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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旅行活动在社会阶级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ꎬ内容丰

富多彩ꎮ 与此同时ꎬ旅行交通得到了初步的开辟ꎬ逆旅与客舍也为奔波的旅人们提供了

早期的旅途食宿ꎮ 这些鲜明的特色无疑都深深地打上了先秦时期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

烙印ꎮ 而且ꎬ先秦时期的旅行活动还为后世储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ꎬ丰富了旅游文化的

内涵ꎬ在中国旅游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ꎮ
〔关键词〕先秦时期ꎻ黄河流域ꎻ旅行活动

先秦时期的人们主要居住、生息、繁衍在今天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ꎮ 其旅

行活动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今黄河中游河南西部的伊洛河平原、黄河下游今河北

平原中部ꎮ 今天黄河上游地区在先秦时期为游牧民族活动地区ꎬ主要表现为部

落迁徙活动ꎮ 而黄河下游地区的河道在先秦时期屡屡决堤改道ꎬ洪水任意泛滥ꎬ
也就不可能出现经常性的旅行活动ꎮ 因此ꎬ笔者所探讨的旅行活动主要集中在

今天的黄河中游流域ꎮ

一、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旅行活动的主要类型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旅行活动与其历史发展阶段密切相关ꎮ 原始社会氏族

部落时期的游踪是跟随部落兼并、部落迁徙、部落狩猎进行的ꎻ进入奴隶社会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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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的游乐开始具备了旅游活动的最早雏形ꎬ平民百姓也逐渐有了游乐的行

为ꎻ春秋战国时期ꎬ王侯游乐依然是主旋律ꎬ但同时也出现了使者奔波往返、士人四

处游说的政治旅行、商人熙熙攘攘来往贩运的商旅、平民百姓节日里难得的游娱ꎮ
(一)部落首领、帝王的巡游之旅

巡游是我国古代的统治者暂时离开国都或常驻地到境内领地进行巡视的一

种行为ꎬ因其鲜明的政治色彩ꎬ以及经济上的巨大消耗ꎬ往往只有社会上的高层

统治者才有资格拥有ꎮ
１. 部落首领的巡游之旅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ꎬ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舜就曾身体力行ꎬ外出巡视江河ꎬ
治理山川ꎬ开拓疆土ꎮ 他本人有着探幽历险的勇敢精神和睿智学识ꎮ 据记载:
“尧使舜入山川林泽ꎬ暴风雷雨ꎬ舜行不迷ꎮ 尧以为圣ꎬ尧乃知舜之足授天

下ꎮ 尧老ꎬ使舜摄行天子政ꎬ巡狩ꎮ”“巡狩”ꎬ亦可写作“巡守”ꎬ就是外出巡视所

统治疆土的意思ꎮ 舜的巡狩ꎬ可见于«尚书»:“岁二月ꎬ东巡狩ꎬ至于岱宗ꎬ柴ꎬ望
秩于山川ꎮ 八月ꎬ西巡狩ꎬ至于四岳ꎬ如初ꎻ十有一月ꎬ朔巡狩ꎬ至于北岳ꎬ如
西礼ꎮ 五岁一巡狩ꎮ” 〔１〕 晚年的舜帝还巡狩至南方ꎬ探险苍梧大地ꎬ终于打

通了自黄河中下游通向南方洞庭湖畔的道路ꎬ拓展了中原人民的视野ꎮ
２. 帝王的巡游之旅

周朝诸多的帝王中ꎬ最热衷旅行的当属周穆王ꎬ他是西周的第五代国君ꎬ史
载他“不恤国事ꎬ不乐臣妾ꎬ肆意远游” 〔２〕ꎬ其游踪被详细记录在«穆天子传»中ꎮ
在这部书里ꎬ详细地记述了周穆王西巡途中的所见所闻ꎬ以及他们长驱万里ꎬ历
名山ꎬ游绝境ꎬ登瑶池与西王母宴饮、诗酒相和ꎬ依依惜别的情景ꎬ是先秦时期最

具代表性的游记作品ꎮ
周穆王的西巡是一次威武雄壮的帝王之旅ꎮ 在这次旅程中ꎬ有被称为“七

萃之士”的随从ꎬ有天下第一等的驾驭手造父驾驶的八骏马作为旅行交通工具ꎬ
有地理通伯夭当导游员ꎮ 旅程的起点是王都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韦曲镇西

北)ꎬ目的地是西王母国土ꎮ 浩浩荡荡的旅行队伍还带有大批中原出土的精美

丝织品和铜器、贝币等礼物ꎮ 周穆王一路途径犬戎族、曹奴人、剞闾氏、鄄韩氏等

羌、塞人聚居的地方ꎬ目睹了殊方异域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ꎬ虔诚地祭祀山河ꎬ
兴致勃勃地行围狩猎ꎬ十分愉快地与各民族首领互赠礼物ꎬ采集了不少珍奇、玉
石、鸟兽ꎬ游到了乐而忘归的地步ꎮ

(二)官僚贵族的政治之旅

周王室为巩固自己的统治ꎬ加强对分封诸侯的控制ꎬ从政治到文化制定了一

套完整的宗法制度ꎬ即所谓的“制礼乐”ꎮ 按照这种制度的规定ꎬ诸侯受封后虽

然成为一个地方邦国ꎬ但并非完全独立ꎬ周天子对诸侯有巡狩权、命官权、迁爵权

等ꎻ诸侯对天子则必须尽朝聘、进贡、出兵役、劳役等义务ꎮ 礼乐制度的建立ꎬ使
周王室对各诸侯国有了统一完善的管理ꎬ同时也把天子诸侯、外交宾客、莘莘学

子、谋臣策士推上了漫漫旅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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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宾礼ꎬ主要由朝见礼、聘问礼、会盟礼构成ꎮ 朝见礼要求诸侯按照“千里

之内岁一见ꎻ千里之外ꎬ千五百里之内ꎬ二岁一见ꎻ千五百里之外ꎬ二千里之内ꎬ三
岁一见ꎻ二千里之外ꎬ二千五百里之内ꎬ四岁一见” 〔３〕 的规则朝见周天子ꎮ 而天

子也派使节“闲问以谕诸侯之志ꎬ归胀以教诸侯之福ꎬ贺庆以赞诸侯之喜ꎬ致会

以补诸侯之灾ꎮ”“时聘以结诸侯之好”ꎮ 诸侯之间亦须每年互派大夫“相问”ꎬ谓
之“小聘”ꎬ每三年互派国卿“相聘”ꎬ谓之“大聘”ꎮ 朝聘会盟活动极为频繁ꎮ 届

时ꎬ诸侯们都要组成朝见行旅队伍ꎬ携带珍玩、玉帛、兽皮和奇特产品浩浩荡荡赶

往天子都城ꎮ 于是ꎬ周道上年年月月频繁地奔驰着宾礼车马ꎬ朝聘者高唱着“皇
皇者华ꎬ于彼原陈ꎮ 马先马先征夫ꎬ每怀靡及ꎮ 我马维驹ꎬ六辔如濡ꎬ载驰载驱ꎬ
周爰咨诹” 〔４〕的旅行之歌ꎮ

此外ꎬ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相争ꎬ政局变幻莫测ꎬ周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为

了联络感情ꎬ还经常促成政治联姻ꎮ 这种隔山隔水、长途跋涉的婚旅队伍ꎬ也成

为春秋战国时期旅行文化的重要内容ꎮ
(三)忧国忧民的士人之旅

春秋战国时期ꎬ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ꎬ导致宗法制度的解体ꎬ文化开始下

移ꎬ平民阶层与文化知识的结合ꎬ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最早的知识分子阶层———
士ꎮ 他们凭借个人的文化修养、知识才能、思想主张来为社会服务ꎬ并期望达到

“以士求仕”的“以布衣取卿相”的目的ꎮ
１. 游学之旅

春秋末年ꎬ礼崩乐坏ꎬ教育作为曾经被官府、贵族垄断的高雅文化ꎬ逐渐开始

下移ꎬ走向社会ꎬ走进私门ꎮ 大批渴求知识的莘莘学子ꎬ不畏艰辛ꎬ不辞路遥ꎬ争
先恐后踏上投师问学的旅途ꎮ 如孔子从鲁邑曲阜游学周之洛邑ꎬ问礼于老子ꎻ魏
人杨朱游学于老聃ꎬ荀卿游学齐稷下学宫ꎻ道家的尹文、慎到、环渊、名家田巴也

曾千里迢迢游学于齐都稷门外学宫ꎬ相互切磋学问ꎬ陈述观点ꎬ自由辩论ꎻ洛阳人

苏秦和魏人张仪年轻时也曾离开故土ꎬ到陕西拜鬼谷子为师ꎻ〔５〕 韩非和李斯也

曾离开自己的国家远赴赵国ꎬ向荀况求学帝王之术ꎮ〔６〕 旅行求学的游子们以充

满求知欲的心态和文学之士的气质ꎬ审视自然山水ꎬ领悟人生哲学ꎮ 章必功先生

说:“先秦游学ꎬ是最早的民间文化旅行”ꎮ〔７〕

２. 游说之旅

游说之旅的参与者大都是当时社会中掌握文化知识的士ꎮ 他们周游列国ꎬ
以求仕为目的ꎬ以布衣结交诸侯为手段ꎬ是一种典型的沉浮于宦海的功利旅

行ꎮ〔８〕在周天子权威摇摇欲坠的春秋战国时代ꎬ诸侯之间虎视眈眈ꎬ竞相争霸ꎬ
企图一统天下ꎬ各诸侯国出于战争的需要ꎬ纷纷招揽人才ꎬ为一心求仕的知识分

子创造了大量的机会ꎬ来实现他们“治国平天下”和“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ꎮ
“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ꎬ各引一端ꎬ崇其所善ꎬ以此驰说ꎬ取合诸侯”ꎮ〔９〕 士人们

奔走于各国之间ꎬ朝秦暮楚ꎮ 权贵们盛行“纳贤养士”之风ꎬ招募游说的门客ꎬ为
之出谋划策ꎮ 诸子百家渴望朝为田家郎ꎬ暮登天子堂ꎬ竞相研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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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与方法ꎬ朝秦暮楚ꎬ遍游列国ꎬ标榜自己的学说和主张ꎬ企图凭借论辩之

术ꎬ获得诸侯、私家的赏识ꎬ从而达到以布衣取卿相的功利目的ꎮ
(四)利来利往的商人之旅

原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开商旅之先河ꎬ为商旅的产生和发展立下汗马

功劳ꎮ 商部落的畜牧业一直比较发达ꎬ商汤七世祖王亥善于管理ꎬ精于畜牧ꎬ部
落的牛羊成群ꎬ铺山盖野ꎮ 据 «山海经» «竹书纪年» «楚辞天问» 和甲骨

«卜辞»记载ꎬ王亥与其弟王恒ꎬ都曾驱赶大批牛羊去黄河以西ꎬ与有易和河伯各

部交易ꎮ 王亥兄弟的“牛羊之旅”开创了商旅的先河ꎬ架起了部落沟通的桥梁ꎬ
扩大了人们的地域地理概念ꎬ为随之而来的商业旅行队伍和文化旅行做出了榜

样ꎮ 此后的殷商人 “肇牵车牛ꎬ远服贾” 〔１０〕ꎬ以长途贩运为生ꎮ 他们赶着奴隶、
牲畜、农副品经营四方ꎬ最北到达今长城以北 ３００ 公里的辽宁昭乌达盟克什克

旗ꎻ最东到达今山东海阳等地ꎻ最西到达陕西境内的西周发源地ꎻ最南已抵达今

湖北、湖南地区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虽然战火纷飞ꎬ但晋国为了争霸、当盟主ꎬ积极推行晋文公的

“轻关、易道、通商”政策ꎬ放松关卡ꎬ修筑道路ꎬ允许商人自由出入贸易ꎮ 甚至ꎬ
签订盟约ꎬ规定不能阻止各国商人贩卖粮食ꎬ不能拒绝招待各国商人ꎮ 使“天下

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市”ꎬ“天下之旅皆悦而出于其路” 〔１１〕ꎬ客观上保护和促进了

商旅活动的发展ꎮ 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王对商旅活动的重视ꎬ使得“市井”之业ꎬ
朝野瞩目ꎬ“市井”之人ꎬ大备于时ꎮ〔１２〕东方齐国的“文采布帛鱼盐”ꎬ南方楚国的

皮革、黄金、玳瑁、玉、锡、水果ꎬ西方秦国的丹砂、石、铜、铁、竹、木ꎬ北方燕国的

“鱼盐枣粟之饶”ꎬ往来交易ꎬ周流天下ꎮ 他们为了“市贾倍蓰”而奔走四方ꎬ也就

顾不得“关梁之难ꎬ盗贼之危”了ꎮ〔１３〕商人们走南闯北、东西逐利的行迹ꎬ遍布九

州大地ꎬ编织了旅行通路ꎬ增加了先秦旅行文化内涵ꎮ
(五)平民的游乐之旅

夏商周三代ꎬ奴隶们当然是无权利享受旅行的乐趣的ꎬ但处于奴隶主和奴隶

之间的自由民却是能够分享山水自然的美与乐的ꎮ 如«诗经卫风考槃»描
述了人们对山林的留恋ꎻ«诗经陈风东门之枌»叙述了陈国那男女在良辰美

景中会舞于白榆树下、市井之上的欢乐ꎻ«诗经王风君子阳阳»在记叙了情

人相约出游的无穷乐趣ꎻ«诗经小雅伐木»则生动叙述了自由民歌舞宴饮的

快乐:“伐木于阪ꎮ 酾酒有衍ꎮ 笾豆有践ꎬ兄弟无远ꎮ 民之失德ꎬ乾糇以愆ꎮ 有

酒胥我ꎬ无酒酤我ꎮ 坎坎鼓我ꎬ蹲蹲舞我ꎮ 迨我暇矣ꎬ饮此湑矣ꎮ”人们对乐舞的

追求ꎬ对田园风光和自然美的关注或凝望ꎬ开创了自然景观旅行审美的先河ꎮ

二、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旅行活动的特点

先秦时期ꎬ尽管经济落后、物资匮乏ꎬ但人们并没有停止对自然美的追求与

欣赏ꎮ 在早期出现的文化城邦中ꎬ游乐活动四季皆有ꎮ 同时ꎬ旅行交通得到了初

步的开辟ꎬ逆旅与客舍也为奔波的旅人们提供了早期的旅途食宿ꎮ 这些鲜明的

—３８１—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旅行活动研究



特色无疑都深深打上了先秦时期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烙印ꎮ
(一)旅行娱乐以游牧、苑囿游赏、城市游乐为主

先秦时期ꎬ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在旅行途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来

愉悦自己的心情了ꎮ 比如当时旅行娱乐规模最大的当属游牧ꎬ也就是打猎ꎬ是一

种不以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狩猎活动ꎬ因此跟一般的狩猎有着很大的不同ꎬ在历

史上多有记载ꎮ 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里的«车攻»«吉日»二文所写

的就是游牧的内容ꎮ 游猎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单纯取乐的旅行ꎮ
夏商时期的游猎一般在田野中进行ꎬ故称“田猎”ꎮ 从商代后期开始ꎬ天子

诸侯游猎一般在最早的园林形式———“囿”中进行ꎮ “囿”是专门蓄养禽兽的场

所ꎬ主要供帝王狩猎ꎬ也兼作宫廷膳食和贡品的供应地ꎮ 囿的四周用垣墙圈筑ꎬ
囿内有天然植物ꎬ也有人工种植的树木果蔬ꎬ并开凿水池以作灌溉ꎮ 囿中一般都

有土堆筑成的高台ꎬ用以登高远眺ꎮ 台上建屋ꎬ称为“榭”ꎬ可在此停留观赏风

景ꎮ 正如郑玄所说:“国之有台ꎬ所以望气祲、察灾祥、时观游”ꎮ〔１４〕殷商王室对游

猎也是乐此不彼ꎬ卜辞中有多条记载商王游猎之事ꎮ 西周特地开辟了游猎场所ꎬ
如«大雅灵台»云:“王在灵囿ꎬ麂鹿攸伏”ꎬ并规定游猎场所的规模:“天子百

里ꎬ诸侯四十里”ꎬ并特设“驺虞”的官职ꎬ专门负责管理苑囿和游猎诸事ꎮ 东周

的宫廷游猎非常红火ꎬ周宣王东巡甫田游猎ꎬ“我车既攻ꎬ我马既同ꎬ四牡庞庞ꎬ
驾言祖东ꎮ 田车既好ꎬ四牡孔阜ꎬ东有甫草ꎬ驾言行狩ꎮ 四黄既驾ꎬ两骖不

猗ꎮ 不失其驰ꎬ舍矢如破ꎮ 萧萧马鸣ꎬ悠悠旆旌ꎮ 徒御不惊? 大庖不盈?” 〔１５〕ꎬ展
现了射猎的欢乐情景和对此次狩猎的赞扬ꎮ 像这种形式的游猎在东周时期比较

频繁ꎬ一年四季不停歇ꎮ 而且根据季节不同还有不同的命名ꎬ如春猎称为“搜”ꎬ
夏猎称为“苗”ꎬ秋猎称为“狝”ꎬ冬猎称为“狩”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游猎成为宫廷

普遍追求的娱乐方式ꎮ 各国诸侯争行天子“田狩之事ꎬ园囿之乐”ꎮ 如“齐哀公

好游猎ꎬ从禽兽而无厌ꎬ国人化之ꎬ遂成风俗”ꎻ楚襄王“游于云梦ꎬ结驷千乘ꎬ旌
旗蔽日ꎬ野火之起也若云帆ꎬ兕虎嗥之声若雷霆ꎬ有狂兕牂车依轮而至ꎬ王亲引

射ꎬ壹发而殪ꎮ 王抽旃旄而抑兕首ꎬ仰天而笑曰‘乐矣ꎬ今日之游’”ꎮ〔１６〕 千乘的

规模ꎬ宏大的场面ꎬ猎射的车马驰驱之欢ꎬ酣畅淋漓ꎮ
皇家苑囿不仅是帝王诸侯游猎的场所ꎬ还是他们游乐、休憩的主要目的地ꎬ

这些风景秀美、功能齐全的苑囿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游览审美活动的客体ꎮ 如夏

桀曾大修倾宫、瑶台ꎬ“作酒池、肉林”ꎬ携妹喜、琬、琰三位美女终日在此游乐ꎮ
其中酒池大可行舟ꎬ常 “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ꎬ醉而溺死者ꎬ妹喜笑之以为

乐”ꎮ〔１７〕商纣王建造鹿台ꎬ“七年而成ꎬ其大三里ꎬ高千尺ꎬ临望云雨”ꎬ又“造倾

宫ꎬ作琼台ꎬ瑶台ꎬ饰以美玉”ꎬ“使师涓作新淫声ꎬ北里之舞ꎬ靡靡之乐ꎮ 以

酒为池ꎬ以肉为林ꎬ为长夜之欢”ꎮ〔１８〕楚昭王游荆台时ꎬ“左洞庭之波ꎬ右鼓蠡

之水ꎬ南望猎山ꎬ下临方淮ꎬ其乐使人遗老而忘死”ꎮ〔１９〕 楚襄王也是“登高必赋”ꎬ
今日游云梦浦ꎬ明日游云梦之台ꎬ常常“驰骋乎云梦之中ꎬ而不以天下国家为

事”ꎮ〔２０〕此外ꎬ周灵王筑昆昭之台、齐景公筑路寝台、楚庄王筑层台、楚灵王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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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台、吴王夫差筑姑苏台ꎬ也都是以游乐为主要目的的ꎮ 他们畅游其间ꎬ“恒舞

于宫ꎬ酣歌于室” 〔２１〕ꎬ流连忘返ꎮ
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ꎬ城市的娱乐活动也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发展、活跃起

来ꎮ 如齐都临淄“甚富而实ꎬ其民无不吹竽鼓瑟ꎬ弹琴击筑ꎬ斗鸡走狗ꎬ六博蹴鞠

者” 〔２２〕ꎬ文艺生活丰富多彩ꎻ邯郸还出现了艺妓舞女为富商弹琴、唱歌、跳舞的娱

乐项目ꎻ新郑虽然城市不大ꎬ“出其东门ꎬ有女如云”ꎬ “出其闉闍ꎬ有女如菟”ꎬ也
是“郑声”“郑姬”ꎬ声绵绵ꎬ舞翩翩ꎬ一幅热闹繁华的景象ꎮ 先秦时代出现在城市

里出色的诸姬歌舞、多样的乐器演奏、活泼有趣的游戏互动ꎬ显然是有明确消费

主体的ꎬ他们或是商人、或是学士ꎬ也或是平民ꎮ 这些每日上演于城市当中的娱

乐活动ꎬ为他们的旅途增添了很多的审美享受ꎮ
(二)旅行交通初步开辟

春秋战国时期ꎬ道路平坦宽阔ꎬ交通工具日趋完善ꎬ管理十分有序ꎮ 周天子

曾设职官司空经常维修道路ꎻ去陂障泽潦建造川上桥梁ꎻ在道路两旁种植树木ꎬ
作为道路标记ꎻ于四郊设置屋庐ꎬ储藏食物等等ꎮ 在这种有效的管理之下ꎬ西周

在国都洛邑和东都洛阳之间修建了一条平坦宽广的道路ꎬ号称:“周道如砥ꎬ其
直如矢ꎮ 君子所履ꎬ小人所视ꎮ”路旁的景色也十分美好ꎬ“昔我往矣ꎬ杨柳依依ꎬ
今我来思ꎬ雨雪霏霏” 〔２３〕ꎮ 除陆路交通外ꎬ周人还十分注意发展水运交通ꎮ 魏国

西门豹曾领导人民开凿了 １３ 条渠道ꎬ引漳水灌溉邺下ꎻ魏惠王十年(公元前 ３６０
年)又开凿兴修了鸿沟运河ꎮ 它西起荥阳(今河南荥阳)ꎬ北引黄河水向东流经

大梁(今河南开封)ꎬ再转而向东ꎬ流入淮河ꎮ 沿途流经宋、陈、蔡、曹、卫等国ꎻ郑
国也修筑了郑国渠ꎬ沟通泾水和北洛水ꎬ长达 １５０ 公里ꎻ吴国为争霸中原而开凿

了邗沟ꎬ贯通了黄河、济水、汝水、淮水、泗水和长江等水道ꎬ形成了纵横交错、南
北沟通的经济交流渠道ꎬ客观上也为旅行者打开了通途ꎮ

交通工具是人们外出时的必备脚力ꎮ 夏禹时代的人们已经学会了车的制作

和使用ꎻ商汤时已经驯畜挽车代替人力ꎬ“王亥服牛”“相土乘马”就是明证ꎻ宗周

时期的车已经发展了很多类型ꎬ如人挽的辇车、牛拉的舆车、供打仗用的戎车、载
客人的路车等等ꎮ 先秦时期的马车是最常见的旅行交通工具ꎬ一般都是双轮、独
辕ꎬ带有车厢ꎮ 用两匹马驾驶的车称为“骈”ꎬ用三匹马驾驶的称为“骖”ꎬ用四匹

马驾驶的称为“驷”ꎮ 车厢上的车盖是活动的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拆装ꎬ主要的

功能是遮阳避雨ꎮ 制造一辆车ꎬ需要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等多道工序ꎬ其部

件和马饰多达几十种ꎬ不少富贵人家大量使用金玉、彩绸来装饰爱车ꎮ 如卫庄公

夫人庄姜的座车“四牡有骄ꎬ朱巾贲鏕鏕ꎬ翟茀以朝” 〔２４〕ꎬ 其制作之精美ꎬ让人赞

叹不已ꎮ 马车的大量使用也造就了一批技术精湛的驭手ꎬ“四黄既驾ꎬ两骖不

猗ꎻ不失其矢ꎬ舍矢如破” 〔２５〕 “两服上襄ꎬ两骖雁行ꎮ 叔善射忌ꎬ又良御忌ꎮ
抑磬控忌ꎬ抑纵送忌” 〔２６〕ꎬ描绘了驭手高超的驾驶技术ꎮ

走水路的代步工具是舟ꎮ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舟的发展ꎬ虽然慢于车ꎬ但夏代

人的操舟技术已很高明ꎬ如«论语宪问»中就曾赞赏后羿说:“善射ꎬ奡荡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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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中还曾记述说:“浇伐斟ꎬ大战于潍ꎬ灭之”ꎮ 可见ꎬ浇当年已将船应

用于水战ꎬ说明当时人们的操舟技术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ꎻ殷人的造船技术

相当高明ꎬ他们已经会注意舟底的弧度ꎬ把舟两头上翘ꎬ加大舟舱ꎬ使舟在行驶中

运货增多ꎬ速度加快等等ꎻ到宗周时ꎬ出现了“天子造舟ꎬ诸侯维舟ꎬ大夫方舟、土
特舟、庶人乘桴”的可观局面〔２７〕ꎮ

(三)逆旅与客舍提供了早期的旅途食宿

专门为旅客服务的旅馆的问世大概在夏商周三代ꎬ春秋时期得到了快速的

发展ꎮ 周文王还曾专门针对行旅者发布诏书«告四方游旅»:“游旅旁生忻通ꎬ津
济道宿ꎬ所至如归”ꎮ〔２８〕 这段话向旅行者交代了便利的旅馆接待情况ꎬ从另一个

侧面也反映了旅行者数目之大ꎬ以至于引起政府的重视ꎮ
１. 民间旅店

这些旅馆有庶人开的ꎬ就在他们紧邻交通要道附近简陋的家或邑ꎬ利用农耕

之余ꎬ为过往、停留的商贾或旅行者提供休憩、食宿服务ꎬ最早称之为“逆旅”“客
舍”“宿舍”等ꎬ是最早的民间旅店ꎮ “逆”是迎接的意思ꎬ“逆旅”即指迎接旅客

的旅店ꎮ 逆旅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时已出现ꎮ 据«晋书潘岳传»云:“许由辞

帝尧之命ꎬ而舍于逆旅”ꎬ这时的逆旅仅是指提供休息之用而非专门提供食宿为

业的旅店ꎮ 到春秋之后ꎬ逆旅开始普遍ꎬ不时见诸史籍ꎮ «庄子山木»曰:“阳
子之宋ꎬ宿于逆旅ꎬ逆旅人有妾二ꎬ其一人美ꎬ其一人恶”ꎻ«国语晋语»载ꎬ“阳
处父如(入)卫ꎬ反(返)ꎬ过宁ꎬ舍于逆旅宁嬴氏”ꎮ 战国时李悝、商鞅推行重农抑

商政策ꎬ私营逆旅业受到严重打击ꎬ但由于其对旅行者和开办者双方都有好处ꎬ
“行者赖以顿止ꎬ居者薄收其直ꎬ交易贸迁ꎬ各得其所”ꎬ私营旅店最终顽强地生

存下来ꎮ 战国时期ꎬ由于古代商品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ꎬ这种民间旅店在发

达的商业和交通的推动下ꎬ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ꎬ一部分人从农耕中脱离出来ꎬ
成为专门从事旅馆业务的商人ꎮ 如与墨子并称“杨墨”的杨朱ꎬ在宋国投宿的逆

旅就是丈夫为店主ꎬ妻妾二人为伙计的民间旅店ꎮ〔２９〕

２. 豪门客舍

豪门贵族因为“招贤纳士”的政治需要ꎬ私家出资开办和设置专门招徕门客

的旅馆ꎬ称之为“客舍”ꎮ 一般分为三等:上等名叫“代舍”ꎬ来此住宿的人ꎬ食有

鱼ꎬ出有车ꎻ中等名叫“幸舍”ꎬ来此住宿的人ꎬ食有鱼ꎬ出无车ꎻ三等名叫“传舍”ꎬ
只供应粗茶淡饭ꎬ来此住宿的人食无鱼ꎬ出无车ꎮ

３. 朝廷和侯国的国宾馆

国宾馆有朝廷经营的ꎬ也有诸侯经营的ꎬ规模、设备和服务在当时都是比较

先进的ꎮ 据«国语周语»记载ꎬ当时在国郊及野的道路旁ꎬ５ 公里有庐ꎬ备有饮

食ꎻ１５ 公里有宿ꎬ筑有路室ꎻ２５ 公里有市ꎬ设有诸侯馆ꎬ供各国使臣和过客享用ꎻ
在边境上还有专门的迎宾员———候人ꎬ随时招待ꎻ王室专门设置司空一职管理国

宾馆ꎮ «秩官»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敌国宾至ꎬ关君以告ꎬ行理以节迎之ꎮ 候人

为导ꎬ卿出效劳ꎬ门尹除门ꎬ宗祝执祀ꎬ司空授馆ꎬ司徒具徒ꎬ司空视涂ꎬ司寇诘奸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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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人入林ꎬ甸人积薪ꎬ火师监燎ꎬ水师监濯ꎬ膳宰致餐ꎬ廪人致饩ꎬ司马陈刍ꎬ工人

展车ꎬ百官以物至ꎬ宾至如归ꎬ是故大小莫不怀爱”ꎮ〔３０〕 由此可见ꎬ当时的宾客进

入国宾馆就有人相迎ꎬ随之ꎬ喂马的、存车的、扫房的、做饭的各司其职ꎬ宾客所需

的物品ꎬ能保证及时供应ꎬ显现出有条不紊的经营秩序和高规格的管理制度ꎮ

三、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旅行活动的意义与价值

先秦时期ꎬ是旅行活动的萌生时期ꎮ 此时ꎬ发生在经济最发达地区———黄河

流域的旅行活动堪称中国旅游的源头ꎬ价值珍贵ꎬ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ꎮ
(一)先秦时期的旅行活动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旅行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密切相联的ꎮ 黄河流域领域广

大ꎬ腹地纵深ꎬ回旋天地开阔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原始踪迹ꎮ 早

在旧石器时代ꎬ黄河流域就生活着大量的原始人ꎮ 新石器时代ꎬ黄河流域的“新
人”们已经拥有了雕刻器、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等细石器ꎬ还发明了弓箭和标枪ꎬ
已经学会使用骨针、骨锥缝制兽皮衣服ꎮ 此时的人口数量也明显增多ꎬ活动地域

范围明显加大ꎮ 群居的“新人”组成一个个部落氏族ꎬ逐渐创造了原始农业和原

始畜牧业ꎬ以部族为单位的原始迁徙便开始随之上演ꎮ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ꎬ
部落通过迁徙、合并形成部落联盟ꎬ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增长、剩余劳动出现、
家庭奴隶出现ꎬ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日益增多、财产分化和家庭

私有进一步滋长、掠夺奴隶与财富战争的频繁ꎬ人口的流动范围愈来愈广大ꎬ更
多的旅人们行走在奔忙的道路上ꎮ 而此后的夏、商、西周ꎬ是我国奴隶制经济向

上发展ꎬ并达到鼎盛的时期ꎮ
此时ꎬ一方面ꎬ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们的旅行提供了更为稳妥的物质保

障ꎬ使得先秦时期的旅行大体具备了必要的基本条件ꎬ例如有大路、有小道、有车

马等交通工具ꎬ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货币ꎬ有专门的旅馆、逆旅、帐幕来接待

旅人ꎬ天子巡行还可在诸侯的宗庙和宫室中暂住等等ꎮ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ꎬ
先秦时期ꎬ旅人们的足迹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史籍中记载的范

围ꎬ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物质丰富程度ꎬ这样的旅程是

无法实现的ꎻ另一方面ꎬ先秦时代尽管是农业社会ꎬ但其小国林立ꎬ使者往来穿梭

其间ꎻ战争频繁ꎬ人民颠沛流离ꎬ不断迁徙ꎻ思想开放ꎬ治国学说流派如百花齐开ꎬ
抱有各种政治目的的文人奔赴各国ꎬ激情游说ꎮ 整个社会交往已达到相当的水

平ꎬ许多民众也都萌发了出行的需求ꎮ 这样一来ꎬ经济的发展为旅人们提供了物

质基础ꎬ文化的发展为旅人们点燃了出行的热情ꎬ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ꎬ极大

地促进了旅行活动的快速发展ꎬ行色匆匆的旅人们也就越来越多ꎮ 这一点在很

多历史文献中都能找到例证ꎮ 例如ꎬ«易经»的经文一共有 ６４ 卦ꎬ３８４ 爻ꎬ其中就

有专讲述旅行的“旅”卦ꎮ 除此之外ꎬ在其他卦的卦爻辞中ꎬ研究人员还检索出

含有旅行方面内容记载的卦有 ４６ 个ꎬ占 ６４ 卦的 ７３％ ꎬ爻辞 ９７ 条ꎬ约占 ３８４ 爻的

２５％ ꎬ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出行之频繁ꎬ以及人们对旅行活动的重视程度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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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秦时期的旅行活动为后世储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对于深居内陆的农耕民族来说ꎬ横亘于大地上的大河巨流是他们难以逾越

的天堑ꎬ因此先秦时期的人们特别重视对大江大河的征服ꎬ为后世总结了不少成

功渡河的经验ꎮ 例如ꎬ«易经»卦九二爻辞中就有“包荒ꎬ用冯河ꎬ不遐遗”的记

载ꎬ说的就是利用挖空的大葫芦来渡河的方法ꎮ “涣”卦卦辞«彖传»中也有“乘
木有功也”的说法ꎬ即是利用挖空的树木来渡过江河ꎬ通达远方ꎮ〔３１〕

除了旅行技能的经验总结外ꎬ先秦时期的旅人们还在长途的旅行生涯中总

结了许多提高旅人个人修养ꎬ规范旅人个人行为的经验教训ꎬ此类事例大多集中

见记于«周易»之“旅”卦ꎮ 如“旅”卦上九爻记载:“旅人先笑ꎬ后号咷ꎻ丧牛于

易”ꎬ说的就是旅人因不尊当地礼法ꎬ言行不当而被杀的悲惨事件ꎬ教导后世旅

行者一定要遵守旅行规范ꎬ约束自己行为ꎬ避免破坏人际关系ꎬ给自己带来不必

要的损失甚至是杀身之祸ꎮ 此类对旅行者起教导作用的记载在«周易»中非常

多见ꎮ 诸如ꎬ“需”卦中有大量词句提醒旅行者要耐心等待ꎬ不可盲目冒险ꎬ要审

时度势ꎬ不可轻举妄动ꎻ“讼”卦中“同人于野ꎬ亨”ꎬ教导旅行者切不可自私自利ꎬ
只有与旅伴和睦相处ꎬ同心同德ꎬ才能齐心协力ꎬ共渡难关ꎻ“旅”卦中“旅琐琐ꎬ
斯其所取灾”ꎬ是告诫旅人在旅途中切不可目光短浅ꎬ斤斤计较ꎬ或行为猥琐ꎬ或
骄横不羁ꎬ否则会招致意想不到的祸患ꎮ〔３２〕

(三)先秦时期的旅行活动丰富了后世旅游文化的内涵

«诗经»“郑风”的«溱洧»堪称我国最古老的一首描写旅行活动的诗ꎮ 诗中

反复描绘咏赞了自然景观的优美、人文群体的热闹、民俗的特色独具ꎬ为历代文

人墨客传诵至今ꎮ 诗中的“冶游”一词ꎬ受到后世诸多文人的效仿ꎬ如乐府«子夜

四时歌»中就有“冶游步春露ꎬ艳觅同心郎”的诗句ꎬ李商隐在«无题诗»中也曾写

道:“见我佯羞频照影ꎬ不知身属冶游郎”ꎮ 由此可见ꎬ自«溱洧»始创“冶游”ꎬ传
及后世ꎬ“冶游”一词已然成为野游的代名词ꎬ成为特指在春天或其他节日里青

年男女外出散游的一种活动ꎬ极大地丰富了后世旅游文学作品的内涵ꎮ
先秦时期旅行活动的价值ꎬ不仅在于用文字记录了丰富多彩的内容ꎬ还在于

通过大量的旅行实践总结了丰富的旅行哲理ꎬ对后世的旅游文化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和影响ꎮ 例如ꎬ孔子曾经游历鲁、齐、卫、陈、蔡、楚等多个诸侯国ꎬ遍览山

川名胜ꎬ每到一处问俗、习礼、游学、布道、讲授、歌咏、乐舞ꎬ内容十分丰富ꎮ 在漫

长的旅行生涯中ꎬ孔子增长了见识ꎬ陶冶了情操ꎬ磨砺了意志ꎬ也体验了乐趣ꎮ 因

此ꎬ他十分重视旅行的作用ꎬ在«论语»中他把旅行视作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
进学问的重要途径ꎬ把旅行视作个体人格发展的理想之路ꎬ甚至把旅行视作积极

从政的必由之路ꎮ “知者乐水ꎬ仁者乐山ꎮ 知者动ꎬ仁者静”是他最著名的旅行

总结ꎮ 在这里ꎬ孔子把自然界的山、水与修养、气质、个性品格等人文因素密切相

连ꎬ他认为凡是人具有的美德ꎬ都可以赋予山水ꎬ另一方面人也可以从山水游历

中得到愉悦与升华ꎮ 孔子的观点在人们对天地、山川、风雷顶礼膜拜的时代ꎬ大
胆赋予了人类与自然处于同等地位、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关照的知己力量ꎬ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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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们进入了一个人类与山水融合的新的审美境界ꎬ把人们的旅行活动上升到

了理论的层面ꎬ至今依然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旅游审美情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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