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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与诗歌、戏曲、小说，为四个重要门类。
散文应尤有特色，一是起源早，其发轫之作《尚书》，即早于《诗经》近千年，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
与诸子散文，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诗骚文体创作，共同开启中国文学的历史走向；二是范围
广，不但包括世传习称的诸子、史传、碑文、墓志，还包括笔记、序跋、书信、日记，及各种赋体、
骈文之作。
因此，中国传统的古文，被认为是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字载体，曾有“中国古代散文美学”的学术
构想。
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30年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很大进展，有丰富成果。
但学术界也有指出，在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散文研究却是最薄弱的一环”（见王水照
先生为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所作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
这确值得注意。
除了研究专著不多外，散文作品本身的整理、选注，面向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也并不充分，故未能引
人注目。
中国古典散文浩如烟海，佳作如林。
今人各种选本则多仅按时代撷取名篇，所选篇目往往集中在一些读者熟悉的名家名作上，入选作品数
量有限，常令爱好古典散文的读者有不足之憾。
又因绝大多数选本没有今译，仅靠注释读通原文，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
故我与学界友人合作，由我筹备，编纂这套《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译》，期望为广大读者全面、系统
、深入地了解、欣赏古典散文提供一套较为完备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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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讴歌大自然，是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的共同的“
永恒主题”。
在我国，游记散文这一以自然景物为题材，以讴歌祖国的河山为主题的文学样式，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的。
关于我国游记散文的起源，钱钟书先生有一段较为清晰的叙述：“尝试论之，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
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
继乃山水依傍田园，若茑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谢灵运《山居赋》所谓‘仲长愿言’，‘应璩
作书’，‘铜陵卓氏’，‘金谷石子’皆‘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即指此也。
终则附庸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
袁崧《宜都记》一节足供标识：‘其迭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词叙。
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
’游目赏心之致，前人抒写未曾。
六法中山水一门于晋宋间应运突起，正亦斯情之流露，操术异而发兴同者。
”（《管锥编·全后汉文》卷八九）这里是说，东晋以前，自然景物的题材不是文学作品主要描写的
对象，即使有的作品中有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只是处于附庸地位，与欣赏大自然的作品不同。
比如汉大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上林赋》，其中写了山水、动物、植物，也只是叙述了山水的形势
及物产而已。
同一时代的董仲舒作《山川颂》，用山水来比喻品德，把大自然山水人格化，成为君子品德的寄托，
也不是出于对大自然美的欣赏。
至于东汉人仲长统“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的愿望，三国时魏人应璩的“托崇岫以为
宅，因茂林以为荫”，“铜陵卓氏”在山川附近开采铜矿，晋代石崇建金谷园，等等，或是借山水点
缀衬托田园，或是从经济利益考虑，都不是从欣赏自然出发，也与隐居山水情趣不同。
而游记文学的创立大概肇始于东晋，袁崧的《宜都记》就是一篇山水游记。
那么，游记文学何以肇始于东晋六朝呢？
简单地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那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无休止的战乱、饥
荒、疾疫之中，阶级之间的、民族之间的、统治集团之间的杀戮充斥于这一历史时期，这一严酷的社
会现实，引起文人们的不满、厌恶以至恐惧，从而采取了无可奈何的退避之术——归隐山林，以全身
远祸。
这样他们就把自然山水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抒情的凭借、吟咏的题材；二是这一时期的大动荡表现
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上，是儒学的统治地位的动摇，荒唐的谶纬之学，烦琐、迂腐的两汉经学的垮
台，异端思想的出现，老庄思想成为时髦，玄谈之风大盛，以及人们对自然认识的觉醒，随着人们对
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自然山水的那神秘庄严的面纱渐渐被揭去，因此自然山水成为人们游赏的对象
，也成了文人们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人的思想相对解放，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对自然的审美能力也有了显
著提高，从而能艺术地表现山水主题，不仅能绘声绘色地描摹自然山水之美，而且已经开始借山水表
达自己的情感了。
东晋六朝的游记文学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传下来的极少，本书选录了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和陶
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宋元思书》三篇书信体的山水游记。
鲍照写山水荦荦大气，远眺近览，不拘泥地点方位，凭借想象，超越时空，气势恢宏。
他写道：“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
含霞饮景，参差代雄。
凌跨长陇，前后相属。
带天有匝，横地无穷⋯⋯”此段写得雄奇壮丽，同时又表达了自己的情怀。
而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则文辞清秀，风格恬淡安逸。
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又是一种清丽细致的风格，我们从这篇小文中，不仅能看到作者对秀丽景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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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同时也可窥见作者避世退隐的淡泊情怀，以及对世俗官场利禄之徒的蔑视。
这三篇游记的不同风格反映了三位作者不同的生活经历，表现了他们三人融入作品中的不同个性。
此外，在六朝时期，还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两部描写山川风物的著名
作品。
应该说这两部名著只是记述地理人文的“学术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游记，但它们描写山川风物
的文字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对后世的游记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中国的游记文学脉络是肇始于东晋六朝，成熟于唐宋，大盛于明清。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篇章，而我国的游记文学发展到此，也开始步入成熟阶段。
这一时期的游记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上说，大多表现的是壮志难酬、遭际不遇的愤激和无可奈何的
超脱。
这里我们要提到的两位作家是元结与柳宗元。
元结写了不少短小精致的山水铭文题记。
这些作品与前人不同之处就是元结的作品将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具有较高的现实性。
他的《右溪记》记述了唐代道州城西的一条风景秀丽的无名小溪，过去“无人赏爱”，经作者整治后
重放光彩的经过。
全文语言质朴，风格清峻，写景叙事之中寄托感慨，读来令人回味。
柳宗元是唐代游记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不朽作品也是我国游记文学成熟的标志。
他的代表作品“永州八记”是写景、抒情、哲理、象征有机的组合，开创了游记以山水抒写情怀的传
统，对后世影响巨大。
他对大自然的观察至微，对大自然的体会至细已经到了“入妙”的地步。
例如在《袁家渴记》中，柳宗元描绘风中的袁家渴：“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
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
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他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自然万物以性格和情感，将大风中的自然万物的千姿百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并融入了自己的情思。
同时，他也被这大自然的气象所感染，为之震撼、惊叹、陶醉，自语对这美景也“无以穷其状”了。
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反照，物的意蕴深浅和人的性分密切相关（朱光潜语）。
倏忽风过，子厚亦有几多感悟，所谓深入所见于物亦深，大概说的就是柳子厚吧！
    有宋一代，游记文学更趋成熟，此时的游记文学有最显著的两大特点：一是体裁的扩大。
出现了日记体游记，即出现了陆游乾道五年（1169）任夔州（今四川省）通判，次年闰六月从山阴出
发，十月至任所，写道路经过的《入蜀记》和范成大淳熙四年（1177）由四川制置史任所回朝，自成
都至平江，一路写下的《吴船录》这两部日记体游记。
二是宋人将“理趣”融入游记，以“山水说理”。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就是“山水说理”的名篇。
从而把游记的思想内容提高了一步。
    我们说游记文学大盛于明清，是基于以下几点说的。
一是描绘的地域范围更加扩大，东北、新疆、西藏、台湾等地都有所涉及。
这是和国家的统一，交通的进一步发达分不开的。
二是题材更加广泛，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讴歌，有对边疆风土人情的记述，有即景抒情、睹物怀旧的
小品、有诙谐有趣的拟人化的山水游记，还有对游地沿革的考证的“学术游记”⋯⋯另外，作者群也
更加壮大，各骋其能，创作更加繁荣，真是异彩纷呈。
有明一代游记首推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此书是作者从22岁起进行旅行考察，直到56岁病逝，足
迹遍及现在的华北、华东、东南沿海，云贵地区，历尽艰险的心血结晶。
作者将其观察所得，按日记载，所记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对山脉、河流、地质、生物等方面作了详尽
记载，而且对各地的风土人情、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也作了如实的描述，写下了篇幅很大（现
存六十多万字）的旅游日记。
这笔宝贵财富经后人整理，编为《徐霞客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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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游记是一部地理学名著，由于它文笔优美，又是一部文学名著。
明代初年，宋濂的《游钟山记》借记述游山，婉转道出了对山川的钟情，对纷繁世事的厌倦，文笔朴
素简洁，自然流畅。
乔宇的《恒山游记》又别具一格，乔宇身为朝廷重臣，游恒山又负有使命，所以他的这篇游记不似寻
常游记“轻松”，全文始终贯穿神灵、国家、君臣之思，虽也不乏景物描写，但让人读来仍感沉重。
明代正德六年状元、著名学者杨慎的《游点苍山记》是他遭事谪戍云南永昌时所作，这篇游记是记述
点苍山景致较为完整的游记之一。
“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游记《满井游记》、《虎丘》等“忠实地贯彻
”他的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作游记清新活泼，颇具特色。
晚明小品中，堪称代表的是张岱，他的诗文取公安、竟陵两派之长，描写自然风景的小品如《西湖七
月半》、《湖心亭看雪》等写得清丽活泼，富有诗情画意。
有些回忆往事的小品，又多寄托故国之思，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
    有清一代，游记各体皆备，风格多姿多彩。
顾炎武的《五台山记》实际上是一篇“考据调查报告”，结尾处总结斥佛不力的教训，表现了作者的
“忧患意识”。
朱彝尊的《游晋祠记》讲述晋祠沿革，睹塞外胜景，引发对故乡的情思，让人读来感慨不已。
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描述了北国的风土人情。
郁永河的《采硫日记》记录了台湾的海岸、地理、火山、矿藏、风俗，等等。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各族人民为开发宝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洪亮吉的《游天台山记》是有清一代最著名的骈文游记。
而龚自珍的《己亥重过扬州记》，则写扬州的由盛至衰，折射出整个世运的衰微，表现了作者一种对
时代的敏感和对国家的热切关注与忧虑。
    上面我们对我国的游记文学做了一个极简略的叙述。
我们在编选此书时力图使选入的作品能够反映那个时代游记文学的基本面貌，同时也照顾到地区及作
家。
由于水平所限，在编选、注释、翻译之中，如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教，不胜感激。
    马第伯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译游记卷马第伯马第伯，东汉初人，其事及生卒年不详。
建武三十二年（56）二月，光武帝刘秀登泰山封禅，马第伯作为随从参加封禅的全过程，并写下了《
封禅仪记》这篇游记。
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典礼，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辟场
祭地，报地之功，称禅。
即古书上所谓的“封泰山而禅梁甫”。
本文选自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这里选录了马第伯自述自己先行登山探
路情况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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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面的平原低地，无边无际。
傍晚的秋野，寒风卷起蓬草飞扬，古树参天入云。
旋风四起，思念窝巢的鸟儿们，成群地飞回树林。
我久久地凝神伫立，直到风声听不见，群鸟看不见。
北面池塘湖泊暗流，相互勾通相连。
是苎蒿积聚、菰芦繁生之所在。
栖息在湖泊中的水鸟、鱼类，聪明的吞食着愚笨的，强大的捕食着弱小的，吵闹纷扰之声充斥湖泊之
中。
西面曲折的长江长流向前，渐渐远去，与天相合。
滔滔的江水，永无尽头，永不枯竭！
从古至今，江上船只往来不绝。
滚滚的长江波涛引发我无尽情思，深潭巨壑激起我满怀愁绪。
天空的云雾飘散到四面八方，但终究是天地的灰尘。
而这水流的注入汇集到大海之中，是不可测量的。
大概只有神灵才知道这水流的注集，长泻不测的奥秘吧！
向西南眺望庐山，又格外使人惊异。
庐山山脚直入江潮，峰顶上接霄汉。
庐山上面常常积聚着彩霞，好像通体披着光彩绚丽的锦帛。
夕阳照耀，山中水泽的雾气混然一片，晚霞放出的光芒色彩把天空染成绛红色。
山峰左右的青色雾霭，把紫霄峰团团围绕。
庐山山顶笼罩在夕阳的金色光彩中，半山以下已成为深青色。
确实，这神奇的庐山可以作为神仙的居处，天帝都城的郊野，并可以控制镇抚湘江、汉水流域。
此外，细流疾流汇成巨川；山溪汩汩喷射；水流激荡，像发怒一样互相撞击；水流往复，激荡冲刷；
这些水流都争先恐后奔腾向前，所到之处不论东西南北，不论芦荻茂盛的水滩，野猪出没的河洲，燕
子栖落的支流，水流迥漩之地。
将四方之水断长补短合在一起，水域可达方圆数百里。
这水流可以滔天蔽日，可以侵吞百川万壑。
即使在雾霭都不流动的平和天气，这水流也像华贵的鼎中之水沸腾四溢。
这水荡涤而过，弱草不留，它受到了丘陇的阻碍显得蹙迫。
一旦泛滥，波浪突然崩碎飞散，如闪电疾箭。
波浪起伏，一忽儿团聚，一忽儿崩碎，这水流可以冲飞水中小洲，冲倒山岭。
浪花可以飞溅山顶，奔流可以将山谷冲刷一空。
可以把持衣石冲碎，弯曲的河岸被击为碎末。
仰望火星，俯听水涛，令人惊心动魄，呼吸紧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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