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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百多年前的明王朝，因其政权极端腐败已进入彻底崩溃前夕。
而同时在某些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活跃，科学精神兴起，先后出现了几位具有探索意志的人文与自然
科学的先驱人物。
徐霞客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最先发觉徐霞客的是以吴文化为中心地带的他那些文人朋友。
对他三十多年万里游踪之日志，着迷般欣赏，并极尽欢呼传扬之能事，从而为陆续整理成后来的《徐
霞客游记》这一巨著并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立下了万古不朽的头功。
至今三百多年过去，由于民间的传抄、整理与推动不息，曾带动清代坊间的重视与出版。
但大体仍处于被冷落状态。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重新引起几位文化大师的重视与弘扬。
而真正出现第二次欢呼传扬盛况，则是在新世纪之交，直到今天的热情不息。
这要感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次机遇。
这机遇说来稀奇古怪滑稽可笑得不可思议。
谁也不会想到出这套书是“文革”期间的1975年“四人帮”要来“评法批儒”。
说徐霞客敢挑《禹贡》的错误是个法家，有造反精神，并着令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赶快
出版，毋需参校其他版本，仅以一商务印书馆本将旧式断句改为新式标点，紧催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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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霞客论稿》内容简介：至今三百多年过去，由于民间的传抄、整理与推动不息，曾带动清代坊间
的重视与出版。
但大体仍处于被冷落状态。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重新引起几位文化大师的重视与弘扬。
而真正出现第二次欢呼传扬盛况，则是在新世纪之交，直到今天的热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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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论徐霞客和他的游记——新版《徐霞客游记》前言《徐霞客游记》原始抄本的发现与探讨季
会明抄本来历简述判断季抄本系《游记》原始抄本的依据展现了徐霞客万里遐征的准备和初始路线大
大丰富了岩溶地貌的记载关于徐霞客考察山川源流的重要补正明末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的画卷多侧面凸
现了徐霞客的精神面貌徐霞客评传——应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家评传》丛书而作薄仕进、
重节操、尚俭朴的家风时代的召唤“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趣奇游生涯科学和文艺的完美结合笼天地
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绝假纯真 情性自然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徐霞客塑像碑文期待新的探索——《徐
霞客游记》增订资料述评开拓，创造，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纪念明代杰出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
客诞生四百周年说“徐霞客精神”心灵的吟唱——读徐霞客《赋得孤云独往还》五首从徐霞客对祖国
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搜讨说起李介立和《徐霞客游记》生年考订悲凉生涯长歌当哭出游大略整理《
游记》徐霞客家庭悲剧考索——解析一个累世谜团《宗谱·宏祖》条的疑窦隐去家庭悲剧祸首霞客真
正的闺中知己附关于徐霞客继室嫁妾之我见吕锡生徐霞客家庭悲剧及李寄生年再探讨——兼答吕锡生
先生的质疑考索缘起考订李介立生年的依据悲剧发生在泰元年王孺人病疽及李介立母子的漫漫长夜几
个问题的求实辨误从《黔游日记》到《论贵省事宜》徐霞客一腔赤忱记黔游李介立斟酌古今论贵省附
论贵省事宜李介立踏勘徐霞客桂东南游程惊人的准确性重实践重科学高度的语言能力群众性的踏勘实
践——解决疑难的锁钥踏勘徐霞客桂西南游程真实精详了如指掌考察岩溶走向深入壮乡地名生动丰富
校勘《游记》务需实地历史的徐霞客今天的桂西南《踏着徐霞客的足迹》序怀刘英相识在不寻常的年
代出山即入山踏上追寻霞客游踪征程执著更忘我献出晚年余生《纪平游踪》序附录 春日访徐霞客故居
曾经被看作“破棉袄”修旧如旧话沧桑集腋成裘展华章破棉袄终成长春袄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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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尽管在考察自然现象的多数情况下能够遵循科学的认识路线，徐霞客思想上还存在着比较浓厚
的唯心色彩。
对于他所不能掌握的“命运”，他只有仰仗“神权”来裁决；对于凡是超越他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
的现象，他就只能用“神力”来解释。
如湘江遇盗后选择哪一条路线前进的问题，如能否携带静闻遗骨入滇的问题，霞客都曾经求神问卜，
征求“神”的“意见”。
一次他爬山时忽然双脚肿痛，不良于行，他就以为这是他以“灵泉”濯足、“山灵罪我”的结果，于
是“以佛氏忏法解之”。
徐霞客思想上也曾深受佛教的影响。
他每到寺院，往往先去“礼佛”；他有时以佛教语言引入《游记》，相信“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徵矣
”；他选择鸡足山作为西行的终点，并为之修志，都表明了这一点。
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
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自然辩证法》）十八、十九世纪的不少自然科学家是这样（即现代又何尝不是这样），那在徐
霞客生活的当时就更不足为奇了。
《游记》中的不少记述反映了这一点，正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的徐霞客，显示了《
游记》记述的真实性。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克服千难万险、从事长途旅行，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颇不乏人。
他们或者是奉命出使，宣扬王朝的“天威”，像张骞、郑和，或者是为了宗教的目的取经求法，如法
显、玄奘。
而不出于任何政治的、宗教的企图，没有政府的资助，纯粹以考察自然为目的；毕生从事旅行事业的
，徐霞客为亘古第一人。
在我国史籍中，地理学著述也颇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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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霞客论稿》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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