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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 《徐霞客游记》 正文第一页，
一行文字赫然在目：“癸丑之三月晦，自
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
有喜态……”那是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
末，即 1613 年 5 月 19 日，徐霞客和江阴
县迎福寺僧人莲舟等一行，在踏踏的马
蹄声中，走出了宁海县城西门。

自此，徐霞客以超人的毅力，开启
了一生中最辉煌的长途跋涉——足迹遍
及大半个中国的探险考察之旅。他风餐
露宿，独步荒野僻壤，“欲尽绘天下名山
胜水为通志”。不论旅途如何劳累，他总
要把当天的经历和考察情况详细记录下
来，正讹求真，直笔书写。最终由后人
汇编成了一部 60 余万字的 《徐霞客游
记》。

那么，《徐霞客游记》 为什么要在宁
海开篇呢？

徐霞客在 《江源考》 一文中写道：“不审龙脉，所以不辨江
源⋯⋯今详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而中龙中
界之，特短。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惟南龙磅礴半宇内，而
其脉亦发昆仑，与金沙江相持南下⋯⋯南龙自五岭东趋闽之渔
梁，南散为闽省之鼓山，东分为浙之台、荡。”他把黄河以北视
为北龙，长江以南视为南龙，中龙为江河之间的中界。其中南龙
是连接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太平洋的巨脉，大山与大海相接，徐
霞客要考察南龙“龙头”天台山，从宁海开篇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了。

天台山，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之岛屿，
登陆则有四明、天台之山脉，皆为玄圣之游地，灵仙之窟宅。徐
霞客自幼喜好奇书，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而天台
山恰好处于南龙巨脉的龙首位置，正是徐霞客壮游天下的理想目
标。

宁海城关原有古城墙护卫，东南西北各有城门，西门为“登
台门”。“登台门”这三个古朴大字，指明它是通向台州府天台山
的唯一驿道，沿途依山临溪，风景秀丽，非常适合步行出游。

《徐霞客游记》 中记载：“四月初一日，早雨，行十五里，路有岐
（即今岔路镇），马首西向台山，天色渐霁。又十里，抵松门岭。
山峻路滑，舍骑步行。”此后徐霞客大概是牵马徒步前行，一路
上还有专供过往行人歇脚解乏的廊亭。位于宁海城关二公里外的
暗岩，为出西门后的第二个歇脚处。暗岩廊亭旁有一眼双水泉，
据说冬暖夏凉，常年不干，一年四季均有人来此汲水烧茶。至今
仍有坐凳、茶台、茶缸，行人至此，既可以避风躲雨，也可以饮
茶闲聊。徐霞客也在此地喝过茶歇过脚，说不定那处茶台，就是
当年“游圣”坐过的。

徐霞客又继续执笔记录：“又十五里，饭于筋竹庵，山顶随
处种麦。从筋竹岭南行，则向国清大路。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
言此抵石梁，山险路长，行李不便，不若以轻装往，而重担向国
清相待。余然之，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
道。行五里，过筋竹岭，岭旁多短松，老干屈曲，根叶苍秀，俱
吾阊门盆中物也。”这筋竹岭处于王爱山岗中部，是一处交通要
道口，东至宁海城，南至天台县或国清寺，西至华顶峰，各约
35 公里。“又三十里，抵弥陀庵。上下高岭，深山荒寂，恐藏
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轰风动，路绝旅人。庵在万山坳中，路荒
且长，适当其半，可饭可宿。”今弥陀庵已毁，遗址尚存，此处
为筋竹岭至华顶峰的中间点，旁有仰天湖、鸡冠峰等。“初二
日，饭后，雨始止，遂越潦攀岭，溪石渐幽，二十里，暮抵天封
寺。”

这次徐霞客出游，历经四天四夜，首宿梁皇山，次宿弥陀
庵，三宿天封寺，第四天登上华顶峰。梁皇山与筋竹庵皆在宁海
境内，再过去就到了台州府属地。由此可见，徐霞客在宁海地界
上度过了两天快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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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本名弘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别号。
明万历十四年(1586 年)，徐霞客出生于江苏江阴县城南的名门望

族，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隐居学者。富裕的生活，丰富的
藏书，为少年徐霞客提供了优越条 件 。 他 自 幼 磊 落 英 奇 ， 好 学 深
思，博览群书，尤其喜欢看历史、地志和山海图经一类书籍，并且
被这些书籍深深吸引，他对祖国的壮丽山河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无限
热爱。

这样成长起来的徐霞客，在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世人
眼中，是离经叛道的。他对科举制度不感兴趣，立志将功业建于山水
之间。

徐霞客心中的第一个偶像，是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孔子。他读
《论语·先进》，读到孔子与弟子子路、冉求、公西赤、曾点四人坐在
一起聊天，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理想。弟子们一一回答，有带兵领军
的，有治理国家的，也有祭礼的。孔子唯独欣赏曾点的理想：“暮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按理说，孔子应该赞赏子路和冉求两位弟子，他们的理想是治
国平天下，这也是儒家所倡导的。而曾点似乎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只
想走在春天里。而这个只想走在春天里的弟子，却受到了孔子的表
扬，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让老
百姓开开心心地走在春天里吗？桃花开了，柳树绿了，风筝飘上了
天，那该是一种多么诗意的生活！

孔子的这种赞叹，与徐霞客出游的志向是一脉相承的。徐霞客生
前反反复复说过一句话：“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他在给友人的
书信中这样写道：“长恨上无以穷天文之杳渺，下无以研性命之深
微，中无以砥世俗之纷沓，惟此高深之间，可以目摭而足析。”徐霞
客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
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流沙，上
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

张骞、唐玄奘与元耶律楚材是徐霞客心中的另外三位偶像。
徐霞客醉心出游天台山的又一个推动力，则是诗仙李白与天台宗

佛教文化。浙东自古是个迷人的地方，令许多人神往不已，诗仙李白
高唱着“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
涉溟海”与“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来到这里，紧随其后的有孟
浩然、白居易与杜甫等众多诗人，从而形成了一条“唐诗之路”。

让徐霞客崇敬的偶像还有方孝孺。徐霞客来到宁海、出游天台山
时，已是明万历年间，正是方孝孺一案彻底平反昭雪的年代。宁海城
内已建有正学祠与缑城书院，另外还有一座纪念正学先生的木牌坊，
重檐翠展，错彩镂金，上高悬圣旨匾额。民间传说，石坊倒了之后是
不能重建的，木坊坍毁则可以新造，故朝廷特许建木牌坊，以示对方
孝孺的敬重。这座木牌坊建成，距离徐霞客进入宁海城仅相隔 7 年，
颇有油漆未干之感。他应该是到过这里的，说不定还会走上前去，伸
出双手轻轻地抚摸。

万历四十年(1612 年)，即徐霞客到宁海的前一年，方孝孺诗文全
集 《逊志斋集》 又一次整理发行，史称“万历壬子本”。谁人不知方
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这个时候，徐霞客的内心一定是“感慨系
之，欣而慰之”的。尽管这些内容没有在 《徐霞客游记》 里进行细细
描绘，但开篇中的八个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已经活脱脱地写
出了徐霞客彼时愉悦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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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客之奇，孺人成之”，这是徐霞客成名之后流传下来的一句
话。这里所说的孺人，就是徐霞客的母亲王孺人。正是母亲的理解与
支持，促使徐霞客日后成为誉满天下的“游圣”。

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是一个淡泊功名的人，平日他经常携朋带友
登山临水，这一爱好直接影响了徐霞客对大自然的痴迷。徐霞客在刻
苦攻读过程中，发现以前的地理书籍，讲的多半只是疆域沿革，对山
川自然风貌总是含糊其词，一笔带过。遇见同一类问题，各书往往相
互矛盾，不知所云。可见，那些著书人大多闭门造车，转相抄袭，很
少亲自外出考察。徐霞客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踏遍华夏山河，“问奇
于名山大川”，通过实地考察，校正古书谬误。

谁知就在他打算整装出发时，父亲突然病故。按照封建社会的规
矩，儿子必须守孝三年。母亲王孺人看出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待三
年一满，就主动劝徐霞客出门远游：“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并表示

“吾尚善饭，今以身先之”，言下之意就是让儿子放心，“我身体很好，
你出远门不要有太多顾虑。”又说：“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
为？”告知儿子如果守在家里，那就是养在篱笆里的小鸡、套在马车车
辕下的小马，是没有出息的。

22 岁那年，徐霞客与慈母依依告别，第一次踏上了游太湖、探幽
洞、登泰山之旅。临行之时，母亲王孺人还亲手为他缝制了一顶远游
冠，勉励他去实现心中的理想。王孺人一直活到了 81 岁高龄，临终
前，她对徐霞客笑言：“吾往矣！儿勿悲。人孰不亡，吾幸天年，且儿
以奇男子名天下，憾乎？”

母亲是徐霞客远游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徐霞客首次到宁海时，已是 27 岁了。他是“自奉化来”的，当

时他有一位关系亲厚的族兄徐仲昭在奉化，徐仲昭的父亲徐文光曾任
奉化教谕。徐仲昭有位朋友陈函辉，少有文才，名震浙东，曾任靖江
县令，恤民情，有政声，却遭劾奏，罢职归里，悉心注释 《易经》。陈
函辉虽是临海人，却对宁海一地的山水风光非常钟情。徐霞客通过族
兄介绍，结识了陈函辉。自此之后，两人交谊深厚，“烧灯夜话”，结
为莫逆之交。

徐霞客从 22 岁起，到 56 岁病逝，30 多年间，几乎年年外出游历。
除却前后两次从宁海出西门，探游天台山之外，东至舟山海岛普陀
山，西达云南西部腾冲，北到河北蓟县的盘山，南抵广东的罗浮山，
足迹遍及中国 16 个省份。陈函辉参与谋划了徐霞客最后一次赴滇西的
探险行程，这是一次西南方向的“万里遐征”，当时的徐霞客已年届五
旬。四年之久的野外实地考察，一路上栉风沐雨，历经了艰难困苦。
晚年徐霞客病重归乡后，陈函辉又赶去探视。

故徐霞客辞世前夕，执意拜托族兄徐仲昭邀请陈函辉为他撰写墓
志铭。陈函辉慨然应允，即刻写下一篇情深义重的铭文：“即长，益厌
弃科举帖括，以山水为性命⋯⋯蹑履穷幽，凿空万里，凡屐齿所经，
星野舆图，皆能默识。其游也，不治装，不裹粮，能忍饥数日，能遇
食即饱，能徒步数百里⋯⋯归而追叙游踪，日记录数万言，虽造次颠
沛，未尝一日辍也。”

这一篇墓志铭写得确实精彩，读这样的文字，谁都会“心向往
之”，它是后人研究徐霞客生平事迹的宝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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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出西门之游，给年轻的徐霞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19 年之后，即 1632 年初春，徐霞客又一次来到这里，此时

他已是一位中年男子。在 《徐霞客游记》 第一部下卷中，他写
道：“壬申 （1632 年） 三月十四日，自宁海发骑，四十五里，宿
岔路口。其东南十五里为桑洲驿，乃台郡道也。西南十里松门
岭，为入天台道。十五日，渡水母溪，登松门岭，过玉 （王） 爱
山，共三十里，饭于筋竹庵。其地为宁海、天台界。陟山岗三十
余里，寂无人烟，昔弥陀庵亦废。下一岭，丛山杳冥中，得村家

（即上里坑，属宁海），瀹茗饮石上。又十余里，逾岭 （八辽岭，
属台州府） 而入天封寺。”

此次，他依旧选择在宁海地界的筋竹庵用膳。筋竹庵是 《徐
霞客游记》 里出现的第一庵，可见此庵在徐霞客心中占据重要的
地位。犹记得 19 年前当徐霞客一行三人一马来到筋竹庵时，这
里的僧尼十分好客，安排了丰富的素斋。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云
游在此的国清寺高僧云峰和尚，指点他，“山险路长，行李很是
麻烦，不如分兵两路，重担走大路，直接到国清寺。而你从山路
去石梁，上华顶峰后，再到国清寺找贫僧取回行李即可。”因
此，这筋竹庵不仅是徐霞客一行人登天台山的重要歇脚点，还是
他壮游天下的第一个“导游站”。

另外还有一个趣闻，《徐霞客游记》 中有一段话：“三十里至
梁皇山，闻此地於菟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这里的“於
菟”两字乃是山大王老虎的别称。那时候宁海的山林深处，常有
猛兽出入。据说徐霞客走到梁皇山上，差点被老虎所伤，幸得梁
皇寺和尚相救，才化险为夷。至于具体细节，书中没有记载，却
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如今，徐霞客当年出游时走过的古道，依然清晰可见并保存
完好。现存的古迹有距西门 2 公里的暗岩廊亭和双水泉，均保持
了古时的风韵。还有梁皇驿道残桥和岔路口，是徐霞客前后两次
出游必经之路，与筋竹庵相接。筋竹庵更是修复如旧，供人们访
古探幽。此条山道在宁海境内全长 3724 米，今人称其为“霞客
古道”。

徐霞客两度出游走访名山大川，都选择自西门始，足见他与
宁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宁台古道
（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供图）

梁皇街
（秦学军 摄）

松门岭
（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供图）

宁海县西门城楼 （秦学军 摄）

宁海徐霞客大道上的徐霞客雕像宁海徐霞客大道上的徐霞客雕像 （（秦学军秦学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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