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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翻译水平一般.无论从文学还是历史角度,与翻译水平比较,差远矣!
2、物有所值，慢慢看咯。
3、不错的一本书，看了一部分了。内容主要是作者的经历，但是可能外国人的表达习惯和我们不一
样，我看翻译来的书，脑子永远都是有些乱。
4、老迈帝国之任人宰割，慨叹
5、　　      早就知道他有很多粉丝，却从没想过去读，直到这次新疆归来，又见有人把这书推荐为了
解100年前新疆风物的最佳文本之一。遂买。不单有新疆，还有西藏旅行记，倍觉美好。
　　    1、好旅行者的素质：由本书可见，意志坚定，身体好，有钱（赞助），好奇，宽容，坦诚而有
沟通技巧，会绘画、摄影，有文字功底。基本就这些了，所以我是不够格的，虽说放弃相机了，但我
却认为素描是最好的技能（本书附有赫定的素描，很是动人，胜出照片不只一筹）。在1900年代，赫
定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中亚与一群回教徒、佛教徒为伴，毫无微辞腹诽。
　　    2、那些风景啊。
　　    A太阳下去了，紫色的光线从慕士塔格山的西面山坡渐渐地隐没。当那一轮圆月升起在冰川南
面的石壁顶上时，我走出去领略我在亚洲所见最壮丽的风景之一。⋯⋯我觉得仿佛站在极大的宇宙的
边上，那些神秘的行星在其中永远运行不息。
　　    B那湖（纳克产湖，我对照地图没有查到今天的名字，该书的遗憾是没有配地图）呈圆形，水面
上露着峻峭的山壁如同仙境一般美丽。我们摇着船到狭窄的美丽的湖湾，那里有金黄色的鹰类在峭壁
上飞翔。湖岸上看守牲口的游民看见我们在水上幽静地前来，觉得颇为奇怪。他们从未见过一只船，
赶快将牲口驱离湖边。
　　    C湖水（大来登湖，在阿克赛钦湖以东，同样没有查到）的颜色和天空一样。红黄色的山脊的
倒影映在水中。我们四周的画景美丽得难以形容。⋯⋯太阳落下去了，形状如同一个火球似的，发出
奇异的光辉照在湖岸与水面上，所有的山岭都照得如红宝石一般。波浪和水沫都是红的，我们仿佛是
在一个血湖中疾驶。
　　    D以下是圣湖的景色：东方有点发白，山顶上透出晨光来了，带玫瑰彩色羽状的浮云倒映在湖
中仿佛是溜过玫瑰花园。日光射在廓拉·门达塔山峰上发出金紫色的闪光，反射光线笼罩在东山坡上
好似一件光亮的外衣。廓拉半山中一朵云的影子印在山坡上。⋯⋯我可以在那里住几年，看那湖面冻
冰，冬日的风雪刮过水上和陆地，春季的来临要分裂整个湖水。后来又有暖和的夏风和成群的野鹅。
我极愿坐在那里看见每日早晨湖上千变万化的景致。（啊，是的。。。。）
　　    许多地方，不去到，并不知文字在说什么。读着赫定的简笔勾勒，知其只有未尽之意而无一字
虚夸，神已不在此身，万里湖山飞渡，我飘远我悬浮。
　　    他的笔也记着那些动物，野生的和他的旅行队驯养的。忽然疯掉的骆驼；没有见过雪的狗，对
雪而吠，想要咬住雪花；沙丘上三十头昂首而立成一幅动人图画的野牦牛；混进队伍忽然发觉不对劲
之后跑开的野驴；失偶徘徊不去直至被猎人杀死的天鹅；为了果腹忙着挖龈鼠洞而没有发现人走近的
熊⋯⋯
　　    一个略带困惑之处是，那些随着探险家的足迹死在路上的中亚仆从们，甚至那些牲畜们。我无
法想象，我终于成功达到一地旅行，付出的代价是死亡2名向导和10匹马、1只狗。这是我一直没能解
决的心理问题，呵呵，所以一些地方我没能去，因为我不愿意雇挑夫，我总想伪装成非旅行者的样子
，当地人是人，我也是人，他们可以的，我也可以，他们不可以的，我也不可以。这种心情从没说过
，不知如何处理，看到这书忍不住晒一下，留作自我温存吧。
　　    路遇几个藏人兄弟共妻时，赫定也忍不住幽默了一把，说这些男人，每个拥有2/3个妻子也就足
够了，因为这些女人实在是又老又丑。哈哈。其笔下，从未过于强调沙漠居民和藏人如何淳朴，有时
反倒见出狡猾。鄙意以为，此正乃赫定旅行深入之佐证。所谓淳朴云云，是今日旅行者最自以为然、
自我投射的表现。那另一种文化，其实更多只是规矩不同、标准有别。
　　    仅有一处对照地图有所发现：P384的塔古藏布，似应为今日的达果藏布。
6、是原来旧版的重版，纸张不错，装订发紧，看的时候得硬扒着书。有些译名的通病，也不是主编
老先生能一下子就解决得了的。好不错。
7、即使文字差，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此漫长的探险生涯，仅用如此少笔墨带过，实在不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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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如果有更详细的资料，急切盼望一读。
8、骆驼为什么会疯呢?难道它们果然也像人一样有情感的极限？那日复一日隐忍负重的沙漠生活最终
导致这种温顺的动物也彻底崩溃了吗？我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shock。
    几年前我去青海时候认识过一个藏族姐妹，她是一个很聪明、敏感、灵活和达观的人。每一地的人
其实在人性上都差不多吧！
9、很真实的一部好书，对于认识我国西部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10、赫定的这本自传让人在书斋中感受到一个世纪前的召唤，对于现代的年轻人应该是更多地鞭策和
鼓励。
11、愈发的想要去新疆了。。
12、和《世界上最危险的旅行》一样精彩，最好有一本书中所描写的路线地图对照阅读
13、斯文.赫定与同时代的那些在中国探险的人很不同，值得推荐的书。
14、忽然疯掉,不听人的命令,当地人说会一直跑到死.还有野骆驼\虎\捕鱼\忽然与赫定亲近起来的藏狗,
呵呵
    另,校友,我摘的风景仅A属新疆,其余为西藏.书中记载了发现楼兰遗址的经过,学人或更有兴趣.
15、个人感觉写的很好，翻译的还可以，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在走滇藏线和新藏线之前将新疆和西
藏的知识了解一下。之前看过《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册，也可能是自己知识有限，感觉译文枯燥乏
味。
16、物流业很快~第二天就到了~很好，
17、经典著作，可惜翻译不给力，味同嚼蜡！
18、虽然内容应该和亚洲腹地旅行记差不多，但是这个版本应该有配插图的，而且一套书的一本，值
得购买
斯文赫定的书没错的
19、这是一本管理学著作
20、好书，正读。
21、整整100年前,斯文赫定真正在南疆纵横，数次穿越沙漠腹地，在塔里木河上泛舟，从8个不同的路
口穿越冈底斯山脉到藏北，这样的路程,就在今天,也让人惊愕.
而他一次又一次置生死于度外，只是为了填补人类学识上的空白。
今天我们去西藏和新疆,拍上数张照片,在网上自我贩卖,是多么不值一提。
22、挺真切的探险日记。
23、斯文的书就这一本就足已，第一页第一行就是人生的真谛，你什么时候能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24、此书描绘了作者主要的探险轨迹，那时的探险虽然有考古和探宝的双重意味，但是真正的快乐却
在于旅行，在于文化的学习、交流和传播。
25、理想指导生命的强大孤独者
26、正版，只有这里有货。书品相好，西域的这一套都收藏齐了。包装和快递都很给力，是一次愉快
的网购经历。
27、内容是好的。印刷/校对错误平均下来可以说每页不止一处，糟蹋了。
28、强烈推荐！因为本书，这两年三次自驾西部，吸引我的正是书中描述的迥异于中原的大漠、高原
、雪山、历史、人文。100年过去了，很多东西改变了，但很多还留在哪里，等待你寻找和探求。
29、一直期待的书，还不错
30、好多地名不知道是哪里⋯⋯
31、虽然大部头花在西藏探险， 但是精彩之处在还是新疆部分。翻译的比较差，更不要说几十年前的
书面语和现在区别不少， 造成了很多阅读障碍。
32、无数年了，看着这样的生命旅程之书依然激动。斯文的亲身经历和叙述很精彩，斯文先生画的插
图有顶级棒，崇拜他！！
33、西藏人的玛旁雍错湖或楚灵保奇湖，被视为婆罗门的灵魂，是神圣的，湖边尽是高山；黄金色的
飞鹰在北面的开拉斯和南面的廓拉、门达塔的雪山底下作巢，观望青蓝色的湖面，从印度来的教徒看
见细发神从天堂中下来如白鹅似的在湖面上盘翔。这湖在上古时诗歌中受人的赞美已数千年了。《斯
干达浦雷那》圣诗说：不论任何人触着马纳萨罗发湖中的土，或者在湖中沐浴，将来可到婆罗门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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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去；喝了湖水的人将来可到细发天堂去，并可以免受百次轮回的罪恶；连那名叫马纳萨罗发的野兽
亦将到婆罗门的天堂去，湖水如同珍珠似的。没有别的山脉可以和喜马拉雅山相比，因为那里有开拉
斯和马纳萨罗发；人类看见了喜马拉雅山便可将罪恶免除，如同露水被晨光晒干一样。
34、关于斯文赫定比较详细的生平记录的书，应该属这本了，厚厚的拿在手里很有感觉，这下基本把
斯文赫定的书都拿到手了
35、书当然是全新，但书的品相不敢恭维。一本书封面破损，一本有黑油污或汗渍（估计是工人取货
时造成的）。
    在这里我说下当当和**的服务。 当当最大的优势是货很全。我第次购书都是先在**找，购买。找不
到的书一般都能在当当找到并购买。但当当的发货速度很慢，即使仓库在本地也是这样。品相相对较
差。 **的书，品相大部份都很好，发货速度相当快，但货源不全这是最大的弱点。所以当当最大的问
题，还是仓储管理，以及和快递公司衔接，和监督的问题。
36、作者对僧人进入暗无天日的洞穴修行放弃一切现世生活的勇气无比钦佩，并表现出鲜有的煽情，
这让我无法理解，也许他们都是这种拥有虔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的人。
37、传奇的探险生涯，美妙又艰难的旅行。
38、。他在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时间跨度长达40余年，不但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见，还留下了等身
的著作。《我的探险生涯》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一部名著。中国的知识界和道斯文·赫定其人，主要就
是凭借的这本书。
39、很厚的一本书，很值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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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的探险生涯》的笔记-第1页

        “2月19日，骆驼已经有12天没喝过水。再找不到水源，它们真得渴死了。我走在前面打头阵，我
的坐骑像只狗一样跟在我后面。尤达西也在我身边。前方出现一座低矮的山脊，我不得不往西南方向
迂回。我走到一块干燥的沙地上，在其底部发现有大约三十头野骆驼刚走过的足印。右手边出现一条
小峡谷。骆驼的足迹呈扇形发散开去。这里一定有水井。我往山谷里走去，不久就看到一块直径40英
尺、3英尺厚的冰块。这样骆驼终于得救了。等它们来到山谷里，我们把冰块敲成小块喂给牲口。骆
驼大嚼特嚼冰块，就跟吃糖似的。”

虽然此书是赫定大半生探险的流水账式总结，而且译本众多译笔堪忧，但作者对自然的亲切观察还是
一览无余。

2、《我的探险生涯》的笔记-第453页

               西藏人的玛旁雍错湖或楚灵保奇湖，印度人称为马纳萨罗发，被视为婆罗门的灵魂，是神圣的
，湖边尽是高山；黄金色的飞鹰在北面的开拉斯和南面的廓拉.门达塔的雪山底下作巢，观望青蓝色的
湖面，从印度来的教徒看见细发神从天堂中下来如白鹅似的在湖面上盘翔。这湖在上古时诗歌中受人
的赞美已数千年了。《斯干达浦雷那》（Skandha Purana）圣诗中的“马拉萨坎达”（Manasa khanda
）一段说：“不论任何人触着马纳萨罗发湖中的土，或者在湖中沐浴，将来可到婆罗门的天堂去；喝
了湖水的人将来可到细发天堂去，并可以免受百次轮回的罪恶；连那名叫马纳萨罗发的野兽亦将到婆
罗门的天堂去，湖水如同珍珠似的。没有别的山脉可以和喜马拉雅山相比，因为那里有开拉斯和马纳
萨罗发；人类看见了喜马拉雅山便可将罪恶免除，如同露水被晨光晒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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