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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马苍山》

前言

在出版选题策划方面，辽宁教育出版社向称老辣、新锐。“老”在其选题的深远与重量，“新”在其
眼光总能超人一筹。    现在付梓的这套《民国人文地理丛书》，同样能在眼花缭乱的出版界秀出班行
。其实，该社上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新世纪万有文库”，里面就有属于该选题的书目，譬如《缅边
日记》等等。    今之地理笔记，可谓已呈泛滥之势，参团者、自驾者、徒步者、穿越者、探险者、专
题考察者，不一而足，且多有文字表现之，不仅在网络布满博客、论坛，仅以纸媒类报刊出版而论，
即已达海量之势，而《中国国家地理》月发行量已高达百万份之巨。    较之民国地理的从容、静谧、
高华，今之地理文字的浮华、浮躁、肤浅、肤泛，端的是神马都成了浮云。    论交通条件，现今已大
不同。民国时期的交通条件，处于古代车马徒步和今天交通发达之间，真正处于转型的关节点上。它
较之古代增加了速度，比之今日则又多了停留和抚摸。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徐志摩的飞来飞去，就和
今人无甚区分，而傅斧樵的《松潘游记》记其赴任的道途，其艰难险阻，与远在秦汉唐宋的古代，就
没有任何区别。但交通条件的改善并不是造成当下人文地理书写衰败的原因。民国时期的游记，或谓
人文地理文字，葆有用心、深情、与大自然深相契合的本质特征，故其观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论表
达方面，其所描绘事物辄具抓住事物精神核心的本事，今人则不得要领，其下之下者，文字吐属大类
排泄，观之令人头皮发麻，嗒然沮丧。再加以今人思想与眼光远逊，思考与眼界阻滞，而其连篇累牍
的文字却试图表现这方面的心得，结果形成强烈的反差。    现在旧版书系尤其是民国图书的翻印整理
，已在各出版机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就纯粹的人文地理丛书而言，则尚属空白。现在辽宁教育
出版社独具只眼，推出这套《民国人文地理丛书》，可谓恰逢时会。其中《西北望——陕西新疆旅行
记》收录了《陕西旅行记》和《新疆游记》，《漫道南国真如铁——西南漫游记》收录了《西南漫游
记》，《匹马苍山——黔滇川旅行记》收录了《黔滇川旅行记》《松潘游记》和《峨眉游记》三部著
作，《滇康道上——滇康旅行记》包括《滇康道上》和《入康记》两种，《邕乡处处——广西旅行记
》收录了《广西旅行记》，《乡愁东岸——东北江浙海南岛旅行记》则由《东北游记》《江浙旅行记
》和《海南岛旅行记》三部游记组成。    这套丛书的作者均为一时之选，既有民族学家田曙岚先生，
民国闻人卢作孚先生，史学重镇王桐龄先生，知名学者曾绍抡先生，以及报人、教育家段公爽、傅樵
斧、侯鸿鉴先生等，也有海外地理学家萨维·汉丁。    其中有白话作品，如曾绍抡先生的著作，明白
如话，滋味深永；也有浅近文言作品，如傅樵斧的《松潘游记》⋯⋯文言文是中国文人内心的东西，
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使文言文中产生了许多漂亮的句法和表达方式，思之无尽，味之无穷，是当下文
字泛滥时代不可多得的珍馐佳肴。    深山大泽，流峙终古，乃天地法象示人之自然文采，其中有真意
，有大美，然而雪泥鸿爪转眼云烟，百年之期若瞬，更兼手足之力有限，故陶写胸次，莫过于纸上的
风景。《庄子》日：“虎豹之文来田。”是因炳蔚之文采，招来田猎之祸。可见文采，无论自然天成
，还是心灵所造之文字，确有一种牵动心目的本质内在力量。况今日后工业社会，人类自夸文明，而
种种排泄污物、浊秽、雾霾、垃圾、尾气⋯⋯重吨如山，却悉数加诸自然之身，土地羞蒙，山川变色
，疮痍满目；净土灵境，实已至难寻觅。故培养出尘之胸襟，赏会山水之心情，亦唯余纸上逍遥一途
了。而在这方面，民国的人文地理即为一种最佳的选择。其人各各下笔又俱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
真本领，或慷慨苍茫，或缠绵悱恻，兼有长风振林、微雨湿花之美。其文章通体健旺，榫卯清晰，且
其人博稽深思，对于大自然体认甚深。其人本来富于经邦济世的学问和抱负，转化运用到地理事务中
，自然养成其根基丰厚博大、别具一格的观察结论。    顾炎武当年遍游西北和华北，以骡马载书籍，
是本真意义上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仅就西北地理而言，若遇与典籍不符者，立即校勘求证，
由是构建其传世之作《日知录》。    民国时期这些不同身份的考察者，论条件似已超乎古人，但是另
一番辛苦奔波，却又不在前人之下。他们动辄驰驱千里、万里，大至星汉日月，长城绝塞，小至花蕊
蜂翅，飘风流萤⋯⋯大漠孤烟、连绵群山、石鼓篆鼎、蛮荒僻壤，到处都留下其恳切踏实的足迹，为
其以多重的、复合的眼光重新打量、解读。山川要塞，土俗民风，以至鸟兽虫鱼，奇怪之物，耳目所
及，无不记载。在寻常“参团”旅游想象不到的艰险劳顿中，惨淡经营他的发现之旅，是河道、冰川
、山峦、高原、辐辏繁盛之区、民俗社会，大地与生存、大地与人文，交织而成的世界；若就细部而
言，那种生命多元化的呈现，则繁复丰富得令人眼花缭乱。他们笔驱造化，细意熨帖，大者含元气，
细者入无间，可谓从肺腑流出，无一字空设，描述得确凿深稳，文字、词汇的贴切妥善，复制复活大
地的精神景况、地理特征，满含生命骀荡的律动，其观察方式，既饶有一针见血的深刻贯穿，也不乏
冰雪聪明的机趣附着，端的是无以复加，甚至因其与山川的逶迤磅礴合二为一，取得较影片记录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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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马苍山》

震撼的效果。    地上的人文风景，心中的感怀观感，面临修复重建，故而不独知识本身的浇灌多维须
加强，而肝胆良知的培育丰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不但需要向“前”看——把握今后长远之未
来，也更要向“后”看——向从前的历史重温求取，尤其是去今未远的民国学者的文字心史。饮水思
源，盖遗泽在人也。    世俗生活的毁人，生趣的消弥，是惊人的。曹寅说“驾驭气每厉，驰驱乐久无
”，即感此意而发。这时候翻阅民国人文地理之类著述，大可释怀。仿佛春山雨霁，满鼻皆新绿香，
而策杖独行，随流折步，意态闲闲，培养胸中的山水，求诸故纸已很可宝贵了。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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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匹马苍山:黔滇川旅行记》内容包括：由桂入黔、黔南重镇之独山、农产丰盛的都匀、由都匀至贵阳
、贵阳巡礼、由贵阳至安顺、安顺概况、安顺的苗民、访苗记、安顺起行前、我只顾到自己的幸福、
镇宁的夷匪和鸦片、全国第一大瀑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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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子中，河南省济源市克井镇北社村人，1927年春西安军官学校毕业，到冯玉祥所属部队冯治安部做
政治工作，结识隐蔽在此的地下党员宣侠父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3月任中共济源县委书记、济源
县红军游击队军事委员。1937年10月下旬任济源县抗日民众动委主任。1937年12月30日被敌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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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黔滇川旅行记
序
一  由桂入黔
二  黔南重镇之独山
三  农产丰盛的都匀
四  由都匀至贵阳
五  贵阳巡礼
六  由贵阳至安顺
七  安顺概况
八  安顺的苗民
九  访苗记
十  安顺起行前
十一  我只顾到自己的幸福
十二  镇宁的夷匪和鸦片
十三  全国第一大瀑布
十四  徘徊歧路
十五  过盘江铁索桥
十六  好心术和命该如此
十七  打破碗和财神爷
十八  鸦片化的中学生
十九  兴仁的苗匪
二十  一段冒险的行程
二一  黔边重地的兴义
二二  江底的饷捐分局
二三  进入滇境
二四  穷苦的师宗
二五  病倒途中
二六  大少爷的店里
二七  由马街至宜良
二八  到达昆明
二九  黔滇道上闻见杂录
三十  昆明鸟瞰
三一  到个旧去
三二  个旧锡厂参观记
三三  个旧锡厂概况
三四  云南县长之特等肥缺
三五  衰落中的蒙自
三六  同大学生谈铁路
三七  冒险走东大路
三八  马龙的一宿
三九  曲靖的黑暗政治
四十  宣威的火腿
四一  人民冤死不告状
四二  食宿大费周折
四三  几乎当了野猪
四四  关于儿子的感想
四五  保董大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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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到达威宁城
四七  难矣哉，一条棉被也
四八  三吹三打和鹑衣千结
四九  所谓千里镜
五十  区长的威风
五一  一个诉冤者
五二  徒劳往返
五三  万恶的保商队
五四  劫后之赫章
五五  由赫章至毕节
五六  土匪土豪二位一体
五七  完全黑化之大定
五八  由大定至黔西
五九  由黔西至打鼓新场
六十  过泮水鸭溪
六一  浩劫后之遵义
六二  官多的桐梓
六三  新站和松坎
六四  再会吧贵州
六五  到达綦江
六六  闲话神仙
六七  綦江人民的负担
六八  由綦江至重庆
六九  重庆贸易概况
七十  重庆的印象
七一  涪陵的榨菜和鸦片
七二  川东的佃农和高利贷
七三  嘉陵江峡区二日游
七四  妓女的厄运
七五  四川的征收局长
七六  由合川至南充
七七  南充丝业一落千丈
七八  兵士兼粮差秘书兼校长
七九  姚家店中
八十  蓬溪的井盐
八一  由蓬溪至射洪
八二  川民的迷信
八三  劳动者的心理
八四  军队剥皮民团抽筋
八五  由三台至绵阳
八六  绵阳的物产
八七  绵阳人民之逃粮办法
八八  金雁桥和落凤坡
八九  德阳的“官长粮”和“衙门账”
九十  到达成都
九一  成都的印象
九二  土沃民贫的郫县
九三  灌县住宿的困难
九四  灌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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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苏维埃和钦差
九六  折返成都
九七  成渝道上
九八  渝汉途中
九九  返抵故乡
峨眉游记
程序
声明
一  夹江车站
二  黄包车上
三  雅河舟中
四  登岸以后
五  夹蛾道中
六  宿报国寺
七  开始上山
八  到大峨寺
九  到洪椿坪
十  到仙蜂寺
十一  登钻天坡
十二  登金顶
十三  登千佛顶
十四  尾巴
松潘游记
自序
叙
序言
由成都至灌县
由灌县至尤溪
由尤溪至东界淖
由东界淖至索桥
由索桥至板桥
由板桥至凤毛坪
由凤毛坪至茂县
由茂县至沟口寨
由沟口寨至大定
由大定至沙湾
由沙湾至正平
由正平至隆昌堡
由隆昌堡至松潘城
松潘县之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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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于民国十九年，系卢作孚一手创办，其经费亦卢先生一手募集
，计自成立已来，已用去之经费为二十四万余元。该院设有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理化研究所、
农林研究所，附设事业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兼善学校、三峡染织厂等。 各部行政上虽为一
系统，但地址相距颇远。各部所占多为西式楼房一幢，每幢洋楼多系建于嘉陵江西岸小山头上，风景
优美，空气新鲜。 出西部科学院，辞邓君，返旅邸进餐。饭后一人出游。先在北碚镇内游览一周。镇
内街道水泥筑成，虽不宽大，但均整齐清洁。 出街南首，至公共体育场，场在嘉陵江岸，火焰山山下
，面积颇广。 时值午餐后，场内集人颇多，有在游戏，有在踢球。场西有兼善学校学生餐室，学生多
人正在聚餐，学生均布衣，清洁朴素。 由体育场向西即为平民公园，围址在火焰山上，山上树林密茂
。拾石阶而上，右为兼善学校，为四层洋楼一幢。左上为博物馆、动物园。动物园规模颇大，内有豹
、马熊、马鸡、狗熊等奇禽怪兽。 二十九日早饭后，复至中国西部科学院，访王希成君。 王君昨虽
有一度晤谈，但因时间短促，彼此均以未得畅叙为憾。 王君为柏林大学生物学博士，近受聘为四川大
学教授。 惟王君因感于卢作孚先生之知遇，虽此处待遇较低，亦不愿遽而他去。王君人颇虚心下问，
关于各省社会民生，尤为留心。正谈话间，忽闻小轮鸣笛声，知由重庆开合川之小轮已到，本日尚拟
搭船至温泉，乃匆促向王君告别，急趋旅馆取行李，谁知刚行至码头，小轮已离囤船呜呜而开走了。 
同时误船者有民生公司电汽工程师刘充君，刘君亦系赴温泉者，二人乃于囤船上用电话通知峡防局，
请派巡船一只，送往温泉。 少许船来，系一二人划之小木舟，于细雨蒙蒙中逆水而上。 舟小水急，
行颇费力。 约一时余抵温泉码头。 下船登岸，于竹林密茂中拾石阶而上，约百步即为温泉公园。 温
泉公园在温塘峡中嘉陵江西岸，东西高山夹峙，南北一带江水。 其地址原为一旧寺，周围竹林密茂，
中则花木扶疏，东方式之古庙，配以西洋式之小楼，林外屋旁，泉水哗哗，风景既美，布置尤佳。 公
园内有数帆楼、好花楼等寄宿舍，及嘉陵江餐店。 不过房价饭价，似乎有点敲竹杠性质，普通房价每
日大洋一元，被褥费和小账仍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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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匹马苍山:黔滇川旅行记》是带有穿越性质的历史人文类旅游图书，它通过选编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
、著名教育家侯鸿鉴、著名民族学家田曙岚。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民国名人所写的十二部游历考
察游记，带读者穿越七八十年前的民国时期，看当时名人笔下新疆、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
、湖北、江西、浙江、广西、海南以及东北等地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名胜古迹，视角独特，范围
广泛，内容丰富，既具有较高的旅游参考价值，更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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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作参考书。民国时期三地游记，浮光掠影，有很多带偏见的评论。作者薛子中，写完此书第二
年就为革命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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