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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万历四十一年 （公元 1613年） 5月 19
日，28 岁的徐霞客开始了他一生“驰骛

数万里，踯躅三十年”的遐征。他在 《徐

霞客游记》 序言中写道：“不避风雨，不

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

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徐霞客对自己的评价是诚恳而准确

的，这也让后人对这样的壮游心驰神往，

亦百折不悔。

“中国当代徐霞客”寻访活动自 2006
年首次启动，至今已有十届，累计寻访

105 名个人 （团体），涵盖登山、漂流、

徒步、航海等多种专业领域，涉及文化传

播、环境治理、减灾救灾、全民健身等数

十项公益事业。

在超级畅销书 《明朝那些事》 中，

历史名人你方唱罢我登场，作者却在全

书的终章，有些“莫名其妙”地以徐霞

客来结尾这段 300年历史。毫无疑问，徐

霞客是一个伟大的人，为中国的地理学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可能不是他最伟

大的地方。

徐霞客究竟伟大在哪里？“中国当代

徐霞客”的故事里可能会有答案的线索。

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

总体来说，徐霞客是“穷游”，但他

是愉悦的，世之奇伟瑰怪，尽收眼底。

《徐 霞 客 游 记》 中 ， 到 处 可 见 满 脸 写

着高兴，“停足仙筏桥，观石梁卧虹，

飞瀑喷雪，几不欲卧”“时浮云已尽，丽

日乘空，山岚重叠竞秀。怒流送舟，两岸

秾桃艳李，泛光欲舞，出坐船头，不觉欲

仙也”……

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徐霞客”们

的身体和灵魂，和在 410 年前启程的前

辈一样，都在路上，而且人意山光，俱

有喜态。

上学时候，黄明是个“学霸”，1980
年， 16 岁的他参加高考，念 5 年临床医

学，1989 年又考上研究生；1992 年下海

经商，风生水起。然而，从 2006 年开

始，他主动“下岗”，2017年，他入选第

七届“中国当代徐霞客”。黄明总结：辞

职 17年，卖掉 3套房，摔断一根肋骨；四

赴南极两赴北极，行走七大洲四大洋；万

卷书万里路，沿途治病救人，扶弱救困。

最初旅游中，黄明发现，“老外”对

中国游客的印象就是住五星级酒店、大吃

大喝，“我要走不一样的路，体现中国人

的新面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如今，黄明的足迹已到 160个国家，全世

界最著名、最艰苦的徒步线都走了，还一

路 走 一 路 行 医 ， 救 助 了 100 多 个 “ 老

外”，送出 5000多份中国礼物。

在黄明看来，徐霞客受当时客观条件

所限，并没有走完全国，更没有走出国

门，“现在条件好了，新的时代要有新的

意义。行走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通过行

走睁眼看世界，年轻人更要有世界眼光”。

第八届“中国当代徐霞客”邹玉麟出

生于 1955 年，是实现环球徒步旅行梦的

首个中国人。他曾徒步考察中国革命的征

程，历时两年零两个月，行程 2.5 万公

里，经过 22 个省 （区、市）， 368 个县

市，1000 多个村镇；他曾完成环球徒步

采风，途经韩国、美国、英国、法国、澳

大利亚等 17国，跋涉 4.2万公里。

1987 年 8 月 1 日，邹玉麟“停薪留

职”，从江西南昌出发，只身一人重走长

征路；30年后的 2017 年 7 月 23 日，年逾

花甲的邹玉麟从上海出发，重走“建

军路”，这一次有越来越多的人跟在他

身后，志愿者、退休干部纷纷加入这

支队伍。

徐霞客是一个人，而当代徐霞客还可

以是一支队伍。在历届“中国当代徐霞

客”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北京大学山鹰

社、西藏登山队、中国南极科考队、蓝天

救援队、重庆洞穴探险队等团队的身影。

一群人聚在一起，不远万里，行走中国，

他们的目标不同，但信念一致。

奔赴山海的人，精神力量
是强大而相似的

很多人羡慕徐霞客恣意潇洒的一生，

但那只是他的 A 面，绕到他的 B 面，“游

记”的背后是艰难险阻，乃至威胁生命的

挑战。高温、寒冷、饥饿、强盗，“群盗

喊杀入舟，火炬刀剑交丛而下”，甚至自

己带着铁锨，“何处不埋吾骨耶”。现代人

是幸运的，在路上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

但依然有一些路是不好走的，更多时候，

我们要面对的是挑战自己。

第三届“中国当代徐霞客”冯春，已

漂流了 30 多年。1986 年，由中国人自己

组建的漂流队首次全程漂流长江成功，冯

春就是队员之一。漂流是改革开放之后兴

起一项体育运动，寄托着国人除了体育之

外的光荣与梦想。1985 年，冯春看到只

身漂流长江的尧茂书牺牲于金沙江段的新

闻，默默记下了这位勇士和这件壮举。翌

年看到长江漂流招募队员的消息，他马上

报了名。

冯春永远忘不了当年，漂流队刚死里

逃生通过一个险滩，由于损失了一条

船，一天晚上，副队长悄悄地把冯春叫

出帐篷，说：“下面情况不明，我是副队

长，我必须往下漂。”冯春很难过，“实

际上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在这一

次漂流中，有 9个年轻人的名字永远留在

了长江。

漂完长江后，冯春再没舍得放下手中

的桨，全中国的大江河，他都想漂个遍，

目前他累计漂流超过 1万公里，是世界上

漂流里程最长的人之一。冯春相信：“一

生只做一件事，一定会成功。”

2019 年国庆档，有一部电影 《攀登

者》 讲述了中国几代人勇攀珠峰的史诗，

而在中国人挑战珠峰的历史上，一定有夏

伯渝的名字。

第六届“中国当代徐霞客”夏伯渝，

26 岁时被选入国家登山队挑战珠峰，

1975 年，他把睡袋让给队友，自己的双

脚却被冻伤截肢。而正是夏伯渝和队友

在 1975 年架设的金属梯，帮助中国登山

队第二次登顶珠峰。截至 2008 年，它共

帮助 1300 多名登山者实现珠峰梦，这个

梯子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

国梯。

再登珠峰，成为夏伯渝 40 多年来的

追求。尽管命运依然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5次挑战珠峰，多次遭遇雪崩、地震

等险况，九死一生。其间，他还被查出患

有淋巴癌、血栓……但这一切没能阻止他

的脚步，终于在 2018年 5月 14日 10时 41
分，69 岁的夏伯渝登上珠峰之巅，成为

迄今中国登顶珠峰年龄最大者，也是第一

位依靠双腿假肢登顶的中国人。

英国登山家马洛里，经常被烦人的记

者反复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想要攀登珠穆

朗玛峰？他留下了那句经典回答：因为，

山就在那里。也许，奔赴山海的人，精神

力量都是强大而相似的。

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人生

第八届“中国当代徐霞客”团体奖，

颁给了一群行走不是为了旅游的人——蓝

天救援队。成立于 2007 年的蓝天救援队

是中国民间专业、独立的纯公益紧急救援

机构，目前已经有正式队员 3万名、志愿

者近 20万人，组成了 600多支队伍，一年

救援 1万多次。

创始人兼队长张勇去过国内几乎所有

著名的雪山、无人区，但基本上都是去救

援。队员们的身影出现在汶川地震、贵州

抗旱、玉树地震，以及菲律宾、缅甸、老

挝、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际救援的现

场。成立救援队的初衷是为户外运动作保

障，但他发现，温暖是相互的。

“每个人都有英雄情结，希望自己对

他人、对社会有意义，这种感觉很幸

福，这也是我们那么多队员和志愿者在

无怨无悔、自带干粮做这件事的原动

力。”张勇说，蓝天救援队的救援行动纯

公益、不收费，但每次逢年过节，他们

一开门，就可能看到地上摆着一堆礼

品，送礼物的人千方百计打听到他们的

地址，放下就跑。

第十届“中国当代徐霞客”初雯雯，

是第 26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

者，现任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会

长。对 90 后的初雯雯来说，旅途便是归

乡。大学毕业后，立志投身自然保护工作

一线的她决定回到家乡新疆阿勒泰，回到

阿尔泰山的怀抱。

回到新疆后，她开始着手于乌伦古河

流域灌木植被群落恢复、救助因人为原因

受伤的野生动物、培养当地原住牧民成为

自然巡护员等工作，较大程度改善了包括

蒙新河狸在内的 100余种野生动物栖息地

生境条件。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她和来

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网友组成了致力于自然

保护、野生动物救助的互联网公益团体

“河狸军团”，并陆续发起了“河狸食堂”

“河狸守护者”“河狸方舟”等公益项目。

5年来，在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当地

政府的支持下，在超过 100万名青年网友

的共同参与下，蒙新河狸 （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 的种群数量由 500 只左右提升到

600 只左右，种群数量增长 20%，达到了

我国自有河狸观测数据以来的峰值，60
多万棵灌木柳树苗也在乌伦古河流域落地

生根。因此，她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河

狸公主”。

现在，我们可以来试着回答文章开头

的那个问题。

徐霞客在临终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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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

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没有人要求徐

霞客做什么，他的成功在于按照自己的方

式，去度过一生。

当代徐霞客的意义，早已超越旅行。

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无名之辈，

或许只能在自己的领域与生活中做一些小

事，但这一点儿也没关系。只要“在

做”，我们不妨锚定自己的坐标，做自己

的徐霞客。

向410年前的徐霞客致敬

奔赴山海 做自己的徐霞客
第十届“中国当代徐霞客”颁奖词

他重走长征路，翻越42座长征路上的雪
山，收集宝贵历史资料。他骑行抗战路，一
路前行，一路记录。他播撒红色种子，将
旅行见闻传播分享，带领更多人学习抗战
精神、长征精神，让那些红色记忆焕新光
彩，让那些宝贵精神永恒闪耀。他就是第
十届“中国当代徐霞客”——郭志民

从苍茫的青藏高原到神秘的神农架，
从新疆的克里雅河到台湾海峡，从欧洲的
莱茵河到加拿大的落基山脉，都留下了
他的足迹。他不断超越地理的界限，也
不断超越自己的极限，用翔实的考察记
录为自然做注，体现了青年一代探险家
的勇气与学养。他就是第十届“中国当代
徐霞客”——王众志

他是知名企业家，也是马拉松赛场上的
明星，实力诠释“斜杠”人生。他勇于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跑遍世界各地，在50岁完成了自己
跑满100场马拉松的目标，至今完成全马165
场，54 岁挑战完成世界马拉松挑战赛 777（7
天、7大洲、7个马拉松），完成赛记130余篇。他
在马拉松比赛中宣传人文地理、公益事业，传
播正能量，身体力行助力全民健身。他就是第
十届“中国当代徐霞客”——毛大庆

他们擅长在鲜为人知的黑暗世界中探索
奇迹，打开认识中华大地另一个方向的窗
口。建队22年，他们探测上千洞穴，开展
地质科考；他们践行社会责任，组织消防培
训，推广环保理念。“上天揽月到珠峰，下
地探秘到武隆”是他们的口号，对这片土地
的热爱是他们前行的力量。他们就是第十届

“中国当代徐霞客”——重庆洞穴探险队

他坚守旅行初心，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他践行环保旅行，所到之处只带走记
忆。他崇尚科学探险，扎实掌握技能，保障
人员安全。他发扬奉献精神，持续投身于公
益救援事业。他乐于分享传播，带领数百万
网友饱览大好河山。在他身上，闪耀着 90
后青年旅行者的别样风采。他就是第十届

“中国当代徐霞客”——何玉龙

她被称为“河狸公主”，在美丽的阿尔
泰山度过了整个童年，河狸、雪豹、棕熊等
野生动物是她最好的朋友。她专注河狸的研
究与保护，打造“河狸食堂”“河狸守护
者”“河狸方舟”等自然保护公益项目，在
她和同事的努力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
新河狸的种群数量达到有观测数据以来的
最高峰值。她就是第十届“中国当代徐霞
客”——初雯雯

从小就敬仰徐霞客的他，徒步雅丹魔鬼
城，穿越罗布泊无人区，重走玄奘之路，
他将所见所闻付诸笔尖，创作 100 余部、
1000 余万字的探险文学作品，为青少年打
开认识、探索未知世界的窗口。他用行走
传递精神，激励青少年勇敢前行、有志有
为，在阳光和风雨下茁壮成长。他就是第十
届“中国当代徐霞客”——彭绪洛

走过千山万水后，他沉下心来，将目光
对准中国乡村，用笔尖和镜头记录乡村变
迁，挖掘乡村旅游资源。他用脚丈量，足迹
遍布300多座城市和1000多个乡村；他用笔
记录，见证一个个小山村实现美丽蝶变；他
用心传播，吸引数百万网友关注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他就是第十届“中国当代徐
霞客”——路中华

从首次踏上旅途至今，他走过全球146
个国家和地区、南极三岛和北极点。旅途中
不乏艰险，但他不改其志，立志走遍全球
233个国家和地区。他是旅行者，也是民营
企业家，他积极创办企业，捐助公益事业，

“四千精神”是他的奋斗底色。予人玫瑰之
余，他收获了人生最美的风景。他就是第十
届“中国当代徐霞客”——陈金伟

从事户外探险运动 30 余年，他的探险
生涯尽是壮举：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徒步进入罗布泊楼兰古城，登顶珠峰，带队
8次登顶博格达峰，在天山和昆仑山开辟多
条有探险价值的徒步线路。面向社会公众，
他积极推动户外运动和旅游产业发展，传递
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他就是第十届“中国
当代徐霞客”——王铁男

他 20 年如一日地旅行考察，足迹覆盖
中国各地。他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指导高
校旅游专业研究成果，帮助年轻人树立人
生理想。他积极促进行业交流，带动旅游
业态推陈出新，助力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他就是第十届“中国当代徐霞客”（特
别贡献） 荣誉获得者——任国才

第十届“中国当代徐霞客”漫谈旅行经历 娄 彬/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第十届“中国当代徐霞客”漫谈旅行

经历。

“我原本是一名职业编辑，偶然的一

次机会让我逐渐爱上了冰川探索和旅行

冒险。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探险家越来

越有中国式探险基因：勇猛、坚毅、积

极。”5 月 20 日，第十届“中国当代徐霞

客”代表和年轻旅友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探

险的围炉漫谈，王众志分享了他奔赴山海

的故事。

在旅行探险圈，王众志可谓“出道即巅

峰”。2009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国贸

桥下，他结识了地质环境生态学者杨勇。

“交流中，杨勇说他们要去青藏高原

考察亚洲河流源头的水资源，需要一个记

录者，我凑了 500 多元就跟着他们走了。

现在想想还挺冒险的。”在对探险强烈欲

望的驱使下，王众志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一

场长达 7个月的远途旅行。

第一次看见冰川时的震撼，第一次遇

到金矿脉的惊奇，冰河水涨时的惊险，抵达

终点的振奋……王众志在旅行日记《冰川

人生》中详实地记录，为此次考察做注。

十多年来，钟情荒野大漠探险的他与

作家萧春雷前往台湾海峡挖掘两岸历史，

和长漂英雄许瑞祥完成当曲东岸 300平方

公里沼泽无人区穿越，渡过新疆克里雅

河，也攀爬过加拿大落基山脉。他的肺因

常年在高海拔地区负重而受损，前后做了

4 次手术。在 2015 年纪念长江漂流 30 周

年的旅途中，他失温晕厥，这是他离死亡

最近的一次。这些奇妙、惊险的体验被一

一记录在他的旅行日记中。

作为中国首登博格达峰的探险家，自

称荒野侠客的王铁男从事户外运动已有

30 多年。其间，他成功登顶珠峰，徒步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坚持志愿保护野生

动物和生态环境，开辟了夏特古道等高危

徒步线路，为新疆特种旅游作出贡献。

“昆仑山古道包含新藏公路 （219 国

道）、帕米尔古道等多条古道。其中桑株

古道曾是一条穿越喜马拉雅山的抗战物资

运输线，承担了很重要的运输功能……”

2005 年，王铁男开启了古道探秘之旅。

对大多数人来说，探寻几百公里都空无一

人的昆仑山古道，无疑是“孤独”的，而

他却乐在其中。

古道上的图腾和盛开的克里阳雪菊，

乌鲁克湖畔攻击人类的野牦牛以及热情的

塔吉克族村民，是他眼中的最美风景，也

是他编撰古道研究专著 《昆仑秘道》的鲜

活资料。

相比之下，彭绪洛的旅行更具想

象力。

“弘扬阳刚之气、激发创新思维、培

养博物学思想。”有着作家和探险家双重

身份的彭绪洛坦言，于他而言，旅行的最

大意义在于将所见所闻创作为探险文学作

品，培养青少年“行走的想象力”。他从

防水袋里拿出沉甸甸的牛皮笔记本，向记

者展示他引以为傲的旅行日记，这是他的

旅途体验，亦是他创作的 100多部探险小

说的素材。

在他创作的小说中，山脚的绿草和鲜

花，半山腰的枯枝和黄叶，挂在野外的天

空中厚厚的云彩，吹过湖面奇幻的风……

成了青少年喜爱的图画，而徒步乌孙古道

的艰难、穿越可可西里和罗布泊无人区的

命悬一线、攀登海拔 5396 米哈巴雪山时

的被迫放弃登顶……成了令孩童痴迷的探

险故事。

“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这是明

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关于“诗与远

方”真谛的朴素理解。带有未知、冒险基

因的旅行探险始终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

旅行家像徐霞客一样奔赴远方，在前行中

找寻自我，结交挚友，感悟天地。

90 后青年旅行者何玉龙，大学时代

便从北京出发，开始他足迹遍布全国的徒

步搭车旅行。2014 年大学毕业后，他走

出国门，用时 8 个月徒步搭车穿越中东、

非洲 13个国家。

“旅行时，我喜欢和陌生人交换故

事，感觉很有意思。在旅行中认识自己，

学会感恩，磨炼意志。”身穿黑色 T 恤、

牛仔裤，带着白色鸭舌帽，皮肤黝黑的何

玉龙饶有兴致地分享自己的旅行生涯，和

大多数探险家一样，他也梦想能登顶世界

之巅珠穆朗玛峰，并为此筹备了 5年。

攀登前，何玉龙患上了雷诺氏综合

征，在寒冷的环境中更易加重病症。不服

输的他很快调整好了身体，继续加强攀

岩、攀冰、登山等体能训练，终于成功登

顶珠峰。下山途中，一名队友因心脏疾病

倒下，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上。这也直接促

使何玉龙决心做一名公益救援队员，他呼

吁年轻人科学探险，为更多身处危险之中

的人送去生的希望。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公

元 1613 年 5 月 19 日，徐霞客告别书斋，

从浙江省宁海县西门出发，开启了他 30
多年的游历，写就集旅游学、生态学等为

一体的 《徐霞客游记》。

自 2006 年起，中国青年报社联合徐

霞客开游节组委会、宁海县人民政府等单

位共同举办了十届“中国当代徐霞客”寻

访活动，105名个人和团体获得荣誉，涵

盖登山、漂流、徒步、航海等多种专业

领域，涉及文化传播、环境治理、减灾

救灾、全民健身等 10 余项公益事业。他

们传承着“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

知”的精神，用脚步读取山川，借文字书

写旅途。

旅行家漫谈奔赴远方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