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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唤醒勇气和梦想的奇幻之书。 他两次只身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首次发现丹丹乌里克古城、尼
雅古城、楼兰古城；他勘定印度河源头；他解开“罗布泊”之谜⋯⋯他，世界探险史上最具传奇色彩
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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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斯文·赫定的第一次中亚行用了3年6个月，准备了552张地图，行程一万多公里，耗资2000英镑，
堪称穷游专家和户外高手（当然之后的探险多有金主赞助。有一次新疆之行他携有多达200公斤白银）
。探险家还都有另一种技能，每到一地就拜访当地统治者并与其建立良好关系。在19世纪末的中亚，
为赫定提供方便的包括伊朗皇帝、俄罗斯外里海省总督、喀什道台。探险者也具备项目经理般的管理
和决策能力，身处未知地域和极端环境，分派任务、计划路线、配给粮草不仅涉及探险成败，更是性
命攸关。36岁发现楼兰古城，赫定留名考古史。不过历史并不浪漫，他事实上先后受雇于沙俄和英属
印度，为其勘测南疆及西藏，以换取哥萨克骑兵的护卫和巨额资助；600多页的回忆录中他身为欧洲人
的优越感也令人难生好感，西藏和中国对于他来说只是野蛮无知的化外之地
2、其实我看的是繁体翻印本
3、又读了一个版本，后悔没有读英文的，看到后来讲日本的那段我对翻译彻底崩溃了。
4、这真正是一本激发梦想与勇气的书。我原来以为斯文赫定是一位高大威猛的人，事实上并非如此
，他甚至不到一米七。到瑞典来一看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北欧的女人，纤细苗条比之江南女子尤甚
5、娶了中亚沙漠的斯文赫定，当年我的偶像——我是看这本书喜欢手绘的。
6、没有相机,只有纸和铅笔,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一个瑞典人在中国的传奇
7、靠不住的回子，贼性大的藏人，欺软怕硬的汉人，脏兮兮的蒙古。那时候来华欧洲人对这里的印
象好一致。
8、　　我说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的探险是悬崖上的舞蹈应该不为过。在那样的年代既使是从斯德哥
尔摩去趟乌普萨拉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这个其貌不扬看起来甚至有点猥琐的欧洲人竟
然在那样一种如月球一样蛮荒的地方旅行，地理上的险阻倒在其次，更可怕是兵荒马乱，完全没有人
身安全的保障。这样的旅行该要付出多么大的勇气。没有超常的毅力和意志是不可能组织完成这样的
旅行的。贯穿全书平实的叙述中赫定的人格魅力闪耀其间。
9、多年前，我用几天的时间一气读完。我想，做为探险家应具备的首要素质，就是不畏艰险面对生
命极限的挑战有着不屈不挠顽强精神。这本书讲述了斯文赫定从一位私人家庭教师到走遍千山万水成
为一名探险家的过程，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横穿中国沙漠和两次穿越进西藏，向你展示生命极限下人的
求生欲望，还有达赖喇嘛政教合一统治下的西藏。
10、我们现在的社会缺乏的正式这种直灼的人生态度。不畏前险，勇往直前。
11、多年前，我用几天的时间一气读完。我想，做为探险家应具备的首要素质，就是不畏艰险面对生
命极限的挑战有着不屈不挠顽强精神。这本书讲述了斯文赫定从一位私人家庭教师到走遍千山万水成
为一名探险家的过程。书中最精彩片段是他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西藏，向你展示生命极限下人的求
生欲望，还有达赖喇嘛政教合一统治下的西藏。
12、勇气！智慧！
13、靠，节选本！
14、学校图书馆借的，睡前一读，09登山集训期读完～
15、为了查背景资料看的⋯⋯太流水账了
16、　　      最早看这本书还是十多年前了，在网上一堆低价处理的图书中，一眼相中，然后爱不释手
，其实翻译的并不好。多少年后，换一个版本重温，一路看到最后关于日本的地方，对翻译已经崩溃
，好在故事还算明白。
　　       书本中斯文赫定前半生的探险，始于开篇迎接极地英雄的凯旋庆典，热烈而美好，一颗少年
的心，早已落在远方，从此在智识与体力上，默默准备，去实现那自我实现的预言。多少年后，极地
已经变得模糊，东方却日渐明晰。从高加索开始，一路向东。最初赫定像极了现在的背包客，一面顾
忌自己羞涩的钱囊，又贪念远方的风景，并默默暗自期许新奇的事物。直到后来一次次的成功，荣誉
来临的同时，丰裕的支助也随之而来，他前行的步伐也日渐坚定，越行越远。也许对于大多数人，远
方充其量是一种念想，或是在对现状不满时，背起行囊出发的生活变态。对于斯文赫定，在路上已经
成为一种常态，暂时的回归都酝酿着下一次出发。也许这也是考古、地理发现的魅力所在，除了所谓
的刺激与惊险，更多的时候要直面与文明世界的悬隔，枯燥、绝望，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茫茫大漠中
的一具枯骨，最后被世界彻底遗忘。当英雄凯旋时，于欢庆中享受片刻的沸腾喧嚣，就如同赫定少年
时代看到的场景，想必除了发现，这也是他心中的希冀。再然后回到书斋，进行细致却难免枯燥的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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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资料整理的工作，直到掩上门扉，又一次离开家乡。也即是说，这一类的工作中，热闹与冷清，
举世瞩目和被人遗忘，矛盾而美妙的共存着。这种感觉，想必就是无数少年憧憬中的探险的美好，虽
然事实未必如是。
　　       一开始，赫文斯定爱上了波斯，很快的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不过对于帕米尔东头的那片土地
，一股执念开始萌生。这也许和他的老师Richthofen关于中国的调查不无关系。斯文赫定自己也坦言，
只有在从老师那汲取了足够的经验与知识后，他才敢深入中国西北。斯文赫定和稍后的斯坦因等人，
他们的行动，开启了一门新的学科，对象依旧是传统的中国亦或是东方，只是不再仅仅关注那些诸如
官修史书中的帝王家谱与异域地志，而是在这古城烽燧中、墨迹斑驳的文书里，去寻找先民鲜活的身
影。在西方沙畹等汉学家与东方的王罗的对话互动中，开启了一个新的学科纪元，研究人群的国际化
以及新材料与新视角，说是史学革命也不为过。此时，中国西北史地这门古老的学问在接下来的百年
中会变作另一番光景，其本身就是一段随着赫定、斯坦因开始旅行的过程。楼兰、尼雅、于阗、居延
的脉络在漫漫黄沙中日渐清晰。但是赫定与斯坦因不同，坦诚自己只是地理方面的学者，历史考古知
识的不足，所以进行的考古挖掘相对有限，但是他在书中却一再提及，他绘制的地图为斯坦因等人后
来的发现提供了正确的指引，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也许大家都会注意到，作者的一幅幅手绘，难道是
相片丢失的经历，让他对绘图存有某种偏好？总之现在看来，这种行为，古典而又新潮，那玩意儿，
值得信赖。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赫定身上的古典色彩更为浓重，在他的身上，更容易让我们想起亚历山
大、马可波罗，亦或是中国的玄奘，每每在帝国的时代，总会有这种豪气冲天的人物，去开拓未知的
领域，其实在那时，诸如丘吉尔、诸如阿拉伯的劳伦斯，都有一个关于远方的梦想。只可惜现在看来
，斯文赫定作为探险者，似乎已是最后的古典。只可惜，当年闪耀的英雄，存世太久，时代的改易会
让他显得愈发不合时宜，渐渐在人群之中，成为一个显得碍手碍脚的老古董，在自己愈发陌生的平凡
生活中、在自己不能驾驭的领域中，说着不合时宜的话，做着不合时宜的事。到最后，被人遗忘，甚
至不掀起一丝的波澜，身后数年，不知为何又被人想起，然后被捧上神坛，于是就成为了今日人们眼
中的斯文赫定。还好，这本书只是他的半卷人生，那时名声荣耀尚在顶峰，在世界各处演讲，接受金
光闪闪的勋章。他还见到了比当时一般日本人高一个头的明治天皇，还有伊藤博文坦诚而露骨和他谈
起日本的前途，托克维尔说过，主人总是不介意对远方的客人说一些平时不易吐露的秘密的。这一段
的岁月静好，一直要持续到世界大战的爆发。。。然后他将面对一个日益聒噪变动的世界。。
　　       
　　
17、4.5
18、翻译的真不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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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最早看这本书还是十多年前了，在网上一堆低价处理的图书中，一眼相中，然后爱不释手，其实
翻译的并不好。多少年后，换一个版本重温，一路看到最后关于日本的地方，对翻译已经崩溃，好在
故事还算明白。书本中斯文赫定前半生的探险，始于开篇迎接极地英雄的凯旋庆典，热烈而美好，一
颗少年的心，早已落在远方，从此在智识与体力上，默默准备，去实现那自我实现的预言。多少年后
，极地已经变得模糊，东方却日渐明晰。从高加索开始，一路向东。最初赫定像极了现在的背包客，
一面顾忌自己羞涩的钱囊，又贪恋远方的风景，并默默暗自期许新奇的事物。直到后来一次次的成功
，荣誉来临的同时，丰裕的支助也随之而来，他前行的步伐也日渐坚定，越行越远。也许对于大多数
人，远方充其量是一种念想，或是在对现状不满时，背起行囊出发的生活变态。对于斯文赫定，在路
上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暂时的回归都酝酿着下一次出发。也许这也是考古、地理发现的魅力所在，除
了所谓的刺激与惊险，更多的时候要直面与文明世界的悬隔，枯燥、绝望，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茫茫
大漠中的一具枯骨，最后被世界彻底遗忘。当英雄凯旋时，于欢庆中享受片刻的沸腾喧嚣，就如同赫
定少年时代看到的场景，想必除了发现，这也是他心中的希冀。再然后回到书斋，进行细致却难免枯
燥的绘图、资料整理的工作，直到掩上门扉，又一次离开家乡。也即是说，这一类的工作中，热闹与
冷清，举世瞩目和被人遗忘，矛盾而美妙的共存着。这种感觉，想必就是无数少年憧憬中的探险的美
好，虽然事实未必如是。一开始，斯文赫定爱上了波斯，很快的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不过对于帕米尔
东头的那片土地，一股执念开始萌生。这也许和他的老师Richthofen关于中国的调查不无关系。斯文赫
定自己也坦言，只有在从老师那汲取了足够的经验与知识后，他才敢深入中国西北。斯文赫定和稍后
的斯坦因等人，他们的行动，开启了一门新的学科，对象依旧是传统的中国亦或是东方，只是不再仅
仅关注那些诸如官修史书中的帝王家谱与异域地志，而是在这古城烽燧中、墨迹斑驳的文书里，去寻
找先民鲜活的身影。在西方沙畹等汉学家与东方的王罗的对话互动中，开启了一个新的学科纪元，研
究人群的国际化以及新材料与新视角，说是史学革命也不为过。此时，中国西北史地这门古老的学问
在接下来的百年中会变作另一番光景，其本身就是一段随着赫定、斯坦因开始旅行的过程。楼兰、尼
雅、于阗、居延的脉络在漫漫黄沙中日渐清晰。但是赫定与斯坦因不同，坦诚自己只是地理方面的学
者，历史考古知识的不足，所以进行的考古挖掘相对有限，但是他在书中却一再提及，他绘制的地图
为斯坦因等人后来的发现提供了正确的指引，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也许大家都会注意到，作者的一幅
幅手绘，难道是相片丢失的经历，让他对绘图存有某种偏好？总之现在看来，这种行为，古典而又新
潮，那玩意儿，值得信赖。大概也正因为如此，赫定身上的古典色彩更为浓重，在他的身上，更容易
让我们想起亚历山大、马可波罗，亦或是中国的玄奘，每每在帝国的时代，总会有这种豪气冲天的人
物，去开拓未知的领域，其实在那时，诸如丘吉尔、诸如阿拉伯的劳伦斯，都有一个关于远方的梦想
。只可惜现在看来，斯文赫定作为探险者，似乎已是最后的古典。只可惜，当年闪耀的英雄，存世太
久，时代的改易会让他显得愈发不合时宜，渐渐在人群之中，成为一个显得碍手碍脚的老古董，在自
己愈发陌生的平凡生活中、在自己不能驾驭的领域中，说着不合时宜的话，做着不合时宜的事。到最
后，被人遗忘，甚至不掀起一丝的波澜，身后数年，不知为何又被人想起，然后被捧上神坛，于是就
成为了今日人们眼中的斯文赫定。还好，这本书只是他的半卷人生，那时名声荣耀尚在顶峰，在世界
各处演讲，接受金光闪闪的勋章。他还见到了比当时一般日本人高一个头的明治天皇，还有伊藤博文
坦诚而露骨和他谈起日本的前途，托克维尔说过，主人总是不介意对远方的客人说一些平时不易吐露
的秘密的。这一段的岁月静好，一直要持续到世界大战的爆发。。。然后他将面对一个日益聒噪变动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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