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霞客旅途中的“夜生活” 

——在投宿地住居一晚的生活情况 

郑祖安 

 

[摘 要] 徐霞客在万里远游路途中的大多数地方，一般都只住宿一个晚上。由于白日奔波劳累、所经

地区又多是贫困的乡村山区，故他夜间的生活只能非常地简单。但在有些宿地，他也有缘能与主人饮茶喝

酒、畅叙欢谈，或也会在附近乘兴作一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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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在南方数年的长期远游中，晚上住在哪里，他投宿的居住环境如何，投宿处所对

他的接待态度怎样，这些笔者以前已有专文对其作了一定的论述。①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再

推进一步，即要考察他投宿后的生活情况，也就是徐霞客在投宿地晚上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内容按旅行情况，可分成两种状态。徐霞客在投宿地一般是居住一个晚上，第二天 

一早就启程继续上路向前。但到了某些地方，由于某些原因，例如天气不好，雨行不便；周

围名胜风光多多，需要广览；与住居地主人或朋友情投意合，被热情挽留；在一地需要一定

的旅行休整，办些杂事等等，他也会在一处、一地耽上几天，甚至一段时间。耽一夜和耽几

天或更多日子，所发生的生活内容自然是有差别的，甚至相距很大。相对来说，前者比较简

单、单纯，后者就可能相当的广阔和丰富了。为了使这一个主题的阐述比较集中和清楚，本

文先探索第一种状态的情况，即主要是徐霞客在一地、一处住宿一夜的生活内容，以反映徐

霞客在旅途投宿地普通的生活情况。对于第二种状态，即在一地、一处耽几天或一段时间的

情况，拟再另以专文细加考察。 

关于徐霞客在一地一处住宿一晚的夜间生活情况，《徐霞客游记》中的记录并不很多。 

可以看到，徐霞客对白天爬山涉水、探险搜奇，大至山水表里面貌、自己的游法变化，小至

一路各处的里程、一个个细小地名，都会不厌其烦地详加记述，但对夜间抵达投宿地后临时

住下的生活情况，却多不写或寥寥数笔一带而过。为什么会如此，这个原因下文会给予推测

分析。但尽管文字不多，毕竟徐霞客是长年累月旅行在外，《徐霞客游记》又是一本日记体

                                                        
① 郑祖安：《徐霞客旅途投宿考察》，《徐霞客研究》第 9辑，学苑出版社 2000年 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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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记，因此我们若将不多的记录全部集中出来，对其加以归纳、分析，也还能明了徐霞客

在旅途一般投宿地“夜生活”的基本情况和一些精彩之处。 

以下是徐霞客在宿地居住一晚的“夜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先还得从投宿前的夜行情 

况说起。 

 
一  徐霞客到达投宿地的时间通常都较晚 

徐霞客是一个非常珍惜时间、珍爱自己旅行生命的人。在旅行途中，每天通常都是天亮

上路，日斜收步。一日要行进数十里，同时在一路上游览、考察所经的许多地方。徐霞客到

达投宿地的时间一般都是比较晚的，也即近夜或已入夜。但在旅行途中，在不少情况下这样

的常规实际不一定都能保持。这主要因为，徐霞客是长期旅行于南方的山区和穷乡僻壤中，

那里的道路艰险曲折，阻人快进，更困难的是，好多地方前不把村，后不把店，不见人烟，

根本不可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就能找得到投宿之地。于是在许多地方，当夕阳将下和已下时，

还只能继续坚持向前，一直要行进到遇见可以借宿的地方为止。这时就成了完全的夜行，在

没有月色的时候，甚至只能在昏黑中摸索前进。 

以下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崇祯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徐霞客在云南碧峒的山间行进（未到投宿地前，还不知道此

处叫碧峒），这天他一早就在晨雨中出发，行走到黑夜即将来临之际，山雨又起，“路绝茅深，”

不知道何处才有可宿之处。又往西行走了 1里，越过峡脊，只见长长的峡谷向西伸去，峡谷

中尽是野草，路复“若断若续”，这时天已“昏黑逼人”，徐霞客只能在“暗中踯躅”。走了

3 里，先是听到了狗叫声，继又听到南边有人说话声，估计已走出峡口。又走半里，“陷棘

刺中”。过了很久，再行了半里，总算走上一条石头路，终于寻到了一个寨子。①以上显示，

徐霞客在天黑以后，在荆棘、野草遍地的峡谷内外，夜行了 5里多，最后才找到了一个投宿

地。 

崇祯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徐霞客在滇西永昌府的山区里行进，这一日走了一天，当走出

一个峡口时，已经天黑。这时根本见不到一户人家的影子，徐霞客“从昏黑中峻下二里，”

即走了 2里的下山险路，然后从西南渡过一座溪桥，又向西北从一条岔路越过一个山坡。在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7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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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沉沉的夜色中他竟迷了路，最后“踯躅二里”，才遇到了一个罗罗人小寨，敲开了一家居

户的门。①这一例可见徐霞客在“昏黑中”行了 4里以上的路程，且是迷了路。通过暗中摸

索，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可以投宿的人家。 

这样的山里夜行是何等的艰辛困苦。试想在白天一日的辛勤奔波考察之后，在日落后的

黑暗里，在疲劳与饥饿中，为能找到一个休息地，却仍要继续地奔波探索。这是一日中最为

焦急、苦难的时刻，是一点得不到外界帮助的难以想象的折磨，好在徐霞客有顽强的意志、

刻苦的毅力的支撑以及丰富的旅游经验的自助，他最终都能摆脱苦境来到宿地，但这时的时

间确实已相当的晚了。 

    尽管徐霞客也注意到了沿途投宿点是很少的，在一些地方他也会提前收步，中止当日的

进程（如在下午就就地住店了），但毕竟他旅行进取性强烈，每天都有计划的目标，而前面

路途和投宿的情况又难以知晓，因此他经常还是尽力向前奋进，也因此决定了他到达投宿地

的时间一般都较晚，有时甚至很晚。而在投宿地时间相对的减少或不长，也就使他在投宿地

住宿一夜的生活内容，相对也就只能比较的简单、无法过多展开。 

 

二  在投宿地用餐和沐浴的一般情况 

 徐霞客旅行各地，在沿途大多数的临时投宿处，夜间生活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还有 

一些内在的客观原因。徐霞客经日间一天的翻山越岭或行程几十里，身体实际已经极其疲

乏劳累，另外，他的旅行往往是天亮赶路，天昏打住，或者到了投宿地已经入夜乃至夜深。

在西南万里远行中，他行经的地方大多是乡村、山区，经常是住宿在贫困和普通人家家中，

在以前的时代，这样的人家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灯火费油，想必也是

必须节约的），当徐霞客较晚来到的时候，主人往往都已闭户休息或睡觉，因此他常要敲开

他们之门请求接纳，而一旦被接纳之后，也只能按照当地和主人的习惯，什么大事也不能

做，而尽快地去休息、睡觉。 

    实际上，徐霞客也需要尽快地睡觉，将息身体，以便明天能继续上路。不过行了一天

的路，停息在一个地方，两件事情还是必须或想做的。 

第一件事是必须吃饭。毕竟行至入夜，肚子已经饿了，需要进食补充。那么徐霞客的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1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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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是怎么吃的？按《徐霞客游记》的记录和推断，在许多地方是由自己烧来吃的（当然

主要由仆人动手）。在长途旅行中，徐霞客一行除了带“被囊”以外，也带上了生米（有时

还带上冷饭、干点等）。这样投宿到了一家人家的话，主人并不需要提供被褥和食物，只要

供给一些柴火就可以了（付给柴火费或主人免费提供）。而事实上，对那些落后地区贫困的

农民、山民来说，给徐霞客等一个临时的住夜之地还是做得到的，但要提供被褥和食物却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从《徐霞客游记》的记载看，徐霞客的晚餐有吃饭的（包括热饭、冷饭、水泡饭），有

吃干点的（如糕、饼等），有仅吃副食品的，但最多的当是喝粥。在那个时代，至少在西南

地区的乡村、山区，夜餐喝粥是个习惯，贫困之家也许连这个水平也不能达到。而对旅行

家徐霞客来说，粥却是个好东西，其功用一是可以填饱肚皮，二是可以润肠。因为，白天

的一日辛劳行进，除了饥肠辘辘外，还异常的口干肠燥，因此喝了热粥后，自然就“枯肠

为润”，①通体很舒服了。此外，煮粥也能节约用米，因为对旅行者来说，所带粮食不会很

多，这样就必须省着使用了。 

在《徐霞客游记》中，提到他在住宿地煮粥、喝粥的情况不少，下为三例： 

一为崇祯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江西的马祖岩。这天徐霞客好不容易借宿到了“石龛”

间的一点空地，当他叫仆人用带来的米和炊具做餐时，住在岩中的一个僧人起先推脱说没

有柴火，后来又用碎米换去了徐霞客的好米。徐霞客将此碎米熬成粥后，粥中“竟不见米

粒”。②

二为崇祯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在广西一处叫岩田村的地方。这夜徐霞客投宿于此。但此

地因上一年惨遭盗贼的掳掠，三间竹楼室“室如悬磐”即空无一物。徐霞客等在附近化了

很长时间才找到了一口锅，用带来的米煮成了粥。③

三为崇祯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在云南一个叫门槛村的地方。徐霞客这晚住于村里的一

户人家。此地“买粮甚艰，”徐霞客只买到了半升的米。他只得以所带很少的存米熬成薄粥，

而将买来的半升米，储作为第二天的食粮。④

以上选取的三例，较为展开地记录了徐霞客在投宿地烧粥用餐的情况，其中还集中地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715页。 
②《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125页。 
③《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606页。 
④《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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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他在一些住地要完成制餐所经历的种种困难。确实，在穷乡僻壤，在远离城镇的山

区，缺粮、没有炊具、主人不能提供食物等等，不可想象地到处都可能出现。在实际上，

徐霞客在旅途中确实有数次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而一旦碰上了，在夜晚和那样的环境中，

唯有饿肚子，以待明天了。 

如崇祯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徐霞客夜行八里来到贵州下司。 那里各家都已关上了门，

虽然最终还是找到了一家肯容纳他的住户，但里面卧地无草，结果他设法找到一束干柴，

“不饭而卧”。①十一月初八日，徐霞客夜行抵达昆明乡下的一个叫沙朗的地方，这里虽然

离昆明不远，但因不在大路的缘故，叩门要求借宿均被拒绝（这是“昆明之习俗”）。最后，

一个老人家总算开门让他进去了，但是他并不为徐霞客“觅米而炊”。徐霞客这天未随身带

粮食，因此只能饿着肚子睡下。②

徐霞客在借宿处所晚餐后做些什么事情？可以这么说，他大多是吃好了就去睡觉。其

主要原因就是本节开头所指出的，一是疲劳，二是环境使然：在那样冷落、冷僻的环境里

实际他基本什么都不能做。在《徐霞客游记》中，大量记下了他饭后即睡的文字，清楚地

说明了这一情况。如：“炊粥就枕”；③“晚餐而卧”；④“衣裤俱湿，急晚餐而卧亵衣”；⑤“炊

饭亦熟，遂餐而卧”；⑥“夜以所携米煮粥，啜之而卧”⑦等等。这些文字且多出现在每日的

日记最后，用一笔带过，因为徐霞客确实就此入睡，结束了一天的生活。 

徐霞客投宿在一个地方，上述填饱肚子的第一件事是必须做的，除此而外，第二件应

做的事情当是沐浴了。可以想象：经过一天的爬山涉水、攀岩探洞、数十里的徒步行进，

身上随时和经常地出汗是必然的。更严重的还有，如逢夏日盛暑，骄阳似火，热浪滚滚，

烤得人会汗流浃背、大汗淋漓。至于碰到雨天（这在江南是常有的事），特别是遇到大风雨，

乡野和山里避雨为难，那么浑身湿透，淋得像落汤鸡那样也是不可避免的了。徐霞客长期、

长途在外旅行，春夏秋冬地露天奔走于野外，以上这些都是充分地遭受到的。 

重汗、雨淋、浑身污秽，晚上到了住地自然想洗洗清爽。不过因已落夜，洗刷并不方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618页。 
②《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795页。 
③《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238页。 
④《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283页。 
⑤《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285页。 
⑥《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624页。 
⑦《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10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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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更主要是地方居住环境不良，如连吃饭有时也成问题，那么洗刷同样也是困难的事情

了。在《徐霞客游记》里，关于晚餐的情况倒经常提到，但是关于沐浴的情况却并不多，

可能徐霞客在这方面用笔很少，但据推测，更可能是在那样的地方因没有沐浴的条件，他

又往往临时性地只住一个晚上，在夜幕已下、昏昏黑黑的情况下，他就只能忍受，即不洗

刷了。正是确未洗刷，日记也就少了记录。 

《徐霞客游记》中提到的沐浴，实际有洗身与洗脚两项。他所进行的主要还是后者。因

洗身与洗脚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沐浴需要更大、更方便的环境，所以徐霞客沐浴多见是

在寺庙里和友朋人家，及较长时间和条件较好的投宿处，还有那些有温泉的地方。温泉者，

如在云南锡铅驿，徐霞客在天将黑前去侧边的温泉沐浴，天黑返回。①

在那些仅借宿一夜的地方清洗，看来多是洗脚。《徐霞客游记》中提到的他洗脚的时间

有饭前洗的，有饭后洗的。这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饭前洗的，如在湖南斜岩，他冒雨从

其它地方返回后，便“濯足炙衣，晚餐而卧”②；又如在广西，那晚他住金鼎山隐山寺，出

游后返回寺中，在近旁山崖外的合流处洗了脚，然后也是“晚餐而卧。”③饭后洗的，如在云

南师宗州城外的一家人家住下后，他烧水煮了粉糕，吃完后便洗了脚“籍草而卧”④；又如

在云南亦佐县碧峒，天黑夜深，他幸运地叫开了当地的寨门，住进了一户人家，接着，“炊

粥浣足”，然后“拥青茅而卧”。⑤

饭后洗脚的话，显然洗了以后，多也是马上熄火睡觉。其因和前面提到的吃了饭就睡觉，

当都是一样的。 

 

三  与投宿处主人交流畅谈，饮茶喝酒 

   上节介绍了徐霞客在旅行途中一般的用餐和沐浴情况，由于大部分日子是抵达较晚，且

处于生活条件很差的落后环境中，因此呈现了平常或艰苦状态，生活色彩可谓暗淡。 

但这只是徐霞客旅途夜生活的一个侧面。在另一方面，徐霞客一路上也投宿到了一些环

境较为良好，生活条件正常的处所和人家，且主人热情好客，于是徐霞客便受到了礼遇和款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1076页。 
②《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565页。 
③《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283页。 
④《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693页。 
⑤《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714页。 

 6



待。更有意义的是，一些主人接触到了徐霞客这位有文化、有见识的奇人高士，见之甚欢或

相见恨晚，小则给予指点，大则借着夜间的空闲，在摇曳的灯火中，敞开胸怀，互相叙谈交

流，各自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快乐和知识。当然这中间，徐霞客作为漂泊在外的异乡人，获得

了更多的慰籍和帮助。 

有些主人确实非常的热情和好客。徐霞客尽管是一个过路陌人，但一旦进入他们的房舍，

就是他们的客人了，他们会拿出好东西来款待徐霞客。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徐霞客游庐山，在

汉阳峰上暂借慧灯和尚的小屋歇宿一夜。慧灯将煮好的豆腐招待徐霞客。这豆腐是他每隔半

月亲自动手做一次的食品，平时只有徒弟才能吃到。徐霞客此时也享受到了。①在广西郁林

州大寨村，徐霞客夜晚投宿在一个姓李的老翁家中，李翁立即备酒煮蛋，徐霞客感受到了这

山村人家的风味，特在日记中写道：“翁具酒烹蛋，山家风味，与市邸迥别。”②在云南罗岷

山。徐霞客一天翻山越岭，当行到高简槽村落时，天已昏黑。住进的客店的店主姓梅，他很

知道行路人的艰辛和外乡人的性情，为安慰客人，特意去煎了太华茶来让徐霞客饮用。③

在投宿地住下后，有些主人给徐霞客说明、点拨了当地地方名胜的所在和游法，前去下

一目标的具体途径、里程等，这些是徐霞客迈步向前最为需要的。徐霞客来到一个陌生的地

方，对周围的情况、需要游览考察的山水名胜，或只大体了解，或是并不知晓（常常是只能

边观察边探索边认识）。他需要通过打听了解，才能得到各种各样准确的、切实的信息，并

且越多越好。在行进的路途上的偶遇者是打听的重要对象，而住宿处的主人，因宿夜的缘故，

更为贴近，又有较多的时间可以细、深问讯探讨。一些主人在这方面确也能很实际地帮助徐

霞客，为他解答大量问题，甚至使他有不少意外的收获。因许多情况尤其是细微情况，只有

当地人才会真正知道。 

崇祯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徐霞客要游江西上清张真人所在的上清宫。这天夜里他住于一

家旅店，店主姓乌，给了徐霞客如何行路的非常详尽的指点。他对徐霞客说：“此地南去上

清宫二十五里路，而从西边去仙岩只二十里。假如到上清宫后再去仙岩，也有二十里。你不

如先从这里往仙岩，然后再去上清宫。”徐霞客很赞同这样的走法，因此决定以轻装向西从

小路先去仙岩。这个店主接下来想不到还有更好的建议，他说：“仙岩西面还有个马祖岩，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27页。 
②《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411页。 
③《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10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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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安仁县，此岩风景极佳。假如你先奔仙岩后再到马祖岩，就有些迂曲了，不如直接去马祖

岩，然后再折向东，经仙岩、龙虎岩，最后游上清宫，这是最为方便的游法了。”徐霞客听

了这番话，明白按店主的行走路线，不但不会走冤枉路，而且还能尽游各处名胜，故“益善

之”，①即愈加赞同、欣赏店主的建议。 

又一例是崇祯十年四月初七日，徐霞客来到了湖南的野石铺，在岩中一屋找到了一个宿

夜处。当屋主知道徐霞客是一个长年累月在外，要遍游天下的旅行家后，特地起床来向徐霞

客作介绍：“这位客人喜好游览名山，这里有座高云山(即骑田岭)，乃是众山之最高者。到

山上的路由黄？岭向上走。本地宜章县八景中有 ‘黄岑滴翠'、‘白水流虹'两大胜景，就

是在这座山下，你千万不可错过。”②屋主说明的这些情况，徐霞客以前并不知道，他点头称

是，第二天特地找了个导游，按屋主的介绍一路游去。 

像上述这样的指点，在每天住夜与主人接触、语言往来时，都有可能出现。只是指点的

内容或多或少，或详或略，程度不同罢了。对一般的指点，徐霞客在日记中也不会一一给予

记录。但不管是详尽指教，还是三言二语地好象随便说说，都就地增长了徐霞客的见识，给

徐霞客的旅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旅行家要漫游天下，要使旅行一路顺利和成功，实际和这

些点点滴滴、每天都需要的指点是绝对分不开的，而在各处的住宿正好为徐霞客提供了经常

性的、绝好的获取机会。 

在投宿地住夜时，主客是第一次见面相识，但这并不排除两者一见倾心，很快就情投意

合起来。这中间，徐霞客风尘仆仆而来，其奇特的人生和经历是有一种超越常人的独特魅力

的，主人方面则往往也是有一定修养和阅历的有识之士，故能一拍即合，就在是夜相互如故

人重见，无拘无束地开始纵谈、深谈起来。这一谈就不仅仅只是上述那样指点名胜、道路方

向里程等等，而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往的神聊了。在《徐霞客游记》中能见到徐霞客与屋主

在住地夜间长谈的一些情况，那场面当是很有味道的。 

崇祯九年十月初三日，徐霞客旅行至浙江余杭全张村，投宿在白玉庵里。白玉庵僧人名

“意”，他虽然寄身在这个小庵里，但以前去过日本，也即旅游过国外。他知道徐霞客“好

游”，深夜“篝火瀹茗”，为徐霞客详细讲述了游历东洋的情况。③徐霞客没有出过国，在这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124页。 
②②《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249页。 
③《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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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乡野的静夜，不意听到了“国外见闻”，知道了自己不晓得的出国旅游方法。 

崇祯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徐霞客游广西白石山，夜宿古老的大寺。这寺中有个平南县的

乡贡梁凌宵，借寺屋开馆授徒。文人见高士，“辄有倾盖之雅，”很是谦恭。于是两人“挑灯

夜谈”，①极为投机。半夜时雷雨大作，卧室中雨水淋漓，他们竟都不顾。 

崇祯十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这一天徐霞客游到广西的名胜宝华山，借宿山中的宝华

寺，傍晚时天气变化很大，先是狂风怒吼不息，浮云开合不定，顷刻间，云层突然破开，皎

月当空照耀。寺中僧人参一拿出储藏的美酒来让徐霞客醉饮，还用黄色的香蕉、红色的柚子

佐酒，“空山寂静，玉宇无尘，”一个客人，一个和尚，海阔天空地相对交谈，徐霞客不禁大

为感触，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洵可称群玉山头，无负我一筇秋色矣！”②（真正可称得上

是群玉山头，不辜负我一根筇竹手杖和这片秋色了。） 

上述三例，都发生在寺庵里。这里有前面提到的相对较好的环境和正常的生活条件：地

方宽敞、宁静，灯火方便，且还配以饮茶和徐霞客最爱的饮酒；主人两是高僧，一为教师，

都称得上是见多识广、文化深厚之辈。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灯火茶酒，是何等

的舒心、投缘、超脱、欢快。而每人各尽所晓、罄其积累、直抒胸臆所喷发出来的知识、见

解、经验、经历的人生对流，那就创造了一个别有天地的绝妙境界。 

在旅行中，从与人接触到交上可贵朋友，从与人一般的言语来往到能深谈畅叙，这本身

就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种经历。徐霞客在万里远游中，每天必要住宿，尽管在大多数

的一夜投宿处，平平而过，但在一些居住地，他还是接触和交到了如上述那样的一批可贵朋

友，并与之能如同故人那样的尽心交流探讨。“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正是在夜间的深

谈畅叙中，徐霞客因连续不断的艰辛旅行产生的身心疲劳，得到了极大的舒解和抚慰，也正

是在夜间的深谈畅叙中，各地的民生地情，普天之下无限丰富和复杂的人文与自然情况，高

人们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经验，都滚滚地涌进了徐霞客的视野，涌进了徐霞客的胸怀，徐

霞客从中吸收到了自身生活和继续前进所需要的新的、丰富的营养。 

 

四  徐霞客在投宿地附近的夜游 

当徐霞客投宿到那些环境良好、生活条件正常的处所，如果时间有余和可能的话， 他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409页。 
②《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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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景物宜人或有名胜的地方，也会从住地走出屋门，在夜色中依景休憩，或作一番专门

的夜游，以继续日里的游览考察。徐霞客毕竟是一个旅行家，“游”是他生活中的最爱，在

可能的情况下，他自会充分利用夜间的时间，何况，日有日的风光，夜有夜的魅力，夜游带

来的是一种别样的意境及其享受。 

徐霞客夜游主要是在住地相近的地方。一是就在住地的近处。如： 

崇祯十年三月十日，徐霞客在向柳州的路上，于一座山中跟随一个卖水人赶到平塘街寻

找住宿之处，。那卖水人因自家狭窄，将他介绍到邻居家住下，此时已是傍晚，雷声隆隆，

空气闷热，像上要下雨的样子。但晚餐后，却是明月升起，清风徐来。徐霞客很是高兴，便

出门坐在当街的月光下，享受着舒适的和风，还听到了众村姑在唱山歌和互相开玩笑（“听

诸村妇蛮歌谑浪”）的声音。徐霞客不禁有点飘飘然，称所遇的场面，乃“是群玉峰头一异

境也”。①

崇祯十二年三月十一日，这一天徐霞客为能到达大理城，竭力向前赶路。差不多自中午

前后起，他强行地连续行了 45里的路后，终于到达大理城外的三塔寺，投宿于此。承寺僧

的热情接待，吃了酒饭填饱饥肠后，他与一位姓何的人，一起出寺，徘徊游览于三座塔间，

并靠在塔前的桥上坐下。三塔寺是大理和云南的一大名胜，在夜月的照临下，徐霞客心情特

别的舒快，他在游记中是这么地描写当时的景致和自己的感觉的：“徘徊塔下，踞桥而坐，

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②

夜游第二是离住地稍有距离的地方，但也不会很远。如： 

崇祯五年三月十五日，徐霞客来到浙江天台山，这天借宿于华顶寺净因和尚的房室。华

顶寺离峰顶只有 3里。是夜“月色明莹”，徐霞客乘月光独自上顶，但半途走错了方向，误

登了东边的望海尖山峰，发觉后，即向西转，找到了上华顶寺峰的路。但经这样一折腾，“归

寺已更余矣。”③

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徐霞客这天行到腾越州南香甸喇哈寨，投宿在李姓老汉家。

早早吃好夜饭后特去探访附近尖峰上的山洞。走了一里半路，来到洞下。他上下辗转，将各

处都游了一游。只见在洞顶顺着地势架了一个平台，平台上有石龛、阁子。徐霞客一向厌恶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355页。 
②《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924页。 
③《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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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中建阁，因为它遮住了洞内的胜景。但这一处却非同一般，徐霞客觉得它“点缀得宜，

不惟无碍，而更觉灵通”，他说想不到这偏僻边远的地方，反而见到了神奇的构造。他从北

边的山崖沿原路下山，行 2里到住地。①

这两例中，前者来回行程是 6里（如不走错路的话），后者来回行程是 3里半，路途确

实不远。受夜晚环境的限制，第二天又要起早上路，徐霞客这时只能小作夜游，不可能如白

天那样深游、放开游。实际上，徐霞客在那些住宿一晚的地方，出门夜游的情况，总的来说

是很少的，其原因也就是前面多处提到的那一些。徐霞客夜游较多的时候，还是在那些居住

较为长久的地方，那里除环境良好以外，生活相对比较安定或优越，对周围的情况也比较熟

悉，便于预先筹划。在那些地方，徐霞客的夜游就能较深和较大地展开。关于这方面的夜游

内容远为丰富和精彩，笔者当以另文再作专门的研究和介绍。 

 

五  余言：徐霞客晚间一般不写日记 

人们也许会按常情想象：日记体的《徐霞客游记》的内容是如此的丰富、细致，丰富到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自然、人文，包罗万象；细致到旅途所经的各个地名，一处至另一处

的准确里程，都一一录下，那么，他必是日有所行，夜有所记，直录快写，以能不忘。       

但实际情况却一般不是这样。 

在以上各节中，已分别多处提到了徐霞客投宿各地的基本状况：他日里行程很长，每天

一般较晚才能到达宿地；经一天的奔波，身体劳累，但还必须备饭、吃饭、沐浴；倘若遇到

了与主人投缘的地方，他还要和他们攀谈、交流，甚至长夜畅聊；在有风景名胜的地方，他

偶然还会出门走走，小作夜游。这一切，占据了他夜间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使他基本没有时

间可以提笔作记。 而在大多数居住条件不良的住处，灯火的使用也是个绝大的问题。没有

必须的灯火照明，要写日记也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如此是事实。徐霞客的日记确确实实地

不是每天夜间所写，而经常是在平时白天空闲时间、休息时间中予以补写的，即常常是在以

后的某个时候集中补写以前连续几天的情况。以下就是《徐霞客游记》中自己所说的有关写

日记的一些情况： “时尚未午⋯⋯记连日所游”；②“时日才下午，前无宿店，以暑气逼人，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992页。 
②《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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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停旧主人楼作记；”①“是日补记游程于舟中；”②“郁郁作记寓中竟日”③——这样的话语

在《徐霞客游记》还真不少，但却难见有关他在夜晚写日记的点滴记录。 

徐霞客以这种方式补写日记，似与常情不相切合，但当我们研究、明白了他每天投宿后

的“夜生活”的基本情况后，这一切又变得非常地可以理解了：这就是在他漫长而艰难的旅

途中，在那样的夜晚，关键他根本就没有记日记的时间和条件，所以只能在以后累积补记了。

不过补写日记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要做出完整的、真实的记录，要写得丰富和细致， 

那就需要一种特别的功力了。《徐霞客游记》是如此的庞大、精细、多彩，在我们现今了解

到他是用补写、集中写的方法作记以后，除了更加敬佩他的精神和毅力之外，不免还要惊叹

这位千古“奇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奇特：看来他不仅有非凡的耐心和细心，而且还有常

人所无的超绝的记忆力，试想没有这样的记忆力，他根本不能将几天中的所见、所闻、所历

详细、精到地回忆出来、记录下来，最终，也就不会形成这本传之于世、令后代大开眼界的

皇皇巨著——《徐霞客游记》了。 

 

                                                        
①《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1086页。 
②《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327页。 
③
《徐霞客研究》第 9辑，第 1072页。是日，因原雇挑夫逃走，另找挑夫又一直未找到，徐霞客心情闷郁，
遂足不出户，在室中整天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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