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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浙江在徐霞客旅行中的重要价值  

石洪斌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本文基于徐霞客八次踏入浙江的旅行经历，分析浙江在徐霞客旅行中具有重要价值，指出浙江是徐霞

客旅行的重要中转基地，是徐霞客真正进行科学考察的开始之地，是徐霞客西南数万里远游的发轫之地，是徐霞客

进行远游准备的实验基地。同时，浙江籍友人也为徐霞客旅行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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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超越同时代的科学考察壮举，以及他毕生实践的结晶《徐霞客游记》，向世人昭示着中华民族精神蕴藏的巨大活力。 

从现存资料可知，徐霞客似乎特别青睐浙江， 一生中八入浙江旅行考察，足迹遍及浙江全境。 浙江在徐霞客从一介儒生升华

为一名伟大的旅行家过程中体现了重要价值。 

一、徐霞客及其《游记》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朝南直隶江阴县人， 是我国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 徐

霞客少年即立下了周游中国大地的旅行大志。 其后从 1607 年到 1640 年，共出游 17次，历时 33 年。 其中最主要的旅游为：

1613 年之前（26 岁前 ）出游 2 次 ， 在 20 岁游览太湖 、22 岁游历山东之泰山、孔林等地，但没有留下游记，是为第一

阶段。 1613—1633 年（26 至 46 岁）为旅行前期，历时 20 年，出游 14 次，先后游览了江南的普陀山、雁荡山、南京、齐

云山、黄山、庐山、九鲤湖和北方的嵩山、华山、武当山、茅山、盘山、五台山、恒山诸名山，但保留下来的游记仅有 2 卷 4.7 

万字， 不到全书的十三分之一， 是其游历的第二阶段。
［1］

1636—1640 年（49 岁至 53 岁）为旅行后期，历时 4 年，这是徐

霞客最后一次出游，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远游，即伟大的“西南万里遐征”，游览了江苏、浙江、湖广、云贵等长江以南的高山

大川，留下了 17 卷游记，是其游历的第三阶段。
［2］

 

徐霞客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东到浙江的普陀山，西到云南的腾冲，北至北京、天津盘山，南到广西南宁、崇左一带。 他

曾三次遇盗，数次绝粮，仍勇往直前，不畏艰险，不避风雨，不怕虎狼，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 1640 年，53 岁的徐

霞客因足疾无法行走，被云南丽江木知府用竹轿及车船送回家乡，第二年病逝于家中。 

徐霞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日记体裁最终撰成 64 万字（现存）的《徐霞客游记》，它既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地对自然地

理风貌进行记载、探索和研究的地理名著， 也是描绘华夏风光的旅游巨篇，还是优美的文学佳作，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社会

效益。 因此，被称为“千古奇书”、“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说:“徐

霞客的游记读来并不像 17 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 倒像是一位 20 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 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二、徐霞客在浙江的旅行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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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游记 》中有关浙江旅行的内容共 8 篇 ，主要见于《游天台山记》、《游雁宕山记》、《游天台山后记》、《游雁宕山

后记》、《浙游日记》和《游九鲤湖记》、《闽游日记（前）》、《闽游日记（后）》的开头部分，约 25000 字，仅占全书篇幅 4%。 通

过对上述游记和丁文江先生的 《徐霞客先生年谱》 研究可知，“中华游圣”徐霞客曾 8 次来到浙江。 

1.1613 年 ，徐霞客 （26 岁 ）游普陀山 、一游天台山、雁荡山 

徐霞客与江阴迎福寺僧人莲舟同行，由大运河水路入浙，沿浙东运河、曹娥江，经绍兴、宁波，访族兄徐仲昭，游览了四

明山，渡海游普陀山。 三月三十日经宁海县城、梁皇山游天台山，四月十五日抵达终点乐清县。 回程游览了青田石门洞和缙

云仙都鼎湖峰，可能的路线是溯瓯江、大溪、好溪至仙都鼎湖峰，顺武义江、婺江，经永康、金华到兰溪，然后沿兰江、钱塘

江、大运河返回。
［3］

 

2.1616 年徐霞客（29 岁）路经浙江游齐云山、黄山和武夷山 

徐霞客由浔阳叔翁作伴， 由大运河水路入浙，经钱塘江、新安江到达安徽屯溪，溯横江而上于正月二十六日到达休宁，游

览了齐云山、黄山。 二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期间，徐霞客由安徽徽州进入浙江衢州，基本上是沿着今天的 205 国道，经开化、

常山、玉山上饶，到达福建崇安县（现武夷山市），游览武夷山。 返程经浙江，游览了绍兴五泄、兰亭、禹陵和杭州西湖。
［4］

 

3.1620 年徐霞客（33 岁）路经浙江游福建九鲤 

湖徐霞客由族叔徐芳若作伴， 五月六日离家出游，由大运河水路入浙，溯钱塘江、衢江、江山港而上，二十三日到达江山

清湖镇登岸转陆路，经石门镇远望江郎山，翻越仙霞岭进入福建，游览仙游县九鲤湖。 

4.1628 年徐霞客（41 岁）路经浙江三游福建 

徐霞客为访族叔漳州府推官徐日升，“发兴为闽广游”。 二月二十日出游，由大运河水路入浙，溯钱塘江、衢江、江山港而

上，三月十一日到达江山清湖镇登岸转陆路，经石门镇、峡口镇，远望江郎山，十二日翻越仙霞岭、丹枫岭进入福建省境。 

5.1630 年徐霞客（43 岁）路经浙江四游福建，并游广东罗浮山
［5］

 

徐霞客应族叔漳州府推官徐日升书约，七月十七日出发，溯钱塘江、衢江、江山港而上，三十日到达江山清湖镇，舍舟登

陆，远望江郎山，登仙霞岭、小竿岭，经二十八都，游浮盖山三日，初四出浙江进入福建省境。 

6.1632 年徐霞客 （45 岁 ）二游天台山 、雁荡山 ，三游天台山、雁荡山 

徐霞客由族兄徐仲昭作伴， 再游天台山和雁荡山。 三月十四日从宁海出发，经松门岭二游天台山，三月二十日二游雁荡

山，四月十六日自雁荡返，三游天台山，四月二十八日经黄岩三游雁荡山，五月八日北归。 

7.1633 年徐霞客（46 岁）路经浙江五游福建 

此次游闽漳，《徐霞客游记》和《徐霞客墓志铭》均无记载，据丁文江先生《徐霞客先生年谱》缜密考证有之。
［6］

其在浙江

境内的游历线路应当与一游、二游相同，因为这条线路是徐霞客时代由浙入闽的必经之路。 

8.1636 年徐霞客（49 岁）开始进行“西南万里遐征”，浙江为发轫之地 



 

 3 

徐霞客与江阴迎福寺僧人静闻同行，九月十九日出发， 二十五日由上海青浦镇泖湖水路入浙境，经西塘、王江泾、乌镇、

塘栖，一路行色匆匆，十月初一登西湖北岸之宝石山，历飞来峰、灵隐寺、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 过余杭，再取道陆路，

经临安、于潜、三九山、洞山，于唐家拱再次登舟就水道，下分水、桐庐，再溯钱塘江、衢江、常山港而上，经严州（今建德 ）、

兰溪 、金华 、 衢州 ， 十月十六日抵常山登岸觅挑夫，十七日西行过白石湾、白石铺、草坪，进入江西玉山县境。 

三、徐霞客浙江游的重要价值 

徐霞客一生足迹游历了相当于今天行政区划的 19 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 32 个省、市、自治区（不含 2 个特别行政

区） 的 60%。 除了他的故乡江苏之外，浙江省是徐霞客游历次数最多的省份，达到 8 次，可见浙江省对于徐霞客旅行具有非

常重要的价值。 

1.浙江是徐霞客旅行的重要中转基地 

徐霞客旅行地域广泛， 总体上可以长江为界，分为江北和江南两个区域， 其出游方式主要走水路，辅之以步行、骑行或

者肩舆。 因此，徐霞客江北方向旅行主要是以京杭大运河为位移轴线， 游览了泰山、北京、盘山、五台山、恒山、嵩山、华

山、武当山等，回程依靠长江及其支流的水路来完成。徐霞客江南方向旅行，主要是通过京杭大运河水路到达杭州，或向东经

浙东运河去普陀山，或向西陆路去安徽黄山、齐云山，或溯钱塘江西至衢州，往南则去福建、广东，向西则去江西、湖南、广

西和云贵。 徐霞客 17 次出游中，游览考察江南区域就有 13 次之多，占有绝对比例，其中包括八入浙江、五入福建、二入安

徽、江西及南京，说明江南区域是徐霞客旅行考察的重点。 除了江北方向旅行和太湖、金陵、荆溪等未出江苏省的家乡周边近

距离游览外，徐霞客江南之行中，东游普陀山、南游福建、广东和西游云贵都必须经过浙江，可见浙江是徐霞客旅行的重要中

转基地，其中尤以杭州、江山清湖和常山为水路重要转运节点。 

2.浙江旅游是徐霞客转变旅游目的的分水岭 

徐霞客在游览浙江之前有过两次出游，一次是 1607 年（20 岁）游览太湖，一次是 1609 年（22 岁）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游

览齐鲁燕冀，主要是孔林、泰山和北京。 这两次都只能是观光旅游，而不是科学考察。 观光旅游是以交通便捷为核心，组织

串起旅游点，行程主要在主干线和次级干线完成；科考旅游则是以旅游点为核心，行程不仅涉及主干线和次级干线，还要穿越

田野小道和山间鸟道。 正如潘耒在《游记 》序言所谓 ：“其行不从官道 ，但有名胜 ，辄迂回屈曲以寻之”，“登不必有径，

荒榛密菁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
［7］

徐霞客太湖之游纯属家乡名胜观光，自不别说。 即使是齐鲁燕冀之远

游， 徐霞客所游览的景点均在京杭大运河沿线，也只是彻底的观光漫游而已。 徐霞客真正意义上属于科考探险游的是他 1613 

年第三次出游———普陀山、天台山和雁荡山的浙江之行。 如按照观光旅游交通便捷原则，徐霞客去普陀山应该沿浙东运河直

奔宁波、舟山，可徐霞客却绕道“从曹娥江独走四明”， 考察四明山顶的穿洞，“夸我以山心石窗之胜”，
［8］

然后再转宁波去普陀

山。 

3.反映了浙江旅游中的地理风貌和植物生态内容 

我们以徐霞客第一次浙江之行留下的， 也是《徐霞客游记 》中最早的两篇游记 《游天台山日记 》和《游雁宕山日记》

来探讨其丰富的科学内容。 在浙江的旅游中， 他发现了地貌影响气象气候的现象。“循路登绝顶 ，荒草靡靡 ，山高风冽 ，

草上结霜高寸许，而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 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徐霞客的解释是：“盖为高寒所勒也”
［9］

（《游天台山日记》），即山顶荒草飘霜而山下鲜花盛开的原因在于： 气温与山的高度成反比，山越高而气温越低。 此后十年，

徐霞客陆续游历了嵩山、华山、太和山，经过仔细观察、对比，得出了一个很著名也很科学的结论：“山谷川原， 候同气异。 ”

（《游太和山日记》）
［10］

他准确描述了浙江山区阶梯状地形。 “每下一岭，余谓已在平地，及下数重，势犹未止。 ”
［11］

（《游天

台山日记》）他准确描述了雁荡山的火山地貌特征。 “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如削如攒，如骈笋，如挺芝，



 

 4 

如笔之卓，如幞之欹。 ”
［12］

（《游雁宕山日记》）他准确描述了赤城山丹霞地貌特征。 “赤城山顶圆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

微赤。 ”
［13］

（《游天台山日记》）他关注了天台山、雁荡山的植被生态情况。 “上下高岭，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 ”

（《游天台山日记》）。
［14］

“老柯斩伐殆尽矣！ ”
［15］

（《游雁宕山日记》） 

4.反映了浙江旅游中的资源内容 

在浙江的游历中，他从远观、近观、坐观等不同角度连续三次考察天台山石梁飞瀑和雁荡山大龙湫。 1613 年四月初三，

徐霞客“下至下方广，仰视石梁飞瀑，忽在天际。 ”初四，徐霞客再次考察石梁飞瀑，“两飞瀑从亭左来，至桥乃合以下坠，

雷轰河隤，百丈不止。 余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 „„入上方广寺。 循寺前溪，复至隔山大石上，坐观石梁。”
［16］

（《游天台山日记》） 四月十三日，徐霞客考察大龙湫，“龙湫之瀑，轰然下捣潭中，岩势开张峭削，水无所着，腾空飘荡，顿

令心目眩怖。” “堂后层级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 ”十四日，徐霞客“复至龙湫，则积雨之后，怒涛倾注，变幻极

势，轰雷喷雪，大倍于昨。 坐至暝始出。 ”
［17］

（《游雁宕山日记》）寻找雁湖是最能表现徐霞客科学考察态度和勇于探险精神。 

雁荡山云静庵僧人向导告诉徐霞客雁湖在“西腋一峰”，徐霞客受《大明一统志》“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所误导，

观察“今山势渐下，上湫之涧，却自东高峰发脉，去此已隔二谷”，遂作出了错误判断，转而向东攀登。 当发现山脊越来越陡

峭，“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因此推断出“但见境不容足，安能容湖”的正确结论，否定了“雁湖是龙湫源头”

的定论。 徐霞客探寻雁湖的过程可谓险象环生， 山高脊狭，“如行刀背”，“无锋置足”。
［18］

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山顶用足布四

条悬挂垂身而下，布为石所断，复续悬之上升，遂得登岩脱险，真正体现了徐霞客“以性灵游，以躯命游。 亘古以来，一人而

已! ”
［19］

可见，徐霞客的第一次浙江之行， 是徐霞客真正有目的的科学考察旅行的开始。徐霞客游天台山、雁荡山之后开始

有意识地撰写游记，记录其所见所闻所思，就顺理成章了。 天台山有幸成为徐霞客的“首游之地”，《游天台山日记》也成为《徐

霞客游记》的开篇之作。 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即公元 1636 年 5 月 19 日，是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发游览天台山的日子，

也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 从 2011 年起，每年 5 月 19 日定为“中国旅游日”。 这不仅是对徐霞客精神的肯定，也应

当是对徐霞客第一次科考之行重要意义的肯定。 

四、浙江对于徐霞客旅行具有重要价值 

1.浙江是徐霞客西南万里遐征的发轫之地 

徐霞客 1636 年开始了为期四年的 “西南万里遐征”， 除部分日记遗失外， 徐霞客几乎是逐日记录，构成了《徐霞客游

记》90%以上的主体部分。尽管徐霞客是 9 月 19 日由江阴出发，经无锡、苏州、昆山、青浦到佘山，一路行色匆匆，先后拜

访了杜若叔、王忠纫、王孝先、王受时、徐含晖等亲朋好友，直到 25 日辞别隐居佘山的忘年挚友陈继儒 （眉公）。正如徐霞

客自己所说：“盖前犹东迂之道，而至是为西行之始也。 ”
［20］

徐霞客明白此次西游万里迢迢，“往返难以时计 ，死生不能自保 ”，
［21］

故特别希望与平生最尊敬的三位知己至交道别。 黄道周“杳无音至”，陈函辉初赴靖江县令任“不能南来”，此“东迂之道”

的主要目的就是拜访陈继儒，了却“不得一见诸故交”之憾。 然后徐霞客经天马山、小昆山、泖湖，舟行约三十四里到达浙江

省嘉善县蒋家湾，“发轫两浙”（ 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真正开始了他的“西南万里遐征”。 徐霞客进入浙江之前在江苏有 

6 天的行程，徐霞客称作“东迂之道”， 非常明确地给予了否定，况且游记也是冠名《浙游日记》，置于徐霞客万里远游系列游

记的开卷，正是徐霞客对浙江是他“西南万里遐征”发轫之地的肯定。 

2.浙江是徐霞客进行远游准备的科考实验基地 

（1）浙江是徐霞客科学考察覆盖面最广泛的省份。 徐霞客入浙江省境 8 次，作为专游只有 2 次，旅游目的地都是天台

山和雁荡山，其他几次都是假道顺游。 他东到普陀山，东南至乐清、瓯江一带，西南到浙闽交界的仙霞岭，西至浙赣交界的常

山县草萍公馆，北达嘉善县蒋家湾。 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辖境徐霞客全部到过， 对于徐霞客是唯一的一个省份。恰如钱谦益

在《徐霞客传》所言：“皆几案衣带间物耳。 有再三至，有数至，无仅一至者。 ”
［22］

徐霞客尽管足迹遍及 19 个省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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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省份都是假道。即使是像广西、云南、福建这些徐霞客停留时间比较久的专游省份，也没有全部到过。 比如广西南部钦

州、北海、防城港沿海地区（明朝属广东）、东部贺州地区，云南南部西双版纳、思茅和文山地区、东北昭通地区（明朝属四川）、

福建东北的宁德地区，都是徐霞客旅行的空白。 由于浙江省与徐霞客家乡江苏省毗邻，具有空间距离近、水运交通便利，共同

的吴文化圈等优势，加之青山绿水、风景秀丽，地貌资源较江苏省更加丰富多样，自然成为徐霞客远游前理想的科考实验基地。 

从浙江省旅游资源现状来看， 浙江共有 9 家 5A 级旅游景区， 东阳横店影视城、 奉化溪口-滕头村 2 处景区徐霞客时代还

不存在，剩下 7 处 5A 级旅游景区徐霞客游览了 6 处，即杭州西湖、普陀山、雁荡山、乌镇、千岛湖（当时即为新安江）、 西

溪湿地， 只有嘉兴南湖烟雨楼没有游览，到达率为 86%。 浙江省目前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7 处，徐霞客游览了 10 处，

到达率为 59%。 浙江 2 处世界遗产——杭州西湖和江郎山，徐霞客均为再三游览，特别是江郎山，《游记》中作了三次详细描

述：1620 年徐霞客游福建九鲤湖，取道江山，第一次见到江郎山，“渐趋渐近，忽裂而为二，转而为三；已复半岐其首，根直

剖下；迫之，则又上锐下敛，若断而复连者，移步换形，与云同幻矣！ ”并通过对比加以衬托，雁宕灵峰、黄山石笋“俱在深

谷中，诸峰互相掩映，反失其奇”，缙云鼎湖峰由于“步虚山即峙于旁，远望若与为一”，都比不上江郎山“特出众山之上，自

为变幻，而各尽其奇也”。
［23］

1628 年入闽游历再次见到江郎山，“与江郎为面， 如故人再晤。 ”
［24］

1630 年他又入闽游历第三

次见到江郎山 ，“一路望江郎片石，咫尺不可见。 先拟登其下，比至路口，不果。 ”
［25］

徐霞客生动地刻画了变化多姿的江郎

山形象，虽笔墨不多，但尽见江郎山之精髓。 

（2）浙江旅行为徐霞客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和实践经验。 徐霞客在浙江旅行中，主要涉及地质地貌、水文、生物、

人文地理四个地理学方面内容。 地质地貌方面记录了山、峰、岭、岩、石、崖、洞、嶂、台、阙、尖、峡、谷、坪、原、冈、

坑、坞、坡、坳、天生桥、一线天、分水岭、穿山、天窗、等山岳地貌，杭州飞来峰、临安新城水陆二洞和金华、兰溪八洞等

岩溶地貌，杭州宝石山、温州雁荡山的火山地貌，金华山为金华、浦江、兰溪和义乌四地天然分界线的应用地貌。 尤其对金华、

兰溪的溶洞，还品第高下排了名次，对岩溶洞穴的特征、类型及成因，徐霞客都做了准确命名和科学解释。 水文方面记录了江、 

河、溪、沟、涧、泉、伏流、瀑、泄、湫、滩、湖、潭、塘、池、荡、浜、湾、港、洲、矶等水体类型。 生物方面记录了天台

山的筋竹、杜鹃、短松、古杉、海棠、紫荆、虎、鹤，雁荡山的方竹、芭蕉、茶树、鹿，三九山的丹枫黄杏，衢州的橘树等。 人

文地理方面徐霞客记录了寺庙、宫观、石窟、坟墓、关隘、碑碣等人文旅游资源，还记录了采矿业、手工业、农业生产、交通

运输、商业贸易、城镇聚落的分布和兴衰演替等情况，这为他万里遐征广泛考察，无疑开阔了眼界，准备了必要的地理学知识，

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3.浙江旅行使徐霞客形成了“先审视山脉、水脉大势”的独特考察方法 

徐霞客三上天台山和雁荡山，将天台山的水系考察得清清楚楚，将雁荡山水系分为东外谷、东内谷、西外谷、西内谷、南

閤、北閤等部分，并作了非常准确的描述。 天台山和雁荡山的考察，使徐霞客逐渐形成了一套游览山岳的独特考察方法，即“先

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
［26］

此方法优点在于宏观把握，微观入手，可谓纲举

目张，巨细无遗。 在以后近三十年的游历中，徐霞客正是按照这种科学的方法，考察并记录了黄河、长江、珠江、澜沧江、怒

江、金沙江几大水系，取得了他那个时代领先世界的许多成果。 

4.浙江旅行培养了徐霞客实事求是 、敢于怀疑的科学求实精神 

《 游天台山日记后 》 中连续三次说到 “ 余屐未经”、“余屐亦未经”、“亦余屐未经”； 当陈函辉问他是否到过雁荡山顶

峰时，徐霞客绝不想当然，立刻决定三上雁荡山，“梯穷济以木，木穷济以梯，梯木俱穷， 则引绳揉树”，
［27］

终于登上雁荡顶找

到了雁湖，发现雁湖诸水皆“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订正了志书上的错误。 可以说，徐霞客一贯实事求是、勇于探险、敢于

怀疑权威定论的科学求实精神，就是在三上天台山和雁荡山的过程中得以锤炼形成的。因此，在后来的岷江之游中，徐霞客才

能够勇敢否定流行一千多年的“岷山导江”旧说，得出长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 金沙江为长江上源的正确结论，改正了《尚书·禹

贡》以来的历史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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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八入浙江考察，几乎游遍了浙江主要景观。 除破火山、热泉、天坑等个别资源外，徐霞客后期远游考察记录的自然

和人文地理方面资源，绝大多数都在浙江境内有分布，浙江成为徐霞客旅行前期科学考察名副其实的实践基地。 在这里徐霞客

准备了必要的地理学知识， 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考察方法，培养了“千古奇人”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勇于探险

的大无畏精神。 可以说，正是通过八入浙江考察的实践磨炼，才使徐霞客由一介儒生升华为一名伟大的旅行家。 

5.浙江籍友人为徐霞客远游给予了重要贡献 

徐霞客的浙江籍友人要首推陈函辉， 字木叔，临海人，与徐霞客为至交，曾有诗赞徐霞客“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
［28］

是徐霞客临终要见的两人之一，并受托撰写《徐霞客墓志铭》。 1613 年徐霞客首游天台山前，曾经征求过好友陈函辉的意见。 

陈函辉给徐霞客复信，极力宣传家乡的天台山，写了一首七律《答友人问台州有何佳境》，以诗的方式罗列了天台山最著名的自

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可以说，陈函辉是徐霞客决定首游天台山的引荐者。 1632 年徐霞客第二次游台、荡，曾在陈家“烧灯夜

话”，彻夜长谈。 陈函辉向徐霞客推荐乡友王士性的游记《五岳游草·游鸡足山记》，激起了徐霞客对鸡足山的向往。 所以，

陈函辉又是徐霞客决定终游鸡足山的促成者。
［29］

不仅如此，在临海期间，陈函辉还引见徐霞客结识时任浙江温台盐运判官（1630

－1635 年）的好友云南浪穹人何鸣凤（字巢阿）。 何鸣凤喜爱钱塘山水之胜，日与名士唱酬其间，曾经作《游台荡诗》，有“死

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之句。
［30］

1639 年二月十八日徐霞客游历到浪穹，与何鸣凤“一见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 何鸣凤与

其两个儿子殷勤周到，陪伴徐霞客游览茈碧湖、洱海、九气台、佛光寨等浪穹名胜，品尝温泉煮鸡卵，泡温泉浴，共赏何鸣凤

所藏黄山谷真迹、杨升庵手卷。 三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又到大理，在何鸣凤陪同下游览三塔寺、清碧溪、感通寺、点苍山，购特

产大理石，逛大理三月街，前后共计 23 天， 可以说这是徐霞客西游最轻松惬意的一段游历。
［31］

 

还有一位给予徐霞客远游重要帮助的浙江籍朋友，就是祖籍淳安的唐泰（字大来）（1593-1673)。徐霞客西游之际，陈继儒

即寄信给居住云南晋宁州的唐泰，希望他“幸善视”“良友徐霞客”。 唐泰是杰出的书画家和诗人，“诗翰为滇南第一人”， 青

年时游学内地，39 岁重返云南，明末削发为僧，隐居鸡足山。 唐泰久慕徐霞客，1638 年十月初四，两人终于在晋宁见面，“既

见大来，各道相思甚急。 ”徐霞客停留晋宁 21 天（十月初四—二十四日），唐泰及其从弟黄从月、 黄沂水昆玉陪伴就有 10 天， 

或游览阳城堡、明惠夫人庙，或把酒吟诗，或问候于病榻前，或寄存托运行李，或引荐鸡足山仙陀、纯白二僧以瘗静闻骨，或

为徐霞客给朋友写介绍信，或不顾家境贫寒赠以旅费，真正是“义薄云天”。
［32］

徐霞客感叹：“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陈继儒)

厚意，因友及友。 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 ”
［33］

在晋宁期间，唐泰赠给徐霞客的诗赋多达二十多篇，字里行间充满了

欣赏钦敬和相知相惜之情。
［34］

比如《大游篇赠霞客徐先生》云：“亦不佛，亦不仙，半若痴玩半若颠，搅扰天地年复年。 ”
［35］

《赠先生》云：“生平只负云山梦，一步能空天下山。 ”
［36］

由于深相契合，唐泰甚至以徐霞客唯一的知音自诩，《先生以诗见贻

赋赠》云：“知君足下无知己，除却青山只有吾”。
［37］

在《游记》中徐霞客破例记载了唐泰的身世履历，说到唐泰没有兄弟，只

有两个女儿又都青春寡住，不禁长叹：“后之显者，将何待乎?”这“破例”和“长叹”足见徐霞客对唐泰友情之深。
［38］

 

陈涵辉促成了徐霞客天台山之行，完成了徐霞客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察之旅；促成了徐霞客鸡足山之行，完成了徐

霞客一生中最伟大的西南万里科学考察之旅。 唐泰是徐霞客西南万里遐征中遇到的最相知的朋友，专门为徐霞客写诗赋多达二

十多篇，这在徐霞客所有的好友中也是不多的。 唐泰用他的真挚友情和惺惺相惜，抚慰了徐霞客“孤云独往还”的心灵，激励

徐霞客继续走下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可以说，浙江籍的这两位友人对徐霞客的远游做出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五、结论 

综上所述，浙江对于徐霞客旅行不仅具有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而且是唯一的，是徐霞客所游历的其他任何省份所无法比拟

的。 浙江是徐霞客远游的重要中转基地，是徐霞客真正进行科学考察的开始之地，是徐霞客西南万里遐征的发轫之地，是徐霞

客进行远游准备的科考实验基地。 同时，浙江籍友人也为徐霞客旅行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浙江对于徐霞客旅行的重

要价值，应当引起学术界和旅游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浙江省相关部门的重新审视，真正打好徐霞客这张王牌，做好做强徐霞

客文化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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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 参见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目录［M］.商务印书馆，1986. 

［3］［4］［8］陈函辉 .徐霞客墓志铭 ,徐霞客游记校注 ［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P1287、1287、1289. 

［5］［6］丁文江 .徐霞客先生年谱 ， 徐霞客游记 ［M］.商务印书馆，1986:P17、26. 

［7］［19］［26］潘耒.潘序 ，徐霞客游记校注 ［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353、1354、1353. 

［9］［10］［11］［12］［13］［14］［15］［16］［17］［18］［20］［22］［23］［24］［25］［27］［30］［33］［34］［35］［36］［37］［38］. 

徐霞客游记校注［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P4、73、5、8-9、7、2、12、4-5、11-12、12、121、1293、44、74、8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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