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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旅行时必须带上
知识，如果他想带回知识的话。”
每年秋季学期的周二晚上，学生
跟着授课老师的足迹游览上海、
北京、香格里拉、西藏等地——
不点名、没教材，“PPT”全部来自
教师亲自游历拍摄的美图，是这
门课的显著特点。

这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
施晖老师开设《阅读与旅行》的
第七年，从第一次开课到现在，
教室里几乎座无虚席，有抢到课
的“幸运儿”，也有慕名前来“蹭
课”的各年级同学，还有他所指
导的学校社团“海鸥通讯社”的
摄影发烧友。没有“秒杀”到课
程的学生甚至一度在网上叫价
800元求上课名额，然而却没人
肯放弃听课的机会。

施晖的课程核心围绕着一
句话展开：阅读的质量决定旅行
的质量。看似不用教科书，实际
上一节课下来，他向学生介绍的
书籍囊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历
史、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2022

级的小秦在课后作业中写道：
“我似乎从来没有沉浸式地深入
旅行过，在没有做足功课时就前
往，从一个目的地匆匆赶到下一
个。因为这门课的契机，我对于
旅行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旅行不只是为了风景，更是为了
拥有欣赏风景的眼光。”

关于旅行的阅读，施晖认
为，要分为旅行前的阅读、旅行
中的阅读、旅行后的阅读。在了
解到选课学生想要去西藏旅行，
施晖借给她三本书：一种是工具
类丛书，如Lonely Planet的《西
藏》《神的孩子都要去西藏》；另
一种是知识类丛书《走近藏传佛
教》，方便学生了解西藏当地文
化。除此之外，他还推荐了自己
正在读的《100 年前西藏独行
记》，以及课堂上播放过的纪录
片《冈仁波齐》片段。施晖常对
学生说：“在旅行中的‘阅读’就
不光是看书了，是见世界，见众
生，见自己。”

提升课外阅读量后，学生能

够运用所学知识，掌握在旅行中
解决实际问题的各方面能力：包
括机票预订、酒店预订、行程设
计和合理规划、规避风险，以及
增强对旅游目的地的检索能力
和信息采集、筛选、辨伪能力
等。“课堂上很多干货，稍微一不
留神可能就会‘错过’一次绝妙
旅程。”李舒说道。在读完推荐
的书籍后，李舒此次还到当地博
物馆“巩固”，整个旅程结束后，
她也将继续寻找书籍文献以解
决旅途中遇到的困惑，通过亲身
实践实现一次知识闭环。

从 18 岁起自助旅行到如
今，80后施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
地，他曾有过9次西藏旅行的经
历，采用过各种进藏方式、亲历
过各种线路，他常常被学生称为

“活地图”。“既要读‘有字之书’，
也要读‘无字之书’，通过积累知
识、提高审美，发掘有趣的目的
地，这样才会带给你属于自己的
旅游路径和特殊体验。”施晖如
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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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旅行阅读与旅行 这门选修课火了这门选修课火了

今年寒假一开始，00后李舒便坐上Z164次列车从上海到拉萨。“为了
这趟西藏之旅，我筹划了半年，作为送给自己20岁的生日礼物。”李舒是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2021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名学生，她在一门名为
《阅读与旅行》的选修课上种下了西藏之旅的种子，经过了半年的阅读与准
备，她要到拉萨“验收”课程成果。这门选修课，启迪了如李舒一般的一波
波学子，带他们走向“诗与远方”。 青年报实习记者 李蕙兰 记者 刘昕璐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施
晖每年都会把“上海”单列为一
个专题，带学生挖掘上海市内新
颖有趣的目的地，设计“有意思、
有内涵、有故事”的City Walk线
路，或打卡红色旅游景点。他所
指导的学生社团海鸥通讯社每
年也会进行春秋两次外出踏察
活动，力求让学生更加熟悉上海
这座生活学习的城市。

施晖每年都会对课程内容
进行调整，每一届学生都有不同
的体验。有一年，施晖以小组为
单位，带领学生研究史料，对松
江地区的古塔进行梳理考察。
小组成员设计的《文学地图——
引领景点可视化与城市可阅读》
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中获奖。

接触的学生多了，施晖才真
正意识到，他们的活动半径并没
有想象中那么大，甚至很多上海
本地的学生，对这座生养他们的
城市也缺乏了解。纵然新的“网
红热点”还在被持续地创造、生
成，但很多人对旅游的认识无非
停留在从自己待腻的地方转移
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

令他印象最深的一份作业
来自一名成长在云南昆明的学
生。她巧妙地从自己喜欢的程
耳的电影切入，讲述了对上海的
变迁、对海派文化的认识。可
见，电影和书籍是比较好的媒
介，充分的阅读则可以帮助人更
好地理解上海。

在施晖的建议下，有一些学
生对外滩的今昔做了比较研
究。他也总是鼓励学生们多去
走一走、散散心，再坐一下2元的
浦江渡轮从浦东到浦西。坐浦
江渡轮总会撩拨起70后、80后上
海人对黄浦江上交通工具变迁
的追忆，而“2元的浪漫”不知道
现下的年轻人还能不能体会。

2021级的佳慧原以为自己
足够了解上海，却在阅读了有
关上海的影视作品中看见了不
一样的风貌，于是，她以《爱情
神话》《繁花》为基础进行考察
设计，并在作业中写下自己的
思考：“真正地了解当地风情是
需要融入当地生活中的。保
罗·索鲁也说过，当旅行不再是
为了到达某个目的地，而与你
的生活融为一体时，这样的旅
行收获最大。”

今年寒假开始前，就又有好
几个学生向施晖“一对一”咨询
旅游相关事项。“有的学生选择
冬游西藏，有的学生选择去海岛
度假，相当于把在课上提前预习
一遍的旅行付诸现实……很期
待他们在旅途中的阅读收获。”
施晖说，“路在书中，书在路上，
路就是书，书就是路。”

李舒在西藏的途中提交了
今年的“课后作业”。她在旅行
分享笔记中写下，青春时期的
旅行是无数“第一次”的实现过
程，当真正深入远方的山川湖
泊，踏上被雪山环绕的日光之
城，见到朝圣的信徒时，书本里
的文字、纪录片里的画面变得
更加具象化，使她不由得心怀
感恩。

在施晖的个人公众号中还有
一条这样的留言：“2014年选修
旅游时听了老师的讲座，到今年
为止已经一个人去过了20多个国
家，谢谢老师给我的勇气。”10年
过去，类似的回响也越来越多。

《阅读与旅行》课程在2017
年就作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首
批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课程
建设项目获得立项并通过验
收。“阅读与旅行，不仅仅是教会
学生规划旅游路线，更重要的是
让学生懂得更好地规划人生旅
途，享受生活。”施晖说。

“有字书”与“无字书”的组合

从旅行中验收阅读的成果

施晖骑行进藏。 施晖组织学生小组上海市内骑行。

李舒和驴友在珠峰大本营遇到“日照金山”。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