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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

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公

元 1613 年 5 月 19 日，当明代地理学

家、旅行家徐霞客告别书斋，从浙江宁

海开启他壮阔的旅程时，也许不曾想

到，这个日子会在 400年后仍被人们纪

念和称道，而他的壮游之举，至今也仍

在启发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

在第 15 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

际，由中国青年报社和宁海县人民政

府主办、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

会提供学术支持的“读万卷书 行万

里路”第十一届“当代徐霞客”分享

会，在“中国旅游日”发祥地浙江省宁

海县举行。

通过“当代徐霞客”的行走故事，

激励青年朋友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

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

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两年一届的

“当代徐霞客”寻访活动及分享会举办

的初衷。基于对“热爱祖国，献身科

学，尊重实践”的徐霞客精神和“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的价值认同，自

2006 年起，中国青年报社与宁海县人

民政府已连续举办了十一届“当代徐霞

客”寻访活动。在今年的分享会现场，

“当代徐霞客”们的旅行故事，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第十一届“当代徐霞客”张劲硕是

科普界的领军人物，他是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研究员，也是国家动物博物馆

馆长。他倡导博物旅行、科考旅行，亲

自带队深入自然保护区，让公众在自然

中感受科学。他的旅行与科研工作时刻

同频，从 1998 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从事蝙蝠野外生态研究，每

年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科学探险、野生动

物行为与生态研究、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并用“博物旅行”的理念，指引万

千青少年踏上探索科学的旅行之路。他

说，自己做这些工作，是希望通过科普

和旅行，让孩子们更加了解世界，认识地

球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学会尊重生命之美。

“希望孩子们走进大自然，看到这个

世界上多姿多彩的生命。正是多样的自然

万物才构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希望孩子

们有更多机会接受博物学的启蒙教育，进

行博物旅行、科考旅行。”张劲硕说。

第十一届“当代徐霞客”路生是西北

大地的“解码者”，二十余载孤身跋涉，

从大漠孤烟到黄河九曲，从丝路驼铃到祁

连雪线，他以“文化苦旅”叩问山河，将

苍凉戈壁的壮阔淬炼成文字里的炽热温

度，以通俗语言解构复杂历史，也让西北

边疆读者重新认知了本土文化在中华文明

中的坐标。他说：“旅游不只是游山玩

水，也不只是诗与远方，而是深层次的爱

国主义精神，只有心中有山河的人才会热

爱祖国。”

第十一届“当代徐霞客”马行既是地

质勘探员，也是诗人作家，他一直致力于

西部无人区文化解读以及对西部无人区的

文学书写。他的行程遍及中国西北方无人

区，行走路线常常是地图上的空白处。通

过行走，他以十余部诗歌和散文集，为无

人区留下生命符号和文学印记，并把无人

区的诗歌和故事讲给了世界。他说，在他

的诗歌和散文中，“徐霞客”是高频出现

的词汇、意象和精神价值。

第十一届“当代徐霞客”陆春在孩子

4个月大时，就开启了亲子旅行。现在孩

子 13岁，他们已经去过了 80个国家和地

区。“带着孩子游行的中国母亲”是她想

留给世界的标签。她带着儿子穿着民族服

装，带着国旗，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宣传

中国之美。她说，自己想用亲子旅游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

能成为一个“当代徐霞客”。

第十一届“当代徐霞客”杨东是一位

用镜头守护长城的 90 后摄影师。他用十

余载光阴，走遍长城沿线 15 个省 （区、

市） 的 20 万公里行程，用 80 万张照片、

200T 视频的影像讲述中国长城故事，用

行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说他的愿

望就是用镜头记录下长城的春夏秋冬，让

更多人领略长城之美以及长城背后的历史

文明和时代精神。

“读万卷书”是思想的积淀，“行万里

路”则是实践的延伸。“当代徐霞客”已

成为中国特色旅行者的标志性荣誉。中

国青年报社通过“当代徐霞客”寻访活

动，持续向资深旅游达人、青年大学生

及社会各界人士传播宁海与徐霞客的故

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励广大

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奋斗书写

青春篇章。

““当代徐霞客当代徐霞客””：：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 用奋斗书写青春篇章用奋斗书写青春篇章

□ 袁蓉荪

少年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生

格言，就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期

望能去看看书中那些引人入胜的奇妙

世界、让人无限遐想的风土人情，以行

走山河，来感知天地。践行“知行合

一”，让教科书上的历史事件、地图上

的地理名词、画册中的艺术珍品变得

鲜活而具体。

1982年的夏天，19岁的我终于实

现了人生第一次独自远行：背着画板，

带着“海鸥”牌双镜头相机，从成都坐火

车到重庆，再乘坐短途客船，沿着长江三

峡去往各个县市写生拍照。在巫山县的

老码头，我坐上小柳叶舟，拐进大宁河小

三峡，经大昌古镇到偏僻的巫溪县。

当时尚未时兴旅游，路途中都是

匆匆的路人。柳叶舟在清澈见底的大

宁河上航行，木船底还会时不时擦到

河底的鹅卵石。遇到险滩急流，船夫会

穿着短裤上岸，喊着号子艰难地拉纤

过滩。我和船上的人们随着浪涛起起

伏伏，见惯不惊的老乡用方言大声聊天。

湖北宜昌西陵峡外的“三游洞”，是

我此行的终点。这里因唐代诗人白居易、

白行简、元稹三人同游赋诗，白居易作

《三游洞序》题写于洞壁而得名，宋代三

苏父子之“后三游”，更使这里成为文化

圣地，他们与其后慕名而来的欧阳修、黄

庭坚、陆游等人，在“三游洞”留下文采飞

扬的书法壁刻、碑刻 100 多件。此次旅

行，初学绘画和摄影的我，虽然没有创作

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 10多天壮游天地

的难忘经历，为我的艺术学习打下了基

础，也为后来跋涉大江南北寻访石窟造

像积累了经验、磨炼了胆量，激发了我对

祖国自然山川和历史文化的热爱。

从最初对石窟艺术的好奇与向往，

到后来系统地寻访拍摄，不仅仅意味着

地理空间的位移和视觉审美的满足，更

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世界、历史和自

我认知的全新维度。我逐步体会到，这种

求知和探索的深度旅行，对于年轻人的

成长具有多棱镜般的丰富意义。当第一

缕晨曦染红天际，我常常独自一人背负

行囊，行走在探索未知的野径。我对石窟

文化的热爱，成为一场持久的追寻与精

神的朝圣。明代徐霞客“博览群书，尤钟

情于地经图志”的执着，用双脚丈量华夏

山河，我亦渴望循着他的精神足迹，用脚

步和镜头，去探索那些散落在神州大地

上的文化瑰宝，去记录，去感悟，发现属

于这个时代的印迹。

寻访途中，我数次在几乎要放弃时，

于转角丛林中蓦然望见崖壁上静默的石

窟造像。它们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

明珠，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散发

出艺术创造的璀璨光芒。那一刻的惊喜

与感动难以言表，仿佛与一位隐逸千年

的先贤不期而遇。我静静地与造像对视，

仿佛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一刻，

所有的喧嚣与浮躁都沉淀下来。对生命、

信仰和存在价值的深沉思考，让我明白

了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与意义。

每一次跋涉，每一次凝视，每一次按

下快门，都在丰富我对石窟文化乃至生

命本身的认知。它们遗落深山的现状，也

让我对文物保护的紧迫性有了切身的体

会——这些不为人知的瑰宝，正悄无声

息地与时光赛跑，在大自然的风霜雨露

中顽强屹立。

回顾几十年来一次次石窟寻踪的旅

程，攀登的艰辛、发现的喜悦、凝视的沉

醉、感悟的深远，都已沉淀为我人生底色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愈发笃信：行走，

尤其是带着探索与求知渴望的行走，对

于认知世界、认识自我、塑造品格具有不

可估量的价值。它教会我们以谦卑之心面

对历史的浩瀚，以敬畏之心对待文化的瑰

宝，以坚韧之心迎接生活的挑战。在旅途

中磨炼意志，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和强大的心理韧性；与历史对

话，建立更宏大的人生坐标，增强

文化自信与社会责任感；在陌生

环境中反观自身，发现潜能。

对于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年而言，这种深度的

行走，无疑是一份珍贵的成长献礼。我

认为，对未知保持永恒的好奇、对文化

怀有深沉的敬畏、对生活抱有不息的热

忱，正是当代青年应有的精神风貌。

我们不必都成为“徐霞客”，但我

们可以拥有他“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

之未知”的勇气与执着。愿我们这一代

青年，都能勇敢地迈出脚步，用自己的

方式去丈量大地、亲近历史、拥抱多元

文化。在行走中，我们不仅是风景的观

赏者，更应是历史的思考者、文化的记

录者、文明的传承者。

行走中感悟人生

□ 温 旭

在零下 40摄氏度的南极冰原上，

用牙线将备用睡袋改造成御寒衣物；

在珠峰北坳的冰裂缝旁，背着雷达设

备为冰川研究采集数据；在北极格陵

兰岛的融冰河床上，目睹了北极熊因

栖息地消失而徘徊的身影……这是真

实发生的故事。

我是温旭，一名 85 后中国青年

探险家，也是关注气候变化应对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极地未来

（Polar Hub）”的创始人。从征服雪山

的少年，到用脚步丈量气候危机的冰

川守护者，我用 20 年冰川科学探险

的实践行动，深刻感知了行走对生命

的重塑力量。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探险的书籍和

电影。2003 年，15 岁的我偶然看到央

视直播攀登珠峰，这影响了我的一生。

16 岁 的 我 是 妥 妥 的 行 动 派 。

2004 年 5 月，我攀登了人生第一座

雪山——玉珠峰，海拔 6178 米，自此

一发不可收拾。同年 7月，作为最年轻

的登顶者又攀登了慕士塔格峰。

2006年，天津市体育局要选拔两人参

加 2008年奥运圣火珠峰传递，我成功入

选。然而阴差阳错下因同伴途中迷路，在

安全找到他后，我最终无缘火炬队登顶。

从珠峰回来后，我考入中国地质大

学，组建登山队“大地社”，3年时间我们

攀登了 14 座雪山。但山登多了，我却开

始迷茫——难道登山的意义只是追求数

量、海拔和难度吗？

后来，我被地大悠久的登山科考历

史吸引了，在硕士阶段跟随冰川学家姚

檀栋院士，研究第四纪地质冰川。随着登

山技能和科研紧密结合，我渐渐发现：用

科学的方法去探索自然更吸引我。

2012年中国地质大学 60周年校庆，

武汉和北京地大联合攀登珠峰，我有了

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机会。但命运似乎再

次和我开起了玩笑，因为种种原因我又未

能如愿登顶。但在此过程中我感到极强

归属感，让我再次重新思考攀登的意义。

2018年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开始，

我有幸以一名科研工作者的身份第三次

攀登珠峰。这次是带着采集样品、在顶峰

钻取冰芯和架设气象设备的科研任务来

攀登珠峰，最终我们用了 13 天登顶，完

成了部分科研任务。

3次攀登珠峰的经历，标志了我不同

的人生阶段和攀登目标，从个人兴趣到集

体荣誉再到科学探险，珠峰见证了我从少

年到青年的成长经历和人生蜕变。

2017年，我在青海冰川科考的正常

攀登线路上意外踩碎了冰层，掉到一个

因为冰川融水而形成的巨大冰湖里。5
月份不是最热的时候，海拔 5500米已经

接近那个冰川顶端，身上还背着 20公斤

的科研仪器，我的身高掉进去根本踩不

到底。我手抓着冰镐探出水面，敲击周围

的冰层，找到了牢固的支点后翻身上来，

从遇险到成功自救不到 20秒钟，完全来

不及恐惧。直到回到营地才开始后怕，也

震惊于熟悉的冰川变得陌生了。

我忍不住回想起生命中有关冰川的

一切：曾经登顶 11 次的慕士塔格峰，15
年间，雪线退缩了 500米；2009年我越野

滑雪到北极点时，冰盖还很厚，现在已经

可以开船了。如果说之前气候变化对我

来说只是研究数据，那么在冰湖中经历

的生死 20秒，却让我切身感知到全球变

暖带来的危害，气候变化也和我的生命

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连接。

在 2023 年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大 会

（COP28）的讲台上，我展示了 3 组特殊

影像：2009 年北极点厚达 3 米的冰盖，

2018 年格陵兰融冰形成的网状河流，

2022年珠峰昆布冰川裸露出黑色岩壁。

冰川消融并非遥远的环保议题，它

关系着地球数十亿人的生命安全，影响

着沿海城市人们的生存空间。

20年于极致自然和雪山中的行走，

不经意间影响和改变了一个少年的一

生。只不过，20 年前仰望那座雪山的是

我，20 年后，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够影响

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加入保护冰川，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

我坚信旅行不该仅是消费景观的过

程，而是与自然建立深度连接的契机。

当代青年的旅行也不应止步于打卡拍

照。当你用冰镐敲击消融的冰壁，用温

度计测量退缩的雪线，旅行就成为了解

气候危机的“显微镜”和向自然寻求答

案的实践行动。

未来，我想会有更多年轻人走进冰

川，亲眼看见消融的冰舌——这是最生

动的气候课堂。或许，这才是旅行最深刻

的意义：让行走成为认知世界的眼睛，让

自然给予我们守护家园的勇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旅行不再是征

服，不再是消费，而是聆听生命的呼唤和地

球的脉搏，这就是旅行对青年成长的意义。

极地行走二十年 雪山少年已成冰川守护者
□ 张智杰

2025 年 5 月 19 日一定会是

我人生中最难以忘记的一天。这

一天，在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地、

“中国旅游日”的发祥地浙江宁

海，我获得了第十一届“当代徐霞

客”的称号。

作为一个立志“环游中国

600 城”“航拍中国 300 城”、走遍

全世界的旅行者，当我跨越时空，

在徐霞客当初踏上漫漫征程的起

点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门，遥

望天空，脑海中浮想联翩……

踏上“穷游中国”的旅程是在

9年前。当时，我在毕业时感到异

常的迷茫：人生到底该从事一份

怎样的工作才会适合自己、才会

让自己一生都不后悔？这对于我

来说是个非常难的问题。毕业后

的 3个月，我做了 3份完全不一样

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几

位热爱旅行的驴友结识，在一个

多月的仓促准备下开始环游中国

的旅行。

和刚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一起

进行长期旅行最能考验人，我们

的旅程出了意外，在一些观念、生

活方式的矛盾下，我被孤零零地“抛弃”在了离

家 2500公里外的中国最北端漠河。

内心挣扎了不知道多少次，在“灰溜溜回家

见父老”和“自己一个人闯一闯看世界”之间，

我选择了一条时至今日看起来仍然充满挑

战、充满困难的道路。为了能满足尽可能看更

多风景的心愿，乘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入住

最便宜的宾馆酒店成为了我当时“乞讨式”旅

行的常态。

虽然条件很苦，但这次旅程却成为我人生

正向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最宝贵的财富。天地为

伴，道义相识。在穷游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听

闻我的梦想后免费给我住宿的旅馆老板，结识

了家人身患癌症急需用钱但仍帮助我这个陌

生人的家庭，收获了一段段第一次相逢便掏心

待我的感动。

辗转数月后，我来到了北京，读书会的朋友

送给我一本连名字都非常珍贵的书——《正念

的力量》。那之后七八年的旅程中，正念仿佛一

直在与我相伴。

旅途过程中与各地人民交流，教外国朋友

说中国话；在撒哈拉沙漠周边城市时给当地

村民种树，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巴黎奥运会期

间，身着中国元素的太极武术服饰在巴黎核

心打卡地打太极拳，传播家乡的文化……我

很庆幸自己每一次随心即兴的旅程总能伴随

着平安归来。

从 2016年“穷游中国”，到现在足迹抵达 50
多个国家，有时候我也在怀疑自己是怎么坚持

下来的。

不得不说，我要感谢在我最为窘迫时带给

我温暖的、初次谋面的“陌生人”，他们有的已成

为我的好友。我要感谢这些年来飞速发展的中

国和互联网红利，让我有机会通过社交平台分

享自己的观点，用内容创作获得环游世界的旅

费。我要感谢那天抛下我一个人的驴友，是他们

给了我契机，间接让我走上了不同常规的道路。

感谢美好，感谢不美好，感谢好的，也要感

谢那些当时认为的“坏的”。

经常在互联网的生态中看到许多抱怨、吐

槽以及戾气，我想说，负能量的生活态度无法激

发你内心追求美好的潜意识。我们要接受大海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关关难过

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请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面对生活，正念的力量让人生更美好。

□ 刘玲燕（雁行江湖）

当我站在浙江宁海“当代

徐霞客”分享会的讲台，十年行

旅的光影在眼前流转：马来西

亚萤火虫点亮的河岸，撒哈拉

沙漠驼峰上的落日，珠穆朗玛

峰的鎏金雪冠。

望着台下青春洋溢的面

庞，徐霞客“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的箴言在会场回响。当青年

用脚步丈量山河，超越书页的

广度，生命的维度便在行走中

悄然拓展。

行路是认知的破壁机。斯

里兰卡那个暴雨突至的黎明，

我曾在渔村苦候日出未果。当

懊恼之际，海天之间倏然跃起

双道虹桥，让漫长的等待有了

意义。当我为了避雨，误入斯里

兰卡当地校园，语言不通的青

年将板球塞入我手中，我们在

泥泞场地上击球奔跑的欢笑，

让教科书里的文化多样性有了

温度。这种体验在越南下龙湾

愈发深刻——从广西桂林自驾

到越南的下龙湾，当我手持印

有喀斯特地貌的中越两国纸

币，地理课本中的板块运动理

论，在眼前具象为文明的对话。

韩国全州旅行，我像当地

人般穿梭于传统市场，亲手制

作韩式皮具挂饰。当针线在皮革间游走，旅游

手册里的“传统文化传承”不再是抽象概念，

而是匠人专注的目光和掌心温热的触感。

读万卷书给了我们智慧和想象的翅膀，

行万里路则给了我们扎根大地的力量和看清

世界的眼睛。行路的意义，正在于将平面的知

识转化为立体的认知。

困境是成长的淬火场。为了去潜水，马来

西亚仙本那的海上暴雨，曾将我们困在茫茫

大海中的一艘游艇上，自然的伟力令人战栗。

这份敬畏后来化作恩施鸡公岭的动力：650
米悬崖绝壁上，当我手指紧扣岩壁完成 950
米飞拉达攀爬，两小时里唯有心跳与风声为

伴。记忆犹新的是清晨 5点多，在辽宁本溪拍

摄，为了拍摄到喜欢的角度，我涉水时不慎跌

入激流，刺骨寒水中第一反应是高举相机，后

来回到酒店换下湿透的衣衫继续拍摄。旅行

中遇到的种种艰险，恰似徐霞客探幽洞穴的

火把，照见青年潜能的矿脉，最终沉淀为对生

命的赤诚礼赞。

风景是精神的显影液。新疆小白杨哨所

零下 30摄氏度的坚守，让“家国”二字有了温

度；俄罗斯跨年时，一江之隔的异国烟花照亮

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旅行十年，我在各大旅

游平台写下了 2300篇文章、剪辑了 510条视

频，这些内容并非简单的数字堆砌，而是一个

当代青年对徐霞客精神的致敬。

当徐霞客的毛笔化作当代青年的镜头，

每一次快门都是文明的接力。旅行十年，我觉

得，对当代青年而言，行万里路的意义正在于

以下几点：

它能拓展认知的经纬度。当不同文化不

断碰撞认知边界，包容便成为本能。在格鲁吉

亚第比利斯的老城，我目睹中世纪教堂与苏

联式建筑比邻而立。当地老人用俄语讲述斯

大林时期的往事，年轻人在涂鸦墙前跳街舞。

历史断层与新生代在此奇妙交融，彻底重塑

我对文明演进的理解。

它能淬炼生命的韧性。曾经在西藏羊湖，

无人机刚升空却突遇暴雨；在康定暴雪中，发

生了车辆 360度漂移。旅途中经历的这些生存

课、锻造出来的应变力，是书斋里难觅的宝藏。

它能锚定价值的坐标系。我的旅途中也

遇到了很多美好，新疆博斯腾湖零下 20摄氏

度的冰面上，我与渔民凿开冰层拉起千米渔

网，当第一尾鲤鱼跃出冰洞，众人欢呼着在严

寒中架锅煮汤。鲜美的鱼汤入喉的刹那，我突

然懂得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执着——

真正的富足不在占有多少风景，而在经历多

少值得热泪盈眶的瞬间。

十年行旅，74 万公里征程。世界早已不

是地图上的标记，它是萤火虫在掌心跳跃的

微光，是驼铃摇碎的沙漠斜阳，是无人机掠过

雪山时屏住的呼吸。在江布拉克的麦浪深处

守候午夜星河时，骤降的气温让手机瞬间罢

工，却让我的眼睛真正拥抱了银河的壮阔；在云

上草原，8米悬崖秋千荡向天际时，失重感撕扯

着肺腑，却让我在最高点望见了云雾蒸腾的山

河长卷。徐霞客用毛笔写就 60万字山河志，当

代青年以脚步续写新时代的“霞客行”。书本

赋予思想羽翼，行路铸就担当的筋骨。

青年朋友们，别让世界蜷缩在电子屏幕

的方寸之间。背起行囊，从最近的未知出

发吧，让风雨洗去稚嫩，让挑战磨砺锋

芒。当你们用脚步亲吻大地，终将在山河间

遇见更丰盈的自己——这是行走赠予青春

最好的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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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当代徐霞客”名单

张智杰

新媒体传播、乡村

振兴、生态保护

温 旭

科学探险、生态保

护、新媒体传播

张劲硕

科学探险、生态保

护、新媒体传播

刘玲燕

新媒体传播、遗产

保护、乡村振兴

孙莎琪

新媒体传播、乡村

振兴

陆 春

新媒体传播

路 生

科学探险、生态保

护、新媒体传播

袁蓉荪

遗产保护、生态保

护、新媒体传播

马 行

遗产保护、科学探

险、生态保护

杨 东

遗产保护、新媒体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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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时分，金山岭长城在云海的环绕下若隐若现，神秘而又庄严。 杨 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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