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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

精彩短评

1、同意一位豆油的评价，图片不错，文字有点醉，哈哈哈，整本书看图看完的。
2、快过年了。作为一个久居他乡的异乡人，看到这本书的简介，就眼眶一热。关于故乡的那些人，
那些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心头。好温暖。好温馨。
3、清新的文字，淡淡温暖的乡村摄影图集
4、真真切切
5、图片有温暖的人间烟火味道
6、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七八个，八九十枝花。
7、文字挺朴实的，之前关注作者只是因为他的设计，没想到拍的片也这样走心
8、故乡的照片，点亮你的心，让你找回失落已久的自我，重拾简单的幸福！
9、提笔从心，捡起来的是时光
10、美的再也回不去
11、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个，八九十枝花。好书，喜欢。
12、图片挺好，文字有点醉
13、昨晚才梦见自己受老师刑罚在背“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早
上打开电脑就看见这本书的推荐，惊喜感油然而生。另外，书中照片美翻了！(*^__^*) 
14、这不是画册吧？既然我想读书，我就一星给文字了
15、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故乡都是不一样的。透过在一幅幅安详纯净的照片，一段段久远得发白褪色
的记忆被勾画出来，配上作者的解析，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16、摄影比文字好。让我想起此去无故乡。
17、看着就很不错，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引人遐想啊
18、图片好。怀念乡村。
19、也许有那么一个地方，终成为老地方。
20、喜欢作者笔下的文字，透过文字看到美丽的乡村，还有文字背后淡淡的乡愁，我也是喜欢原野乡
村的，似乎乡村里空气都是甜的，那种原始的美丽最能打动我！
21、照片拍的不错的
22、只是看了照片 觉得很美 也没有认真的去读 只是看过 并未读过
23、大概是因为打小就喜欢这些古香古味的东西，所以读起来觉得很轻切。图片是喜欢的类型，文字
是喜欢的类型。一个人，一本书，呆一天，惬意
24、看不下去
25、李双喜的照片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从他拍摄的照片里，似乎能感受到时光的静止和流动。不过
，摄影作品还是看电子版本的更有感觉。
26、治愈系旅行随笔。
27、游记 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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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

精彩书评

1、看完第一篇“云上的日子”，人都飞到深山里去了。。。但看到文章最后，想到目前自己仍处霾
都，无法抽身，心又碎了。。。最后一段双喜原文是这样写的：“我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诉说，看着他
们“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之乐，旁观着他们的幸福。而我，继续追赶我的路，在都市漫
天的灰尘里，偶尔也会抬头寻找那片掠过头顶的云，恍惚间，远山的槟榔树开满了花朵，山林里那飘
动的，那飘动的青黛粉黄，是云上的日子”
2、《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是超人气摄影师双喜第一本乡土旅行随笔结集，这是一
本【美文+摄影】的图文书。137张精美逼真大幅摄影图片和272页清晰雅致、全彩绿色环保印刷，作者
用光影与文字讲述着旅行中梦想和情怀，岁月里沉淀的孤独和思念。李双喜自幼生长于南方山村，长
大后开始了离乡漂泊。经过了十几年的奔波，他放弃了已有的事业开始旅行。他迷恋质朴的相见生活
，喜欢单纯宁静的小乡村，于是他开始行走与全国各地的小村庄，就如古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
家。”写的那样，他用照片和文字将那些渐渐被人们遗忘的小山村展现在了读者身边。有人向往繁华
万千，就有人向往宁静平和，无论如何抉择都是一种对于梦想的追求。看过了太多轰轰烈烈，跌宕起
伏，当一种纯粹的、原始的、干净的生活猛然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这种单纯的美好显得更加可贵。
生活在深山中的华与东，远离城市的喧嚣、人群的拥挤、钢筋水泥的生硬，真正的走进自然，在深山
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特殊家园。种田、喂马、隐居，这种真正的田园生活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选择的，
但其中的快意、自在真实且令人羡慕。当亲近自然、远离城市，人心底里最初的纯真和质朴都会被唤
醒，艾米在租住的小村庄里重新找回了幸福的感觉，人与人之间没了隔阂，邻里间多了份亲切和自然
，不喜交际的艾米，在这里像变了个人，因为放松和真诚，在这里“读懂了自然的真、人情的善、生
命的美。”总有那么一些人自在、从容的活在那些我们没有勇气选择的世界里，过着真正的生活，感
受着生活的真谛，美好而幸福。当故乡变为远方，人也就失去了根，当那些存在于记忆中的故乡渐渐
凋零，留下的是岁月的沧桑和孤独的味道。作者走进那些遗落在记忆中的他人的故乡，透出的是对自
己故乡的思念。书中一个个大山深入的小山村、渐渐没落的院落，徒留老人和稚子的家乡，照片里沉
淀的是岁月的痕迹，文字里流淌着孤独的味道。进入每个村子，留在家里的老人都是无比热情，将最
好的东西用来招待客人，这份真情让人动容。但当离开的时候，望着门口微笑相送的老人，担心无奈
的是他们无人相伴的岁月。有太多人离开了故乡去打拼，却渐渐忘却了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在孤独的
老去，岁月将那些美好的风景和年华一同带走，从不手软。旅行、摄影、远方、他乡，走过了许多路
，看过了许多村庄，作者将这些美好和孤独一一呈现，字里行间也逃不开自己的思念。关于他的故乡
、他的幼年，他的父母，同样的平凡、真实。那些回忆的文字里，每一个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自己的影
子，离家时父母的不舍、归家时无比热情的关怀，有不忍却也放不下大山外的花花世界，正是这样的
难以抉择，所以他才会在这么多年后放弃所有，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生活。将旅行、摄影当做一种职业
，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总比在大城市打拼来的痛快，因为这是心的选择。去远方，看炊烟，日出日
落间自由一份闲淡心情，一份宁静平和。看过了这么多人间烟火，山野闲人，也是时候，回故乡旅行
了。
3、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永恒的故乡，我也是，出生在南方一个小山村里，与作者描述的那么相像，每
一张图片都是那么的富有感染力，仿佛就是故乡的景故乡的人，更是勾起故乡的情⋯⋯早上鸡鸣叫醒
沉睡的村庄；你家炊烟才起我家已是风风火火在吃饭；小伙伴们不知疲惫的在山里、树上、田里、溪
边、河里、路上嬉戏，山洞里钻来转去、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抓泥鳅、拔溪边的一种草做毽子、抓
螃蟹和在坝上挖个洞烧火煮家里或地里偷偷拿来的吃的，玩弹珠和用小刀在泥地里玩游戏；傍晚时分
的小朋友们嬉闹声和着虫鸣；一碗饭吃百家菜的欢快；几家人坐在一起晒太阳、看星星的惬意⋯⋯有
多久没看到这些场景了⋯⋯后来长大了，一直对到处游玩情有独钟、每一次都会拍很多照片，总有一
些特别喜欢的，记得有一次和叔叔婶婶们清明回家乡，也是拍了很多照片，突然发现故乡真的好美，
一点也不亚于那些著名景点或者大家所追捧的不为人知的美，从此格外珍惜⋯⋯感谢作者，给了我们
这样一个机会，细细品味那内心深处的故乡，常回家看看，把每一次故乡之行当做一次发现之旅，慢
一点再慢一点，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
4、第一次看到书名，不禁想起多年前在小学语文课学过的一首诗，诗名是什么如今已经记不清了，
却能完整的背出诗句来——“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当时只惊叹于
这个诗人的才华，居然可以把数字一到十都写进诗里，不曾想过它还可以和故乡联系在一起。作者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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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

绘的一座座村庄，书里的一张张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记忆深处的故乡。仔细想来，那已经是非常久
远的事情了，遥远到仿佛是我前生的经历一般。故乡，是和我的童年紧密相连的。思绪穿过十几个春
夏秋冬，回到记忆中的小时候，一幕幕场景竟是那样鲜明。我依然记得那个充满阳光的早晨，那时候
的太阳真的是金黄色的，照耀在辽阔的大地上。我骑着刚刚学会的脚踏车，在院子里兜圈圈，小狗屁
颠屁颠的跟在后面。吃完早饭，妈妈提着洗好的衣服，在不远处架起竹竿准备晾晒。这样的日子是童
年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但那份生活的宁静却再也不会有了。后来，等我上小学的时候，全家都搬到
城里去了。最终，小小的我背井离乡，童年也随之远去了。繁华的城市生活让我遗忘了故乡吗？如果
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还会在梦里一次次遇见那条熟悉的小巷？回家的路上，左手牵着爸爸，右手牵
着妈妈，昏暗的路灯下，三个人的影子都被拉的好长好长。今年春节回了一趟故乡。久违了！在十几
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再一次踏上了那片养育过我的土地。唯一遗憾的是，我没能看到记忆中熟悉的场
景。我未曾想过，我的故乡——那个僻静的小村庄，有一天也会被现代化建设的浪潮吞噬。曾经狭窄
崎岖的小路，如今已经是宽阔的沥青马路了。而记忆中一排排参差不齐的房屋，也被一幢幢高楼大厦
所取代。那个见证我童年的故乡，再也回不去了，她只能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中了。亲爱的故乡啊，
我是不是来晚了呢？谨以此纪念我渐行渐远的故乡。
5、从在外求学的那天始，似乎就注定了这一生要离乡漂泊。时间一天天流逝，一点点融入大城市，
一心想要扎根城市，却像一只离线的风筝，越飘越远。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与故乡分离，生活在别
处。现在与故乡的联系，或许只是一张汇款单，也或许是过年那几天短暂的重逢⋯⋯”外表看似坚强
无比，内心却万般脆弱，除了用工作麻痹自己，似乎无药可救。苦闷时会放声高歌：“不要问我从哪
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就像作者在文中写的那样：“大城的景象
很瑰丽，一年四季，风沙和雾霾时不时地飘荡在高高的楼宇间。有时候，我在雾霾里无神地行走。城
的夜被七零八落的霓虹撕碎，拥堵的车灯亮了，勾勒着我匆匆的脚步。围巾顶着下巴很温暖，白色球
鞋泛着煤灰，空气稀薄，就像高空三万公里，远离了地面。有时候，我真的像远离了地面。挤在公交
车里，往往都像磁悬浮般神奇，燥热的车厢，无尽地摇晃；电脑显示屏闪烁着眼睛，客户催稿了，我
却还在懒散地游离，时间还早呢，刷下微博，跟着众人愤世嫉俗，这是个啥样的世界？难道真的只是
苦海无边！如果生活真的是苦海，那我一定还在苦海里沉沦。我提着尿不湿走下大楼，我花高价从大
洋彼岸买奶粉；我跑到几里外的菜市场买新鲜菜，我天不亮就起床，拨弄着一天的油盐酱醋茶；堵车
堵到深夜，在月光下煮着月光晚餐，在城之郊野的蜗居里，我总在深夜里感叹：这个城市没有星光！
”想必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都有着相同的心思，作者也发出了感慨：“这是一个充满了欲念、充满
了漂泊、渴求归宿的年代。不知道从哪儿读到过这样一句话：‘有留意到现在没有人看日落了吗？也
许城市人都是那样。’你我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有多久没有留意过自然的变化，是否还有心情抬
头看看春的繁花秋的枝丫。或许，我们都有过远离城市的梦想，但无论城市如何郁霾，如何拥挤，我
们依然无法离开。”多想跟书中《云上的日子》中的主人公华和东一样，静享田园之乐，守得一方净
土：“我一直渴望过田园生活，想拥有一个农场、一幢小木屋，种点新鲜的瓜果蔬菜，养些原始的家
禽，平时我们骑着马在农场里巡视播种的庄稼、果树，孩子们在田间追逐、嬉戏。”也想像《栖》的
主人公艾米那样：“推开斑驳的木门，在方方正正的堂屋里品茶，在圆圆滑滑的石板路边种花，再圈
一小块地，守着淡然的秋实春华。”作者最后写道：“渐渐地，我开始向往宁静的生活，宁静的故乡
和那宁静如水的村庄。自从有了孩子，我更喜欢往故乡跑了，尤其是遇上雾霾天，归乡的心情便越发
浓烈。回过头来，从城里回到故乡，想不到是如此这般的享受。故乡，有清澈的河水，有漫野的花香
，有绵软的时光。女儿很喜欢奔跑在故乡的原野上，那儿的鲜花漫过膝盖，那儿的野果悬在头上，那
儿有找不尽的自然宝藏。总记得，女儿在田野里发现黄牛时那惊奇的表情，像是发现了外星来客般欢
喜万分。从来都没有觉得山里的村庄是如此的迷人，如此的鲜亮。”看来作者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
而我呢，学着做一个幸福的人，让心沉静，而后，从容地生活。
6、过年了，要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的习俗。可是和往年一样，我又有了近乡情更怯的心结。故乡
于我正变得越来越陌生，我对她而言，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客人了。身处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
多少都会有些怅惘。“现代化”这个怪物用冠冕堂皇的旗号，异化着一个个故乡。城市千篇一律，连
乡村也变得更加像城市。一次城市研讨会上，有建设部官员说：“中国，正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
成的国家！”“记得住乡愁”是很美的愿景，但愁是很多很多，故乡却怎么也回不去了。对每个人来
说，故乡绝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童年、乡邻、外婆至亲、乡味、玩乐嬉戏、农田山野、禽畜耕作
这些干净淳朴意象的组合体。当你回想故乡的时候，出现在脑海的该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句句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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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

切的叮嘱，一幅幅感人的画面，一片片金黄的麦田，一声声清脆的布谷鸟鸣⋯⋯即使你年迈老去，这
些意象也不可能轻易褪去，反而更加清晰。因为那些是你骨子里血液中的东西，失去的越多越久，就
越记得清楚。故乡往往代表着本真、辽阔、自然、淡泊的，现代化则意味着人工、限制、造作、功利
⋯⋯故乡是必须有树的，于是树木被砍伐；故乡是必须有清清的小河的，于是小河被污染；故乡是必
须安静的，于是到处都是歌舞升平；故乡是必须有浓浓的人情味的，于是现代化的冷漠开始入侵⋯⋯
我们从未离开过这片沧桑的大地，我们时刻深情地凝望着期盼着，却发现挚爱的故乡被不懂她的人胡
改乱造，心痛之外是绝望。地方也许还在那里，但只是一个地标，一个符号，一个记忆里的片段。但
是早已不是曾经的故乡。总有人正处于童年，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故乡对于一个人而言，不是可有
可无的点缀，而是生死相依的父母。时过境迁，浪子漂泊归来，记忆中的故乡已面目全非，所有回忆
被粗暴篡改。当你看着满眼陌生冰冷的画面，脑子里都是那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老人都会过世，时代也都要发展，社会也要变迁。只是相比以往一辈辈人，我们这代人的故乡消失
的一去二三里，翻天覆地的改变速度让人来不及叹息。未来几代人的故乡也许就是细水长流的变迁，
而且是越来越好的，但是我们是注定了有深深乡愁的一代。幸或不幸，谁也说不清。旅行作家李双喜
是80后，与我一辈人。同样是从乡村到城市的成长路线，同样喜欢用旅行来抵抗现代化的侵蚀，同样
是在“北漂”的间隙思恋着远去的故园。所以，读他的文字与心情难免心有戚戚，沉在心底变得僵硬
的回忆也会变得柔软重新浮现，偶尔一个片段一个风景一张照片都会把我深深击中，然后我也开始了
记忆里金黄的回溯之旅。他游历中国，用饱含深情的镜头记录下正在消失的故乡，文笔细腻清新，照
片充满浓浓的乡情，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书写与记录本身是有意义的。无论怎样，寻找遗失的美好，
追寻我们出发的起点都是这个时代最稀少最宝贵的实践。也许只有一人坚持，也是能够照亮夜空的火
把。他的镜头似乎有让时光倒流的魔力，每个人的故乡都得以死而复生。虽然是残存着的鳞光片羽，
但已足够温暖。看托尔金的《指环王》很多遍，最后明白了一个道理：黑暗魔王代表着现代化的冷酷
邪恶，魔王的怪兽士兵烧杀抢掠，破坏着每个人的家园，魔戒则代表着现代化赋予人们的无限欲望。
负责摧毁魔戒的霍比特人则是热爱自然、抛弃欲望、怀有赤子之心的人。人类之所以不能被委以重任
，因为他们欲望太重。只有不被现代化蛊惑的人，才能成功避开欲望的引诱，最终拯救自己的家园。
叶赛宁说，“我回到故乡即胜利。”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故乡
，是一个人最终的归宿，重无可重，此生唯一。故乡尚在能回到故乡的人是幸福的，故乡不再但是初
心不改，痴痴寻找的人更是可敬的。只要能够找回那遗失的故园家梦，无论走再长的路付出任何代价
，都是值得的。愿亲爱的你，漫漫长路中，前程可期，有家可回。
7、汪国真曾经写过一首诗：“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
于传说⋯⋯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诗歌和诗歌里的远方，都召唤着一代代的
年轻人离开故土，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去见识陌生的风景。然而，从家乡逃离出来的年轻人懵然发
现，异乡既不够美丽也没有传说，甚至让人失望、落寞，反而是深藏在心中的那个故乡越发地沉静、
温柔、可爱。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留有故乡的一席之地。即便你不是背井离乡在异地打拼，日
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也早已把老家的模样悄然改变。空间和时间，是把我们带离故乡的两轴。隐藏于心
中的或浓或淡的屡屡乡愁剪不断理还乱，是一帧帧画面，是一句句乡音，零碎而倏忽。而李双喜的《
一去二三里》把我们的乡愁具象化，让我们看得真真切切：乡愁是村口清澈的小溪，是后山开遍的枣
花，是午夜的满天星光，是长辈辛苦劳作的身影。回望故乡，少时的山水田园如诗如画。正因为我们
已经回不到旧日的时光里，所以她才美得有些不真实。连农人日常的劳作，都像古诗般清幽俊逸。回
望故乡，昔日的辉煌已败给了时间的侵蚀，颓然欲倒的廊柱定格住宿命般的没落和萧索。有一些人远
离尘嚣，隐居山野，试图留住最后的美好时光；而另一些人，则不安于驻守一隅，永远飞驰在路上。
这本书写的是故乡，实际上描绘的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时间。正是时间把故乡、往事、人物
酿成浓酽醇厚的一坛酒，所以对我们来说，故乡也成了远方。我们在城市的角落里野蛮生长，而留在
故乡的人们却在时光里孤独的老去。这种惆怅、离别的意象有一种悲剧意义上的审美，让人回味无穷
。李双喜的文字优美清雅，在路上的行走于经历提炼了文思，与明媚的摄影作品相得益彰。这本书是
我近年来看到的80后作家创作的关于故乡的最美的图文。他试图告诉我们，不必千里迢迢地奔赴远方
寻寻觅觅，最美好的风景，或许就在我们最熟悉的地方。
8、生活在一个城。原本不属于这里，这里没有我的童年，没有我的小伙伴，没有我青春的彷徨，也
没有我最初的梦想。而这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我那早已不复当时模样、渐渐陌生的故乡。人说，有
故乡的人是幸福的，而故乡对于我们，却是再也回不了的地方。因为梦想，离开故乡，因为成长，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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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故乡。多少次梦回故乡，一切美好重现，孰不知，梦里不知身是客，在他乡，念故乡。乡愁的滋味
，是心底那柔软的、淡淡的忧伤。我们所怀恋的那个故乡，就是那最初的地方。如果你也在他乡，念
故乡，就去看看《一去二三里》这本美妙的乡村旅行随笔吧！只因对旅行、对美图、美文和美境的喜
欢、才会懂得作者这无边的游子情怀，珍惜与之共鸣的乡愁思绪。读她的感觉，仿佛在《春天，躺在
黄花堆叠的光阴里》，怀念飘着《桐花树下的香味》的《那一个时光小院》。可是，再也《没有了那
样的日子》---《云上的日子》，还有那远去的《追风少年》，《老去的村庄》⋯⋯只能在回忆里找寻
《去往村庄的路》。一去二三里，栖身在他乡。在他乡，念故乡，蓦然回首望，最美是故乡。
9、故乡的照片，点亮你的心，让你找回失落已久的自我，重拾简单的幸福！乡村，真的是最好的心
灵旅行地。这一篇篇文章，一张张照片，犹如一首首清新的田园牧歌，抑或是来自荒野的一股清新空
气，轻轻地抚平我内心的浮躁。它让我在困顿疲惫中感到一丝温暖，获得平静的力量，不再去想争强
好胜、羡慕他人，不再空虚或忧虑，从而走向宁静的回归。
10、认认真真的读了两次才打开网页写评论，说来与这本书的邂逅有些神奇，某一天晚上梦见一个凶
巴巴但是不坏的老师可劲的盯着我背课文背古诗，躲不过便背了首“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
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至于为什么会背这首诗，梦里的倒霉孩子背完诗后想了想发现自己只会背这
么一首诗.........唔，扯远了。正文是做梦梦见背诗的倒霉孩子第二天醒来后打开电脑登录豆瓣看见的第
一条广播就是《一去二三里》的图书推荐，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与这本书来一场邂逅。我说了，读了
两遍才来写评论，但是我文笔不好嫑打我&lt;(￣3￣)&gt; 拿到书的第一件事是先把里面的配图全部翻
了一遍，每一张都想要电子稿！读第一遍的时候，觉着书只是把农村的美好通过细节描述出来而已，
而书中的黑黝黝的土灶、破破的老屋和下过雨的泥土地和郁郁葱葱的树林全都是我经历过的，虽然美
好却不是很特别。但是读到最后少年詹庆良的日记，看到了里面一段“看到花园内，有两丛好花，一
窠花开红色，一窠花开白色。白的花开秋季，花名为“水粉”；红的月月开放，花名为“月月红”，
又称“月月贵”。有此红、白两花，对我书案前，闲来很喜赏玩。”那一瞬，脑海中轻轻的响了一声
，想起了小时候每逢雨后清晨上学的路上必会从路过的人家摘一朵滴着水珠的月月红，或是让母亲把
花插在马尾上，或是放在课桌上，那样一整天都是快乐的。同时想起的还有那些花最独特的香味，有
那么一会儿，闻到了月月红最独特的雨后的香甜味。带着脑海中的香甜味又将书读了一遍，认认真真
地读了一遍，那个晚上，这本书几乎唤起了我童年记忆中大多数的味道，有黄土地干干燥燥的味道，
雨后泥泞的树林里的青草味，素净的菊花香，灶台里飘出的食物香气和最最香甜的月月红花香。那些
离家远行的人呐，这本书可以帮你找回记忆中最独特的味道。
11、关于故乡，小说家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写道：“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
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
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
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说来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
合，在他们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
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
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已离开的土地。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
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从不相识的人
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宁静。”我们大都
是偶然到了一个地方，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园。记得2006年夏天，也是我开始在大城市独自生活的
第四年，忽然某天，被一种叫做乡愁的情绪击中。顿感失落，信笔写了首聊发心绪，名叫《乡愁》的
小诗：“离乡时/乡愁是一枚投入水中的石/一点点/沉入心底/思乡时/乡愁是手中长长的电话线/我在这
头/亲人在那头/回乡时/乡愁是高兴的孩子/跑着找妈妈”。现在看来，那时的乡愁简单清浅，而此时的
乡愁像一团浓得化不开的云雾。只是怎样寄托这一抹乡愁呢？于是，去远方旅行，把自己抛向很远很
远的地方，想让心沉寂。谁料想，走得越远，心越发不安。看到书中的文字，我更加相信，走得越远
，未必就能更接近真正的自己。这几年，李双喜自由行走中国100多个传统村落，他背起行囊，走过了
一村又一寨，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平凡而温情的村庄。他说：“能遇见那些村庄，哪怕只是看见一截残
墙，或是几朵飘过天际的白云，也都是幸运的，因为不久的将来，那些蓝天，那些田园，那些山水，
那些乡愁，都会一一逝去。我不是满腹乡愁的人，我怀恋的不仅仅是故乡，而是心底最初的地方，一
切纯净如天籁。”《一去二三里》中图文所涉及的村镇有三十多个：江西：瑞昌市九源乡；浮梁县苍
溪村、严台村；婺源李坑村、西山村安徽：歙县石潭镇、黄村广东：仁化县夏富村、牛鼻村、石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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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溪大围村浙江：嵊州市崇仁镇湖南：张家界市小坪村、丁家界村、沅溪村；沅陵县火场乡江苏：
昆山市锦溪镇山西：平遥县喜村、梁村；临县李家山村云南：大理市喜洲镇；普洱市玉生田北京：密
云县干峪沟村河南：新县毛铺村海南：文昌铺前镇；海口美梅村；三亚南岛农场陕西：铜川市陈炉镇
；吴堡县城里村贵州：雷山县桃香村四川：木里县利家嘴村河北：曲阳县下岸村、葫芦汪村；赵县六
市庄村；望都县南曹庄；沙河市王硇村山东：蒙阴县百花峪村这些都是正在改变的、依然温暖如初的
你我的故乡。原来，我忘了，有个叫故乡的地方，一直在等我归去。
12、翻阅这本书，戴上耳机，一遍遍地听李健的《似水流年》： 偶尔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
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
⋯⋯让目光走过那扇窗生命的河从身旁流过 将回忆慢慢淹没那年春天燃起的篝火多年以后泛着泪光闪
烁我愿这一夜长醉流年似水般滋味听着听着，内心深处那些关于故乡的缱绻记忆全都唤醒了。少年时
，那些耳边蝉鸣的时光，像瓷器上薄薄的一层釉，泛着光，透着亮，永不褪色地停留在记忆里。我也
曾有过一个美丽的故乡。村西头的那条小河只留存在记忆中。小时候，跟着邻家的大姐姐去小河里洗
过衣裳，摘采过水芹菜。也想学着男孩子的样子，在小河里游泳，却怎么也游不起来。也曾跟着一大
帮小伙伴去小河里捉泥鳅，养在爸爸买来的圆圆的玻璃鱼缸里。后来，上游的造纸厂总往小河里放红
色的、碱性很大的浮着泡沫的工业废水，小河不再清澈，人们再也不愿去小河里了，即使从小河边经
过，都会捂着鼻子。再后来，小河干枯了，成了一条深沟。家门前的那条泥土路，有过美好的记忆。
记得四五岁时，早上，太阳红彤彤的，家门前的泥土路长长的，爸爸偷偷推着自行车去卫校上课了。
我发现爸爸不见了，就拼命奔跑，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边跑边大声喊着爸爸。妈妈听到我的声音，
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出来追我。爸爸则一边扭头看我，一边努力骑车。爸爸骑远了。我的哭声也停
了，被妈妈领回家。下过雨后，通往学前班的泥土路泥泞不堪，我趴在爸爸的肩膀上，爸爸手里拿着
我上学要坐的小板凳。哥哥养的小狗虎子一直跟着我们。那时，我想如果一直下雨多好啊，爸爸就能
多背背我了。曾跟着小伙伴在田野上迎风奔跑，看谁跑得快。也曾为家里搭把手，农忙时，小小的身
影不时出现在田间地头。也曾叫上三五好友，提着小篮子四处游荡着扯猪草，比谁的篮子最满，谁认
识的植物多。我们总觉得时光很缓慢，离长大还很远，谁料，童年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再
也没有了那样的日子。这一切，就像书中那首诗《没有了那样的日子》写的那样：这个世界上的所有
风云也许我们都不关心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战争也许我们都不关心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爱情故事也许我们
也都不关心因为我们与世无争我们只想在这片天空下细细雕琢自己的心情我们只想在这片天空下享受
着自己的生命让它慢慢地走向死亡等死亡来了我也就洗洗身上的泥土我也就安静地躺下自然，我也就
走去可能这样的日子没有了没有了这样的日子也许曾经就不曾有过也许永远也将不会有有的只是那个
远远的远远的小村⋯⋯
13、一直关注的摄影师——双喜，厚积薄发的沉淀之作。书名虽是《一去二三里》实际却是翻山越岭
、几载春秋走过一村又一庄的图文总结。在世界的潮流向西的时候，他坚持向东，走向一个个不为人
知，却就要永远逝去的村庄。没有刻意的乡愁，不会肆意的呐喊。他从家乡走回故乡，带给你最清澈
的亭台花香。我有幸能和双喜去过书中很多的地方。也有幸记录了我的故事和家乡。也许到不了的地
方不是远方，却是家乡。也许有那么一个地方，终成为老地方。寄相思赋予谁，愿好好珍藏。
14、作者说，你描写家乡的语句是香甜的。于是，他就把刚出版的《一去二三里》送给了我。这等待
这本书的几天里，故乡两个字一直萦绕耳边。故乡，还在那里，可是梦里的故乡已经很遥远。每次念
起家乡来，都是小时候的场景，再也回不去。也许，某一个季节，某一种花香，某一个人，某一个假
期，总会让你的思绪回家乡。但是对故乡的那种情感，真得不知道用什么语句来描写。香甜，作者的
一个香甜，让我愣了一会儿。对，就是这味道，是美好的，能让你时时回想，留恋。我很喜欢去一些
古老的小山村。不管它是大是小。有人会很奇怪，破山村有什么好玩的？其实是没什么好玩的。但我
知道，那个地方的每块石头，每个泥土墙，每棵草都共同见证过年年岁岁的风和雨，人和事。我不出
生在那里，但是那里也是很多的人故乡。对，是很多的人的故乡。别人的故乡和自己的故乡有区别吗
？有。但是情感是一样的。《一去二三里》是很多人的故乡。作者去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每
一间屋子，每一缕炊烟，每一个老人，都是我们记忆深处故乡特有的温情。作者述说当地人的每一个
故事，似乎我们都是听说过的，那么熟悉。对于故乡的情感用一句话，一个词来表达，总是那么难。
每次说出来的话语总是缺少点什么。作者的这本书，诠释得很真切。没有拿到这本书之前，我就觉得
有所期待。果真，没有丝毫矫情。当我拿到书时，我嗜读如命。迫不及待的翻看。一张蕨草的书签，
跳跃眼前。是作者从自己家乡的山上摘得。我怔住了。乡土情结一涌而上。我的家乡也有，可我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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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忘却。作者是有心的。“我不是满腹乡愁的人，我怀恋的，不仅仅是故乡，而是心底最初的地方
，一切纯净如天籁”--《一去二三里》我站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遥望着故乡的山水溪流。我坐在城市
的一把椅子上，聆听着故乡的每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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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页

        

2、《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60页

        

3、《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59页

        家乡的茶园开满花，二十年来，开开落落，无人问津。我们都离开了故乡，离开得那么久远。故
乡也在沉默中慢慢变化，那些关于故乡的一切，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就如同那处茶园一样，已经长
满了野草，面目全非，陌生得不像从前，我也无心分辨。

4、《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29页

        肮脏的车厢内，阳光跟着亦曲亦直的道路来回穿梭，忽明忽暗。

5、《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8页

        

6、《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87页

        一条看似平淡的山道，却也是变化多端的。

7、《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33页

        L10
难怪华仔喜欢骑行，流动的风景着实曼妙：风从脸颊吹过，夹杂着泥土的香气，而两旁的稻田绿油油
的，恣意地铺陈翻滚，如同浪花一般在眼前流逝。静止的风景，此刻都变成了流动的乐章，就连湿润
的空气也被颠簸成细碎的呢喃，四散于鼻翼和发端。

8、《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42页

        空城，太寂寞；大城，太漂泊。
到如今，我还没有找到属于我的城市。

感想：阅完此书，十分欣赏作者别具匠心选取的照片。老实说，我去走了数不清的乡村原野，也拍了
数不清的田野照片，可是，我总有意识地过滤掉那些自认为糟杂混乱的“现实”，刻意的保留心中的
美丽，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越是这样，越觉得无景可取，不知道表达不知道角度⋯⋯
其实越来越多沉默，然而可喜的是当初的逃避，终随着年龄和经历一点点在消减距离，我爱家乡，爱
幕野丛林黄土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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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94页

        这些从大城市来到丽江生活的人们，执恋着小城里的青春与闲散，执恋着高原上的空气与阳光。
在散淡的时光里，无论是杯盏里闪烁的霓虹，还是泥土路上扬起的尘埃，那些不羁的、自由的风声和
故事，都那么的令人向往。

10、《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9页

        

11、《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41页

        娘娘庙里，他匍着身子，求着雨露。梦里，雨下了一夜，檐下的水缸满了，南坡的菜地湿了，一
垄一垄的鲜绿，是那样明艳。那个梦，他做了一辈子；娘娘庙，他求了一辈子；岭上的羊肠小道，他
担着水，走了一辈子······

12、《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03页

        夕阳下那无意间的回头相望，竟是最后的别离。

13、《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59页

              家乡的茶园开满花，二十年来，开开落落，无人问津。我们都离开了故乡，离开的那么久远。
故乡也在沉默中慢慢变化，那些关于故乡的一切，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就如同那处茶园一样，已经
长满了野草，面目全非，陌生得不像从前，我也无心去分辨。

     当青丝变成白发，故乡是那样的孤独。我们注定了要与故乡分离，生活在别处。现在与故乡的联系
，或许只是一张汇款单，也或许是过年那几天短暂的重逢。

        家乡的茶园开满花，零落的花瓣已无处安放。

14、《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17页

        年轻人用决绝的姿态，抛弃了老旧的院落。

15、《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13页

        每个人都有一个时光小院，只是在时光的流逝中，那个小院或是衰草凄凄，更或是没了踪迹。有
时候，我们偶尔也会惦记起小院的模样，只是时光不知不觉走得那么快，我们都来不及细细缅怀。

16、《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47页

        这样的生活安静得如同一幅油画。

17、《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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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2页

        想找个远离城市的地方，开三分地，盖一间房。

19、《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35页

        他们的笑容与密集的枣花一起，静悄悄地绽放在那片荒野地里。

20、《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83页

        旅途虽然辛苦，但好在一路的风景都是绝美的。高高低低的远山被冷雨淋成青黛色，层层叠叠的
梯田被秋意染成金黄色，忙碌的农夫披着蓑衣，挑着担子，走进这苍茫的暮色中。而此时的我们，也
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田埂上。

21、《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38页

        茶乡浮梁，四月的空气微蓝。

22、《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17页

        P17 L12
         我喜欢这样美的心思：“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在蓝空天末，摇摇欲
坠的孤星！”我也喜欢这样美的期待：“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找个值得栖息的港
湾，做一个幸福的人，让心沉静，而后，从容生活。

23、《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95页

        这些怀恋，被游子用心祭奠着，从他的心中传递到下一代。

24、《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24页

        或许，是太久没有看书了，已渐渐忘却文字的味道。

25、《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第51页

            他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他上的釉色是独一无二的，青里透绿，绿里浮蓝······他手中握
着的杯盏，是他一生的梦，他在生存与梦想之间执拗地行走。
    茶香将杯盏浸染，散发出阵阵清香。
    人生沉浮，如一盏茶。
    苦如茶，香亦如茶。

26、《一去二三里： 关于故乡，也关于旅行》的笔记-《一去二三里》编辑手记

        故乡，一道永不消逝的风景
        大概是2011年秋末的某日，我在网上游荡，浏览了许多跟旅行相关的博客。无意间，点开了李双
喜的博客，顿觉眼前一亮。
        先看了一篇，接着又看了一篇，然后就一篇篇看了下去。
       油菜花田、耕牛、忙碌的农人、故乡的小河、乡村小路、古朴的老房子、小青蛙、紫云英、覆盆
子、笋皮小伞⋯⋯这些南方的景物，在我心里慢慢复苏。        2007年整个春季，我都待在南方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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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待宝宝出生。那时，每天都要去小河边好几趟。沿河堤散步，听潺潺的流水声，看油菜花海里蝴蝶
翻飞，看山上满满的绿色，低头抚摸草地上一朵朵野花。小狗阿黄懒懒地躺在草地上，阳光照着，一
会儿就睡着了。远处，大水牛“哞哞”叫着，小山雀自由翱翔，飞向山中。我总是走着走着，就不自
主地张开双臂，让轻风唤醒身体里的每个毛孔。
       堤坝上种着许多树，冬天还没过去，它们就早早地发芽了，急着长成一片森林。到了三四月份，
堤坝就有了一道绿色屏障。我喜欢静静地仰望绿色的树冠，仿佛这样就能看到大树的心里去。偶尔，
我会带一本书，坐在河边大石上，细细捧读。晴朗的中午，空气暖暖的，点点阳光洒在水面，有时我
会在小溪流里浣洗。不经意的一瞥，会发现一两只调皮的螃蟹从石块下钻出来晒太阳。它们横着身子
向前走着，那么快活，那么惬意，怕是连神仙都要心生羡慕。下雨天，站在房子楼顶上，望向远山，
烟雨朦胧，不用渲染就是一幅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
       关于南方的记忆，还有很多很多。
       在各种美好的牵绊下，我们决定要做一本关于故乡的书。
       作者博客中写道：“台湾诗人席慕容写过这样一首诗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
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
树，永不会老去。’乡愁，是挥也挥不去的雾霭，是长得流也流不完的小溪，它在彼端，我们在此端
，牵挂的心，永不会停。每个人都在旅行，每个人都勤奋地经营着自己的旅行社，每个人都是自己生
命中的旅行家⋯⋯但无论走得多远，人生的旅行从故乡开始，也会在心灵的故乡终结。人生旅途路漫
漫，最美是故乡。”
       故乡，是一道永远不会消逝的风景。这道风景里，有四季变幻的美景，有亲人，有儿时的小伙伴
，有同窗好友，也有一次次难忘的成长经历。
       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给每一个思乡的游子带来一丝慰藉，些许温暖的回忆，让漂泊在外的游子
们，重拾记忆深处的故乡，找回失落已久的美好，重获简单的幸福。
坚持，只因喜欢
        为什么说坚持呢？
        因为从策划选题到正式出版，这本书历时三年多。没有坚持，一切都无法想象。
        出书的第一步即通过选题。记得正式上报选题时，我把作者提交的文章按内容分成三部分，每部
分取了诗意的标题。从我跟作者想的好几个书名中，特意选了一个觉得出类拔萃的写了上去。结果，
领导说书名不好，也没有很好地提炼出卖点。隐约觉得，我的随意和不认真，还够不上年轻的博士领
导的严谨。深感离真理还有一步之遥呀。怎么办？没有答案。记得那天，我心情灰暗，下班后，坐地
铁竟坐过了一站地。
        后来，我放下了这个选题。也一度想过还是不要做了。但也还让作者继续写，继续拍，不管我做
不做这书，都不要轻言放弃。我还照旧生活、工作，一切按部就班，可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难道我
要彻底放弃它了吗？“不，不能。”心底总有个声音这样说。彼时的我，作茧成蛹，不知何时能幻化
成蝶。直到有天，头脑里突然浮现出那首儿时的古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
十枝花。”老天，我终于豁然开朗。这正是我想要的！我重新整理了思路，自然地将一切呈现出来。
领导很快同意了。
        具体写作时，作者既要忙于工作，还要外出拍片，更有家庭要照顾，用来写作的时间并不多。后
来作者说，如果不是我的鼓励和坚持，他早就放弃了。其实，我想说，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主要还
是出于满心满意的喜爱。
真情，是脉搏
        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书。虽然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洋洋洒洒的博文，也发表过不少文章，但是作为正
式出版物，对内容的要求会更严苛一些。
        作者交来的初稿，我先看了一遍，标出还可以再写的细腻一些，需要抒发真情实感的地方，让他
修改。这样反复几次后。作者不但会把自己觉得写的不太好的地方修改好，而且还通过后来的行走，
加了好几篇很不错的文章。到最后，他说，感到自己能写了。我倒是认为，只要把真实的感受写出来
，让真情自然流露，就很好了。 要美，再美一点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是作者做的。
        没错，是作者设计了封面，设计排版了内文。作者是设计师出身，他想按自己的思路，设计   制作
这本书，但他不会用专门排书的软件。我说这没问题，于是，请了做书装设计排版的朋友帮忙，在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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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耐心指点下，学习能力超强的作者竟也排得熟练自如，俨然一个老手。
        说到版式设计，不得不说一个小插曲。作者发来的第一版设计，直接被我否了。由于理念的不同
，我们起了争执，发生了些小争吵。过了几天，作者又发来一版。打开一看，心中窃喜，这正是我想
要的样子，清新雅致，又有点淡淡的怀旧色彩。这次的版式只做了几处小修改，就定了下来。        特
别说说封面上的书法字体。作者曾设计过书名字体，我们总感觉不是特别理想，但也找不到特别适合
又好看的字体。后来，我想到试试书法。先是让一位远方的老友写，老友的字体苍劲有力，自成一体
，然而放到封面上效果却不太理想。没有采用老友的字，深感歉意，老友倒是丝毫不介意。想到，我
还有位同学，自幼习书法，年纪轻轻就写得一手好字。同学欣然应允，写了好几种字体。最后，我们
选了封面上的这款。作者说，一二三，像一片片小树叶，很清新。我觉得这五个字，仿佛也随着这本
书的节奏，踏上了通往故乡的小路，游游荡荡，怡然自得。         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觉得图美。惊呼
，太美了！书中这美美的137张图片，可是作者从五六百张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呢。
        选纸时，负责印制的同事认真敬业，专业素质过硬，从开本大小、内容、封面设计的效果等各方
面综合考虑，及时给了不少宝贵意见和支持，使这本书能更美地呈现出来。
        等到印刷环节，作者有事，让他学印刷的同学跟我一起去印厂。对印刷，我是没太多经验，多亏
他同学眼尖，在印刷环节发现了一些小问题，及时让工人调整。离开时，他还一再叮嘱工人一些注意
事项。这家印厂也很棒，为北京地区已取得绿色印刷资质的出版物印刷企业。所以，这本书的印刷也
不错，令人满意。
        做出版的人常说，做出一本书，就像养大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亲人的支持，少不
了朋友的鼎力相助。在这里感谢所有对这本书提出或褒扬，或批评的亲们。正是你们一句句友情的提
示，才让我们更加注重改善每一个细节，让这个孩子美一点，再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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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这个梦是祖母和孙儿的最后一次约定。祖母用毕生的爱，温暖了孙儿原本不幸的童年。而
孙儿，也将这些温暖转化成怀恋，走得再远，那些心底永存的印记，是故乡，是村庄，更是祖母额头
上纵横交错的时光。这些怀恋，被游子用心祭奠着，从他的心中传递到下一代，或许这一传就是世代
永远。杉树林里，又燃起了香火。阳光穿透树梢，将缭绕的香火剪碎成光阴缕缕，撩动着迷人的乡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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