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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哪些超级“驴友”

超级“驴友”孔子

生活时代：春秋时期
出行目的：周游列国
孔子，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

思想的创始人。东周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
阜市南辛镇)人，祖上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
族。公元前497年，正值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
变革时代。孔子因和当时鲁国国君政见不合，
郁郁不得志而离开鲁国。为实现其政治理想，
孔子历时十四载，周游了宋国、陈国、蔡国、楚
国、齐国、卫国、曹国、郑国、杞国等。

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跋山涉水周游列国，
显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他的征程，是怀着大
抱负啊！所以说，孔子的出游堪称一次伟大的
思想文化之旅。

超级“驴友”张骞

生活时代：西汉
出游目的：出使西域

张骞，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
县)人。官至大行，封博望侯。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年)，奉汉武帝命出使大月氏，相约共同夹
攻匈奴。他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和大月
氏、大夏等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方归汉，
在外共十三年。途中曾被匈奴扣留，前后达十
一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奉命出使乌
孙，并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地。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亚洲内陆交通
要道，与西亚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
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从中国甘
肃、新疆到今天的阿富汗、伊朗等地的陆路交
通，即著名的“丝绸之路”。

作为“跨国驴友”的鼻祖，张骞不仅给我们
带回了核桃、葡萄、石榴等植物，以及大宛的汗
血马等，而且，他超强的“自救”能力堪称“驴
友”楷模，几次被抓都没向皇帝求援，而是成功
逃脱。风餐露宿算啥？能“自救”才是真本事啊！

超级“驴友”司马迁

生活年代：西汉
出游目的：考察采风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

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从20岁开始，司马
迁的游踪就已遍及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寻幽探
古、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曾漫游到汨罗江
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高声朗诵屈原
的诗。回到长安以后，他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
跟随皇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命去了巴蜀，他
到的最南边的地方是昆明。读了万卷书，走了
万里路，彪炳千古的《史记》，就是在如此艰辛
的旅程中孕育而生的。《史记》曾被鲁迅称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开

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班固曾评价其为“是
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书
中不少传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对后世史学
与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尽管司马迁的志向不是职业“驴友”，而是
做一名优秀的史官，但其“驴友”生涯不是司马
迁成功完成《史记》必不可少的积淀，起码也算
是重要原因之一。

超级“驴友”谢灵运

生活年代：东晋
出游目的：探奇览胜

谢灵运，南朝宋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
康)人，移籍会稽。幼时寄养于外，族人因其名
为客儿，世称谢客。晋时袭封康乐公，故称谢康
乐。入宋，曾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
他常常呼朋唤友，出入于山水之中探奇览胜。
其诗大都描写会稽、永嘉、庐山等地的山水名
胜，开创了文学史上山水诗一派。他发明了一
种人称“谢公屐”的登山鞋，也就是一种有齿木
屐。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时去掉后齿。谢灵运
游山时常穿的其实就是一种有齿木屐。后来李
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还曾提到过这
种鞋：“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写自然景物、山水
名胜，有不少自然清新佳句，对唐代的诗歌发
展有一定的影响，开创了文学史上山水诗一
派。明人辑有《谢康乐集》等。

谢灵运之所以被公认为超级“驴友”，不仅
因为他一辈子酷爱登山，还在于他不断发明

“驴友”装备。除了“谢公屐”，他还为自己设计
了登山服，将衣服宽大的袖口改小，将肥大的
裤子改为束脚裤，可谓最注重装备的“驴友”。

超级“驴友”郦道元

生活年代：北魏
出游目的：觅水寻渠

郦道元(约470年—527年)，北朝北魏地理
学家、散文家。字善长，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
人。郦道元少年时就爱好旅游，一生足迹遍及
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内蒙古
等地。不过，他的旅游与众不同。每到一处，他
都要悉心勘察水流地势，了解古今水道的变迁
情况，并阅读大量古代地理学著作，通过古今
对照，发现变化。为此，郦道元以《水经》为蓝
本，以作注的形式撰写了长达四十卷的《水经
注》。其内容不仅包括了全国各地的地理，还记
述了一些国外的情况，涉及朝鲜、越南、印度、
伊朗、俄罗斯以及蒙古沙漠等。

郦道元的《水经注》既是北魏以前中国及
其周围地区的地理学的总结，也是一部优美的
山水散文集，开创了我国游记文学的先河。

郦道元的“正差”原本是当官，而且当得非
常出色，执法清正、平定叛乱、不惧权贵。可他

更痴迷于“觅水寻渠”当“驴友”。不过也正缘于
他的这种业余爱好，留给了后世一部不朽的

《水经注》。

超级“驴友”玄奘

生活时代：唐朝
出游目的：西天取经
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高僧。本姓

陈，名袆，法名玄奘。出生于洛州缑氏县，出家
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分歧，难得定
论，玄奘决定赴天竺学习佛教。太宗贞观三年
(公元629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九九
八十一难”，终于抵达天竺国。玄奘游学于天竺
各地，钻研佛教典籍，历时十余年。译出经、论
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贞观十九年
(公元645年)回到长安，长途跋涉十余万里。撰
有《大唐西域记》等。

玄奘所译佛经甚多，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
了珍贵典籍，世称“新译”。玄奘撰写的《大唐西
域记》，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
国等地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其经历在民
间广为流传，成就了吴承恩的《西游记》。

玄奘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当“驴友”的出家
人，但是影响最大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他佛
学造诣深厚，还因为他受到了吴承恩的青睐，
一本《西游记》让他名垂千古。但也有遗憾，被
本来辅佐他去西天取经的大徒弟孙悟空抢走
了不少风头，“孙行者”一路上降妖除怪，使他
这位师傅成了最笨的“驴友”。

超级“驴友”李白

生活年代：唐朝
出游目的：吟诗作赋
李白，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25岁时出

川辞亲远游，经成都、峨眉，乘舟东下。紧接着
又东出三峡，见到了唐玄宗前往泰山举行封禅
仪式的浩荡队伍，大开了眼界。后来又感受到
了十里扬州的富庶和长安的富贵与威严。离开
京师后，一路东行，来到东都洛阳与杜甫第一
次相遇……此后数年，他南下宣城，北游幽州，
一边在大唐漫游，一边吟诗作赋。

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
难》、《将进酒》等，并有《李太白集》传世。其诗
风雄奇豪放，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李白一生行走四方，踏遍祖国的名山大
川，要是现在得花多少钱？据说，当年李白并无
固定收入，他的“驴资”何来？要么像有些历史
学者考证的，李白经商；要么就是大唐的旅游
成本太低啦！

超级“驴友”郑和

生活时代：明朝
出游目的：七下西洋
郑和，明宦官、航海家。祖与父都到过伊斯

兰教圣地麦加，幼时就对外洋情况有所了
解，明初入宫做宦官。永乐三年(1405 年)，
郑和率水手、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乘
“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他们从苏州
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到占城
(今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锡兰(今斯
里兰卡)等地， 1407 年经印度西岸折回。以
后又屡次航海，总计 28 年间，七次扬帆远
洋，经三十余国，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
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所乘的船，最大的长
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可容一千人。这
些航行比西方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早
半世纪以上。郑和最后一次航行时已经 60
岁，回国后不久即病逝。

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亚非国家国际间的和
平局势，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发展
了亚非诸国间的贸易，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
的繁荣发展。绘制的《郑和航海图》成为沿
途航行的重要航海手册。

郑和不仅完成了七次远航的壮举，而且每
到一地，都以瓷器、丝绸、铜铁器和金银等物换

取当地特产，与亚非各国加强了联系。随行人
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
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述航行中的见闻，都很
有价值。

超级“驴友”徐霞客

生活年代：明朝

出游目的：访山问水

徐霞客，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
人，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图
经地志。22岁那年，他头戴母亲做的远游冠，肩
挑简单行李离开了家乡。因见明末政治黑暗，
不愿入仕，专心从事旅行，足迹所到，燕、晋，
云、贵、两广。三十多年里，游历了十六个省。东
到普陀山，西到腾冲，南到南宁，北至蓟县盘
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徐霞客旅途中备尝艰
险。其观察所得，按日记载。死后季会明等整理
成颇具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
记》。徐霞客对石鼓山和石鼓书院的详尽记述，
为后人修复石鼓书院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徐霞客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
等许多水道的源流，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有
关这些水道记载的混乱和错误。在文学领域中
也有很深的造诣。《徐霞客游记》既是地理学上
珍贵的文献，又是文笔精湛的游记文学。

当一天“驴友”并不难，难的是当一辈子
“驴友”。作为一位职业“驴友”，徐霞客不畏艰
难、风餐露宿，被“驴友”尊称为“游圣”名副其
实。

超级“驴友”朱彝尊

生活年代：清代
出游目的：寻古探幽

朱彝尊，清代文学家，浙江秀水(今嘉兴)
人。康熙时曾参与纂修《明史》。通经史，能诗词
古文。受清兵南下影响，朱彝尊 28 岁之后，出
游他乡，往南到过广州，往西去过太原，北到
了京津，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此后，朱彝尊
回到北京。在北京南城海柏胡同 16 号居住
时，常常是一个人骑着毛驴，走街串巷，访古探
幽，完成了共 42 卷的《日下旧闻》一书。此书详
细记载了京师的地理沿革、典章制度及轶闻旧
事,是当时最大、最完备的一部北京地方志。乾
隆三十八年(1773 年)，乾隆皇帝下令重新修订
增补,此书最终成为 120 卷的《钦定日下旧闻
考》。

“日下”一词出自唐初诗人王勃的《滕王阁
序》中：“望长安于日下”。“日下”即京城、北京
之意。朱彝尊一个人编写《日下旧闻》，其艰难
可想而知。他不算走得最远的“驴友”，却是一
位最勤奋的“驴友”。

(据《北京晚报》)

旅游向来为国人所青睐，古人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名言已

流传至今，古代的超级“驴友”更

是数不胜数———

中国引入保险观念第一人是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保险业已

在中国蓬勃发展。但少为人知的是，在中国
引入保险观念的第一人，原是太平天国将领
洪仁玕。

洪仁玕(1822-1864)号谦益，字吉甫，广
东花县官禄埔人，洪秀全的族弟。 1859
年，他由香港到达天京(今南京)后，得到洪
秀全的重用，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
扶朝纲干王”，担负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
重任。

洪仁玕参政不久，便提出《资政新篇》这
一以资本主义制度为蓝本实行改革，旨在中
兴太平天国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分为四
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法法类”包括政治、经
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立法主张，是全篇的重

点。在“法法类”中，他提出了开办银行、保险
事业，以利国利民，发展经济的观点。其内容
为:

“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已开办了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其承保
范围和保险责任是:“凡屋宇、人命、货物、船
等有防于水火者”，都可以参加保险。投保方
式是:“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这个

“议”，是意味着保险公司与保户可以经过协
商达成协议。赔偿方式是:“有失保人赔其所
值，无失则赢其所奉。”以此体现保险权利义
务的均等。通过保险的赔偿，使“失物不致尽
亏”，“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言简意赅
的十几个字，又把保险的作用和意义充分表
达出来了。

洪仁玕独具慧眼，看到保险这种新事
物，对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
把它作为“堂正之技”列入《资政新篇》“法法
类”中。同造船、办银行、发矿藏等 30 多种兴
国大计相提并举，其远见卓识，不能不令人
折服。

洪仁玕能率先提出中国兴办保险的倡
议决非偶然。他自幼喜读经史，曾向外国传
教士学习基督教义，是洪秀全“拜上帝会”的
第一批信徒。1852 年至 1858 年，他居港六
年，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入侵在这个地方
引起的许多变化，并先后结交了不少外国
传教士，努力学习西方的“天文、地理、
历数、医道”等科学知识，了解欧美列强
的“国中体制情伪”。正如近代资产阶级

改良派代表人物容闳所评价的，洪仁玕
“居外久，见闻稍广……凡欧洲各大强国
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当
时在香港已经有不少外商保险公司开业，
他耳闻目睹，当然对保险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根据他对西方保险的理解，将其列入
《资政新篇》，旨在建议国人仿照创办，
不失为改革之见。

洪仁玕《资政新篇》中的许多主张并
没有付诸实践，但《资政新篇》仍被认为
是在中国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著作之
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推动社会
发展的作用，他有关保险的主张，为后来我
国民族保险的创办起了开舆论先河的作用。

(据《人民政协报》 文/王祖远)

““张张骞骞出出使使西西域域””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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