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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天下探险求知
努力做到知行合一

在讲座中，阿来分享了自己多年来

从书本阅读和大地行走两个方向寻求

智慧的经验和心得，劝勉大家要学习古

今中外优秀人士漫游天下探险求知的

精神，知行合一，善于将书本上获得的

间接知识，与回到真实社会中获得的感

受集合，将间接经验变成直接感悟，毕

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有些知识可以看书知道，有的知

识看书知道不了”。阿来还说，如果不

实地行走、感受，那么写文章很可能是

从书本到书本，容易流于肤浅，“写文章

要知所从来，知所从去”。反过来，他也

提醒，出门旅行最好不只是娱乐休闲，

而要与读书求知结合起来，会获得更深

刻的精神愉悦感。对于一个地方的了

解，有没有掌握关于那地方的文学和诗

歌的书写，有巨大的差别。“我们不光要

前往地理上的远方，还要抵达思想和审

美上的远方。”

阿来对丽江人文地理和历史的了

解深入程度，甚至超过不少当地人。带

阿来游丽江的当地友人也服气地说：

“没想到竟是阿来带我们游丽江。”这跟

阿来广博的阅读和实地探索精神分不

开。去丽江前，他读了几百万字的资

料，包括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像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被遗忘的王

国》等外国探险家的作品，也是阿来阅

读的对象。此外，热爱徒步的阿来还专

门行走很长时间，探索丽江古城里水的

来处和源头。而这些也成为他写出进

入语文教科书的散文《一滴水经过丽

江》的两个重要原因。

阅读和行走
带来丰硕的写作成果

常年在大地上行走探索，并与阅读

互相映照，给阿来的文学创作也带来很

多丰富的素材和灵感。阿来即将于今

年7月出版新书《寻找香格里拉》，正是

他在阅读《苦行孤旅》《中国西南古纳西

王国》等作品之后，多次前往横断山脉

深处“重走洛克路”的一个结晶。在这

本书中，阿来以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

约瑟夫·洛克为主角，追寻洛克在中国

西南部的足迹，钩沉洛克发现“香格里

拉”的传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克作为美国

农业部特派专家、国家地理学会考察队

队长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

南、四川一带生活了27年，采集植物种

子、标本，拍摄照片，历尽艰险进行科学

考察、探险活动，并深入到了传说中神

秘的世外胜地——木里。洛克三进木

里，穿越稻城亚丁等地，深入贡嘎岭地

区，留下大量文章和照片。英国作家詹

姆斯·希尔顿以此为素材，写出震惊世

界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

这个名字横空出世，从此成为万众争寻

的世外桃源。阿来说，洛克在中国的横

断山脉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种子

等。“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

间，洛克就带回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

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如今哈佛大

学植物园栽培的就有当年洛克在横断

山脉采集的植物种子。在哈佛大学图

书馆可以查阅到洛克当年在横断山坡

拍摄的大量照片。”阿来说。

阿来探索的行踪不止川西高原、

横断山脉，还涉及更远。在他即将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新

书——《西高地行记》中，可以看到阿来近

年来创作的9篇长散文：《故乡春天记》

《嘉绒记》《贡嘎山记》《平武记》《玉树

记》《果洛记》《山南记》《武威记》《丽江

记》。几年前阿来还随专业科考队前往

三江源。很快，一两周过后，他又要再

次踏上前往三江源的旅程。对大自然

保持如此热情的探索精神，阿来说，这

既是缘于他天性中对外部世界的好奇，

还有来自大自然对他发出的召唤。

本场讲座结束后，成都七中英才学

校校长伍新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继2022年“阿

来书房 名家进校园”七中人文讲座在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举行之后，这次又在

成都七中英才学校举办，效果非常好，

“阿来老师的讲座，可以帮助学生深层

领略文学的魅力，打开文学这扇窗，走

进文学的丰富天地里去感受。我们的

办学理念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注重用人文教育滋养学生的心灵。

在名家的引导下，学生能够花更多时间

去研究自己的兴趣特长，潜能才能更好

地被激发出来。我们播下一颗种子，未

来就可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罗海韵
摄影 王春华

诞生于17世纪的《天工开物》，距

今已将近400年，成为不断再版并传布

至世界各地的中华经典名著。

与其他传统经典不同的是，《天工

开物》的题材较为罕见、独特——是一

部综合性的古代科技著作，对我国17

世纪的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如粮食种植

与加工、制盐、制糖、纺织、染色、制陶、

采矿、冶金、铸造、造纸、酿酒等方面的

生产技术进行了系统介绍。涉及生产

技术130多项，行业科学数据130多项，

被誉为“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

书”，译为多国文字，影响遍及东西方各

国。书中所附123幅木刻版画，生动展

现了晚明时期的生产劳动场景和传统

工艺。

面对这么一个宝藏，我们当代人该

如何更好地阅读并从中汲取营养？

2023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

《天工开物》(译讲)——以明代初刊本

为依托，参校多个后续版本，对原文进

行了白话翻译，并对难点着重进行讲

解、导读。书中插图选用初刊本木刻插

图，以期原样重现晚明时期的社会实景

及明代木刻版画风格。

《天工开物》把与民生关系最密切

的粮食生产问题放在卷首。第一卷“乃

粒”，依次介绍了稻、麦、黍、稷、粱、粟、

麻、菽的种植，以稻、麦为主，详述了作

物的种植流程，包括浸种、栽秧、插

秧、播种、施肥、锄草、灾害防治等各

个环节，对于耒、耜、耙等种植工具与

筒车、牛车、踏车、拔车、桔槔等水利

设施的使用也进行了总结。书中提到

的诸如肥料施放、水碓使用等，即便

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先进的

生产经验。

《天工开物》还介绍了多种制造技

术，其中不少工艺，如利用竹筒排空挖

煤巷道中的瓦斯、金属冶炼时用到的活

塞式风箱等，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处于

领先水平。

宋应星既非工匠世家，亦非技术型

官员，为何他要耗费心力写作这样的一

部书呢？

译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诸雨辰在《天工开物》(译讲)的导读部

分详细给予解释。诸雨辰重点介绍了

这本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宋应星生活

在晚明时期。明代持续上百年的繁荣

与和平，促进了物质产品的商品化，甚

至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刺激了各种消费

活动，也激发人们的欲望。整个社会渐

渐形成了崇尚奢侈的风气，宋应星生活

的南方尤其如此。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宋应星在

《天工开物》中多次流露出的对俭朴的

尊重、对奢靡的反省。他反复强调以五

谷为贵而以珠玉为贱，强调日常劳作时

使用的釜、鬵、斤、斧比黄金更宝贵。这

种关心劳动生产而不以珠玉为贵的态

度，可视为宋应星对那个浮躁时代的冷

眼反省。”诸雨辰写道，“宋应星对劳苦

民众抱有同情，在讲述制盐工艺时，说

盐场内的制盐工人每日辛勤劳作却仅

能获得微薄的收入。对逃税的井盐工，

他也不乏同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如何抵达思想和审美上的远方？
阿来“校园文学课”讲述“滴水走丽江”

《天工开物（译讲）》：带你读懂“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

“我是一片雪，轻盈地落在了玉龙雪山顶上。”长期热衷观察、
拍摄植物的著名作家阿来，曾多次前往云南丽江采风。古朴

的丽江古城，还有那无处不在、川流奔腾的玉泉水，触发了他对丽江与
水关系的探索和思考，写出一篇叫《一滴水经过丽江》的美文。2018年，
这篇文章被选入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被丽江当地传为佳话。

在本文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
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
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
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新颖的构思、独特的视角，充满
诗意、纯净自然的语言，给一届届学子带来丰富的人文营养。

这篇文章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体现了怎样的人文知识观？6
月2日下午，阿来走进成都七中英才学校，以“尘埃已落定 滴水走丽
江”为主题，为该校师生带来一场硬货满满的文学讲座。本场讲座也
是“阿来书房 名家进校园”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阿来书房 名家进校园”活动现场。

阿来在讲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