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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游记》

内容概要

《达夫游记》讲述了：郁达夫的一生，始终在路上。为了生计，他的屐痕遍及北京、安徽、江苏、浙
江、福建、广东等地。所到之处，他尽情领略，把“灵感赋予了每一朵浪花、每一片绿叶、每一块蠼
岩、每一株小草,让大自然的一切具有性格和情味（刘海粟语）。
《达夫游记》精选郁达夫的游记、风景散文二十九篇。这些作品，写山水名胜、描景色风物。既有丰
富的地理、历史、自然知识，又注入个人的遭遇和情怀；语言不事雕琢，章法不受限制，才华横溢，
不拘一格，风捞倜傥，涉笔成趣。读达夫游记，他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
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和散文中的风景描写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诸多篇章如《故都
的秋》《江南的冬景》《钓台的春昼》《北平的四季》等，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代代相传，成为经
典。
《达夫游记》插图选用著名画家傅抱石的山水画。先生曾多次远行写生，体察真山真水，撷取大自然
蕴蓄的诗意，倾才情于毫端。善用浓墨、渲染等法，把水、墨、彩融合一体，塑造意象，经营意境，
抒发观感，寄托情怀。他的作品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钱塘江潮，西湖月夜，富春晓色，
虎跑深秋⋯他画得生动，画得自在，不粘滞，不做作，一点一画都洒脱有灵性，意趣高远。画中充满
文学性，观者宛如听到了郁达夫那真挚、诚实、如泣如诉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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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游记》

作者简介

　　郁达夫（一八九六－一九四五），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创造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的发起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新文学创作，曾主编《奔流》（与鲁迅合编）《创造季刊
》《创造月刊》《洪水》等文学刊物，是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活跃的作家之一，在小说、散文
、旧体诗词、文学理论和翻译等方面均有贡献。代表作品有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迷羊》《她
是一个弱女子》，散文集《屐痕处处》等。现有《郁达夫全集》（共十二卷）行世。　　傅抱石（一
九〇四－一九六五），原名长生、瑞麟，号抱石斋主人。江西省新余县人。国画大师，“新山水画”
代表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
授、江苏省中国画院院长。他擅长山水画和人物画，师法自然，崇尚革新，独创“抱石皴”。出版有
《傅抱石画集》《东北写生集》《傅抱石速写集》等。著有《中国绘画变迁史》《人物山水技法》《
中国的人物画和山水画》《中国篆刻史述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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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游记》

书籍目录

故都的秋北平的四季江南的冬景小春天气春愁雨移家琐记住所的话浙江的今古杭州杭州的八月里西湖
的一角落福州的西湖记闽中的风雅钓台的春昼杭江小历纪程浙东景物纪略两浙漫游后记屯溪夜泊记桐
君山的再到雁荡山的秋月超山的梅花城里的吴山西溪的晴雨花坞皋亭山玉皇山扬州旧梦寄语堂国道飞
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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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游记》

章节摘录

　　在龙王庙前折向了北去，头脑里对于一路上所见的峰嶂的名目，如猴玻衣、蓼花嶂、响嵩门、霞
嶂洞、听诗叟、双鲤峰之类，还没有整理得清楚，景色一变，眼前又呈出了一幅更清幽、更奇怪、更
伟大的画本。原来这东内谷里的向北去灵岩寺谷里的～区，是雁荡的中心，也是雁荡山杰作里的顶点
。初入是一条清溪，许多树木与竹林。再进，劈面就是一排很高很长，像罗马古迹似的展旗嶂，崛起
在天边，直挂向地下，后方再高处又是一排屏霞嶂，这屏霞嶂前，左右环抱，尽是一枝一枝的千万丈
高的大石柱，高可以不必说，面积之大周围也不知有多少里；而最奇的，是这些大柱的头和脚，大小
是一样的，所以都是绝壁，都是圆柱。小龙湫瀑布，也就在灵岩寺西北的一大石峰上，从顶点直泻下
来的奇景。灵岩寺，看过去很小很小，隐藏在这屏霞嶂脚，顶珠峰、展旗峰、石屏风（全在寺东）与
天柱峰、双鸾峰、卷图峰、独秀峰、卓笔峰（全在寺西）等的中间；地位的好，峰岩的多而且奇，只
有永康方岩的五峰书院，可以与它比比；但方岩只是伟大了一点，紧凑却还不及这里。　　灵岩寺的
开辟，在宋太平兴国四年，僧行亮神昭为其始祖，后屡废屡兴；现在的寺，却是数年前，由护法者蒋
叔南、潘耀庭诸君所募建。蒋君今年夏季去世，潘君现任雁荡山风景区整理委员，住在寺中；当家僧
名成圆，亦由蒋潘诸君自宁波去迎来者，人很能干，具有实际办事的手腕。　　同这一样的传说，凡
在海之滨，山之瀑，与夫湖水江水深大的地方，处处都有，所略异者，只名姓年代及成龙的原因等稍
有变易而已。　　我们因为当天要赶到县城，以后更有至闽边赣边去的预定，所以在五泄不能过夜，
只走马看花，匆匆看了一个大概；大约穷奇探胜，总要三五日的工夫，在五泄寺打馆方行，这么一转
，是不能够领略五泄的好处的。出寺从原路回来，从青口再坐黄包车跑回县治，已经是暗夜的七点钟
了；这一晚又在原旅馆住了一宵。　　诸暨苎萝村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晴朗如前。　　昨夜
因游倦了，并去诸暨城隍庙国货商场的游艺部看了一些戏，所以起来稍迟。去金华的客车，要近午方
开，八点钟起床后，就出南门上苎萝山去偷闲一玩。出城行一二里，在五湖闸之下，有一小山，当浦
阳江的西岸，就是白阳山的支峰苎萝山，山西北面是苎萝村，是今古闻名的美人西施的生地。有人说
，西施生在江的东面金鸡山下郑姓家，系由萧山迁来的客民之女，外祖母在江的西面姓施，西施寄住
在外祖母家，所以就生长在苎萝村里。幼时常在江边浣纱，至今苎萝山下，江边石上，还有晋王羲之
写的“浣纱”两字，因此，这一段江就名作浣纱溪。古今来文人墨客，题诗的题诗，考证的考证，聚
讼纷纭，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判决，妇人的有关国运，易惹是非，类都如此。　　苎萝山，系浣纱江
上的一枝小山，溪水南折西去，直达浦江，东面隔江望金鸡山，对江可以谈话。苎萝山上进口处有“
古苎萝村”四字的一块小木牌坊，进去就是西施庙，朝东面江，南面新建一阁，名北阁，中供西施石
刻像一尊。经营此庙者，为邑绅清孝廉陈蔚文先生，庙中悬挂着的匾额对联石刻之类，都是陈先生的
手笔。最妙者，是几块刻版的拓本，内载乩盘开沙时，西施降坛的一段自白，辩西施如何的忠贞两美
，与夫范蠡献西施，途中历三载生子及五湖载去等事的诬蔑不通。庙前有洋楼三栋，本为图书馆，现
在却已经锁起不开了。　　管西施庙的，是一位中老先生。这位先生，是陈氏的亲戚，很能经营。陪
我们入座之后，献茶献酒，殷勤得不得了；最后还拿出几张纸来，要我们留一点墨迹。我于去前山看
了未完成的烈士墓及江边镌有“浣纱”两字的浣纱石后，就替他写了一副对，一张立轴。对子上联是
定公诗“百年心事归平淡”，下联是一句柳亚子先生题我的《薇蕨集》的诗，“十载狂名换苎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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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游记》

精彩短评

1、郁达夫的游记散文，无人能比
2、书是买给孩子的！不好评价！估计不错
3、郁达夫的，不用说啦！插画也极美！
4、睡前翻几页，在北国的秋中沉沉睡去
5、散文读者很朴实，书中插画很符合意境
6、散文类好书，值得一读
7、在书城 翻过这本书，郁达夫的诗和散文写的非常好，不用多夸了。值得买来看看。
8、本来想买本游记看看哪些地方好玩些，但有点失望，因为这本游记写的范围很大，而且，也不够
具体，对于我来说，没什么用途
9、清丽、潇洒，名士范儿。山水是大地的文章，文章是纸上的山水。
10、因为欣赏书里面的插图才购买的。
11、内容很精彩，插图也很漂亮。里面谈到很多老北京的风物人情，让人感慨啊。
12、写游记神马的都好厉害！
13、与屐痕处处的一些文章重复。大概我是不大适合看游记的，实在无甚趣味，不过看到雁荡还是略
感亲切。
14、没意思的，游记，语言还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有一点点的寂寥感。作者把杭州贬得特别厉害让
我想隔着历史的洪流给他一拳。而且好多古诗词的引用，简直像在看高考满分作文，孩子们，推荐你
们高中语文考试前阅读并借鉴，能得高分。
15、书不错，定重了，只得拒收了。
16、达夫游记，内容自不必多言，里面还附有大量傅抱石的插图，这是我决定买这本书的第二个重要
理由。但说的封面主基调是黑色的，个人不是非常喜欢，有一点点压抑。
17、没有他的小说好看啊。。。
18、郁达夫的精点游记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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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游记》

精彩书评

1、这种好书居然木有几人评价，打分也没有超过10人，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啊书是在图书馆借的，刚
拿到书就被封面傅抱石的画吸引了。翻来覆去摩挲了好久。喜欢的简直想窃书了郁达夫的游记不用赘
述傅抱石的画也无需多言边读郁达夫的游记边看傅抱石的画，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吗？佩服编者心思
业界良心傅抱石的画，郁达夫的游记，这样一本书，真是人生中千载难逢的惊喜。
2、我一直喜欢郁达夫的散文，最早接触他的作品便是选入语文课本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被我的
同辈们奉为“大爱”，念念不忘。郁达夫的散文好，诗词也好。和鲁迅先生一样，郁达夫坚持写旧式
的诗词，而不写新诗。不论是平仄、格律、用典，都娴熟如一个旧式文人。或许是因了诗的缘故，郁
氏的散文里便有一股古典诗的韵味。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一本《达夫游记》，还用傅抱石的山水画配
做插图，这是极相宜的。这本集子收录了29篇文章，游历的地点涉及北京、杭州、浙东、福州、扬州
等处。对于文中涉及的地方，有的我去过，有的则尚未游览。比如写北京的《故都的秋》和《北平的
四季》就令我颇有感触，我客居北京也有好些年了，每每走在南城的街巷里，或者是秋叶飘飞的草木
下，便会想起郁氏的文辞来。他不只是对于景色写的准，最紧要的是写出了那滋味。如今走在陶然亭
，亦或是中山公园，那滋味也仍然还在，这便是郁达夫的真。在风景中，如何界定游历者的身份呢？
游历者与当地的土著不同，首先在身份上，游历者是“客”，因此看风景的心理便不同。对于当地人
而言，有些东西是熟视无睹的，正所谓“家乡无风景”，而对于游历者而言，他所看到的风景是先前
所不熟悉的，甚至是从未见过的。这就像是面对一个熟识的美人和面对一个刚认识的美人的不同，对
于那熟悉的美人来说，你深知她的家世，她的父母兄弟，她受教育的程度，甚至于她的一些小脾气和
不良嗜好等等。而对于陌生美人，则是一无所知的，这便多了一层神秘感。“美”最诱人的一种特质
便是神秘，它诱使人去探寻。人们喜欢游历，其中就暗含着冒险的心理。不论是美人还是美景，都是
一样的。郁达夫的散文充满了深沉的文化气味，然而却并非往风景里填充历史，比之时下的大历史散
文更具体验性。有人说，阅读到了一定程度就只剩下资料和知识，也许对于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确
乎如此。带有情绪的文章大多有两个缺点，一是主观性过强，二是资料不足的臆断。然而，人类并非
储存资料和知识的机器，除了精准与严谨之外，还有感情。感情本就是主观性，而且具有较大私密性
，面对风景，人所要表达的不止是对自然的敬畏，还会思考自己的位置。这就不免要融入自己的情感
，对于散文而言，情感不仅重要，而且必须。那些号称不带感情的纯美散文，不但空洞，而且干巴。
郁达夫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不但社会变化剧烈，而且文学主张甚至文字叙述方式也发生了极大变
化。然而，就像同代人一样，他们摧毁旧的文风（例如桐城派等等旧式行文风格），抛弃旧的文体（
推行白话文运动），但同时又有新的建设。他们在文章上的建设吸收了外来特征，同时又汲取了中国
传统文学中的源泉。比如《浙东景物纪略》、《里西湖的一角落》、《城里的吴山》等篇章，就上承
明清游历散文的风骨，有沈复《浪游记快》、张岱《西湖寻梦》的影子。读《达夫游记》，就像是手
攥一只羊腿，就着青稞烈酒，大快朵颐；又像是用竹筷夹着淮扬小菜，端着精致的景德镇小瓷杯，小
酌小饮，自然有一种滋味。总之，不论是怒马秋风冀北，还是杏花江南春雨，都有一番滋味在里头。
郁氏的散文，讲究的正是滋味二字。此文发表于2012年10月30日《黔中早报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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