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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现实非要从实地踏勘得来，若有必要，历史地理学者亦应当有此工作为基石。
历史追溯则不能没有文献基础(史前还要加上器物)，不管是传世的还是出土的，都要穷尽竭泽，细大
不捐。
有时一条小史料可以解决一个大问题，古人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似可移用于此而浑然天成。
历史与地理理论及方法的恰当应用是历史地理学论文成功的保证，如此而言，似乎历史地理学领域的
论文制作要稍难于历史与地理各方，的确如此，如果这一领域的青年学者没有这个感觉，那就只能说
，你的论文写作还没有入门，遑论臻于化境。
当然泛泛而谈容易，实际做起来困难。
如果研究者与读者均可从著述与阅读中得到提高的好处，一本著述就算基本成功了。

魏向东这本书是其博士论文的修改定稿。
一份博士论文是否成功，主要视其有否发明。
大发明即大成功，小发明即小成功。
无发明则论文失败。
博士论文必须成为相关领域里的一块小小的里程碑，不管是在国道上还是在一般道路上，让后继研究
不能无视，无法绕过。
与此同时又要切忌凭空架构，随时牢记踏实。
本书以明代为对象来作为旅游地理的研究，可以当成历史旅游地理——如果将来这个分支能够成立的
话——的一种开篇的尝试，这种尝试是否成功，就存在于读者对于本书的评价之中。
关于旅游地理还可以作一些更深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本书已有所及，而且随之以详尽生动的实例，
读者自可参观评骘，我自己的话到此即可．就权当是一篇不大称职的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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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929篇游记的作者共有152人，笔者对游记撰写者的身份进行了详细的考订，汇总为附
录二：晚明旅游者身份籍贯统计表。
从表中的统计结果看，绝大多数是有官之身。
在撰写游记的各类官员中，上起张居正、叶向高、沈一贯、余有丁、杨嗣昌等内阁大臣，下至杨德周
、王思任等县级七品芝麻官，既有顾绍芳、汤宾尹等京官，又有王世懋、陈文烛、袁宏道等各级地方
官，还有各类奉使出行的使者如王士性、王祖嫡等，基本涵括了晚明政府官员的各个层面。
晚明官吏之好游是有名的。
万历初年，王世贞为官南京，他记载南京官场的风气，竟然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成例，“不陟牛首，
不为宦建业”。
因而在他上任刚有八天，同僚们就邀请他去游玩牛首山，而他听闻这一消息后的反映则是“余闻之色
飞，呼粥不能尽一瓯”①。
由此即可见宦游在晚明官吏中之盛行。
在野人士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有功名在身的士人如袁中道，有名公巨卿的子弟，如太仆寺卿费尧年之
子费元禄，有名满天下的名僧如释德清，有精通制义的名家如葛应秋，有著名的画家如李流芳，有赴
考的士子如徐允禄，有学校的贡生如谢兆申、吴子玉，有方面大员的幕客如何白，有出入公卿门户的
山人如王樨登，有布衣贫士如薛冈，有商贾出身的童佩，这种错综复杂的身份信息，既说明游记作者
基本涵盖了晚明社会的下层知识群体，也反映了旅游已不仅是上层社会的特权，有更多的下层社会成
员也得以进入游者之列，旅游的人数因此得以扩大。
此外，笔者查阅《四库》系列丛书时发现，即使未见游记传世的作者，也大多或多或少作有旅游诗，
甚至有些专集就是游历诗作的汇编，因此被收入《四库》系列丛书的晚明文人，几乎可以说无人不游
。
曹淑娟《晚明性灵小品研究》的结论与上述结论应若符契，“亲近山水景物为晚明文人生活的重要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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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明旅游地理研究(1567-1644):以江南地区为中心》是吴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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