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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
是我国明代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散文家。
万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587年1月5日)出生于南直隶江阴马镇一个没落士绅家庭。
徐霞客祖父以上四世均有文名，他的父亲徐有勉隐迹田园，母王氏豁朗节俭。
徐自幼聪慧过人，好读书，15岁时就博览祖遗“绛云楼”藏书，尤其喜好古今史籍、地志图经，在那
时他就有了游五岳的志向。
18岁，父亲受群豪欺侮，忧愤而死。
他决意不应科举，不入仕途，遍游名山大川。
此后34年间，徐霞客足迹遍及今华东、华北、东南沿海和云贵地区等16个省的山川大河。
在对山脉、水道、地质、地貌等方面的研究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考察、研究石
灰岩地貌的先驱者。
徐霞客不仅仅是我国地理学先驱，而且是我国著名文学家。
在旅途中，他总要把当天的所见所感所得记录下来。
有时即使日行百里，露宿残垣，寄身草莽，仍坚持燃枯草照明，走笔为记。
这些或简或繁游记涉及所到之处的地理、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植物、农业、矿业、手工业、交
通运输等等，以及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文笔优美。
《徐霞客游记》系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
其中包含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
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现今可见到60余万字
游记资料。
是徐霞客去世后由他人整理完成的。
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
主要按日记徐霞客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
，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徐霞客游记》在地理学上的重要成就有：对喀斯特地区的类型分布和各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喀斯
特洞穴的特征、类型及成因，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科学的记述。
着重纠正了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
如否定自《尚书·禹贡》以来流行1000多年的“岷山导江”的旧说法，对金沙江是长江上源的说法进
行了肯定。
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和探索，更是居于当时
世界的先进水平。
除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外，《徐霞客游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文学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写景
记事，悉从真实中来，具有浓厚的生活真实感，且行文力求精细，常运用动态描写或拟人手法，远较
前人游记更显得细致人微。
《徐霞客游记》词汇丰富，却绝不因袭套语，写景时注重抒情，情景交融，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具
有强留的艺术审美价值。
除此以外，在记游中徐霞客还常常兼及当时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
之间的战争兼并等等，这些事情多为正史稗官所不载，因此具有一定历史学、民族学价值。
由于《徐霞客游记》在科学、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和珍贵价值，它被后人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
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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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霞客游记》是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
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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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明)徐霞客 丛书主编：《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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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文】上午到达县城，进入正东门，就是文庙前，从文庙西边走入县衙，十分荒凉寂寥。
县城南面半里，有座桥叫“市桥双月”，是八景之一。
桥下的水流自西边龙洞岩流入城中，桥的东面，飞流注入壑谷中。
壑谷大四五丈，四面成丛的岩石盘结飞突，这是龙潭，水流进去却不见溢出。
桥的南边有山峰岿然独耸，向本地人打听它，名叫易山，大概就是南面借以筑城的山。
它的东麓是鉴山寺，也是八景之一。
叫“鉴寺钟声”。
寺南面依山临江，通有道路，设置了城门，这就是东南门。
山的西麓，是正南门。
山南面山崖的侧边，壁间有裂缝像合起来的手掌，就是当地人号称为雌山的地方了。
从东南门外的小石磴，可走到裂缝旁。
我起初登上北麓，马上找路上登，原来此山南东两面便就着山崖筑城，唯有北面在城内，有小路石阶
，长期被丛莽荆棘所遮蔽。
只好攀着枝条抓住石缝走，很久，径直到达峭壁之下，丛草杂生的小径便断了。
再从峭壁旁踩着高险的岩石，沿着飞空的石磴，盘旋在半空中，始终不能到达。
只好下山，已过了中午了。
此时顾仆在船上守行李，约定在东南门外的渡口码头旁等候。
从这里往南经过鉴山寺，出了东南门，找不到船，在市场上买到些方便稀粥就餐。
问知渡江后往东走十里，有座状元山，出了西门走二里，有个龙洞岩，是这一带的名胜，此外再无古
迹与新奇的景色能吸引人的耳目了。
急于找到船，便再次进城，登上鉴山寺。
寺院靠山临江，在一片翠微之中，在城郭中能有此种景色，沈彬的诗所说的“碧莲峰里住人家”，确
实不假呀！
此时正午的太阳能熔化金属，便解开衣服站在窗前，遇到一位儒生把八景讲给我听。
八。
景是市桥双月，鉴寺钟声，龙洞仙泉，白沙渔火，碧莲波影，东岭朝霞，状元骑马，马山岚气。
再向北经过两道城门去找船，走到文庙门，始终找不到船；于是仍出了东南门，渡江后往东走，一里
路来到白沙湾，就是船夫的家在这里；但船停泊在他家南边，于是进船脱衣避暑，洗脚买酒，居然不
再去搜寻奇景就上床睡下了。
【译文】白沙湾在县城东南二里处，居民十分兴盛，有河泊所在这里。
它南边有三座山峰并列，最东的一座山峰叫白鹤山。
江流向南流抵山下，曲’向东北流去，围抱着这一处水湾，沙土都是白色的，所以用白沙来起名。
它东南方有一条溪流，在南面自二龙桥流来，往北流入漓江。
溪流在南边三座山峰的东面，逼近白鹤山西的山脚流出去。
溪东又有几座山峰，自南奔向北，隔在溪流的入江口处，最北面的是书童山，江水从此处便向东北逆
转而去。
【译文】二十三日  早晨找早餐吃了，从白沙湾顺江往东北行。
一里，渡江往南走，到了东面分界的书童山的东边。
由渡口向东望，江的东北岸有高峰耸立，四个山尖并排耸起，挡住江水往南流。
它北面的一座山峰，又岔出分支的岩石，缀立在峰头如人的样子，并面向西北拱手作揖，这也是东人
山之一了。
渡江后，往南到达东面分界山的东麓。
上上下下都是池塘，林木秀美自然，有个澄心亭屹立在那里，可以歇息。
又往东一里，路过穆山村，再渡江往东走，沿着四座尖峰的南麓赶到它的东面。
山体开阔眼界宽广，奇异的景致愈加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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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见前边东北方又突起一峰，上边分为两岔，东岔矮而倾斜，好似和尚的帽子垂在空中，西侧高而独
耸，这是一座山上的两处奇景。
四座尖峰中东面的支峰最秀丽，分出两岔的峰西峰最雄壮，这是两座山一致之处。
回头眺望西南方隔江之处，下边尖尖的石崖都很陡峭，上面却双峰一同高悬，这又是书童山的南面，
群峰变幻而出现的景观。
此时沿着山向东行，又走五里已走出分为两岔的那座山，往东南越过一岭向下走，这是佛力司。
佛力司正当江流向南转之处，北边距县城十里。
把行李放在旅店中，问了去状元峰的路就上登，还打算往东赶，居民指向西，这才知道就是那分出两
岔的山峰了。
西峰最高，所以用状元来命名。
于是仍越过后岭，马上从岭上往北去，越过岭向北下山，向西一里，抵达红旗峒。
走遍全洞，向西北一里来到山下，路被草淹没了，无法上去，只得跌跌绊绊地攀援而上，渐渐登高渐
渐找到有石磴的路，随即路又消失了，大体上一段路被遮住了一段路又显现出来，全是草丛的疏密所
导致的。
往西北上山一里，翻过山向西下到山坳中，就往东北上山二里，翻过山向东登上山坳，这个山坳就是
两座山峰分岔的地方了。
从山坳往西北越过去，乱石重叠杂乱，一直抵达高峰，山崖侧旁就有个洞朝向东方。
洞口虽高，可洞中不深也不宽，里面放置很多仙妃像，当地人在旁边刻有石碑，说向她们求雨灵验，
名字又叫富教山。
洞上方悬着两层洞穴，像屋檐样倾覆出来，无法上去。
洞前有座山峰向东，就是那像和尚帽子的山峰。
那座山峰也有一个洞向西与此山对望，隔着悬崖丛莽，不能兼收。
坐在洞内很久，向东眺望恭城县，往东南远瞻平乐府，朝西南斜视荔浦县，都有重重山峰横亘着。
此时想要一气登上高峰之顶，洞外南北两面全是绝壁耸立没有石磴，从洞南攀着险峻的山崖，沿着陡
峭的岩石，踏着险要之处，跳过虚空，如猿猴样垂吊着，豹子般的跳跃；转而从峭壁的南边，一直抵
达悬崖半中腰，却是穹窿状没有丝毫缝隙，不再是手脚的力量所能及的了。
此时南山和西面的集市上空，雨势很大，考虑上边既没有裂缝，脚下灌木草丛很多，雨水潮湿，枝条
纠结，益加难以落脚。
急忙跳下悬崖来下山，走了三里，来到山脚，又走二里，越过山岭，到佛力司旅店中吃饭。
居民苏姓，世代靠种田读书起家，靠考明经科成为贡生的有三四人。
见有客人来，都来聚在一起观看，讲说此峰高悬陡峭，从来没有登上去的路。
几年前，峰侧有一棵古树，他家的三个仆人祷告后登山，用梯子、粗绳一层层转上去，备尝那各种危
险，然而只到达树在的地方，也未登上峰顶，此后从无人问津。
下午，在雨中从佛力司返回来，共走十里，仍两次渡江后抵达白沙湾，便歇息在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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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明万历四十四年，徐霞客第一次游览黄山时曾这样记述：“俯窥其阴，则乱峰列岫，争奇并起。
循之西，循之西，岸忽中断，架木连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谓接引岸也。
 度岸，穿石罅而上，乱石危缀间，构木为石，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窥更雄胜耳。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徐霞客游记>>

编辑推荐

《徐霞客游记》推荐：明末徐霞客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
《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
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
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
，均作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在记游的同时，还常常兼及当时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
兼并等等情事，多为正史稗官所不载，具有一定历史学、民族学价值。
《徐霞客游记》为注译本，有原文，有注释，还有译文，以方便读者阅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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