞客生前未及整理成定本。 霞客病中曾将枟游
记枠托付给季梦良（字会明）整理，逝世后，先由王忠纫手校，崇祯十五
年（壬午，公元 １６４２ 年）由季梦良初次编定。 虽经季氏“遍搜遗帙”，
“因地分集”，但已有残缺。 丁丑年（公元 １６３７ 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
月二十一日霞客在南宁的日记，仅剩季梦良在乱帙中翻得的一则。 戊
寅年（公元 １６３８ 年）十一月十二日至月底霞客游武定、元谋并穷金沙
江，以及己卯年（公元 １６３９ 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初九日初到永昌的
日记，此时已缺。 清兵入关，顺治二年（乙酉，公元 １６４５ 年）枟游记枠又
遭兵燹，枟滇游日记枠首册散佚。 以后又经季梦良再次整理。 由于该书
的重要价值，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和喜爱，流传甚广。 从霞客逝世到
正式付梓，中间经历了 １３５ 年，可考的抄本有十数种，散佚或未见书目
的当比此数多得多。 早期抄本的特点是各人“多以己意”大量删削，以
致“文残简错，句乱字讹”，不少本子愈来愈失真。

枟徐霞客游记枠的版本虽多，但传世的抄本不外两大系统。
第一类的祖本被认为是李寄本。 李寄字介立，为霞客第四子，因

育于某氏，故从母姓李，取名寄。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公元 １６８４ 年）
李寄访得曹骏甫本、史夏隆本，把其中的枟游太华山记枠 枟游颜洞记枠
枟盘江考枠等数篇补入枟滇游日记枠。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公元 １７０９
年）、四十九年（庚寅，公元 １７１０ 年）杨名时曾进行过认真校录。 杨名
时（公元 １６６０—１７３６ 年）字宾实，号凝斋，谥文定，霞客同乡，曾在云南
做过官，后官至礼部尚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枟徐霞客游记枠的抄
本，分十二卷，装订为八册，涂改甚多，被认为是杨名时抄本。 北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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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藏十册十二卷枟徐霞客游记枠，亦是杨名时校录本的抄本。 收入四
库全书者，即杨名时整理本，凡十二卷，每卷又分上下。 乾隆年间，陈
泓（字体静）又搜集诸家抄本详为校订，陈泓抄本也是较可信的本子，
现藏上海图书馆。 这一类本子都是名家校订，整理工作认真，分目合
理，誊写中的讹误较少；但名家自认好心的斧削，对枟游记枠作了大量删
削篡改，与原著面貌有较大的出入。

枟徐霞客游记枠版本的另一个系统，以北京图书馆收藏、近年被发
现的枟徐霞客西游记枠为代表。 所收日记起自崇祯九年（公元 １６３６
年）九月十九日，止于崇祯十一年（公元 １６３８ 年）三月二十七日，包括
霞客万里遐征中的枟浙游日记枠枟江右游日记枠枟楚游日记枠枟粤西游日
记枠几部分，共 ９３８ 页，约 ２８万字，装订为五册，每册卷首有游程提纲，
全书卷首有季梦良序。 经鉴定被认为是季梦良整理本，即徐霞客的族
兄徐仲昭（名遵汤）交给钱谦益，钱又推荐给毛晋准备出版的枟游记枠，
这是可信的。 该本没有经过文人的删抹，让人们有可能认识这部伟大
著作的细节和文字风格、写作特点。 但这是一个残本，缺名山游记及
枟黔游日记枠枟滇游日记枠。 它也不是原本，而是季梦良整理本的重抄
本。 由于抄誊的人水平不高，又未经认真校对，因此文字上的讹误不
少，有脱落、衍文，甚至有很多错别字，而且也对个别片断的文字作过
省并。 大概这些弱点成了这个本子未能付梓的原因，长期秘不示人，
因而这个系统的版本极少，过去的影响也不大。 徐建极抄本也属这一
系统。 徐建极为霞客之孙，生于明崇祯七年（公元 １６３４ 年），卒于清康
熙三十二年（公元 １６９３ 年）。 该本先后为邓之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收
藏，近年谭先生又交给邓先生的家属邓克。 该本起自崇祯十一年（公
元 １６３８ 年）三月二十七日，迄于崇祯十二年（公元 １６３９ 年）九月十四
日，内容包括枟黔游日记枠和枟滇游日记枠，今存第六册、第八册、第九册
分上下、第十册分上下，共六册。 未分卷，每册前有游程提纲。 缺第七
册即滇游首册，亦无枟游太华山记枠枟游颜洞记枠枟盘江考枠诸篇。 则徐
建极本成书时间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１６８４年）李寄重新补入此数篇
以前。
两个系统的本子各有长短，一类简而全，一类详而残，两类版本的

缺陷互相交错，两类版本的优点互相补充。 通过杨本、陈本可以认识
枟游记枠的概貌，而季抄本、徐建极本却可以了解枟游记枠的细部；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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