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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研究·

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

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

周振鹤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中心 , 上海　200433)

　　[ 摘　要] 　晚明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使旅游成为一件正经事 , 大批文人热衷于游览名山大川观察社

会风情 ,并蔚为时尚 , 许多人写下描写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文章 , 其中突出者遂成为著名的旅游家 , 个

别超群者则成为杰出的地理学家。本文通过对明人文集中旅游文章的全面清理 , 既从数量上也从见识方

面论证了晚明旅游风气的形成过程 ,并分析了地理学从历史学附庸的地位转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历

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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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从来重视地理学的研究 ,但与研究小学是为了解经一样 ,研究地理是为了读史的需

要。因而在正史中多数列有地理志 ,独立的地理学著作则始终附丽于史部典籍之中 。地理学在中

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可以两部重要著作为标志 ,一是徐霞客的《游记》 ,一是王士性的《广志绎》 。

这两部大作是近世地理学观察 、描写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典范。它们突破了过去地方志式的对

各地位置 、幅员 、山川 、人口 、风俗等内容的简单的 、分类式的记载 ,将作者对自然界与人文社会的缜

密观察作如实的描写 ,而且企图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理论思维 。徐霞客与王士性都生活在晚明 ,他们

的地理著作的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与当时社会的大变动有密切关系。他们两人是晚明旅行家群体

中的出类拔萃者 , 《徐霞客游记》与《广志绎》则是大量游记的特殊升华 。关于明末的旅行家群体 ,笔

者已另有文章论及 ,本文则专从明人文集来透视晚明普遍存在的旅游风气 ,以表现徐 、王著作产生

的社会背景。

明人文集数量甚大 ,所藏地亦甚分散 ,好在近年来继影印《四库全书》之后 ,连续出版了《四库全

书存目丛书》 、《四库禁毁书丛刊》等几部大丛书 ,使得检索工作得到很大的便利 。虽然迄今为止 ,对

明人文集的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 ,但经复旦大学等单位的初步普查 ,已列出海内外明人文集有七千

条(一种版本算一条),有别集的人数为 3203人 。其中一人有别集数种者不多 。如茅坤者 ,一人而

有六七种毕竟少数。即连三四种的也很少 ,有的虽有两三种 ,但分几种情形:一是全集与选集之别

(如徐阶有《世经堂集》又有《少湖先生集》 ,不目验无法知道前者是后者的节选集);一是全集与不全

集之别;一是刊刻者多 ,名称改换 ,似为两集 ,实为一集。因无法一一仔细甄别 ,故本文暂以著者数

当文集数 ,估计相去不会太远 。

今将《四库全书》所收明人别集 238种 ,全部检索一过 ,详细查阅者从台湾影印本第 1296册郑

善夫《少谷集》始 。《四库存目丛书》所收明人别集 595种 ,亦全部检索一过 ,从第 80册以下 ,则详细

查阅 。《四库禁毁丛刊》尚未毕全功 ,从已出 121册中查阅所收全部明人别集 ,有 153种 。三种大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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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共检索明人文集总数近千种(实986种),则所目验已占明人别集近三分之一 ,标本很大 ,有相

当的代表性。检索与详细查阅的目的 ,是为了了解明人文集中地理游记的大致数量与内容 ,并由此

探明晚明旅游风气的基本特点 。

旅游风气的普遍性与深刻性

晚明社会是黄宗羲所谓的“天崩地解”的时代 ,追求人的正常生活以至于个性解放成为文人的

生活目标 ,因此许多文人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头 ,而是走向大自然 ,走向气象万千的社会 ,将自

己融合在天地人群之中 ,有人并且以己为宾 ,以自然与社会为主 ,记录下来自己的感受 ,形成多种多

样的 ,超越前人的精彩游记。这些游记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而且越到明末 ,这类游记的数量越大 ,虽

然其中仍然是大量的一般游记 ,但其中有一部分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地理游记。

这些游记的数量大约有 450篇左右 ,数量不小 。牵涉到的作者约 115人 ,约占检索明代作者的

1/8弱 ,占明后期作者的百分比未作详细统计 ,但按比例至少当在 1/3到1/4之间 。其它2/3或 3/4

的作者并非不旅游 ,而是未有游记专篇 ,但仍有大量的旅游诗传世 。更有个别人自称或人称好游 ,

且所取字号也与旅游有关 ,但却无旅游诗文的制作的 ,如五岳山人虽以“五岳”为号 ,但并无五岳游

记 ,只有五岳诗五首而已 。这些人与前此各朝代热衷旅游的人差别较小。换言之 ,并非所有旅游者

都能成为旅行家 ,而在旅行家中也只有极少数能成为地理学家。但非有金字塔式的构造 ,亦即非有

普遍的旅游风气 ,非有大量的一般旅游者出现 ,则无由造就塔尖少量的旅行家以及更为少量的地理

学家 。

若以时期的特点而云 ,则正德以前的游记甚少 ,不过十来篇而已 ,而且即使有个别以游记为名

者 ,亦无游记之实 ,如弘治十八年进士科的郑善夫《少谷集》卷十中虽有《春雨游大石记》 、《夜游虎丘

记》 ,类皆写景抒情之作 ,无关地理。嘉靖间游记明显增多 ,约有百篇 ,但多为小品 ,数百字而已 ,这

些游记与一般普通以“记”为名的散文没有太大差别 。至万历及天启 、崇祯间 ,游记的写作甚为普

遍 ,计有三百数十篇 ,有些“记”虽不以游记为名 ,也有游记之实。而且本文附录所选录游记篇目 ,嘉

靖以前偏宽 ,万历以后偏紧 ,否则前后两个时期游记数量的悬殊更大 。不但如此 ,明后期不少游记

是长篇巨制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中所收之《东游日记》 、《南归日记》皆万言以上 ,即小小之《洞庭

山游记》在《水天阁集》中亦长至五千字 ,与嘉靖初之游记至多只上千字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又 ,

明中期游记的题目多作某山记某水记 ,这些“记”只是静态描写 ,而到后期则作游某某山记游某某水

记 ,进入动态描写 ,将自身介入于景物之中。这些差异都说明越到明末 ,旅游风气越炽 ,对旅游的精

神投入也越多。

由于风气的变迁 ,许多人在文章中毫不隐讳自己的好游 ,如无锡人邹光迪说:“余故孱弱 ,少所济胜 ,

不能游而独好游。 ……所过佳山水 ,未尝不游。盖尚平之于五岳 ,其天性然(《郁仪楼集·游吴门诸山记》)。”仁和

人卓明卿道:“余性癖好名山大川 ,两浙形胜 ,车辙马迹且遍。”(《卓光禄集》卷三)但在明前期 ,这样的文字绝不

可见 ,因为其时所谓旅游就是冶游 ,是为正派的读书人所不取的。而明后期则已出现山水朋友 ,出现山人

一类的字号。当时以五岳代表天下名胜 ,所以以《五岳游草》为名的诗文集不止一部 ,自称五岳山人者不

止一人 ,甚而有号十岳山人者。

比起前代来 ,晚明文人不但只是一般的好游 ,更进而耽于山水 ,好游成癖 ,甚而成痴。山水之癖

是以山水景物为“自娱娱人”之极的表现 ,面对山光水色 ,表现出如醉如痴的极端状态 。这是前所未

有后所罕见的现象。在唐虽有游人 ,而多数留连光景 ,作为诗料 ,在宋游风已经稍杀为少数 ,在清代

几乎萎缩到只有极少数人才热爱山水。而晚明却是登峰造极的好游典型。以下所述诸例 ,可谓一

种代表。

袁小修在其《珂雪斋集》卷七《王伯子岳游序》中 ,甚至比况自己的好游是病态:“天下之质有而

趣灵者莫过于山水。予少时知好之 ,然分于杂嗜 ,未笃也。四十之后始好之成癖 。人有诧予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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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veling Fashion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y:A Research on the Anthologies of Literators in Ming

ZHOU Zhen-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Great changes of fashion in late Ming Dynasty turned traveling a serious business.It was then quite

popular that lots of literators were keen on traveling around famous mountains and rivers or having a look into

the social phase.Many people had written to describe natural and human landscapes.Among them , those who

did good job became great travelers and those especially preeminent ones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as geogra-

phers.Through a roundly research on the anthologies of the Ming literators ,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rav-

eling became a common practice in late Ming in view of the quantity of the traveling notes and the knowledge-

accumulated records.In addition , it also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when geography surfaced as a in-

dependent discipline by breaking from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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