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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欣赏名画欣赏

“踏歌”本为古人在劳作之余调节
疲惫身心的一种娱乐方式。南宋马远的
《踏歌图》体现的就是丰年之后，百姓
们欢歌跳舞的情形。此图大致可分上中
下三段，近处田垅溪桥，巨石踞于左边
一角，疏柳翠竹掩映，有几位老农边歌
边舞于垅上。中段空白，云烟迷漫，似
乎山谷中还有蒙蒙细雨。远处奇峰对
峙，宫阙隐现，朝霞一抹。整个气氛欢
快、清旷，形象地表达了“丰年人乐
业，垅上踏歌行”的诗意。

细看之下，画上有六人，其中四
位舞者：走上田埂中央的老者手持短
杖，胡须花白，正回首相呼，似与后
面三人对歌；踏上石桥者正双手合
拍，左右摇摆着蹬足踏歌；身后一男
子唯恐其跌落，赶紧抓住他的腰带，
用手相扶。后面老者肩上挑一个葫
芦，点明情节：醉态，有些醉意的踏
歌之行更显得优哉游哉。前面两人是
来接应的妇人与童子，看到醉态可掬
的四人也无可奈何，只以举手引路示
意。如此设计，似乎可以从这六个村
民身上，感受到整个村庄中传出来的
歌声、踏地的节拍声和欢快的笑声，
马远的以小见大功力实为高明。

马远善作边角之景，俗称“马一
角”，往往画不满幅。此图也不例外，
剪裁十分新奇巧妙，在构图处理上体
现了“马一角”的特点，画面四角，
三面实一面虚。左侧与上方以山石布
之，上不空天，下不留地，以水辅

之，又有水天一片之感。斜出与吊挂
梅枝又将水石自然地联系起来、溪水
从石缝中流出，开始为细流，随即变
宽，形成宽广的水面，这种构图上不
仅造成形式上奇趣，也显示出画中诗
意般的意境。 据《广州日报》

《踏歌图》：古人的欢乐生活

《踏歌图》 马 远 作

■■文史趣谈文史趣谈

■■悦读历史悦读历史

每年的5月19日中国旅游日。该
节日起源于2000年5月19日，宁海旅
游局以宁海徐霞客旅游俱乐部的名义
发出《徐霞客旅游俱乐部宣言》，在全
国范围内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将
《徐霞客游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
开篇之日（5月19日）定名为“中国
旅游日”。

其实，早在1983年中国成为世界
旅游组织的成员。1985年，中国确定
每年都有一个省市自治区作为世界旅
游日庆祝活动的主会场。自那以来，
旅游学界和业界就有了是不是我国也
应该有个“中国旅游日”的议论。

2011年3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通过决议，自2011年起，每年5月
19日为“中国旅游日”。

中国旅游日与我国明代伟大的旅行
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徐霞客
有关。《徐霞客游记》开篇《游天台山
记》写道：“癸丑之三月晦（公元1613
年5月19日），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
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短短24个
字，为后人留下了文化旅游的瑰宝。

30年来，徐霞客的足迹遍布大半
个中国，写下许多游记。30年来，他
三次到过天台山，并写下了《游天台
山日记》及《游天台山日记后》两篇
游记。前一篇是他在于明万历四十一
年（1613年）进入天台山，游览了天
台山后所写。后一篇是他时隔20年，
又一次更细致地探索了天台山水。他
重游了华顶、石梁诸胜以后，中途去
雁荡山，折回后又细细考察了天台西

南诸景所写。并在其最精华的《徐霞
客游记》中，将这两篇游记都编入其
中。

一地编入两篇，在 《徐霞客游
记》中仅天台山等三地。更值一提的
是，将《游天台山日记》赫然编辑于
《游记》的首篇，作为开篇之作，可见
天台山在徐霞客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一生都在旅行的徐霞客，用他的
双脚走遍名川大山、跨过山河湖海，
以这样的方式名垂千古，这种敢于探
索的精神也是后人无比宝贵的精神财
富。而中国旅游日的设立，旨在强化
旅游宣传，培养国民旅游休闲意识，
鼓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旅游活动，提
升国民生活质量，推动旅游业发展。

本报综合

中国旅游日的来历

2000年11月6日，浙江宁海县以
宁海徐霞客旅游俱乐部的名义发出了

《徐霞客旅游俱乐部宣言》，在全国第
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将“5·19”设
为“中国旅游日”的倡议。

2002年5月19日，首届中国 （宁
海）徐霞客开游节举办。在每届开游
节上，都有代表发出将 《徐霞客游
记》开篇日 （5月19日） 设立为“中
国旅游日”的倡议。

2007年下半年，浙江省旅游局把
倡议“5·19”为“中国旅游日”列
入 单 位 的 重 点 工 作 。 从 此 ， 倡 议

“5·19”为“中国旅游日”工作终于
进入了“快车道”。

2008年3月，浙江省旅游局行文
国家旅游局，建议把“5·19”确定
为“中国旅游日”。

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郑杰民、全国政协常委葛剑
雄、全国政协委员成岳仲还递交了提
案，要求将“5·19”定为“中国旅
游日”。

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发出了
《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
提出要设立“中国旅游日”。

2009 年 12 月 29 日，《中国政协
报》组织全国政协委员召开“中国旅
游日”设立日期专题研讨会，全国政
协委员陈铎、成岳冲等多人提出将

《徐霞客游记》 开篇日设立为“中国
旅游日”更具合理性。

2010年4月12日，浙江省人民政
府向国务院报送请示，建议将《徐霞
客游记》 开篇日 （5 月 19 日） 设为

“中国旅游日”。
2011年3月30日，在经过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意见后，国务院常务会议
原则通过了将每年的5月19日设立为
中国旅游日。

2011年4月10日，国务院以国函
〔2011〕 42 号文正式批复，同意自
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日（《徐霞
客游记》开篇日）为“中国旅游日”。

据《深圳晚报》

中国旅游日大事记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登一座高

山，感受自然的巍峨；赏一片沧海，
领略自然的壮观。古往今来从不缺乏
旅行的爱好者。在古代，文人士大夫
是旅游的主力军，正所谓“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那么这些热衷旅游的
古代旅行大咖去了哪些地方玩？出游
的时候又都干了些什么呢？

谢灵运
喜欢山水诗

南朝有名的旅行家谢灵运，是
“淝水之战”的指挥者之一、东晋名将
谢玄的孙子，自小博览群书，才华横
溢。《资治通鉴》里记载谢灵运“好为
山泽之游，穷幽极险”。《宋书·谢灵
运列传》里描写他外出旅游“寻山陟
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
尽”。也就是说，谢灵运喜欢翻山越
岭，哪里的山最难爬，就往哪里去。
有一次，为了开发新的旅游路线，谢
灵运从始宁南山出发，携带数百名仆
从，浩浩荡荡地遇水搭桥，逢山开
路，一路行至临海，因为旅游队伍声
势浩大，临海太守王琇以为山贼出
没，差点打报告请朝廷派兵保护。

公元422年，谢灵运37岁，这一
年，遭受排挤的他来到永嘉（今浙江
温州）出任太守。永嘉地处楠溪江流
域，郡中名山秀水环绕，谢灵运本就
对山山水水情有独钟，永嘉的山水又
激发了他的灵感，让这位大诗人诗情
勃发，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在这期
间，谢灵运写春天“池塘生春草，园
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写秋色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
郡》）；写冬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
且哀”（《岁暮》）等。雁荡山的奇峰
秀谷，楠溪江的碧水清流，都曾在谢
灵运笔下描摹，心头吟唱。从这里开
始，山水诗真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
一个流派。

为了翻山越岭，看遍大好河山，谢
灵运专门设计了一种人称“谢公屐”的
登山鞋：这是一种有齿木屐，上山时去
掉前齿，下山时去掉后齿，非常便于蹬
坡和走泥路。这个发明，也得到了迟于
谢灵运三百多年出生的、同样爱好旅游
的大诗人李白的喜欢，他在《梦游天姥
吟留别》一诗中专门写道：“谢公宿处
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
屐，身登青云梯。”

除了“谢公屐”，谢灵运还设计了
登山服，自己动手将衣服宽大的袖口
改小，将肥大的裤管改为束脚裤，这

些装备都为他的登山旅游活动带来了
许多便利，说他是个富有创造力的旅
行家也不为过。

李白
悠游出行 发掘惊喜

旅行爱好者李白在公元 726 年，
也就是他25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由
四川出发，沿长江一路向西，开始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后，他一
生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路上度过的，
从川蜀大地到烟雨江南，从关中平原
至齐鲁幽燕，经五岳，咏山水……李
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背包客”的自
在与潇洒。

但也正是这番没有日程的悠游出
行，让李白在路上差一点被“忽悠”。
唐朝天宝年间，李白旅居在南陵叔父
李冰阳家。在离南陵不远处的泾县，
有一个退了休的县令，名叫汪伦，喜
爱作诗，并且十分仰慕李白的才华，
听闻李白在南陵，便想邀请他到家中
做客，却担心自己名不见经传，李白
不愿意前来。于是，他给李白写了一
封信：“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
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
这虽然是一封来自陌生人的信，但对
于喜爱赏玩美景的旅游爱好者李白来
说，却很有吸引力。李白兴冲冲地去
了泾县，却没有见到信中所言盛景。
这时候，汪伦盛情款待，搬出用桃花
潭水酿成的美酒与李白同饮，并笑着
告诉李白：“桃花者，是十里外潭水名
也，并无十里桃花。万家者，是开酒
店的主人姓万，并非有万家酒店。”这
原来是汪伦玩的一出文字游戏，但李
白听后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哈哈大
笑，被汪伦的敏捷才思和盛情所感
动。于是，李白在桃花潭住下，与汪
伦一同游玩山水数日。在离开之时，
汪伦设宴为李白饯行，并拍手踏歌相
送，此时的李白被汪伦的一片盛情所
感动，要来了纸笔，挥毫写下了千古
名篇《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如此看来，李白的出游足够慢，
足够自由，可以兴至而往，兴尽则
返，也因此有了许多或惊喜或感动的
际遇，这些际遇在经过山水的一番涤
荡后，更激荡出李白的无限灵感，他
的几首名作，比如“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云山海上出，
人物镜中来”等等，也都是旅途中触
景生情，随手演出瑰丽大气。

据《广州日报》

古代文人也爱旅游

古人是如何“游学”的

“游学”一词在古籍中并
不鲜见，最早出现“游学”二
字的 《史记·春申君列传》
称：“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
学所以能博闻也。”《北史·樊
深传》中也有“游学于汾晋
间，习天文及算历之术”的记
载。在中国古代，喜欢远游的
读书人还被称为“游士”，很
多名人都有“游学”的经历。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即是古人追求的最高境
界。

汉画像石上“孔子见老子”场景。

明代王世昌绘《山水图》中结伴出
游的场景。

《清明上河图》中出行场景，骑驴、背袋、挑担均有。

司马迁（资料图片）。

李
白
（
资
料
图
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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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远游为了什么

古代游学标志性人物是先秦时的
孔子，可以说孔子开了中国游学风气
之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周
游各诸侯国长达14年之久，一生遍及
卫、陈、鲁、宋、郑、蔡、楚诸国，
现在好多地方都有孔子遗迹，就是这
个原因。不只孔子，先秦时期的

“子”级人物无一不是“游”出来的，
墨子、庄子、孙子、孟子、荀子、韩
非子等，全都是著名“游士”。

到汉魏时，读书人游学之风更为
盛行。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人物是二
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20岁即开始远游各地名山大
川，从当时的京城长安出发，出武关
（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在南郡
（湖北江陵）渡江，抵达长沙，来到屈
原自尽的汨罗江江边，凭吊诗人……
历时数年，司马迁把大半个中国都看
了一遍。

与现代学生游学目的不同，古代
学子在科举取士确立以后，大多是为
了功名前程而离乡远行，遍访名师。
如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

“唐宋八大家”，均有丰富的远游经
历。南宋诗人巩丰《送汤麟之秀才往
汉东从徐省元教授学诗》，描绘了古代
学子远行求学的心态和不易：“士游乡
校间，如舟试津浦；所见小溪山，未
见大岛屿；一旦远游学，如舟涉江
湖……”当然，古代学子除了“求
学”“求仕”，只为“游山玩水”的也
不少见。

出行要带哪些东西

古人出行一般会随身携带上哪些
东西？以战国时著名的论辩家苏秦一
次远游为例，《战国策·秦策一》“苏
秦始将连横”条有这样的描述：“黑貂
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
秦而归。羸縢履蹻（qiāo），负书担
橐 （tuó） ……”这段话的意思是，
苏秦身上的黑色貂皮衣破了，百斤黄
金也用光了，没有费用，只得离开秦
国回家。腿上缠着裹腿布，脚上穿着
草鞋，身上背着书籍，肩上挑着担
子……据此可知，苏秦行路至少带了
三样东西：一钱财，黄金百斤；二学
习资料，书；三收纳用具，橐。

古代不像现在，带着一张银行卡
就可行走天下。古人一般要根据路途
的远近带上足够多的盘缠。苏秦带的
现钱不少——黄金百斤，但最后也未
够他一路开销，在游说秦王没有成功
的情况下，只好离开秦国回家。而学
习资料同样是古代读书人出行必备，
这也是游学与商人外出做生意即所谓

“行商”的不同。先秦时的书本都是竹
简木牍一类，比隋唐以后普遍使用的

纸质书籍要沉很多，在无车可乘、无
驴马骑的情况下都要背负肩挑。橐则
是古代远行又一必带之物。所谓

“橐”，即口袋，在没有箱子的情况
下，口袋是装带旅行用品最好的用具。

古代旅馆、饭店不发达，所以还
要带着铺盖、锅碗等。从《战国策》
所记来看，苏秦远行所带东西还是不
少的，但最后仍是相当狼狈：“形容枯
槁，面目黧 （lí） 黑，状有归色。”
实际上，苏秦并不是最惨的，游士最
后靠沿途乞讨生活、沦落为乞丐的也
不少见。唐朝文人白行简的 《李娃
传》记载，李娃曾“巡于闾里，以乞
食为事。”所以，为防止路上断炊要
饭，古人远行时尽量将用品带全带
足，这就是所谓的“穷家富路”。有条
件的读书人会带个仆人，或是雇人肩
背担挑，或雇一头毛驴驮运行李。如
果雇不起人，又没有牲口，那只能自
己当驴使，远游者真的成了名副其实
的“驴友”。

出行有什么讲究

古人出行对自身的安全极为重
视，因而形成了不少禁忌。古人认
为，旅途有神灵，称之为“祖神”，民
间视为“行神”，也叫“道神”“路
神”。古人心里的行神，一说是共工之
子修，一说是黄帝之子嫘祖，不论是
谁，他们都喜欢远游，最后死于旅途
之中，由此成了路神。所以，古人在
远行前会在道路边祭祀一下，以求得
旅途平安。

古人出行另一特别之处
是 喜 欢 择 日
子。因为路上
有在四方云游
的 “ 噩 神 ”，

故出行时要挑好日子，以避之。一般
来说，古人有“七不出，八不归”的
讲究，即不选择在阴历初七、十七、
二十七出行，回家时则避免在初八、
十八、二十八这三个日子动身。据说
这一风俗的形成源自封建时代休妻

“七出”和谐音“不（八）归”有关。
在远行时节上，古人也很在意，

早期有“六腊月出门，神仙也遭难”
一说。“六”指阴历六月，正处炎热的
夏季，腊月则太冷。在交通条件不好
的古代，大暑天和大寒天出门确实困
难很多，连古代官员升迁就任都要避
开，有“五月到官，至免不迁”的规
矩。

对于不同年龄的远行者，风俗上
也有不同的要求。如“老不上北，少
不上南”以及 “老不入川，少不游
广”、“老不走新疆，少不走苏杭”
等。而且古人大多喜欢结伴出行，“一
人不上路，二人不看井”。这是为防止
旅途中遇到不测时，可以相互照应。

显然，上述不少说法纯属封建迷
信，但迷信的背后是一种
善良的祈愿。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