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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游记作为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其中的一部《徐霞客游记》就传承至今，引无数人向往。
而当代的游记创作更是如火如荼，空前繁荣。
本书编者精挑细选，披沙拣金，忍痛割爱，将名家的代表作择选其中，以飨读者。
　　选编作品时，编者遵循了以下原则：一、每位作家的作品只一篇。
二、不仅以文学的眼光还要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审视观照每个时代的游记作品，力争选出同一时代
作品中的佼佼者，使选本尽可能体现百年游记创作的全貌和发展脉络。
三、综观百年游记创作，其中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创作较为繁荣，作品数量多，而且涌现大批
名篇佳作。
四、入选作品尽量体现多样化和丰富性的特点。
题材范围要广，既有国内的自然景观，也有国外的风土人情。
作品风格也力求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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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中不定是清静。
庙宇在参天的大木中间藏着，早晚间有的是风，松有松声，竹有竹韵，鸣的禽，叫的虫子，阁上：的
大钟，殿上的木鱼，庙身的左边右边都安着接泉水的粗毛竹管，这就是天然的笙箫，时缓时急的参和
着天空地上种种的鸣籁。
静是不静的；但山中的声响，不论是泥土里的蚯蚓叫或是轿夫们深夜里“唱宝”的异调，自有一种各
别处：它来得纯粹，来得清亮，来得透彻，冰水似的沁人你的脾肺；正如你在泉水里洗濯过后觉得清
白些，这些山籁，虽则一样是音响，也分明有洗净的功能。
　　夜间这些清籁摇着你人梦，清早上你也从这些清籁的怀抱中苏醒。
　　山居是福，山上有楼住更是修得来的。
我们的楼窗开处是一片蓊葱的林海；林海外更有云海!日的光，月的光，星的光：全是你的。
从这三尺方的窗户你接受自然的变幻；从这三尺方的窗户你散放你情感的变幻。
自在；满足。
　　今早梦回时睁眼见满帐的霞光。
鸟雀们在赞美：我也加入一份。
它们的是清越的歌唱，我的是潜深一度的沉默。
　　钟楼中飞下一声洪钟，空山在音波的磅礴中震荡。
这一声钟激起了我的思潮。
不，潮字太夸；说思流罢。
耶教人说阿门，印度教人说“欧姆”“O——m”，与这钟声的嗡嗡，同是从撮口外摄到阖口内包的
一个无限的波动：分明是外扩，却又是内潜；一切在它的周缘，却又在它的中心：同时是皮又是核，
是轴亦复是廓。
这伟大奥妙的“O—m”使人感到动，又感到静；从静中见动，又从动中见静。
从安住到飞翔，又从飞翔回复安住；从实在境界超人妙空，又从妙空化生实在：——　　“闻佛柔软
音，深远甚微妙。
”　　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包容一切冲突性的现象，扩大刹那间的视域，这单纯的音响，于
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
花开，花落，天外的流星与田畦间的飞萤，上绾云天的青松，下临绝海的。
巉岩，男女的爱，珠宝的光，火山的溶液：一婴儿在它的摇篮中安眠。
　　这山上的钟声是昼夜不间歇的，平均五分钟时一次，打钟的和尚独自在钟楼上住着，据说他已经
不间歇的打了十一年钟，他的愿心是打到他不能动弹的那天。
钟楼上供着菩萨，打钟人在大钟的一边安着他的“座”，他每晚是坐着安神的，一只手挽着钟棰的一
头，从长期的习惯，不叫睡眠耽误他的职司。
“这和尚”，我自忖，“一定是有道理的!和尚是没道理的多：方才那知客僧想把七窍蒙充六根，怎么
算总多了一个鼻孔或是耳孔；那方丈师的谈吐里不少某督军与某省长的点缀；那管半山亭的和尚更是
贪嗔的化身，无端摔破了两个无辜的茶碗。
但这打钟和尚，他一定不是庸流不能不去看看!”他的年岁在五十开外，出家有二十几年，这钟楼，不
错，是他管的，这钟是他打的(说着他就过去撞了一下)，他每晚，也不错，是坐着安神的，但此外，
可怜，我的们眼竟看不出什么异样。
他拂拭着神龛，神坐，拜垫，换上香烛，掇一盂水，洗一把青菜，捻一把米，擦干了手接受香客的布
施，又转身去撞一声钟。
他脸上看不出修行的清癯，却没有失眠的倦态，倒是满满的不时有笑容的展露；念什么经；不，就念
阿弥陀佛，他竟许是不认识字的。
“那一带是什么山，叫什么，和尚?”“这里是天目山”，他说。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一带的”，我手点着问。
“我不知道”，他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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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五点半，所以除了搬运夫和洒扫工役已开始活动外，车站上还是冷清清的。
卖票处，行李房，兑换处，书报摊，烟店等等都没有开，旅客也疏朗朗地没有几个。
这时，除了枯坐在月台的长椅上或在站上往来躞蹀以外，你是没有办法消磨时间的。
到蒲尔哥斯的快车要在八点二十分才开。
到伊隆镇上去走一圈呢，带着行李究竟不大方便，而且说不定要走多少路。
再说，这样大清早就是跑到镇上也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因此，把行囊散在长椅上，我便在这个边境的车站上踱起来了。
　　如果你以为这个国境的城市是一个险要的地方，扼守着重兵，活动着国际间谍，压着国家的、军
事的大秘密，那么你就错误了。
这只是一个消失在比雷奈山边的西班牙的小镇而已。
提着筐子，筐子里盛着鸡鸭，或是肩着箱笼，三三两两地来乘第一班火车的，是头上裹着包头布的山
村的老妇人，面色黝黑的农民，白了头发的老匠人，像是学徒的孩子。
整个西班牙小镇的灵魂都可以在这些小小的人物身上找到。
而这个小小的车站，它也何尝不是十足西班牙底呢?灰色的砖石，黯黑的木柱子，已经有点腐蚀了的洋
船遮檐，贴在墙上在风中飘着的斑剥的招纸，停在车站尽头处的铁轨上的破旧的货车：这一切都向你
说着西班牙的式微，安命，坚忍。
西德(Cid)的西班牙，侗黄(Donjuon)的西班牙，吉诃德(Quixote)的西班牙，大仲马或梅里美心目中的
西班牙，现在都已过去了，或者竟可以说本来就没有存在过。
　　的确，西班牙的存在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一切旅行指南和游记中的西班牙，那就是说历史上的和艺术上的西班牙。
这个西班牙浓厚地渲染着釉彩，充满了典型人物。
在音乐上，绘画上，舞蹈上，文学上，西班牙都在这个面目之下出现于全世界，而做着它的正式代表
。
一般人对于西班牙的观念，也是由这个代表者而引起的。
当人们提起西班牙的时候，你立刻会想到蒲尔哥斯的大伽蓝，格腊拿达的大食故宫，斗牛，当歌舞(Ta
so)，侗黄式的浪子，吉诃德式的梦想者，塞赖丝谛拿(La Celestin)式的老虔婆，珈尔曼式的吉泊西女子
，扇子，披肩巾，罩在高冠上的遮面纱等等，而勉强西班牙人做了你的想象底受难者；而当你到了西
班牙而见不到那些开着悠久的岁月的绣花的陈迹，传说中的人物，以及你心目中的西班牙固有产物的
时候，你会感到失望而作“去年白雪今安在”之喟叹。
然而你要知道这是最表面的西班牙，它的实际的存在是已经在一片迷茫的烟雾之中，而行将只在书史
和艺术作品中赓续它的生命了。
西班牙的第二个存在是更卑微一点，更穆静一点。
那便是风景的西班牙。
的确，在整个欧罗巴洲之中，西班牙是风景最胜最多变化的国家。
恬静而笼着雾和阴影的伐斯各尼亚，典雅而充溢着光辉的加斯谛拉，雄警而壮阔的昂达鲁西亚，煦和
而明朗的伐朗西亚，会使人“感到心被窃获了”的清澄的喀达鲁涅。
在西班牙，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典型。
或则草木葱茏，山川明媚；或则大山屴崱，峭壁幽深；或则古堡荒寒，团焦幽独；或则千园澄碧，百
里花香，⋯⋯这都是能使你目不暇给，而至于流连忘返的。
这是更有实际的生命，具有易解性(除非是村夫俗子)而容易取好于人的西班牙。
因为它开拓了你对于自然之美的爱好之心，而使你衷心地生出一种舒徐的、悠长的、寂寥的默想来。
然而最真实的，最深沉的，因而最难以受人了解的却是西班牙的第三个存在。
这个存在是西班牙的底奥，它蕴藏着整个西班牙，用一种静默的语言向你说着整个西班牙，代表着它
的每日的生活，象征着它的永恒的灵魂。
这个西班牙的存在是卑微至于闪避你的注意，静默至于好像绝灭。
可是如果你能够留意观察，用你的小心去理解，那么你就可以把握住这个卑微而静默的存在，特别是
在那些小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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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式微的、悲剧的、现实的存在，没有光荣，没有梦想。
现在，你在清晨或是午后走进任何一个小城去吧。
你在狭窄的小路上，在深深的平静中徘徊着。
阳光从静静的闭着门的阳台上坠下来，落著一个砌着碎石的小入场。
什么也不来搅扰这寂静；街坊上的叫卖声在远处寂灭了，寺院的钟声已消沉下去了。
你穿过小方场，经过一个作坊，一切任何作坊，铁匠底、木匠底或羊毛匠底。
你伫立一会儿，看着他们带着那一种的热心，坚忍和爱操作着；你来到一所大屋子前面：半开着的门
已朽腐了，门环上满是铁锈，涂着石灰的白墙已经斑剥或生满黑霉了，从门间，你望见了里面被野草
和草苔所侵占了的院子。
你当然不推门进去，但是在这墙后面，在这门里面，你会感到有苦痛、沉哀或不遂的愿望静静地躺着
。
你再走上去，街路上依然是沉静的，一个喷泉淙淙地响着，三两只鸽子振羽作声。
一个老妇扶着一个女孩佝偻着走过。
寺院的钟迟迟地响起来了，又迟迟地消歇了。
⋯⋯这就是最深沉的西班牙，它过着一个寒伧；静默、坚忍而安命的生活，但是它却具有怎样的使人
充塞了深深的爱的魅力啊。
而这个小小的车站呢，它可不是也将这奥秘的西班牙呈显给我们看了吗?　　当我在车站上来往躞蹀着
的时候，我心中这样地思想着。
在不知不觉之中，车站中已渐渐地有生气起来了。
卖票处，兑换处，烟摊，报摊，都已陆续地开了门，从镇上来的旅客们，也开始用他们的嘈杂的语音
充满了这个小小的车站了。
　　我从我的沉思中走了出来，去换了些西班牙钱。
到卖票处去买了里程车票，出来买了一份昨天的《太阳报》(EI Sol)，一包烟，然后回到安放着我的手
提箱的长椅上去。
　　长椅上已有人坐着了，一个老妇人和几个孩子。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共是四个孩子。
而且最大的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已经在开始一张一张地撕去那贴在我箱上的各地旅馆的贴纸了。
我移开箱子坐了下来。
这时候，便有两个在我看来很别致的人物出现了。
　　那是邮差，军人，和京戏上所见的文官这三种人物的混合体。
他们穿着绿色的制服，佩着剑，头面上却戴着像乌纱帽一般的黑色漆布做的帽子。
这制服的色彩和灰暗而笼罩着阴阴的尼斯各尼亚的土地以及这个寒伧的小车站，显着一种异样的不调
和，那是不用说的；而就是在一身之上，在这制服，佩剑，和帽子之间，也表现着绝端的不一致。
“这是西班牙固有的驳杂底一部分吧，”我这样想。
　　七点钟了。
开到了一列火车，然而这是到桑当德尔(Santanter)去的。
火车开了，车站一时又清冷起来，要等到八点二十分呢。
　　我静穆地望着铁轨，目光随着那在初阳之下闪着光的两条铁路的线伸展过去，一直到了迷茫的天
际；在那里，我的神思便飘举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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