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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两个字，我们非常熟悉。
“希”是个形声字，早期字形由“爻”和
“巾”组成。“巾”是形旁，表示和布有关；
“爻”是声旁，代表读音，有人认为它在
这里也表示交错的针线。后来，上面的
部分发生了一些变化，演变成了现在的

“希”字。

“希”的本义是麻布织得不密。后
来泛指稀疏、不密。既然稀疏，那就意
味着数量少，所以引申为少、罕见（现在
这个意思多由“稀”来表示）。故宫养心
殿的西暖阁里有乾隆皇帝钟爱的一间
小书房，名为“三希堂”，其中一个原因
便是里面藏着王羲之的《快雪帖》、王献

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皆
“希世之珍”也。

东西不常见，大家就想要，所以
“希”引申为盼望、企求，比如“希望”“希
冀”等。又进一步引申为“仰慕”，比如
周敦颐曾经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
贤”，意思是“圣”效法于“天”，“贤”要向

“圣”靠拢，“士”要以“贤”为学习的对象
和目标。

“希”字经常出现在人名里，比如北
宋才子钱易，字“希白”；文学家范仲淹，
字“希文”；名臣包拯，字“希仁”；南宋名
臣真德秀，字“希元”；明朝有位官员叫

“周希圣”。

望，甲骨文像是一个人站在土堆
上举目远望。金文增加了“月”，表示
这个人望的是月亮，可能是想家了。
后来代表眼睛的“臣”被换成了代表
读音的“亡”，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

“望”字。
“望”的本义是向高远处看，比如

“遥望”“远望”“一望无际”。能望见，但
达不到或不能接近，这叫“可望而不可
即”。远望可能是在等待什么人或者期
盼出现什么场景，“望”由此引申为期
盼，比如“盼望”“渴望”等。在这个意义
上，就和“希”的意思相近了，于是组成
了“希望”。

“希望”的近义词有“期望”“企望”
“祈望”等。“期”表示约定时间见面，约
好以后，人们往往会“期待”这一天的
到来，所以“期”引申为希望、等待。

“企”的本义是踮着脚看，我们在等待

别人时，往往会踮起脚向远处看，希望
早一点看到那人的身影。“企望”就生
动地刻画了这种盼望的心情。“祈”字
左边的“示”是一个祭台，它表示向上
天或神明祷告。我们在期待见某个人
或者希望某件事能够实现的时候，往往
会向上天祈祷，所以“祈”也引申为希
望、请求。“祈望”生动地表现出这种迫
切、祈求的心情。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
艺委员会委员，文学博士，“三千字”品
牌联合创始人）

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新的新的希望希望
□□ 李李英英

1月5日是明代杰出的旅行家、地理
学家、文学家徐霞客诞辰日。公元1613
年 5 月 19 日，徐霞客在母亲的支持下，
开始了万里行并写下了第一篇游记：

“癸丑之三月晦至宁海出西门。云散日
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400多年后，
徐霞客出发的这个日子，被命名为“中
国旅游日”。

一个人的“国家地理”

徐霞客被誉为“旷世之游圣”。他
的出游既不是执行公务或者休闲度假，
也不是为了求法取经或贸易赚钱，而是
像地质学家丁文江称赞的以一介布衣

“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
徐霞客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人文地

理考察上，留下了百科全书式的《徐霞
客游记》。作为一个用双脚丈量大地的
实测地理学家，他否定了《尚书》中关于

“岷山导江”的错误结论，指出金沙江才
是长江的正源；作为岩溶地貌考察的先
驱，走访数千里考察了300多个洞穴，精
确的描述和用现代科学仪器测量的数
据几乎一致。

戴上“远游冠”，一生在路上

徐霞客的这些成就离不开不受世
俗观念限制的父母的支持，他的志趣脱
胎于父亲的志行纯洁与母亲的勤勉达
观。父亲徐有勉因为祖上受过科考舞
弊案的牵连，所以隐逸田园，也不希望
儿子追求功名。徐霞客从小喜欢看《水

经注》之类的地理书，立志要做一个“朝
碧海而暮苍梧”的大丈夫。母亲王孺人
42 岁高龄才生下徐霞客，却并不娇生
惯养。

父亲过世之后，母亲不把儿子拘束
在身边，而是鼓励他外出闯荡：“身为男
子，志在四方。羁留家园，一如篱内小
鸡，车辕小马”。母亲还亲手为他制作
了一顶帽子，史称“远游冠”。最初，徐
霞客怕母亲担心，先从近处开始，约好
时间回来，从不失约。每次他在出游和
孝亲之间犹豫，母亲总是说，她身体很
好，不用徐霞客挂念。男子汉大丈夫，
就应该远游四方。

一次，徐霞客从嵩山、少室山出来，
看到田中麦苗青青；到了陕州看到杏花
开放，进入潼关垂柳夹道、梨李参差，转
入泓峪，却是春风不度，层冰积雪犹满
涧。过坞底岔顶，复见桃花；出龙驹寨，
又是一番桃雨柳烟的景象。他想起已
到清明时节，不由触景生情，于是启程
返乡，经24天跋涉回家、用太和山的榔
梅为老母亲祝寿。

母亲80岁时，他想停止出游奉养，
母亲为了打消其疑虑，陪他就近旅行，一
路走在儿子前面，显示自己身体健康。
直到母亲病危，儿子才如同心电感应一
般赶回家中，守孝三年后再次出发。

有大爱的父母不受世俗约束

当时的人们都把考取功名视为正
途，其他都是“不务正业”，但徐霞客的
天赋和志趣与众不同——“寻山如访
友，远游如致身。”如果没有父母不拘于
世俗的教育和支持，就不会有大旅行
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所以，人称“弘祖
之奇，孺人成之”，意为徐霞客的奇特是
由母亲成就的。

封笔之作《朔江纪源》是最早被介
绍到西方的徐霞客著作。他几乎花费
了一生的时间来求解童年的疑问：长江
的源头在哪里？临死前才定稿，文末写
道：“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不与
河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远。”如果我们
不探究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和教育背景，
就无从知道其力量的源泉。从徐霞客
的家教中，我们看到一个有大爱的母亲
是不受社会标准的限制，理解并尊重孩
子的天赋，助力天赋发挥到极致，创造
出了超越时代的成就。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徐霞客：家有奇母成就旅游达人
□□ 李峥嵘

“到各地去看看”，相信这是所有孩
子共同的向往，我小时候也这样想。我
中学毕业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有的
同学考大学报地理专业，就是想到各地
去看看，现在管这叫“旅游”。

旅游的讲究可大了，各人旅游的收
益可以大不相同。苏东坡写过“庐山烟
雨浙江潮”的诗，没有去过的时候难受
得“恨不消”，真去了发现也就那么回
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关键在
于有没有看到“门道”。有的人旅游就
是拍纪念照、买纪念品，但是也有人一
路看一路问，回来有说不完的感想。旅
游不仅是休闲，假如出去前做准备，回
来后做整理，那旅游就成了一种学习。

这就很像古代的“游学”，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开阔视野，体验人生。其
实世界上最初的教育就是“游学”，课堂
教育是后来的事。孔子授课就不用教
室，许多大学者也都有游学的经历。司
马迁20岁左右就开始游各地的名山大

川，正因为有了一生三次远游的经历，
他的《史记》才会写得如此成功。

古代游学之风相当盛行，“仰观宇
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属于治学的重
要环节。如今随着技术的发展，“游学”
的方式早已今非昔比。有了摄影技术、
网络技术，已经可以通过图书“居家游
学”，或者通过云课堂“在线游学”，效率
大为提高。

《少年中国地理》是美丽和智慧交织
的产物，精美的图片配上启迪性的知
识，每一幅美丽山水的背后，都蕴含着
一番科学的道理。这种“游学”补充了
课堂教育的不足，可以将地质地理、水
文气象、动物植物，甚至于历史考古的
知识融为一体，渗透在锦绣山河的美景
里，让你在听故事、问道理的过程中，不
知不觉地增长见识。

（节录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为
星球研究所著《少年中国地理》所写的
推荐序）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经说：“每个人
心中都应有两盏灯光，一盏是希望的灯光，
一盏是勇气的灯光。”时值新年，让我们怀抱
希望，奋斗拼搏，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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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的中国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