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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展最快的世纪。
20世纪的通行话语是“变革”。
    就中国而言，自进入20世纪，1911年“辛亥革命”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谱系画上了句号
，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普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前50年间，袁世凯“称帝”、溥仪重返紫禁城，北伐、长征、抗日战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受到举世关注。
此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感受，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
    20世纪是中国进入现代时期的关键的、不容忽视的转型期，以20世纪前半期为例，1900年，“八国
联军”践踏中华文明，举国在抗议中反思；1901年，原来拒绝改良的清廷宣布执行新政；1906年，预
备立宪⋯⋯以世界背景而言，“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成立联合国⋯⋯1911年到1949年，
仅仅历时30多年，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跨越。
反思20世纪，政治取向曾被视为文明演进的门槛，“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红，就是黑，一度
成为舆论导向，影响了大众思维。
    无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伴随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民主、科学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
，是中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时期的鲜明特点。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
    20世纪的丰富出版物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政治意图与具体事件脱节，人文地理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受
到充分关注，然而文学、历史、政治、文化、语言、民族、宗教、地理学、边疆学、地缘政治⋯⋯等
学科，普遍受到了人文地理读物的影响，它们是解读20世纪民主、科学思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通用
“教材”。
    人文地理纪实无异于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进行的“国情调研”，进入20世纪的里程碑。
没有这部分内容，20世纪前期——现代时期，会因缺失了细节，受到误解，直接导致对今天所取得的
成就认识不足。
    就学科进展而言，现代文学研究是最早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位置的学科之一，《20世纪人文地理
纪实》则为现代文学家铺设了通向文学殿堂的台阶：论证了他们的代表性，以及他们引领时代风气的
意义。
    与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的漫长历程相比，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短如
一瞬间，终结封建王朝世系，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现代时期定位的标志。
    “人文地理”，是以人的活动为关注对象。
风光物态、环境变迁、文物古迹、地缘政治⋯⋯作为文明进步的背景，构建了“人文地理”的学术负
载与阅读空间。
    关于这个新课题，第一步是搜集并选择作品，经过校订整理重新出版。
民国年间，中国的出版业从传统的木刻、手抄，进入石印、铅印出版流程，出版物远比目前认为的(已
知的)宽泛，《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的编辑出版，为现代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参照，树立了传之久
远的丰碑。
否则，经过时间的淘汰，难免流散失传，甚至面目全非。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与旅游文学、乡土志书、散文笔记、家谱实录等读物的区别在于：    人文
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得失成败。
比如边疆，从东北到西北，没有在人文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
21世纪，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
对落后的中西部，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共同面对美好前景。
通过《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走进中西部，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
们的艰难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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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文明、传承文明。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会因岁月流逝、天灾人祸，而零落泯灭。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是20世纪结束后，重返这一历史时期的高速路、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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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31章，内容涉及河西走廊、西安、桂林以及重庆。
详细记录了所经各地的地理、民族、宗教、民俗及物产、物价等情况。
其中“川陕道中”与“渝成道中”等段落，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民生、民情的实录，在当时就有相当
大的影响。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第2辑）：西行杂记》作者李孤帆，据书中所记，他1937年7月到香港，
工作于香港的银行。
李孤帆虽从事金融工作，对于人文地理却具有浓厚的兴趣，书中常常征引历史典故及古典诗词，表现
了较高的文化素养。
从书中的叙述和议论看，作者的立场并非属于左翼，而是一个关心国事、爱国抗战，受限于民国政府
视野的人。
可注意的还有职业性，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较为关注本地的银行，打交道的也常是银行中人。
在我们读惯了左翼或右翼文人的现代史叙述后，这一篇职业金融人士的西行记录，或者让人不无兴趣
。

　　作者在重庆游览了南温泉、南山及重庆南岸。
所思所感，既有家国之痛，也有内政腐败之苦。
在南山赏花时，作者想到几年前在北京中山公园、三海与颐和园及回途在华山赏花的情景，“今则北
平已非复我有，华山仍屹立如常，长安市中赏花者不知为何等人物了？
可见游山玩水也须赖国力的保障，否则在强邻压境的时候，纵有名胜古迹，更有何欣赏的权利呢？
”在游重庆南温泉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则来自国内特权集团，党政军校各集团占据了温泉，使得普通
百姓无权享用，这也让作者感到“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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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八时四十分抵四十里坡停车休息，我们与谢委员、郭厅长等，均在村中小茶店啜茗
，见村民贫困，小儿女均不着裤。
居民房舍器物无一非泥土所制，可谓与土为缘，水中含黄沙极多，非沉淀久之不能饮用。
车停二十分钟，再向前进。
十时三十分车过永登县境，十一时。
五分停哈家嘴，谢委员所携大米饭，嘱村中小店下锅炒熟，令我们同食。
饭少人多，遂就近购锅块充饥，我们各进炒饭一碗，锅块半枚。
北方人见我们健饭，莫不啧啧称奇。
半小时后，再向前驶。
下午一时停红城镇，甘新公路由此镇起，已由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督修，路面加铺石子两旁密植杨
柳，直可与湘桂公路媲美。
过了红城镇，见人烟逐渐稠密，沿途村庄亦比较繁荣，果园菜圃，桃梨苹果等花盛开。
因有庄浪河的灌溉，农村赖以发展，麦苗已插，农妇在田中操作，多膝行田亩间，皆因缠足所致，此
风不除为害非浅。
途中尚有粗干老柳，垂丝飘扬，询知系左宗棠平回时所植，惜已陆续被斫，致已凋零将尽，殊可痛惜
。
 二时二十分抵永登，入城宿夜，因旧路例须在此休息一夜至明晨始可再进。
我们幸有西北公路局介绍信，本备回途搭公路车时，可在永登招待所歇夜，今则去时已过永登，我们
未带被服，遂偕章君往访该所曾管理员，当荷招待，并留晚饭。
我们以时间尚早，乃往城郊游览，见街市整洁颇似泰安城。
东郊有青云山，山上有玉皇阁，我们登山啜茗于阁前，远眺永登城郊，历历在目。
复入城参观青云小学，为马军长步青所办，有学生百五十人，汉回兼收，马自兼校长，校址即在文庙
。
见校中师生均身体顽健，宿舍用土炕被服均极简洁。
五时在河北饭庄用晚餐。
该庄绝似南口某天津馆，回忆二十五年春偕内子葆真游八达岭、青龙桥，看万里长城时，也曾在河北
风味之小馆子吃饭，但此地则价贵菜劣，不如南口之价廉物美而已。
饭后返招待所，与曾君略谈片时，七时即睡。
我们自成人以后，从来未有在下午五时用膳及七时睡眠的事情，今日车中因白兰州至红城镇的一段公
路崎岖难行，以致颠簸不堪，上炕后竟沉沉睡去，至次晨四时三十分始被侍役叫醒，匆匆用膳登车。
可知患失眠症者，均系劳动不够所致，倘能日间劳作若干小时，则晚上睡觉就可免去失眠的痛苦了。
 三十日上午六时，从永登出发，汽车经过庄浪河，即横跨河面而驶。
谢委员所搭的一辆车已错走了路，我们的一辆也跟踪走入歧路，及他们改道时，我们的车辆已陷入泥
淖中。
虽经我们下车以减轻重量，但愈陷愈深，犹如陷在泥淖中的泥脚，非把它拔出，无从前进。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行杂记>>

编辑推荐

《西行杂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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