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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乌托邦》

内容概要

这不仅仅是一本游记，时间跨度超过六年。因为一处美景，换了一种活法，听起来不可思议。他们辞
掉工作，走进大山深处，从云南到西藏，从虫草江湖到松茸传奇，住在高山营地，吃着雪水泡面，有
时遇见熊，还遇见了这样的人：行走丛林30多年的酒鬼猎人、拥有200多个情人的藏药老板、威震江湖
的虫草老大、养猪的流浪歌手、苦行的汉族活佛、为爱决斗的浪子、为情痴狂的卓玛⋯⋯这些人太真
实了，活得如此灿烂，让人感动到落泪，一个不留神，落在了野花头上。等你回过神来，才忽然发现
，哦，原来这一切都是“雪山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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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乌托邦》

作者简介

一个本是工程师
一个本是设计师
在大都市的茶馆里，第一次见面一拍即合，辞掉工作，开始了这一切
远离城市，翻雪山，盖木屋，卖藏药
有人说，他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们觉得，这是一次追寻新生活的探险
他们就是“神山下的访客”：刘杰文、不个
刘杰文
本书文字作者。曾是IT技术男，忽然惊醒，换了种活法，爬山探险，开店卖药。
2001年徒步丝绸之路，2002年徒步去西藏，著有《小刘美国游记》、长篇小说《去西藏》、短篇集《
刘道士》等。《虫草江湖》《松茸传奇》《神山下的居民》等文章发表于《中国国家地理》《旅行家
》及《中国国家旅游》。挚爱摇滚乐和徒步探险，现于滇藏交界处创建“有时遇见熊”，卖起了自采
的山货。
不个
本书图片作者，设计师，热爱旅行和摄影。
从小不安分。
中学，逃课迟到成绩依然好到让人嫉恨。
大学，四处飘荡找不到工作。
做过汽修师傅、流水线工人、电话销售、手机程序员⋯⋯
也装过白领、做过讲师⋯⋯
斯那扎西
本书图片作者，藏区虫草商人，个性善良、真诚，是本书的关键人物

Page 3



《雪山乌托邦》

书籍目录

序 光明
明日天涯——我的辞职信 / 001
神山下的访客
1 西藏秘境 / 010
2 幸福探险者 / 013
3 藏药商人 / 017
4 最美虫草营地 / 020
寻梦永无乡
1 永无乡“事变” / 028
2 再建永无乡 / 090
3 永无乡对于我，是什么 / 116
4 永无乡的人们 / 118
神山下的居民
1 扎西情史 / 144
2 盐井卓玛 / 162
3 虫草江湖 / 168
4 松茸传奇 / 184
5 酒鬼猎人 / 204
6 藏药老板 / 215
7 服务员阿珍 / 220
8 藏族女司机 / 225
9 汉族活佛 / 230
10 弦子王 / 234
11 养猪的流浪歌手 / 240
12 扎西进城 / 250
篇外散记
1 山在那里——登山极度体验 / 264
2 给姐姐的信 / 272
3 致女儿周岁 / 280
我、不个、理想 / 284
后记 不忘初心 /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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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乌托邦》

精彩短评

1、里面的小文章很温馨，好多有意思的事儿
2、多么有趣的一些藏族朋友啊！能遇到他们是幸运之事
3、不同一般的旅人书。乌有乡，神来之笔。
4、非常好
5、真的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
6、不错很好的游记
7、很好的一本游记，值得推荐
8、刚刚读完，极好笑，又感人。难得的好书。
9、很好的一本游记
10、自己的书，当然读过啦。
11、书中有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12、好久没读过这样的好书啦~
13、好书，强烈推荐！
14、读到有些部分，引起了共鸣
15、让心灵去旅行
16、作者是个心里有光的人，把极普通的人，都写得那么动人。
17、很值得读的一本游记，故事引人入胜
18、快来看看吧
19、有梦想 即刻远行 这才是有态度的人生
20、挤在图书馆一堆花花绿绿的旅游攻略中，很容易就错过了，或许是这个原因才没什么名气吧？但
写得居然很好。个人感觉比几位朋友都推荐过的傅真要更丰富。除了开篇部分的壮怀激烈有点儿老套
，后面写到人物时，实在是又生动又可爱。不过最感动的还是最后扎西带家人到东部旅行，在藏区山
林奔放久了的灵魂置身繁华闹市时，透过他们的眼睛真的没办法不怀疑自己选择的生活。
21、走出去看看，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本书对旅行意义做了全新的诠释。
22、里面的美景让人垂涎欲滴
23、净化心灵
24、#fayesmovies#朋友的朋友写的书，好文美图，推荐，特别是在雪山脚下建木屋，很符合我的村民
情结。@杰文也是扎西
25、跟着他们去探索吧
26、梦想不是说说而已~
27、向往那样的生活，遇美丽风景，可爱的人

28、心灵的寄托
29、人生也可以这样！
30、这是一本好书。会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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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乌托邦》

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可以让人笑出眼泪的书，笑得回味无穷，笑得打开房门，大喊一声，找他们去！作为一
个爱好文艺的工程师，作者辞掉工作走进大山深处，经历6年的荒野生活之后写出了这些故事。整本
书都是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太生动了，你不禁要想，真有这样的人吗？书里还收录了辞职信、写
给姐姐、写给女儿的信，一个理工男竟有如此细腻的心思，货真价实地感动了我，还有那些毒片、那
些永无乡的人们⋯⋯这本风格独特的游记，更像回忆性的散文集，作者在用简洁清爽的文字传递着旅
行的见闻和感悟。在感情上，他和藏族人贴得那么近，一个浪子扎西的内心世界，被他描绘得如此的
丰富和感人。大家都爱旅行，对行走，对村民，对山川河水，总是会有一种态度的。从他的行文中，
你能感受到一种敬意，他把这种敬意传递出来了。那是一种人性的光芒，恰似燕子啄起了春泥，人们
爱怜地望着，望着她们飞进了自己的家门。大地由此丰饶。美丽的藏家村庄，使得两个都市人停下了
匆忙的脚步。他们跟着藏药商人扎西去走家卖货，去翻山越岭，去欣赏绝世美景。云彩被镶嵌在天空
的蔚蓝深处，他们背着行囊，走向花丛中的虫草营地。一个有着憨厚笑容的猎人，正拿着青稞酒等待
着他们。猎人以美酒款待，也留给他们喜悦和感动，然后送他们上路，送向那布满鲜花和白云的山谷
。他们要去建一个叫永无乡的小木屋。燃起营火，感受着孤独，在大雪飘落之前，天空中凝固着让人
窒息的彤色云朵，远处传来了马蹄的声音⋯⋯是的，那是彪悍的藏族书记和乡长，过来审问他们了。
这段审问太精彩了。一方是爱美的上海理工男，另一方是务实的藏族乡长。我敢担保，这一段所有人
都会笑出声。没有人能够真正通过语言去理解一个为理想而孜孜奋斗的疯子，更何况这里语言还不通
。当下户外运动蔚然成风，恐怕还没有人这么干过。如果以“江湖”去解释，那就是为了修炼叫“永
无乡”旷世神功，他们拜访了各大藏地掌门：书记、乡长、村长、虫草老大、松茸大哥⋯⋯真的，还
没有人如此的疯狂，且有趣。一篇篇翻下来，《雪山乌托邦》应该不只是指那个小木屋，作者用大量
的篇幅叙述那些真实的藏民，他们有着如何坚韧的生命力和超强的感染力。藏区小人物的一生传奇和
内心实录，和作者所渴望的自由，形成了一种呼应。不依靠优美的媚俗抒情，而通过真挚的情感来演
绎，我们所有的旅行者，都应该这样去关注大地上灿烂的生活——乌托邦早已存在。旅行的意义在哪
里？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行走和感悟，而不是过于在沉浸在自己原有的世界里，否则为什么
要走出去？我想，大家看完这本《雪山乌托邦》，你会同意这样去书写大地和生命，肯定比脆弱的小
情调来得痛快淋漓。
2、今天是周末，房间里很安静，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我看了看窗外阴沉的天空，回到书桌边坐下
来，继续看这本书。偶然抬起头，隔着玻璃窗看看外面的树木，微光或乌云。这时候我能清楚地听到
自己翻书的声音，那些藏族朋友的面容再次浮现在我眼前。小区里有人在骑自行车，与地面摩擦发出
沙沙的响声，传来大妈大婶提着菜篮子叽叽喳喳的对话声，这些把我从书中拽回来，让我侧耳倾听这
些熟悉的声音。我想，这本书我不忍看完。这样的情形并不多。我也有高原情结，曾经一路向西，骑
行在路上，幸亏有作者，他还有那种誓不罢休的激情。看到后来我呆住了，静下来了，想起在川藏线
上托着下巴听故事的情形，简单的话语，令人回味的一问一答，和那些纯朴到清洁的笑容⋯⋯我不知
不觉沉醉其中，又不敢太深陷，提醒自己不要太感动。我闻到小时候田野上空飘来的炊烟。一种回家
的感觉，一种只有爷爷奶奶才有的安全和温暖，仿佛没有历经时空，清晰地呈现在心底。读到扎西进
城，作者淡淡地说“为什么，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带他出去走走？”不用多说，我被融化
了，漫出热泪，再也不想回过神来。可能是我自己的阅读习惯吧，很容易被那些平常话语所感动，迷
恋上一句话，一种表情，进而联系到自己，忘记了现实。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是作者让我再一次感
知故乡，他叫她“永无乡”，永远回不去的故乡。“他们生长在自然中，对这日月山川都谈不上爱，
因为“爱”还分了彼此。他们看风景，是没有选择的，就好像雪后日出，泥土也是清洁的，可以拿来
擦脸。““男的跳舞，女的唱歌，男女都在爬山涉水，他们没有社会上的工作日和休息日，却和大自
然的四季轮回紧密相连。他们到了那里，那里便有果实，他们是那样的安稳和踏实，只因他们从未丢
过土地，从未离开故乡。”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我要上路寻找，因为我终究还是想回去，回到村庄
，回到田野，回到雪山顶上，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木屋，而现在的我，是不是把生活给弄丢了？想起那
些一路向西的日子，不喜欢身边的骑友一定要赶到哪个目的地，从而忘了感受藏族朋友真实而细致的
情感，我们错过了好多善意的笑容，劳力，伤神，疲于追赶⋯⋯我要学会通过自己来解决问题，一边
走一边看，一步又一步，抵达记忆深处。唯一庆幸的是我还是会上路的，这次我要独自一人，去看那
个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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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乌托邦》

3、当你厌倦了都市里，循规蹈矩的生活，昨天今天的反反复复，可以逃到乌托之邦，没有电话讯号
，没有网路。如果不翻几座山，不过几条河，是找不到你的。你与现代社会告别，躲进山林，你就坐
在永无乡木屋前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看见星辰隐退又闪现看了杜鹃花开看了冬雪初融⋯⋯作者建好了
木屋，独自过了一段山居生活，吃泡面吃到流鼻涕，读了书就写字，天黑了就点上蜡烛⋯⋯孤独并丰
富着让我想起了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躲到山林里的那段日子。宁静，美妙，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了~~像作者那样，换一种活法，哪怕一天，也许将来就有说不同，至少是灵魂有所不同。
4、最早知道刘杰文是在小县城的一家画室里，那里放了很多独立出版的作品。画室老板向我推荐一
本印得很差的小说《去西藏》，他非要讲给我听，讲里面的段子，说太有意思了，这个人写东西不刹
车的。我翻了翻，字那么小都挤一块儿了，看起来好累啊。老板说他看了两遍，都是笑着看完的。我
自己是写小说的，不太看别人写的，老板唾沫横飞：你写的肯定没他好看！好看，是小说的标准么？
画画的喜欢我也没办法。刘某的语感是真好，太好了，好得出奇，开玩笑能开出几十万字，每页每段
甚至每句都能让人笑出声来。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经得住推敲，人物都在讲自己的话，单拿出
来没意思，凑在一起非常幽默，一下把其他的80后甩出去老远。他讲故事是老手，不像第一次写长篇
的新人：说话一个味儿。可他写得太急了，前半部尽显叙述天分，到后面抒情特别特别多，抒得很有
趣，但一本书放这么多东西就泥石俱下。他写的是那种青春荷尔蒙的东西，第一页就是雪山裸体照，
胆子大什么都写，找小姐砍人手淫嫉妒吃醋等等，是会刺激很多人的，可他却赫然印着“纯情公路小
说”。他这纯情一般人受不了。刘某有过血性的青春，这点让我羡慕。他热情洋溢有使不完的精力，
同时骨子里又无比的柔软和脆弱，他应该知道好小说是悲喜交加的，所以他没有只开玩笑，要“笑出
青春的泪水”。刘某是个激情的家伙，适合写《在路上》，比冯唐要好。圈子里对他的第一本褒贬不
一，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有声音有读者的声音，好多诗集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根本没人评价，至
少我看到了超级棒的语感——你看下去会不知不觉受他影响。后来在一个场合见到，听到他说话特别
快，跟他的小说是一样的，我们中很多人是分裂的，他好像免疫了——我原以为他是北方人。他的《
美国啊美国》——这名字比后来好多了，在外面特别火爆，被推上好多论坛的首页，可在圈子里反应
并不太好，客气的说法是，太多俏皮话影响了风格。我想他是把锋芒藏起来了。他自己说这是游记，
真人真事不能把朋友都得罪光了。听他谈小说，发现其阅读量很惊人，且都是严肃的经典小说，你能
感觉到他看得激动却无处交流，一个文艺心的工程师会不会太孤寂了？他要用口语找到自己的出路。
实话说这点我还挺赞成的，我不太看朋友们的东西，因为野心都太大了，都在玩文本游戏，能够在原
来的基础上找出路，其实是很踏实的做法。他一直在说别人哪里写得好。再后来听他说要去野外生存
，当时有个导演朋友还说他事儿逼，他说他热爱摇滚乐热爱80年代的探险家。他把错给讲得绘声绘色
，画面感如同亲历，我立刻被感染了，那是从心灵里投影出来的诗意。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上电视节目
。他讲他跟老婆吵架，如何深夜来回讨论这件事儿。一般朋友说吵架，不断强调自己是对的，他却总
在引用老婆的话。他知道老婆的难处还要拼死做决定，这是真执着。我想，刘某的老婆，那个上海姑
娘，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几年过去这本书快出来了。我在朋友圈看过几篇，松茸传奇，扎西的情
人，还有最近的那个阿珍，他到火候开始走心了。这条路很适合他。他有自己的态度且旗帜鲜明。他
的执着他的勤奋他的不惜体力，时常让人感到羞愧，刘某同学是热情的，他身上那股劲头让我都感动
了，不管对他的书如何评价，有一点肯定没错：这家伙是个行动派！ 我们都想写出心中的东西，真正
坚持的越来越少，跑出去采风的几乎没有，有刘某在，催人振奋。我们都老了，他还在。
5、听到扎西那质朴的嗓音我就被感动了。这嗓音正好搭配作者的文字，简单、质朴和自然。作者很
善于用短句描绘一个人的神态，或者一幅淡然的风景。“大哥往下一蹲，抱起一圈空气，说，都是都
是！明白，他说的是松茸。““这么一大早，大哥又喊起了藏歌，一嗓子震醒了一条街，惊起无数狗
叫。小镇顿时沸腾起来。“这样的描绘特别多。这个时代太嘈杂了，有时候我们会怀疑身边的所有，
包括文字。当作者用最简单的文字勾勒生活画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藏族大哥大嫂，眼
前所有的娇柔做作、城市的浮躁瞬间烟消云散。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感，纯粹、淡然、
激烈和坚定⋯⋯这本游记与一般小资情调的旅行随笔有着本质的区别。简介上说，这不仅仅是一本游
记，时间跨度超过六年。是的，这种叙述的锤炼需要更长的光阴，每个简单的文字都流淌着他对那片
土地的爱和深情，流淌着扎西大哥的童年欢乐，流淌着康巴汉子们打猎喝酒的生活碎片，流淌着山顶
的流云，流淌着遍地野花的纯净和质朴。这是一种自信，沈从文、孙犁、汪曾祺，就是如此虔诚地从
歌声中闻到了泥土味和蓝天白云下的自然之声。光阴不断地流转，我们都变得漠然，当年那个在田野
泥土路上玩耍的孩子也步入了喧嚣的网络时代，岁月留给我们更多的是麻木和对苦难的漠视。作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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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工程师，出过国，却像所有不愿盲从的人一样，毅然走向了时代的反面：田间地头。他从民间土壤
里获得了更多的灵感，山野中凛冽的寒风把固执的行者吹得脸色沧桑，同时也看到了脚下土壤中冒出
了无比坚韧的种子。如果说旅行可以改变一个人，那肯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回归，而不是漫无目的的
追寻。这就好像童年的一声叮嘱，事隔多年之后仍然能唤醒你，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雪
山乌托邦》可以说是一连串回归的足迹，积累了六年的旅行感悟幻化成了质朴的文字。作者到底回归
到什么程度，或许只有他自己清楚。从文字中流淌出来的，可以说是趣味盎然的藏区百态，可我们又
分明听到扎西大哥哀愁且激荡的歌声，一声声撞击着我们的心门。无需太多语言修饰，一个故事讲完
了，就把感动留在心底。从雪山透过的阳光，再次照耀在藏家田野上，他们依旧会背起行囊走在陌生
小路上，那里有猎人有贩子有踏歌而行的藏药商人，还会有开满杜鹃的高山营地，乡亲们露出了灿烂
的笑容——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光明？
6、在这个世界里，有梦想的人很多，敢于追逐梦想的也不少。真正坚持实现梦想的却不在多数。我
们大多人就像这个世界海洋的龟，缩着脑袋，活得缱绻，却忘了有一个“远方”需要到达。那里有什
么，不知道。只有在去的路上，“远方”所存在的才渐渐成形。而它也只有你自己才能体会。这个所
谓远方的存在，就是心灵的成长。作者刘杰文是一个敢于走出常规世界的人，敢于撕破社会体制烙印
在他身上的标签，敢于挑战亲情常理，去到远方，富裕心灵。他的改变，无疑经历了疼痛。然而痛过
之后的重生确是极好的。因为他找到了自己，了解了自己，能和自己愉快的相处。那么他这一生就没
什么可遗憾的了。读过他的文字，了解到他的经历，突然发觉，自己已经渐渐喜欢上这个单纯、倔强
、执著的男生。他就像一只鸣钟，把你从浑浑噩噩中惊醒，让你开始审视自己，努力做出改变，换一
种活法。他因一处美景，换了一种活法。那我呢， 因为遇见他的文字，换一种活法。对于这本书的内
容。我是极为喜爱。他专注于写他所遇见的人，把一个极为偏远的小山村写得那么令人向往。他不虚
构情节，不去渲染，看到的听到的，都用最简单的文字呈现出来。往往这类文字是最有力量的。却是
也是这样。那些经过的人：扎西、酒鬼猎人、卓玛、阿珍、藏药老板、乡长书记⋯⋯都被他写活了。
通过这些人，也把景写美了。一个理工男，有如此细腻的笔法，实在令人佩服。
7、藏区的生活离我们很远。如果你看到这本书，会有不一样的体验。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不同的
经历，将会成为无法磨灭的记忆。也许我无法踏上这样深刻艰难的旅途，也许我无法抵达那样不羁的
灵魂。那么，遇见扎西在雪山下，监造这样一座属于自己的小木屋，，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啊！就让
这本书带我再一次领略藏区人的生活，踏上这有意思的旅程吧。
8、发小级好友推荐了一本书叫《雪山乌托邦》，听名字就像是一种寄托，一种向往，那样的地方....
看了点开篇，也许叫前言，他讲了一个关于铁匠和鞋匠的故事，让我想到了我的好友们，那时我们很
要好....那年我们一起放牛，一起抓鱼；那年我们一起幻想外面的世界；那年我们一起逃课，一起看小
说；那年我们一起上课打瞌睡，一起偷吃东西；那年我们一起传小纸条，一起八卦；那年我们开卧谈
会议；那年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许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联系，也许我们已经没那么多的
话题，也许你们有人已经把我忘记......有时候我也会看看微信朋友圈，有时候也会进QQ空间看看你的
动静，有时候听别人提起....无论如何，我的好友们，我永不会忘记我们的曾经，也不奢望有多少的想
起，只要，只要大家都开心，我便不忧心心态变了，我正视所有的过去，即便....我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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