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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自古以来熔铸文人学者的两大途径。
其最具典型性的便是三代以下第一作者司马迁，他从十岁开始读《左传》、《国语》、《世本》和儒
家诸经典；二十岁就周游江浙、两湖、鲁豫、四川的名山大川。
访求遗佚，搜集口碑。
后世文人学者多奉为圭臬。
有唐柳宗元以撰写游记著称于唐宋八家，所写《永州八记》刻画唐代湖南零陵优美山水，竹木怪石，
久称古今名篇。
明人徐霞客跋山涉水，攀悬崖，登绝顶，考察自然与人文现象，穷一生精力，撰成举世驰名之杰作《
徐霞客游记》，熠熠发光于中华文化之宝库。
近之如清代，游记之作，所在多有。
如清初古文名家宋荦与汪琬各有一篇同名《游姑苏台记》的游记，描绘苏州城外姑苏山上姑苏台山水
情景，宋文并引入汪文写景片段，比读之下，汪文于情以似略胜宋文一筹。
乾隆时诗人沈德潜有《雨中游虞山记》一文，是一篇情景交融的好游记，作者始而写两过其山而未登
的憾意，继而写某次雨中登临，又未能尽探幽邃，而感到心甚怏怏，终而发抒对世事的感慨说：　　
“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得而辄尽者，始焉欣欣，继焉索索，欲求余味而不可得；而得之甚艰，且得
半止者，转使人有无穷之思也。
噫嘻！
岂独寻山也哉！
”　　晚清时期，中国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有人开始动念走向世界。
我的一位乡前辈单士厘女士于1903年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
历时80日，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介绍所见所闻，不仅量其风物，
更对时事感到忧虑与愤懑，充分反映20世纪初一位封建时代女性的远见卓识。
1910年，她又写出一部名为《归潜记》的游记，记其在意大利的见闻和她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看法，更
借犹太人在意大利的屈辱惨状，以启迪国人对国事日衰的警觉，体现了游记中的文化内涵。
　　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政通人和，文化繁荣的时期，文人学者渐渐摆脱自我封闭状态，
不仅国内时有学术研讨，甚且越洋交流，亦非罕见。
所到之地，往往将见闻形诸笔墨，于是游记之作时见报刊，而自藏于箧者尤不可胜数。
从此，海内外一地之历史沿革、山川风光、民情习俗，名胜遗迹，以及民众之精神素质、文明程度等
等，大都见诸文字，斯情斯景，宛在眼前，几于目不暇接。
文化内涵更见深厚，中西文化之沟通，日益畅达。
　　不论古今，凡出于文人学者之手的这些游记，不仅使人广其见闻，更重要的还能以作者对人文意
识的诠释，起到了发挥人们追索知识和开拓思路的效能。
也引发我对这些文化游记的关爱和思考。
　　能亲临海内外胜地，并写出文化游记的人，终究是少数，更多的人虽有此要求与愿望，但一则限
于精力，二则限于财力，三则限于时间，无法实现自己的向往，于是只好通过图像和文字来满足自己
的文化要求。
我曾把这种文化享受称之为“卧游”，所谓“卧游”，并非实指，而是借指一种消闲模式，偎在被窝
里，仰摊在老板椅上，斜靠着羊皮沙发的扶手，歪躺在被垛上⋯⋯都属于“卧游”的范畴；但许多文
化游记，多散刊在各处，搜寻困难。
因此我曾设想如能选辑一批出于文人学者之手，具有文化内涵的游记于一编，提供给那些或年高体衰
者，或公私繁忙者，或阮囊羞涩者作“卧游”之需，岂不甚好？
　　几年前，我和忘年挚友韩小蕙女士曾编过一套《当代文化游记》，含域内域外各一册，为多人一
集，颇得同好赞许，惟所收篇什较少，时思增益扩编。
去年冬日，岳麓书社曾主陶社长告知，该社拟组编一套文人学者走天下的游记性丛书，内容不只描写
自然景物，还应有人文内涵，并打破学者作家界限，各成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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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邀加盟，甚感愉悦，乃汇集旧有拙文数十篇，成一小集。
各篇插入相应图片，庶看图文，益增情趣。
既记录平生游踪，又可备卧游者浏览，岂不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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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1949年初在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接受南下工作的培训，后分配在该校历史研究室，为范文澜教授研
究生，攻读中国近代史。
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由助教循阶晋升至教授。
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
现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
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审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
馆顾问等职务。
主要从事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作丰富：历史学方面有《林则徐年谱
新编》、《北洋军阀史》、《天津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述从》等；在方志学方面有《方志学概论
》、《志域探步》、《中国地方志》、《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在图书文献方面有《近三百年
人物年谱知见录》、《清人笔记随录》、《古典目录学》、《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古籍整理讲
义》等。
发表论文百余篇，另撰有大量随笔散文，汇编成集的有《冷眼热心》、《一苇争流》、《且去填词》
、《出枥集》、《学不厌集》、《来新夏书话》、《邃谷师友》和《皓首学术随笔丛书．来新夏卷》
等十余种。
专与博、冷与热、学与用是我们在治学中经常面临的问题。
作为一位横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的学术大家．来新夏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成就之突出，
在学术界中是很少见的。
更可贵的是，来先生一直提倡和实践“为人之学”，如今，年逾80高龄依然笔耕不辍，在从事专业研
究的同时，还撰写大量随笔杂文．并将此作为普及历史知识，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
来先生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常开新境”的学术风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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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议论文化游记（代序）积水潭忆旧七十年的天津缘天津卫六百年大经路忆往五大道寻旧消夏梨木台战
备疏散话“老插”钱江潮湖滨赏月旧镇纪事水乡乌镇杭嘉湖纪行人文绍兴天一明珠话沧桑宁波的“麻
将起源地陈列馆”钟情海宁参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初访华西七朝古都——开封
历史的沉重——悼旅顺岩画·摩崖造像娘子关览胜平遥古城塔儿寺朝圣河西四郡敦煌访古吐鲁番纪行
黔行纪游过港行天津和香港的相通命运澳门巡游台湾的博物馆太鲁阁留踪环台游美国风情枫叶之国扶
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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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总督衙门到火车站要经过法、意、奧、比等国租界的地界，时常受到牵制。
据父亲的同事句伯伯说，清朝的大官出行，一定要鸣锣开道，摆出旗锣伞帐，十分威风，而租界当局
虽允许仪仗通过，但一定要偃旗息鼓，袁世凯受不了这口恶气，于是决定自建马路，自修车站，供自
己扬眉吐气。
这一传说虽于史无考，但由于有后来的实际可据，也给袁世凯的一生多少增添若干亮点。
袁世凯首先着手的是建车站。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确定在新开河南岸、金钟河北岸之间建新车站。
次年1月，车站建成，就是现在的北站。
从此，袁世凯就可以耀武扬威，恢复汉宫威仪地在新车站登火车赴京了。
接着，于二月间，划定东至铁路、西到北运河、南至金钟河、北至新开河这一范围为“新区”，采取
若干开发“新区”的措施。
其中重点工程是修一条从总督衙门到新车站的大马路，长一点五里，宽三十四米，灰土碎石路面，后
于1924年改为沥青路。
这条路修成后，开始称新修马路，后改称大经略，192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1924年在天津的活动而改名
为中山路。
不过，多数老百姓仍习惯地称它为大经路。
以大经路为经，在它的两侧，又建成若干条纬路，按干字文命名，有天、地、元、黄、宇、宙、日、
月、辰、宿、律、吕、调、昆、冈等十几条纬路，分左右排列，其中元、黄、律、昆几条路比较繁盛
。
随着确定了政治中心，划定了“新区”的范围，修了车站马路，建了若干房舍，于是在“新区”内渐
渐有政府机构、公益事业、文化教育单位、名流贤达豪宅，纷纷麋集于此，顿使“河北新区”面目一
新。
其繁华先进，几可与“租借地”相抗衡。
我在“新区”住过好几处，最初住在律纬路择仁里，这是一条在大经路和律纬路都有出口的胡同，离
北站不远，夜深入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火车由远及近和由近及远的鸣笛声。
大经路那个胡同口的右侧，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中药店，前店后厂，名叫同茂堂。
因为我父亲是业余中医，和同茂堂时有来往，所以我可以自由进出后面的制药作坊，熟悉了不少炮制
药材的工序和工具，也初步隆得点药性，对中医有点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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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论古今，凡出于文人学者之手的这些游记，不仅使人广其见闻，更重要的还能以作者对人文意
识的诠释，起到了发挥人们追索知识和开拓思路的效能。
　　——来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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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访景寻情》是一册文人学者走天下的游记性书籍，内容不只描写自然景物，还有人文内涵，并打破
学者作家界限，成一专集。
不论古今，凡出于文人学者之手的这些游记，不仅使人广其见闻，更重要的还能以作者对人文意识的
诠释，起到发挥人们追索知识和开拓思路的效能，也引发我对这些文化游记的关爱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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