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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绝望与惊喜》

内容概要

那次在中国藏北冈仁波齐转山，遇到了很多朝圣的印度人，他们翻越喜马拉雅山到中国朝圣壮举，给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开始规划一个伟大的旅程：顺着恒河从源头走到入海口，从喜马拉雅
走到孟加拉湾。现在的这一段，是我完成恒河的源头中国藏北荒原以及尼泊尔后的印度与孟加拉部分
。有朋友问我，你每次出行都是这样随意吗？我总是笑着回答：生活，需要准备吗？于我来说，旅行
，不是暴走，而是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切身体会当地的文化，一种不同于常住地那千篇一律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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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绝望与惊喜》

作者简介

吴志伟，笔名大卫独夫
旅行家、摄影家、作家、DV视频拍摄制作人，当选为“09中国当代徐霞客”、搜狐时尚盛典旅行家、
“天涯旅游达人”及印度国家旅游局2011-2012年度“最佳海外传媒人士”，摄影作品获国际铜奖并被
“世界华人艺术家组织”收藏。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厌倦了外企高管的沉闷生活，以旅行改变生活轨
迹和人生态度的结果。
生活在广州，却数次走出这个城市，周游世界。三度独闯内战中的尼泊尔，记录战争之苦；独走恒河
流域3000多公里，途经中国藏北荒原、尼泊尔、印度以及孟加拉；沿着郑和下西洋的线路进行东南亚
、东非海岸探险⋯⋯12次进藏，5次深入非洲腹地，7次独闯印度，足迹遍布中国、东南亚、中亚、非
洲以及欧洲部分国家与地区。
在新浪、色影无忌等中文门户网站担任人文旅游摄影版主及编辑超过7年，在一系列国内外摄影比赛
中获奖，数次在国内各主要城市举办系列影展或摄影户外探险讲座。文字摄影作品散见《DEEP中科学
探险》《时尚旅游》《摄影之友》等国内外杂志、报刊。
他著有“行摄的灵魂系列丛书”：《埃及：灵魂在祈祷》《尼泊尔：与天堂的约会》《印度：绝望与
惊喜》《再忙也要去旅行：从外企高管到国际背包客》《左脚向前再度印度》《微笑吧，缅甸》《幸
福，在路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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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绝望与惊喜》

书籍目录

序
出行的理由
前序一
从喜马拉雅到孟加拉湾
前序二
印度的绝望与惊喜
01.德里：传说的遭遇
第一个绝望与惊喜
天使与警察
民区的天使与魔鬼
硝烟中进步的文明
满怀绝望地寻找厕所
印度神油与印度抛饼
02.阿姆利则：王者之风
伟大的印度火车站
在黎明前黑暗的圣城独走
锡克金庙的共产主义
印巴勇士歇斯底里的较量
伟哥缓解印巴战争的压力
我把钱塞给了一个陌生人
遭遇婆罗门贵族上尉
03.阿格拉：泰姬的爱与哀愁
只为那一滴爱之眼泪
泰姬华丽的转身
透过泰姬的莎丽向下望
阿格拉城堡：最好的印度！
爱之眼泪最华丽的囚牢
宝莱坞之梦：从印度到中国
04.阿拉哈巴德：朝圣恒河
七千万印度教徒的伟大智慧
昆布美拉：地球上最大的宗教庆典
军队与两万警察参与的恒河朝圣
扶老携幼在寒风中投河圣浴
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帐篷城市
与数千裸体圣人一起朝圣
05.瓦拉纳西：神光照耀之地
连接人类古今的永恒之都
恒河祭：凝聚六千年印度文明之光
千年圣城的卡德（台阶）文明
一个延续3500年的贱民职业
06.加尔各答：伤感的繁华
请来加尔各答找我
帝国首都荒芜的辉煌
寻找大英帝国的记忆
伺候男人就是伺候神
红色猛虎组织的力量
伟大的印度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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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绝望与惊喜》

07.印度华人：梦游莲花之下
当格拉：印度最大的中国城
2008奥运火炬点燃的中国情
从皮革加工到餐馆的“大老板”
1962大迁徙：梦碎印度走天涯
回来吧，我在加尔各答
培梅学校：火凤凰的涅磐重生
08.孟加拉湾:神秘的恒河入海口
孟加拉国：夹缝中的一颗小草
与街边小贩调侃信誉
从加尔各答到孟加拉湾
直击印度人妖的生活
恒河圣水还能纯洁多久？
绝望与惊喜的三角洲徒步
在狭缝中求生的火车之旅
后记：
恒河是肮脏还是纯洁？
我的灵魂在恒河中逃出
背包旅行生存秘籍大揭秘！
摄影攻略：如何拍摄好旅途中的照片
个性印度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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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绝望与惊喜》

精彩短评

1、不矫情，有深度。是看过最好的印度游记
2、吴志伟这本印度浅显易懂又有个人特色，老实说很好看，尤其在我刚看完一本枯燥的西班牙游记
之后，更是觉得真正会品味脚步的人不多见。
3、神奇的国度，四大文明古国唯一能保持大部分原貌的，一定要去走走看看
4、一点神话历史都没有哦？
5、图多 配的不错
6、不停拿印度和中国对比，贬低祖国，以偏概全。
7、书质很不错，图片也精彩。好像去印度喔
8、还可以。图拍的不错
9、我宁愿相信作为一个自由摄影师的作者是藏了私货没有把好照片放上来。才看了80页，至少有4次
拿中国警察，售票员，门卫来对比嫌弃，也是让人不太有看下去的欲望了。终究坚持看完了，文笔不
出色，行程不吸引人，后记还有教人拍照的也是醉了，评分减一星，不能有所得的书，不值得花时间
看。
10、作者及其多样性的印度行体验是亮点；书的美编不够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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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绝望与惊喜》

精彩书评

1、跟着镜头看印度《印度 绝望与惊喜》 拿到这本书第一个感受就是很重，纸张的克数挺高，纸张不
错，印刷也不错，里面都是精美的图片。因为作者就是一位摄影师，名字叫吴志伟，同时他也是一位
旅行家，去过世界很多国家旅行，出版的书也有很多，都是同样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而且图片是
最大的亮点，拍摄得非常专业，感觉都可以当做画册来看了。吴志伟的旅行多数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印度，马来西亚，埃及，在这些国家里旅行，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人民币的汇率不断上扬，让我们出
国花钱的感觉越来越好了。在印度旅行一个月，竟然只花了3500元，平均一天只有一百元，在中国就
是在三线城市，都很难找到这个价位的旅店了，出国才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的确进步不少。这样看来
出国从经济上就贵在机票上了，还有就是语言的障碍。作者的旅行并不是专门挑那些风景名胜，当然
到了印度，也不能不去泰姬陵，但是更关注的是印度当地的风土人情。作者背着大旅行包，乘坐当地
的交通工具，慢悠悠的在异国他乡去旅行，真让人羡慕死了，而且比较一下物价，印度真是便宜死了
。即便存在对外国人的价格歧视，也比国内便宜多了。书名中的绝望，作者指的主要是几次语言的不
通，遭遇碰壁，在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印度实在是很繁琐，和我们一样也是实名制，排队，买票，找
火车站，加尔各答竟然有十多个火车站，上火车以后还要找自己的座位，如果遇不到懂英语的，真的
会让人抓狂。不过每次绝望之后都伴随着惊喜！不是遇到好心人，就是遇到好运气，总是所有的绝望
都在最后一刻迎刃而解了。预定的旅馆没有了，可是却住上了免费的，找不到路，有好心人带领，连
机票火车票都有人帮着买，在印度旅行，外国人也挺幸福啊，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到处都有善
良的人，只要你离开旅游区，你遇到当地的老百姓，一般都会帮助你。作者在最后的旅行秘籍中介绍
说，当你求助十个人的时候，会有三个人免费帮你，有一个人会提供有偿帮助，四个人无能为力，只
有两个人不肯帮你。的确是这样的，我也曾经找不到旅店去民宅投宿，也曾经在旅行的路上结交很多
朋友，人多数都是善良的，都是喜欢帮助别人的，尤其是外地的旅行者。
2、喜爱旅游的我除了自己抽出时间游山玩水，更钟情于寻觅他人的游记类旅行随笔。前者是一个直
观的自我旅行感受；后者则是站在他人的肩膀上足不出户地欣赏各地的风土人情。自我感觉这样的两
种方式相辅相成，畅游和分享结合，着实丰富着我不少的闲暇时间。在读到过的众多旅行类随笔书作
中，最新由电子工业出版社推出的行摄的灵魂系列丛书着实让人值得称道。手头最近就一直在津津乐
道地阅读着这套丛书的《马来西亚：爱上迷路》和《印度：绝望与惊喜》。不同的景致，绝对地迷人
，让人流连其中，念念难忘。《印度：绝望与惊喜》作为一部当当全国首发，一双人字拖，一个大背
包，七次深入印度，全景透视神奇国度的书作自有着其独到的展示面，带领着书外的读者共同一睹印
度这个神秘国度的矛盾所在。尽管未曾去过印度，但是我却在读这本书的同时对这个国家有着一个很
是细腻入微的感触。走山玩水，印度迷情-----它的异国风情，它的独特人文特色，它的宗教文化，它
的一花一草皆是一道特色的景致！因为这部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精美绝伦的实景照片写真，着实深刻
形象地揭示着一个属于印度本身的独到所在。这里有着如此直观的视觉冲击；这里有着如此让人惊叹
的印度遭遇；这里更有着一个个关于走入印度深处的文字描述。一切看似如此不经意，一切却又在这
不经意间显现着。难怪乎这本书会被定义为是行摄的灵魂系列丛书。以灵魂作指引，不加以任何虚浮
的装饰点缀，唯有那源自于内心深处的那份旅行规划和追逐，走入那片陌生的土壤，感受那个以往未
曾真正感应到的异地风情，欣赏其中的善恶美丑，感知那份最为原始状态国度的呼吸之声。这只有一
个真正属于用心灵去感应的人才能做到的奇迹；这也正是如此的奇迹带给我们无限关于印度的深入认
知和感受。绝望与惊喜并存，分享与探索持续，在如此的背包之旅中，有着无穷的乐趣和征服-----在
闲暇之时一读这本《印度：绝望与惊喜》，我仿佛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入这个矛盾的国家。全景透视矛
盾的聚焦着实闪亮着我的双眼，蠢蠢欲动的内心早已经按耐不住地期盼的旅行步伐。假如有机会，我
也希望可以亲身踏上印度这片国土来真正用自己的双眼感受这个古老的，而又矛盾的组合体。
3、&quot;对于行摄类的书籍我一向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基本上是看到了就会入手。因为自己除了也
爱游山玩水外也爱瞎拍些东西所以对于这类书向来是喜爱非常的。而作为普通学生党既非官、富二代
也不是什么非常有理想有毅力的青年，平常也就是在国内一些地方兜兜转转的穷游一下。因此对于国
外的一些行摄书籍就更加爱不释手了。关于印度，最初的印象是历史书上的描述：与中国同属于四大
文明古国之列，然后就是名胜有恒河、泰姬陵，再之后就是沦为英国殖民地。而这些印象可谓是抽象
的一塌糊涂。再后来看小说多了，知道了印度神秘的火葬，作为恐怖小说痴迷者，对于印度的向往可
谓是至此达到了巅峰，心心念念的想去印度看火葬。然而去年那一系列关于在印度妇女性侵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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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绝望与惊喜》

砰”的一声击碎了去印度的念想，并且发下了打死也不去印度的恶毒誓言。因此，作者这本《印度：
绝望与惊喜》就算是间接圆了我曾想的念想吧。毕竟此书作者用自己的经历，从自己的视角来来为我
们全面展示了自己眼中的印度。作者图片拍得不错，整体感觉比较大气，只某些细节有待斟酌完善。
着重提一下，书中的几幅剪影拍得真心赞。作者文笔也不错，图说故事本就是我最喜欢的写作形式了
。从本书中不仅可以近距离了解印度，还可以从图片中学习一些作者的摄影技巧。比如第一张泰姬陵
的照片，作者以两位姑娘作为边框从两人中间去定格泰姬陵，两位姑娘亦如两边守护着泰姬陵的钟塔
一般伫立，静静守护遥望。这个构图的思路很赞，但是个人觉得美中不足的一点是，姑娘们大可往前
走两步，以背影的全身照入镜，这样遥望伫立守护的那种意境当可展现得更加淋漓。还有一张女童和
警察的照片印象也极为深刻。照片是站在屋外正对门口拍摄的，左右门框将照片均分成了三部分，左
右是坐在门外的警察，中间是手握棍子走向门口的小女孩，三人脸上都溢满笑意。焦点锁定女孩，她
才是今天的主角，洒红节也是女人打男人节。『在节日期间，地位底下的印度妇女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随便打男人了』，作者这句关于图片的解说以及联想到近来频发的印度妇女性侵案，图片本身充溢的
和谐与温馨便愈发的刺眼与讽刺。作者序里有段关于旅行的解读，我极为赞同：『旅行，不是暴走，
而是生活。正确来说，旅行应该是换个地方，以当地人的消费水准和模式去生活一段时间。只有这样
，才能切身体会当地的文化，才能体会一种不同于常住地那千篇一律的生活。』旅行的意义也正是在
于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体会不一样的人生，在行走中收获自我，完善自我。旅行，不只是走过，还有
收获。&quot;
4、印度的纱丽很美，但是印度的美人儿，你只能从屏幕里或是印刷品上看到。日常生活中，你是绝
对找不到的，反正，看了众多在印度“街拍”“实拍”的图片，就没见那里面有几个印度女性是水准
以上的。感觉想在印度街头找个漂亮的小孩很容易，但找个漂亮的印度女性却比登天还难。所以说，
印度无佳丽～至少，你在印度的街头是绝对看不到佳丽的⋯⋯就算有些酒店的接待、电信的客服之类
的能让你感觉“还好”，但也只是“还好”而已，满大街走着的就算不是印度大妈，也都是平均值以
下的。据个人看来，印度的美人儿不能或者是不用继续上学的，不是在家待嫁，就是都奔着宝莱坞去
了。在作者的镜头里还真看不着几个水准以上的女的，不知是作者只去了印度的首都德里？还是全印
度都不安全到了平头正脸点儿的女的都不敢上街的程度了？o(￣ヘ￣o* )[握拳!] 不管怎么说，印度的
美人儿是决不会在印度的街头出现的。如果你想要看印度的美人儿，大可以自己到豪华酒店、高档社
区或者是宝莱坞之类的，其它的上档次的场所去蹲点儿。浪费工夫质疑这些美人儿的深居简出，不如
诅咒印度这该死的治安吧～！新德里的治安能比旧德里强点，但也强不了太多——整个印度的治安对
女性的威胁是举世公认的，注意了，这个“举世”不是全国或者全亚洲公认，而是全世界的公认！其
实，看这类的旅游书，大多数的时候，我只是在那羡慕嫉妒恨着作者作为男性身份在出游中的便利。
同样的，这本书里长得一副海堂蛇模样的大叔，既没有一副土豪金的打扮担心人劫财，也没长得好看
到男女不分担心人劫色，男性的身份在一些女性的地位较低的国度，还更加容易获取到当地主流社会
的认同感。要知道，我虽然长得走夜路不用担心人劫色，可惜也没到大妈的年纪，还没能自觉安全到
能一个人不跟团的当个背包客独自跑去国外。翻开书页，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那张——从两侧衣袂扬
起的纱丽间看去，晨光熹微中的泰姬陵。浓艳的纱丽，反衬出白色建筑的素净端宁，有种沉静的美感
。似醒非醒的。又看到了倒映在一池浅水上的泰姬陵，涟漪间的似真似幻⋯竟像是心上的一滴眼泪了
⋯⋯有种令人动容的美。突然有种奇妙的想法，话说，当年德国能把一整座大厅的琥珀屋拆箱装走，
咋的英国竟然会放过泰姬陵嘞？看着作者在书里叙述，再看看那些图片，默默吐槽了：是个女的就是
漂亮、是个男的就叫英俊，也未尝把这两个词变得太廉价了~再看了作者在印度的觅食经历，总给我
一种不妙的联想。也许，不只是现在风靡世界的“咖喱”是英国本土化后才风靡世界的，就连所谓的
“印度抛饼”的起源也可能是在英国？通篇读下来，印象深刻的地方很少，也就是那么三两处。就算
是游记，也不能只给人种走马观花的感觉吧？虽然理解，想要真正的体会一个地方的好，需要充裕的
时间和大把的金钱。这可不是轻易就能兼备的。可这些外在的条件纵然是重要的，但也不是那么的不
可或缺，真正必须的还是作者的用心⋯⋯要敞开心扉的接纳与付出！或许是生活已经将作者心灵磨钝
，大叔写的东西总有一种隔着玻璃看世界的感觉，但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味道，可能他自命这叫是漂泊
，但是，就我看来、应该说还没有真正融入其中吗？当然，这也不过是我的一家之言。 书本沉甸甸的
，拿在手上非常有质感，纸张印刷都不错。说实在的，这书能打四星，完全就是冲着书的装帧印刷。
书中根本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印度旅行信息，更偏重的是当地传统人文的解读。当地生活状态、人文
习俗、思想观念等，在书中都有所涉及，有深度又不乏可读性。当然，作者也相当关注当地华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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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现状，就是还是脱不了报喜不报忧的新闻联播老套路。中平的说，内容还好，虽然不能作为印度游
的旅游攻略，但作为了解印度文化的读物还是不错的。相信对于那些对印度的人文感兴趣的人，多少
会有帮助的。依旧是文字平平，对比起《这个世界，随他去吧》里图片下方的那画龙点睛般的短句介
绍，只能说这个作者在这方面全无灵气。多年下来全无长进。不否认作者的拍摄很用心，图片的颜色
那么的艳丽张扬，有种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可问题是，图片大都是整页整页的人物特写，与文字所
描述匹配的风景照不多，文字与图片往往无法对应。可能是特别想看印度的古迹图片的关系吧，总觉
得这书越看越让人失望。照片确实充分体现出了印度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可惜，那完全不是我想看
的东西啊——关键是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不同吧，两者的关注点也不可能一样。所以在作者的镜头
里，我们能见到的只是被一带而过的古迹街景建筑物，既见不到高档场所里那些身着华丽纱丽的印度
美人，也见不到那些充满着异域风情的精美手工艺品⋯⋯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破破烂烂的旧城，只
是大都一副下里巴人扮相的印度大众，只是当地普通百姓的“穷开心”。仔细看的话太伤眼，翻翻看
还可以。实在是不知道这些有什么好看的？——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不尽如人意了，何苦自
寻烦恼！也许是我比较鸵鸟，但我实在是缺乏直面这些不美好的勇气。所以，恕难奉陪了。其实，市
面上各类的游记层出不穷，我读了也不少，但是真正好的游记却是凤毛麟角。或许是自己对这类旅行
书籍的期望值太高了？既希望能看到大量的精美图片，又希望作者能有着动人的文笔，还希望书能富
有知识性。如果把这些期望降低的话，随便翻翻这本书，还是可以看的。不过，就个人而言，我看书
喜欢慢慢的反复咀嚼文字，但是这本书的吸引力明显不够，属于被我快进翻看完打发掉的书。或许是
养活了太多的人，印度，一个本来算不上贫瘠的地方，又是如此的贫穷落魄。就像是一个曾经的旧时
王公，已经因为无以计数嗷嗷待哺的儿女后代，被敲骨吸髓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更别提，还有着不
省心的兄弟阋于墙⋯⋯虽然靠着变卖剩的那点子家底，还能勉强度日，却已然是欲振乏力了。印度，
既不是像他们宝莱坞的浪漫剧中上演的那样，出了洋房进公司，家家有小车；也绝非是像我们从新闻
里获得的印象那样，破旧的城市里可怕的贫民窟，人挤人人摞人的人肉山。“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
哈姆莱特”，所以，每个人的心中也有一个印度。⋯⋯认同生活的不完美，就像是认同旅途的不完美
一样，没有哪一条旅途是完完全全的美景不断的，在没有风景的地方，我们一样要走下去的。最后，
附上本人根据书中内容整理出的【个性印度旅游攻略】到孟买中心的塔拉维贫民窟，去参观世界上（
？未必）⋯但绝对是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到恒河旁的瓦腊纳西（完全按书上的
翻译），去欣赏那些堪比瘾君子般骨瘦如材的裸体，顺便观摩下上下游各一座的火葬场，以感悟人世
无常的生命可贵；到印度的公立医院走访，去看看那些关在铁笼里的医生，目睹下医生地狱的实况，
更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国内的医患关系之和谐融洽；到克久拉霍最大的性庙，去蹲守日本旅游团，看那
些猥琐的小鬼子，抱团来happy的猴戏！PS.【】内的或摘自原书，或来自网上，非原创。
5、说起我们的邻国印度，众多国民会不由想到，中印之间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印度和中国
同为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古国，同时，印度还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滥觞地。早在汉朝，佛教就
已经传入我国，唐僧玄奘历尽艰难险阻西去天竺取经，更是把佛教的要义带到了中国，并由中国传到
了东亚邻国。今天，佛教在滥觞地已经式微，反倒是在我国经过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历程后兴旺发达起
来。因此，中印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不可谓不深。虽同为亚洲的大国，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代
中印关系经历了一个冰河期。但是，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在世界经济全球
一体化的今天，合作共赢才是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发展的不竭
动力。基于共同的利益和发展的要求，目前，两国高层频繁的互访，正推动着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作
为一个重要的邻邦，国民对印度这个神秘国度还需要更多深入的了解，本书的出版可谓应时而生。本
书全彩印刷，图片是主体，文字是诠释。读本书时使我想起了幼时看《人民画报》的感受，只不过本
书的开本比《人民画报》小一些而已。本书堪称一本生活化的文化旅行散文。如果说余秋雨的文化旅
行散文是阳春白雪，那么吴志伟的文化旅行散文就是小家碧玉。前者多的是对文化的深度解读和思考
，读者会获得对历史、文化和哲学上认识和提高。后者多的是对当地民风民情的记录，大量的图片直
接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和震撼，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诠释的文字生活气息浓郁，读起来相对轻松。作
为“中国当代徐霞客”，作为一位资深旅行家，作者吴志伟对旅行是这样认识的：“旅行应该是换个
地方，以当地人的消费水准和模式去生活一段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切身体会当地的文化，才能体会
一种不同于常住地那千篇一律的生活。”“换个地方暂时生活一段时间，带上心去旅行，就会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作者之所以足迹遍布中国、东南亚、中亚、非洲以及欧洲部分国家与地区，是因为他
想真真切切地感受本地生活，而不是外国游客眼中的该地生活。因此，作者的旅行愿望是源于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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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这与旅行社的组团旅行有天壤之别。随着旅行社旅行只能说到过某地，是蜻蜓点水式的经过。
是上了车就睡觉，下了车就尿尿，到了景点就拍照，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而作者是由着自己的性子
，听从内心深处灵魂的召唤，慢悠悠地品味旅行，享受旅行。作者在旅行中心智是开启的，所见所闻
所感所思融为一体，互相补充，因此，作者是用“心”在旅行。所以，作者能够拥有这么多带着自己
独特体验的美轮美奂的镜头，来记录当地的人、事、物、景；能够写出这么多独抒性灵的文字，来诠
释与作者灵魂契合的见闻感受。虽然，本书不像教科书那样，从各个角度解析印度，也没有对印度的
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但是，作者完全是对自己的游踪所及，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灵
魂去体悟，用自己的语言去诠释。因此，才使本书更为真实，才会使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到真切的生
活气息，进而领略其独特的文化。
6、说起印度，第一次的记忆应该还是在教科书上，记得小的时候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只有2个有限的频
道，想要看的和能看到的内容是极为有限的，由此可以说教科书是我获得更多额外知识的必备渠道之
一。　　印度，作为我们的传统邻邦，近，又远的模式一直吸引着我，怎么说呢？对于印度的许多，
我好奇，却没有更多的方式和方法去了解，去深入，而这本书《印度：绝望与惊喜》却给了我一个全
新的机会和方法。　　作者作为一个更专业，也更职业的行者，用他的视角和方式给我们展示的绝对
是不一样的印度，全面，而不繁琐，也并不单一。　　关于印度的所有，没有亲历过的，没有深入过
的，可能如我一样，都是简单的几个名词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恒河，泰姬陵，曾经的殖民地，神秘
的火葬，人物甘地，如此几个名词就将一个古老又神秘的国度进行了粗略又不准确的概括，似而了解
，实质却是极为的粗略和不熟悉。　　在这本书中，作者用自己的经历，用自己的独特视角为我们展
示的绝对是一个不一样的印度，也许之前我对印度的很多还有太多太多的好奇，而读过这本书之后，
好奇可能就被一个又一个比较真实的照片和故事所压制而下了，很多内容变得真实后，美妙感也就不
能那么强烈了，也许，这是真实的力量，也是真实不令人感觉美幻，而会有不同拒绝或抵抗的原因吧
。　　最深刻的是文中关于泰姬陵的文字介绍，与此相并列的是作者和两位美籍印度裔少女如何拍摄
泰姬陵照片的文字介绍，如果说泰姬陵是爱情的一滴泪的话，那么当你知道这滴泪的缘由后，就会觉
得这不仅仅是爱情的眼泪，更是众多劳苦之人的辛劳之泪，甚至有可能是血汗或生命之泪，当君王与
女人，当愿望与现实并排出现在人世间的时候，多少会有让人有些不堪面对的现实，当美妙爱情的故
事和更难堪的缘由在一起的时候，做怎样的心里判断是个人自由的选择，我想我选择相信爱情，但却
不喜欢用如此的防水表达着似有沉重的爱恋。　　关于火葬，我没有想过印度人民对于尸身与我们有
着这样的巨大差异，神圣的仪式，所相匹配的的结局却是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也许神秘揭开后，便是
血淋漓的现实了，虽然有些夸张，但对于此我能做的可能只有理性的支持，不反对，而没有感性的接
受了，也许这就是习俗和习惯造就的不同民族的差异所在。　　一本书《印度：绝望与惊喜》，让我
足不出户的了解了另一个神秘古国和它的现在，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行走在这个国度，虽不知
长久的那一刻，那一天，但时至今日，我已了解了它，即便不那么强大。
7、知名旅行达人吴志伟的行摄之书，我曾看过《缅甸的微笑》，很人文很微笑，至今还记得的，除
了缅甸那林立栉比的佛塔，回忆起来的缅甸大多是与人相关：在脸上涂“白粉”作美妆的缅甸小女孩
，在乡村教书的老师，帮家里卖头巾的小男孩，成群结队的小沙弥。。。这个文字像圆圈一样的国度
里，还有缅甸的素山季昂，缅甸的纪念碑。。等等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翻开《印度：绝望与
惊喜》时第一印象非常惊艳，这本册子里是鲜活，鲜亮，艳丽无比的印度。关于印度的旅行类图书，
市面上相当多了，断断续续也看过好几本了。这类图书，大多聚焦在恒河、泰姬陵等知名旅行景点上
，或书写自己的心语，或描绘一路的景致，自然也有人有物，关于自己。但吴志伟的这趟印度之行，
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浓艳的，热烈奔放的印度。阿格拉的泰姬陵美丽两位姑娘的美丽裙角，蓝色飘逸
，红色端庄，与素净的泰姬陵遥相呼应。第一次看到印度的洒红节，原来是印度的新年。在这个特别
日子里，人们彼此互相泼撒彩色粉末以示庆祝，满脸浑身彩色的油彩，欢快的人群，是新年也是狂欢
。据说，在这场彩色战争里，满身挂彩，意味着招满祝福。我还听说，在印度，旅客会被印度的过分
热情弄得精疲力尽，那么从这张照片上，是不是也感染到了几分挥撒不尽的热情？一位带着小孩走在
安静的欧恰乡间小路上的印度妇女。小径安祥，几乎只有这对母子的身影，妇女身上是鲜亮的橙色沙
丽，脚上着一字鞋，而孩子则是暗色的时装裙，光着脚板，对比强烈。有人说，印度会让人去了还想
去，除了“过分热情”的招呼，除了纯朴的原生态生存环境，再就是这些无论何时何地都撞进眼里的
鲜艳色调的着装，五彩斑斓闪人眼的漂亮，想必这些也是让人欢喜的原因之一。图书冠之名绝望和惊
喜，原因也是在作者眼里，这次印度之行，是一次深度体验之行，是一次零距离与当地人生活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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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这一次也是意外里有惊喜，遇到过“天使”也遭遇过“魔鬼”。。。这些各种具体故事也不多
说了，照片真不错，让我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真实又深刻的印度。

Page 11



《印度：绝望与惊喜》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