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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漫游散记》和《苏俄旅行记》这二部别具一格的游记作品，被胡适誉为“都是《独立》里具有
永久价值的文字”。
它们不仅记述谨严，文笔清通，可当作学者的学术随笔来读，而且前者提供了大量清末民初西南、西
北各省矿产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后者系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中的三
十年代苏联社会的形形色色，堪与瞿秋白的《饿乡记程》、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名著相对照
，都是很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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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
出身土绅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
1901年赴日留学，1904年赴英留学，先入剑桥大学，后转入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以地质学和动物学
双科毕业。
归国后历任北洋政府工商部政司地质科科长、地质调查所所长、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自由主义政论刊物《努力周报》。
1923年发表《玄学与科学》系列文章，引发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为
“科学派”代表人物。
1925年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提出“大上海”计划。
1928年重返北京领导地质调查所，主持中国西南地质的全面调查。
1931年出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
次年与胡适、傅斯年等合作协办《独立评论》。
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36年1月5日在湘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因煤气中毒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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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漫游散记我第一次的内地旅行不吉利的澡盆私带军械板桥驿——壁上题诗与滇越铁路“地无三里平”
——雍正以前的地图——新旧驿道人无三两银——贵州人吃盐的方法贵州的土著民族一千五百里的水
路——从镇远到常德——潕水与沅江常德到长沙的小火轮——买办打破头，我混着一顿饱饭太行山里
的旅行太行山的东坡——所谓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太行山以西——太原、平定、昔阳有名无实的
山西铁矿—— 新旧矿冶业的比较云南个旧个旧的地形与锡矿的分布个旧的土法采矿冶金业个旧锡务公
司新旧矿治业的比较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金沙江东川铜矿苏俄旅行记楔子新旧的首都
——莫斯科与列宁格拉得图喇——莫斯科盆地巴库高加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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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太行山里的水道很值得令人注意。
中国的传统地理学都把山脉当做大水的分水岭。
太行山就可以证明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唐河发源于浑源，经过倒马关到唐县；滹沱河发源于繁峙，经过榆枣关，卧石口到平山；漳河两源，
一发源于昔阳，一发源于榆社，出了太行，才合流到磁县。
这几条大水，都从山西穿过太行，流到河北。
不但大水如此，就是小水，许多也是如此。
在我听调查的区域以内．有两条比较大点的水：一是棉水，发源于寿阳，经过娘子关到井陉；一是沾
水，发源于昔阳，经过畅庄口到平山；也都是穿过太行。
从浮山和蒙山向西看，就知道这两水支流的复杂。
平定昔阳是一个南北的低地，而且南高于北；西面一个高原，东面一条太行山。
我们以为最天然的水流，应该是一条从南向北流的水，吸受东西高处的支流。
那知事实上完全不然。
所有这区域内的水，除去昔阳城南的南河之外，都发源于高原，从西向东、横穿过平定昔阳间的低地
，直入太行山里，成功峡谷。
最奇怪的是在平定以南的棉水的两条支流，南川河和和马房河，都不从很松的黄土地流入棉水正流，
却都向东流入太行西坡边上，在石岩上面，冲开一条南北的浅谷。
可见得这些水道都与现在的地形有点冲突。
研究这种水道的成因，是地文学上极有兴味的问题。
　　第一讲炼锡。
因为锡砂里面没有硫化物，所以很容易提炼。
但是土法炼锡不加溶解料，所以矿砂一定要洗得极净，方可以上炉。
用新式的炉子，加点白沙（矽养）做溶解料，含锡百分之五十的砂就可以不必再洗。
土法炉子所用的砂，含锡平均总在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又因为同样的原因，炉子的温度比较高的，流出的渣子里面含锡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不错，这种渣子，还是要辗，要洗，要再上炉，然而洗的最后那一次仍然有许多锡要流到废水里去。
这还都不是土法的致命伤。
土法所最不能存在的原因是它完全要用木炭。
每炼锡一吨用炭在四千五百斤左右。
以个旧每年产锡八千吨计算，每年需用木炭一万六七千吨。
个旧附近没有一根树木。
所用的木炭来路在百里以外。
在民国三年土法炼锡每吨用款一百五六十元，锡务公司的新式炼炉，不用木炭而用煤，每吨用款不过
一百元。
当日据我的计算从民国三年起再有二十年必至无木炭可用。
照最近我所得的材料，我的预计果然没有错误。
民国三年一斤木炭平均价目是洋二分七厘。
到民国十二年一斤要卖四分五厘。
民国十七年涨到一角二分。
炼锡的成本从民国三年的一百六十元涨到六百余元。
大概不出五年，土法炼锡因为没有木炭，一定要完全淘汰了。
　　第二是洗砂。
土法洗砂最少要洗六次，多则十几次。
每次所用的人工极多，时间很长，极不经济。
假如个旧所产的砂都集中到个旧锡务公司洗砂厂淘洗，则一次就可以洗完!不但如此，因为山上没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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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非在雨期土法不能洗砂，一年之中不到半年可以工作。
新法洗砂厂移砂就水，终年可以不停。
即此一端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效能。
　　第三是采矿。
个旧采矿的习惯与别处微有不同。
办草皮的应向地主租地，每年不论出砂多少，应该付一定的租价。
租价则看水路的宽狭而定，所以论槽而不论亩。
每有可以洗一槽塃的水，再有相当的塃，办矿的人出租金三四百元不等。
办硐尖的人也要纳租于地主（叫做抽收），但是以所得的矿砂为标准：普通硐尖所得的砂百分之三到
百分之六为地主的租价，不得矿砂则不完租。
所以无论是草皮或是硐尖，地主的租价是开矿的人一笔重要的担负。
而其实开矿的地方本来是寸草不生，并没有经济上的价值。
地主不但有取租的权利，而且有在硐子里挖境的权利，叫做开还尖。
硐的主权是开尖子人的。
他可以允许旁人在他的硐子开分尖，叫做子尖。
子尖出矿硐主也有抽收和开还尖的权利。
以此类推，子尖之中，又可以由旁人开孙尖。
各硐尖本来相距不远，时常容易发生纠葛。
再加上这种极复杂的权利和义务，其为障碍自不待言。
用新法开矿，至少硐尖的地主权可以取消，开采的工作可以合理化。
　　出了旅馆不远就看见许多百货商店，但是里面的货物的质量都极其不堪。
亚细亚小姐说，要买东四一定要到“现金交易店”（Torgsin）去。
在这种店里买东西，完全要用外国货币，或是金卢布，或是可以换现金的东西。
这是苏俄政府吸收现金的机关。
表面上说是为外国人开的，所以用外国货币，其实买东西的大多数是苏俄的人民。
他们有外国货币的当然是少数，但是从前所藏的金卢布、金银器具、首饰、珍珠、金刚钻等等。
凡是可以向国际市场换现金的东西都可以拿到现金交易店来用。
货币是不成问题的了。
非货币的物品须先由店员估价，然后发给买货人一种用金卢布买东西的票子。
这种票子很像我们的邮票——大小和数目也与邮票相仿。
有这种票手的人可以随意在各现金交易店买东西。
现金交易店比普通的百货商店好的多。
不但是货物的种类多，品质好，而且数量没有限制，价钱比较的便宜。
譬如黄油是当日莫斯科最缺乏的东西，合作社里几乎完全买不到。
百货商店的纵然买得到，要四十多个纸卢布一基罗！
在现金交易店，里黄油都是大堆的陈列着，价钱不过百货商店的十分之一，但是要用金卢布，或是可
以换金卢布的物品。
黄油如此，其他一切的食物、衣服、器具等等都是如此。
于是苏俄人民凡是藏得有现金或是与现金相等的东西的人，忍不住都要来做现金交易店的主顾。
用这种方法，凡是农民所藏在地下的金币，贵族所缝在鞋底下的宝石，革命兵士所抢不尽，秘密警察
所查不到的东西，都和和平平的送到政府手里来了。
　　最后一辆是“文化车”（Cultural car）。
好像美国的“观察车”（Observation car），不过没有那样华丽。
车里有报纸和杂志，无线电收音机，晚上还有电影。
一张票要卖一个卢布。
管“文化车’的侍者会说德国话——欧战期中在德国做俘虏的时候学的。
第一次布先生睡了觉，我一个人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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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是无声的。
而且异常的陈旧，我看不懂字幕，许多情节就不甚明白，只知遭许多老农民反对新医药。
以后有一位青年把他的父亲接到疗养院去。
他到处惹祸，时时闹笑话。
终久相信了新制度，新医药。
第二天，“文化车”的侍者又来邀我。
我对他说道：　　“你的片子太陈旧了，不值得一个卢布。
”“先生!今天的片子比昨天大不同了。
昨天的是五年前的旧片子，今天的是一九三三年的出品。
”我于是拉了布先生同去。
请他逐次的给我说明。
一位忠实的女共产党，以开电车为工作。
在一群做私生意商人的屋里占了一间房子。
当然她的邻舍对于她不和睦。
她却每天晚上读列宁的著作。
一位私商的儿子看中了她，屡次向她追求，都被她拒绝。
以后她看中了一位开汽车的同志。
常常同他出去娱乐。
一天夜晚这位汽车夫送她到家，遇见了大风暴雨，无法回去，就在她房里借了“干铺”。
第二天早上男的还没有醒，女的先去做工。
许多恨她的邻舍都聚在她房门外大声的批评。
这位私商的儿子又用白粉在她板门上写上：“淫妇”一晚一个男人！
”那一位汽车夫被他们闹醒了。
听着许多污辱他女友的话，又看见板门上的白粉宇，以为这女子真是一个淫妇，就留了信给她与她断
绝往来。
她知道时神经几乎错乱，而同时私商的儿子从窗子里抛进一把尖刀，正抛中了女的脑袋上。
不多时警察来了，立刻破案，把私商和他的儿子同时捉去。
女的送入医院以后，并没有死；汽车夫知道了，立刻到医院里与她团圆。
这片子情节既然如此呆板，照相光线也很不合式，而且胶片上有许多裂痕。
我问布先生道：“一九三三年的，出品何以糟到如此？
”那里是一九三三年的出品！
这片子至少是六年前的照的。
你不看见里面还有私商吗？
一九二八以后私商已经不存在了。
”我问那位侍者道：“今天的片子究竟是那一年的？
”他面不改色的说道：“一九二六年的!”　　苏俄旅行社的人天天来问我：“丁先生!你今日可以出
去参观巴库市吗？
我们这里有亚拉伯的建筑，有旧日的可汗的宫殿、礼拜寺、新式的大学、博物院、工人俱乐部、工人
住房。
你好　　容易来到这里。
难道油矿以外，你什么都不要看吗？
”我天天对他们说：“我今天没有功夫！
”最后的一天，从地质研究所回来，已经很困倦。
旅行社的招待人——一位犹太妇人——又来　　催我出去。
我说：“时候不早，我们单去看看工人俱乐部和工人住房罢。
”　　工人俱乐部却在西南，与Bibi Gibat油田相近。
建筑与其他苏俄的建筑一样——宽大而不坚固，朴实而近于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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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却有一个绝好的地质陈列馆。
有各种的地质图，地层的柱面，岩石油质的标本，Bibi Gibat油田的模形。
我又乘机详细温习了一遍功课。
　　出了俱乐部，匆匆回到市内，乘着汽车走了一遍。
只觉得这是小亚细亚的人种博物院。
最后到了西北部新建筑的工人住房。
外面看起来好像美国中西部Middle West小城里的住宅，大部分是三层的楼，接连四五十座。
我对向导说道：“外面看看没有意思。
请你想法子带我到里面看看”。
她踌躇道：“事先没有接洽，人家未必准我们进去的。
”说着看见有两家的女客立在门口闲望。
她上前询问，知道一家是工程师，一家是工人。
我请她说明我的意思之后，工程师的太太说：“不嫌污浊，尽管请进来坐坐”。
于是我们走上二层楼，开了门进去。
一间卧房，一间饭厅，都不过一方丈多点。
此外还有一间半方丈的小房，厨房，门后面一个喷水浴所。
主人收拾得还算于净，不过衣服什物零乱一点。
我听说对门就是工人住宅，也要求进去看看。
那位工人太太不甚欢迎。
经向导请求，工程师太太劝说，“强而后可”。
那知道她家里比工程师家洁净的多!卧房里床上的被褥枕头，洁白如雪。
小房里住着一位老妇人是女主人的娘，靠着女儿吃饭的。
厨房里却坐着女主人的丈夫——放了工在家休息，正在那里刮脸。
见了客人，也不理会。
我又看见喷水浴所的喷壶锈得很利害，似乎多日没有用过。
　　如此就完结了我游览的任务。
我们所住的旅馆叫做Nova Europa，是巴库唯一的旅馆，是欧战以前的建筑。
楼上有平台可以望见全市。
但是房间的陈设，异常的腐旧。
床上的草褥子高低不平，睡下去骨头痛，而且满床都是臭虫。
我再三向他们交涉，第二天换了一张床，比较的好点，但是旅馆里嘈杂的不得了，终夜有人上下，楼
上有跳舞场，天亮才完结。
茶房聚在一块，大声谈笑，电铃常常不响，响的时候人也叫不来。
我三晚没有睡好。
饭菜很不坏，但是饭厅上也是很混乱，客人高声谈笑，和中国酒馆一样。
土耳其人吃饭，往往从自己的盘子里取菜送　　给客人。
有时还拿叉叉一块肉，隔着桌子，请客人尝尝。
合计起来很可以与我们的远东扬子等饭店比美。
想来也是东方精神文化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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