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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

前言

中国人对山水的看法和西方人有所不同。中国人游山玩水，是持着纯欣赏的态度，而不是持着运动的
态度。而西方人则是抱着健行和征服的“壮志”。现在我们也有了这风气。过去中国人谈游山，从未
见有人说他“征服”了某个冰封雪冻的高山而引以为傲。中国人游山是欣赏它的深邃幽缈，高不可攀
、深不可测的含蓄之美，所以说是“寻幽探胜”。“寻”与“探”，都意味着一种小心翼翼地赞叹激
赏之情，即使不得不越过穷山恶水，也并不以自己此举是一种“征服”。中国人对山的欣赏，是欣赏
它林木森森的含蓄，和人迹罕至的空灵。唐朝诗人常用山林来造境，以表达他们的禅思和对大自然的
喜爱。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是：“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常满地”的生机，“只在此山中，云深
不知处”的幽谧，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的隐逸，是在入世的生活中，奋斗浮沉之余，给自
己的心灵寻访一个自由逍遥、无人干扰的空间，使人间桎梏得到解脱。所以，中国人游山是纯然精神
上的快乐与解脱，绝无一丝欲要“征服”而后快的敌意。寒山子有诗形容他被认为隐入寒岩的实际境
界是：君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
，还得到其中。人们不去体会他这首偈语般的诗，而误以为他真的隐入寒岩去了。于是，美国嬉皮起
而仿效，结果无功而返。寒山子并没有去“征服”寒岩，他的“隐入寒岩”是“与君心不同”。所以
你要问他“似我何由届”？那就是不懂得中国人所重视的“心境”了。“隐”是心的事，而不是实际
行动的事。没有人能在“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的寒岩生存。寒山子只是不想让人知道他在人世
间的某一个角落，避开扰攘纷争的纠缠而已。如果他真是能在寒岩生存，那他岂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
登山专家，可以去征服额非尔士峰而毫不费力了？但那又岂是中国诗哲所赞赏追求的境界？中国诗人
都爱山，“五岳寻仙不辞远”，而他们的态度是谦和的，心情是轻松的，出发点是爱与诚服的。他们
不觉得山有去“征服”的必要。除非你是像西方侵略者那样，要去别国的边境，偷偷插上一面属于他
们自己的国旗。那便不是游山，也不是健行，而变成侵略与偷袭了。再看中国人对水的态度，也与西
方人有所不同。我常觉得中国人都是天生的道家，而道家哲学的具体象征就是“水”。从老子的“上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到《庄子·秋水篇》，借
河伯与海若来比喻见识的小与大，“渔父篇”，借江上渔父来象征一种不屑世俗仪节的超然，都是用
“水”来给人造成浩阔博大的思想境界，然后才对照出个人的渺小。因此，中国人游山玩水的“玩”
，是“玩味”的“玩”，而不是介入其中的玩。文人乘月泛舟，静态多于动态，用心灵多于用体力。
最高境界的“玩水”，是像苏东坡《赤壁赋》里的玩法，是静观的。由观赏“澄江似练”和“月出于
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而想像到自己可以“羽化而登仙”。最后体悟到“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不曾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
与我皆无尽也。”的哲思。用这种哲思来面对世界宇宙，则不会演变成杀伐黩武或破坏自然生态的可
怕结局。中国人是天生的哲学家。我们几乎可以从日常一切活动之中提炼出令人感动的意义。即使游
玩，也不强调表面的体力活动。历来文人与武人都不鼓励匹夫之勇，诗人李白好任侠，喜登山，却不
曾听说他夸耀过自己“征服”了多少山头，而只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他爱水，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甚至传说他醉后想向水中捞月而淹死，不曾听说他创了游过某条长河
的纪录。他们饮酒是为了赋诗，游山是为了寻真，玩水是为了旷怀，郊游是为了陶冶性灵。名登山旅
行家徐霞客或许比较特殊，他是为了探寻地理山形，不是纯欣赏，但也未闻他以“征服某山”自我夸
耀，他只是向大地求知而已。中国人欣赏山水的态度也可以从山水画中看出。世界各国的画家，除日
、韩等亚洲国家，受中国的影响，有专门的山水画家之外，西方国家并不以山水画作为一个画派。也
说明了东西两方对世界的看法角度之不同。国画中绝少穷山恶水，纵使孤峰插云，仍不会给人险恶的
感觉。多数山水画，在层峦叠嶂之间，细看总有曲径通幽，所谓“已通樵径行还碍，似有人声近却无
”。在涧水之上，或有小桥可通山径，隐约可达茅屋一椽，想像当是隐者的居处。即使怪石嶙峋，仍
有草木点缀其间。雪景则温柔如堆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后人临摹王维的“雪石图”、燕肃的“寒岩
积雪图”，都只使人觉得幽静之至，却又深藏着生机，而不使人感到惊惧可畏，望而却步。五代人所
绘“雪渔图”中的渔父，在水滨竹林间，冒雪瑟缩，画家却把他的衣服衬以彩笔着色，立刻使人感到
寒中有暖，这渔父，不是无家可归，这是中国古人借艺术所表达的对世界的善意与爱惜，显现温柔敦
厚之美。使人无论读诗看画，在孤高超诣之中却能感到无限的温和与安慰。说明尽管文人雅士向往离
群索居的隐逸生涯，却并不是真的厌恨人间。王维的《终南别业》，虽然“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
心常自闲”，但是仍然邀约好友“可以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往还”。这样的隐入山中，是十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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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

情的。你也许会说，那是因为写诗作画的人是文人的缘故，所以不以攀登高山去强调勇气与体力。不
过，如果你细读中国各式武侠小说，其中却更不乏山中的高人隐士、武林的大侠。他们隐居山林，志
节高蹈，是武人中的智者，其生活情调典雅悠闲，是中国人对侠客最崇仰的一项因素。武人也不逞匹
夫之勇。武侠小说中之逞强斗力的角色都是配角。在中国武人心中，大自然也是宗师，而不是要求征
服的对象。中国武术招式常采取动物的动作，也是以自然为宗师之一例。“征服”山头，是人与自然
站在敌对立场，来显示人类的强大。事实上，人类只可以“到达”某些山头，却并不能“征服”它。
中国诗人笔下的“寻幽探胜”是“认识”二字的美化。用“征服”的心情，专找穷山恶水去冒险，和
中国式的游山玩水，在趣味上和格调上，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敌对，后者是爱惜。人类登月
是伟大的成功，但与其说这是“征服”了月亮，不如说是超越了自己，创造了历史和进一步了解了大
自然。因为月亮上尽管有了人类的足迹，但在人类的世界里，仍然是“何处春江无月明”。

Page 3



《那山》

内容概要

《那山:文化名人眼中的中华名山》中涉及的五岳之首的泰山、万山汇聚的黄山、秀绝天下的峨眉山、
天下第一险要的华山，以及天山、庐山、五台山、天目山、雁荡山、武当山、井冈山、武夷山、秦岭
山脉、昆仑山、阿里山等等，都在世人的心中存留着各式各样的光彩。文化名人都是走南闯北者，见
识过山川河流名胜古迹无尽其数，但在他们笔下，每一个探访的名山都依然荡漾着鲜活的生趣。舒婷
在《仁山智水》一文中的几句言辞似乎可以见证一二：“雁荡山的风润而轻，五台山的风潮而尖，张
家界的山滞而绵；还可以说武夷山的水是怎样率真，猛洞河的水是如何矜持；说庐山松与黄山松在落
叶时分各有凄清与潇洒。”诗人对于山的体悟多么细微!其实，每个人的山都是自己胸襟和视野折射的
“我之山”，它和自然之山之间构成相互见证的关系。自然之山是博大浑厚的，人之所见从不同侧面
触摸山的灵性，人赋予山型神色以言辞名称，却只是在挨近山的精神而已。但这也就够了，没有一个
人可以穷尽山之美，却可以增添山的体味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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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汉族，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
。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
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
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
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1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
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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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人的山水观泰山泰山日出雨中登泰山扇崖泰山极顶泰山脚下诗碑林泰山风光黄山黄山记黄山三天
黄山拾美且说黄山黄山小记黄山印象上天都黄山松黄海游踪黄山秋行华山华山谈险二游华山雨走华山
峪华山游记：峨眉山峨眉山下雾里峨眉直薄峨嵋金顶记峨眉山上的景物峨眉道上庐山庐山面目庐山游
记（节选）庐山庐山庐山纪游五台山记五台山佛光寺——引言五台赞佛记——旅晋五记之一游佛光寺
：仁山智水雁荡山雁荡山的秋月雁荡杂记雁荡行（节选）井区山井冈翠竹三上井冈武夷山武夷山的雨
纯情山水阿里山阿里山看云阿里山和日月潭山山的图腾天山景物记朝“武当”琅琊山游记：天子山一
日重游玉皇山小记穿过秦岭今日贺兰山五峰游记羞女山贵州山丛寻画南岳游记天目山中笔记桂林的山
编后记情随高山起境人深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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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泰山日出我们在泰山顶上看出太阳。在航过海的人，看太阳从地平线下爬上来，本不是奇事；而且我
个人是曾饱饫过江海与印度洋无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顶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顶上，我们无餍的好
奇心，当然盼望一种特殊的境界，与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们初起时，天还暗沉沉的，西方是
一片的铁青，东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旧词形容，体莽莽苍苍的。但这是我一面感觉劲烈
的晓寒，一面睡眼不曾十分醒豁时约略的印象。原来昨夜整夜暴风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云海。
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砡皇顶以外，东西南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在朝旭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
毳长绒的绵羊，交颈接背地眠着，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中，我独自站
在雾霭溟蒙的小岛上，发生了奇异的幻想，我躯体无限地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
拳石；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
默默地叫唤；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这泪不是空流的，这
默祷不是不生显应的。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
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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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

后记

此前编选的《那城:文化名人眼中的中国名城》，畅快欣然，仿佛游历了中国所有的历史名城，城里城
外的枝枝节节都几乎了然于心了。文化的城市实在是人类建立的安居之所、精神家园，她的变迁之中
蕴含了难以言尽的历史酸辛。当再一次编选《那山:文化名人眼中的中华名山》，油然感觉又一次的健
心游历要开始了。自然的山野的确是人类景仰的巍峨壮阔的依靠世界、生养之处，玩味山的亘古不变
也应会给予嘈杂的人类生命意义的启发吧？当我从城里的历史风味，一下子跳到旷野山川的博大空间
，心绪也更为旷达飞扬起来。就因为山是自然赋予我们生命的重要符号。小时候读书，在懵懂之中，
背了一些文辞，大都随着岁月而遗忘了，但却对诸如“山之阿”的快感依然印象极深。成年后逐渐明
白心随平野阔，江涌大荒流的境界，却愈发不满足。因为心境扩大后，又对苏轼“唯江上之清风与山
问之明月”格外钟情，想那空寂无人万籁俱寂的山巅，看那高悬的无垠天际，心的飞翔将如何无极？
山的空灵和山的沉稳，山的曲径通幽和山的巍峨矗立，都多面性地诱惑着我们探其魅力。所以我爱山
。但其实在很长时间里，对于山的自然属性，对于山给予我们踏足野游的乐趣更为重视，只是随着阅
历的增加，才逐渐开始读解一座座山的秘密，认知一个一个山之中隐藏的微妙涵义。山是有灵性的，
不用从神话、从典籍中去寻觅山的神妙所在，只要想想人们是如何虔诚地谈论山，赋予山诸多的人际
联系，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诸如杜甫之叹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李白登巫山而有“飞
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的赞叹，黄山有让人难以忘怀的“迎客松”，华山苍龙岭还留着“韩愈投书
处”的记忆等等，都在证明山石之间、山林之中、山涧之里、山雾之外，到处是山与人的呼应关系。
忽然想到，一个偶然机缘触动的关于山的一个有趣话题。某一天乘坐城里的出租车出城爬山，途中听
到交通台正在进行有奖竞猜，司机忽然哈哈大笑，我疑惑之，他告诉我，征询的题目是问：“女人似
水，男人似什么？”司机嘲笑居然没有人能正确回答，他鄙夷答题者竟然不知道：女人似水，男人就
是山啊！果然，没有人揭奖的最后的答案正是：“男人是山。”我感慨不已。山被如此庄重地赋予男
性的责任，对于已经越来越忽略人之外世界的人类来说，的确具有警醒的意义。人类祖先是从树上下
到地面的。是不是从高山中走出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但人类总是仰仗山川确乎是事实，川流产自于大
山，大山孕育着人们所需要的一切：茂密的森林遮蔽着水土，飞禽走兽自在的生存，高山草旬一望无
际，雪野滋养着不断干涸的河流，每一次踏入山间小道、山谷溪涧，都会感叹工业生产污染了河流，
却还有源头的山水还沉净自然、郁郁葱葱，又想到如果人类没有节制和山林不再供给，将来还有没有
城市的存活价值？人类还会不会被迫重新走人大山寻找栖息之地？于是忽然就对“高山仰止”的解读
有了新的理解了。因为山就是壮阔坚实、恒定不变的存在，在它面前，人显得何其渺小。杜甫有诗歌
日：“安得广厦千万问，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对于人间的企盼就落脚在山的厚
实稳重上，可见山在人心深处的如许分量！是的，举凡《那山》中涉及的五岳之首的泰山、万山汇聚
的黄山、秀绝天下的峨眉山、天下第一险要的华山，以及天山、庐山、五台山、天目山、雁荡山、武
当山、井冈山、武夷山、秦岭山脉、昆仑山、阿里山等等，都在世人的心中存留着各式各样的光彩。
文化名人都是走南闯北者，见识过山川河流名胜古迹无尽其数，但在他们笔下，每一个探访的名山都
依然荡漾着鲜活的生趣。舒婷在《仁山智水》一文中的几句言辞似乎可以见证一二：“雁荡山的风润
而轻，五台山的风潮而尖，张家界的山滞而绵；还可以说武夷山的水是怎样率真，猛洞河的水是如何
矜持；说庐山松与黄山松在落叶时分各有凄清与潇洒。”诗人对于山的体悟多么细微！其实，每个人
的山都是自己胸襟和视野折射的“我之山”，它和自然之山之间构成相互见证的关系。自然之山是博
大浑厚的，人之所见从不同侧面触摸山的灵性，人赋予山型神色以言辞名称，却只是在挨近山的精神
而已。但这也就够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穷尽山之美，却可以增添山的体味韵味。韵味！正是韵味成为
中国人观察山水的心悟追求。你说王维对“空山新雨后”的感觉是多么自在惬意，他欣赏的显然是“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微妙意味，给予人无言有意的深味。而李白于山则为“噫吁喊，危乎高
哉！”那份大呼小叫令人惊讶，而他这位大诗人对于天姥山之“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诚”
的由衷挚爱，给予人的是绝不能为了事权贵而“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决绝。山不就是欣赏者对于自己
胸臆的投射和具象写照吗！通观全书描绘的山，深刻的印记还包括中国人对于山的独特态度：达观享
受。罗兰在《中国人的山水观》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人游山是纯然精神上的快乐与解脱，
绝无一丝欲要‘征服’而后快的敌意。”国人对于山水的态度确乎是精神享受，山如老友，需要陪伴
疏散身心，所以山成为快乐的写照和忧伤的稀释处所。山又如镜子，看山如看自己心境心态，陶潜先
生竟然巧妙地吟诵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句，就是因为自己的观照在山中得到复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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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那山》中的诸名家未必都全面描绘了所到山林的妙处，但他们各自的心中所感，情趣所获却真
真切切。犹如中国绘画，初看所描之山没有立体感和透视力度，但看似平面的背后却是趣味感知和想
象的天地。文人于山间悠缓讲述的已经是艺术之山，是看透平面之后的想象力锻造，一切尽在修养陶
冶的趣味。想想贾岛已经揭示的山水趣味：“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一切尽在描绘中，就看你能不能参透山中境界所在：云雾笼罩深不可测的远方，似有深处影，就看
有心人。读此书似乎也可以这样看。2007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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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那山:文化名人眼中的中华名山》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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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以
2、与漆蓝书简一样都是书写“被遮蔽的的特有的文化”
3、隽永美文，写的很不错的山水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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