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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撒野，在最好的时光里》

内容概要

有时候，或许，有个地方，我们有意或无意间闯了进去，在时空交错的瞬间，会神秘地感觉到心底的
触动与共鸣，会倏忽间有来生和前世的恍惚，仿若，这一刻，这地方，正是自己的栖身之所，是我们
一直在寻找的精神家园。
柏林，一个狂放不羁的城市。穷酸却不失性感，自信与伤痕如青春进行曲般交错铿锵。这里，适合撒
野，也不吝给予空间。柏林的上空有自由呼啸而过，信仰、梦想、青春，这是我们共存的意义。
在这里，到处都是差劲的演员，还有不会写字的作家，但大家都很可爱；在这里，你可以骑着脚踏车
在大街上放肆歌唱，听到节奏随时可以扭动你的屁股。
在这里，在每一个人的心底都有着狂野的基因，如同神秘的第五元素，总会在不经意间占据你的头脑
和身体；不论你仍然蜗居一隅还是人在旅途，柏林都是不应错过的风景。
柏林不是旅途的终点，她和你一起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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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思宏，台湾彰化出生，一个不安分，爱“作”的男人。当过演员，现任记者，台湾宏观电视柏林特
派员，表演艺术杂志德国特约撰稿人。自称为迷惘的文青一枚，曾在蜗居的四壁贴满了波兰电影海报
，满足至傻笑一夜；曾不分昼夜地听着一个词也搞不懂的德文乐曲，边听边哭，伤心太平洋；曾十分
迷恋小剧场的演出，看到不爽之处，一跃而起跨上台去做了场外指导，并奇迹般的因此被吸收为剧场
演员。最大的爱好是胡乱读书，并总是用大笑掩饰恐惧。曾获台湾文学奖小说奖、九歌年度小说奖、
林荣三文学奖小说奖。出版过小说集《指甲长花的世代》、《态度》、《营火鬼道》。电影作品《暧
昧》、《宫保鸡丁》。
Achin Plum，陈思宏死党，热爱摄影的德国遗传学者，住在柏林及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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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撒野，在最好的时光里》

精彩短评

1、最后漂流给辽大一师姐，学新闻传播的
2、文笔好棒！
3、2015年11月28日读，2015-380。
4、无意间发现了一本好书。打开封面时就很惊喜，装帧内容设计都好喜欢~好想去魔山书店啊！跟着
作者的文字与图片仿佛置身于柏林之中，让人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柏林。之前对柏林这个城市就很感兴
趣，一个自由、反省、留住历史的城市。
5、故事性来说能读到关于德国不少在游记里读不到的人文，但文笔真的很欠缺。
6、还是观察者的身份
7、游记
8、用文艺不作的文字轻轻的讲述一个一个故事，羡慕感动震惊从容向往迎面扑来，不知道自己追寻
的生活在哪里？什么在激励自己前进？一边冷静理智的过所谓正常的生活，一边心绪躁动的幻想不知
道具体面目的生活，日子一天一天的就这么前进，前进~~
9、去往一地书写所见所闻并有所反思，看过太多的人去过太多的地方后能留下真实有感情的文字，
很有意义，通过此书开始了解柏林
10、不是一般的游记，作者在讲一个城市的故事~~
11、“两位老妇回到以色列，不久就去世了。海可总记得，那天突然有微弱的敲门声。她开门，历史
就站在门外。” 太动人
12、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关于旅游的书，是一个台湾人移居德国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虽然作者是
位男文青，但是情感心思都很细腻，同时充满的正能量
13、这本书读起来很不一样,他的字里行间都体现着爱这个字，感觉得到他对柏林的情感，感觉得到他
和别人写出来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别人的旅行记忆都只是此情此景，而这本书里充满的都是民俗这种
长概念，读起来很吸引人，感觉未尝滋味剧已终，意犹未尽。柏林的雏象由你带来
14、我觉得这本书最多也就算个博客的打印版。定价这么贵，多是因为里面的图片，但是那些图片只
能算是照片而算不上艺术。每篇文章不够深入，只是浅浅的讲一讲，还想往下看就没有了。只因为这
是德国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一星，可惜了我的书钱。
15、最好看的游记——最打动人的，不是景点，是背后的故事和升华的总结。
16、最好的地方，就是任你书写的地方~~
17、标题很扯，以为是鸡汤，后来看了以后才发现是鸡公煲哈哈哈哈
18、作者的文笔我不是很喜欢，不过当做柏林旅游指南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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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没看这本书之前，一直很想去德国这个国家。不是她的景色多么让人神往，而是他二战后国家
所沉淀的文化，甚至于说是道德让我心心念念。而偶然看到的这本书更加坚定了我去德国的决心。这
本书，没有过多的描写德国的著名景点，取而代之的是德国柏林一些有些落寞却彰显历史厚度的地方
。被推倒的柏林墙，遗弃的东德游乐园，战士公墓，犹太历史馆⋯⋯以及周围的人。他们都在无声或
有声的向我们传递着一个新的德国。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书中提到魔鬼山的一间书店，实在让我欣喜
，我的梦想在柏林竟然得到被实现⋯⋯!!再就是这本书引发我思考一个问题，旅行的目的到底是为什
么？目前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重新找到自己，我认为这只能代表一部分人，这儿说法并不全面。重新
找到自己只是论述小我，而于我旅行的目的是去碰触那段真实的历史，那些不曾被遗忘的惨痛，而这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个人认为是比较契合我的这个观点的。如果给这本书或说柏林写一个标签，我
想应该是：感知历史，反思包容，尘世烟火。
2、怒放是青春的本色，在最美好的时光里去撒野，所谓遥远，只是未曾展翅，不去撒野，怎知世界
咫尺，最美好的时光，在柏林，最动人的精彩，在心底有关梦想，有关生命，我们从未放弃⋯⋯在这
本《去撒野，在最美好的时光里》带我们视野的冲击，一起见证世界的各种奇迹。首先，作者是陈思
宏，台湾彰化出生，柏林撒野，他不只是作家，也当过演员，现任记者，台湾宏观电视柏林特派员，
表演艺术杂志德国特约撰稿人，热爱文学，热爱写作，曾获得台湾文学奖小说奖，九歌年度小说奖，
林荣三文学奖。出版过小说集《指甲长花的世代》，《态度》，《营火鬼道》。电影作品《宫保鸡丁
》《暧昧》。在这本书中，最具有感染力的就是各种图片，也可以说是事实，带我们见识了柏林，柏
林的风俗民情，虽然，自己没有亲自去柏林，但是从作者的话语中深刻体会到了柏林是个文青撒野的
好地方，在作者的记录中，他每经过一个地方，一个景点，就用笔记录下自己的感想，引人神往，美
丽而又深具特色的插图，更让人有独特的感想，不仅如此，作者如此详细的记在，也让我们以后进入
柏林不再那么你迷茫，引领我们去见识柏林的人物，景色和风景，清楚的记得《狗运》杰森，尊重生
命的确，如作者所述，真正养过狗的人都知道，狗的一生就在主人手中，那些被弃养的生命，毫无抵
挡人类残酷的能力，狗运好的，遇到温柔手心，狗运查的，撞上暴力对待。它们教会我们太多太多。
《柏林人的心头肉》柏林动物园的北极熊克努特，突然抽搐落水身亡，曾经看过有关它的记在，一个
可爱的北极熊，那时候视频上的它是那么活泼，可爱，在它长大后他又一次不得不与人类父亲多分莱
分开，不久，多分莱也因心脏病死亡，它在众目睽睽下诞生，也在众目睽睽下死亡，不仅是柏林的心
头肉，或许也是我们的心头肉。每一则都讲述着不同故事，记录着不一样的感受，到柏林，不仅会看
到许多，更会学到许多，在行走间发现梦想，在撒野中找到精彩，即使疲惫，也要点燃生命的火焰，
即便遥远，也要一直勇敢面对。
3、每当看见别人晒外出旅游的照片，无论是风景多么美，笑的多么灿烂，玩的多么嗨，我心中竟然
一丝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都没有。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有声音宣扬“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
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的时代，我竟然对旅行抱有如此冷漠的态度，这是不是甘心停滞的表现么
，让我不禁为自己担忧。为了激发我对旅行、对去外面世界看一看的渴望，从图书馆里借来了这本书
。读开始两章的时候觉得内容很浅显，思考不足。但随着阅读章节不断增多，了解越来越多关于柏林
人文的细枝末节，一个新鲜立体世界在眼前层铺开来，不够深刻却也有滋有味，引人入胜。一次也没
有出过国的我，对欧洲国家统一的印象是：人民思想开放，经济繁荣，科技发达。通过这本书，起码
让我对德国人文方面有了更客观真实的认识。从动荡历史，到现在多民族共存；从原著民的习惯、思
想、处世...，到移居者的习惯、思想、处世...；从山水，到美食....作者通过他细致的观察与细腻的情感
向我们展示了“穷酸却不失性感”的德国。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同时也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虽
然大多数让我也觉得矫情刻意，但也是蛮喜欢的，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文青应该是这样一种年轻人，用
一种文艺的心情积极探索与体验生活中丰富的美，在享受自己的时光的同时，也关注身边的人与事。
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在不失时机的宣扬：思想与行为独立，性情随和友爱，处世不冷漠，处事有勇气
与自信...这些快要被这个时代熬烂掉的鸡汤，每每喝下仍然有着让人心振奋的功效。作为一名并不胸
怀天下的女性，看见别人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并不一定会联想到自己的国家的过去与现在，但看见别
人的人生，多多少少会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书中从小生活富足通过自己的努力顺理成章到德国，并且
因为爱情定居德国，后又因丈夫酗酒与家暴离婚，晚年重婚的护士；曾经就职于美容院，后学习化妆
，随剧组游历多国，甚至给林青霞、邓光荣等大牌明星画过妆，现在在柏林勉强维持经营中餐馆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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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女主人；从小学习京剧，曾经也是名噪一时的童星，移民柏林后，现在柏林鱼龙混杂的地区经营餐
馆讨生活的女武生....无不让我感受到，人生的漫长与曲折。太多人，或许曾经辉煌，也无声无息的被
人海淹没。曾经那么优秀的她们现在过的生活是否是当初她们自己想要的，我不得而知....只是在心里
一遍又一遍的警告自己，在人生那么远那么长的道路上，修炼自己随时改变生活现状的能力，大步向
前，且勿忘初心。虽然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真正的旅行类书籍，但是让我开始很想去世界各地看一看
。仔细的走过未曾到过之地的每一个大街小巷，呼吸不同的空气，与那里的人攀谈相处....而且，不要
停下来。
4、朋友刚给我这本书时，因它灿烂的颜色，直白略显俗气的书名曾一度让我以为这是本游记类畅销
书，没过多想法，只打算抱着“到此一游”的心态去读。当翻开书一篇篇关于柏林关于生活的短篇故
事呈现在我面前，才发现自己错的离谱。柏林墙、东西德、冷战、新纳粹，这些抹不去的沉痛和沧桑
。形形色色的博物馆、天上掉下的诗句、随处可见的纪念碑、食物拯救计划让我对一个国家的教育和
文化传承有了新的认识，恍然大悟，原来应该是这样的。    烟囱先生和橘色打扫龙，他们不觉得干脏
活累活有多么卑微，为自己职业感到开心自豪，人们也没有鄙夷和嫌弃，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这些为
自己美好生活服务的人们。对布鲁诺和克努特的喜爱、对动物的责任和爱护让我体会到了温暖和人性
的善良。有很多看似普通却饱含一身故事的人们，他们不爱见人就自报家门与光荣履历，而是将自己
的故事小心收藏，不轻易言说，自己偶尔回忆就够了，繁华过后，隐匿平凡。追求平等的游行、追求
自由的张狂，真真是“一城之人皆若狂”，颠覆了很多传统观念，不论多么贫穷卑微，依旧努力做自
己，做那个自己想要成为的“我”。混乱不堪的蔬果大战，人们用幼稚的野蛮，来调和平日的端正，
每个人都需要偶尔疯狂。去撒野，做不一样的我~~~
5、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柏林。你不融入这个城市，那么有关她的一切都是虚幻，而非真实。所有的
感动都会留给在此刻驻足的你，即便你未曾来过或者是匆匆过客。“或许，有时候，或许，有个地方
，我们有意或无意间闯了进去，在时空交错的瞬间，会神秘地感觉到心底的触动与共鸣，会倏忽间有
来生和前世的恍惚，仿若，这一刻，这地方，正是自己的栖身之所，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精神家园”
。柏林——是你吗？这是一副恬静的柏林拼图。正如初春的原野，绿茵漫漫，清风拂面。这积蓄了一
冬的光景总能唤醒心底的呐喊与狂野，我希翼在这片土地上奔跑，脚下的植物鲜嫩多汁，  一串绿意
盎然的脚印随身影呼啸而去⋯⋯谁来过这里？还想吐槽一下这位文青作者陈思宏。有幸拜读过他的《
指甲长花的世代》，他在这本书中说道：“我每天对着这个世界呐喊，世界太大，我坐在草原上等待
回音，等到青春将逝。慢慢地，有些声音回来这里，在我耳边说话。我把这些声音写成一篇篇小说。
有愤怒、悲伤、欢庆，都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观察。&quot;而在《去撒野，在最好的时光里》这本书里
，我依然看到这么一个大男孩倔强地站在广漠的苍穹下等待回音。而这次，他并不是去等将逝的青春
，他把青春留了下来，用一根叫”柏林“的线穿成风筝，从欧罗巴大陆放飞，乘季风一路东来⋯⋯你
可曾也如此放飞你的青春？严格地说，《去撒野，在最好的时光里》并非游记，我更愿意把这看做是
作者对一个曾经生活过的城市的全息解读。在书中，作者只是柏林这个大剧场的龙套，偶尔的过场就
像一个对镜头充满好奇的调皮孩子，倏忽间来了，又倏忽间去了，永远也不是主角，这个孩子单纯而
又快乐着。在这个孩子的视觉中，那些闻名于世的柏林建筑太高太大了，以至于当他想停下来看看时
，只能在阳光下仰头——目光所及是太亮的光，有些许刺目。对一个孩子来说，随阳光移动的街角阴
影以及来往的人群更具有活力。于是他断言“漫游者必须弯腰低头，不然只能迷失于这个狂野之城”
。我相信这颗孩童般的心，即便有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幼稚；我相信这孩子般清澈的双眸，这双眼睛里
闪烁的也许是成人久已遗忘的美好。在柏林，作者度过了他此生中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正是在柏林
，他见证了太多的自由——死亡的温馨、同志的愤怒、偶尔的疯狂、叛逆张扬、美丽哀愁、独立伤痕
，直至在最后的战役中一骑绝尘，撒野而去。在柏林，在每一处，只要你心存敬畏，便自成风景。
6、如果能有一次计划出国旅行，你会去哪里？欧亚非，南北美。不管去哪儿，不管看经费如何，放
眼社会望去，不管美元如何贬值、人民币怎样升值，你会发现欧元的老大地位一直没有变过。而盛行
欧元的欧洲国家，最让人所欣赏的，就是德国。德国，一个让人折服的国家，一个刻满历史的国家，
一个积极进取向上的国家。而作为德国的首都，柏林则是一个值得去认识甚至停留的城市。当谈到德
国的时候，脑海中总是不自然的会想到严谨一词。其实在严谨的做事风格之后，我们更能看到另一个
词，宽容。作为一战、二战的发起者和战败国，这个国家即便被摧毁，被分割，却依旧能很快的崛起
发展。他的成长堪称奇迹，而他所拥有的故事，也会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在德国的柏林，有一个世
界闻名的柏林围墙，作为历史不灭额痕迹，如今却也只剩下了虚线上。柏林市政府在虚线上设立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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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骨牌，让小朋友在上面画画，自由创作。不仅仅是柏林各学校，还有的运往国外，南非，韩国，
以色列，巴基斯坦等。政府用这样的方面让孩子们学习那段历史。骨牌上留下了小朋友丰富多彩笔触
，让人们看到了想象力在骨牌上舞动的风采。骨牌推到，往前，看到了没有征战和平近在眼前。1000
快地市虚线上的骨牌，德国人的省思。历史铭记，奋斗向前。柏林也一个让人舒适的城市，甚至于墓
园也都简单洁净。看作者说的常去拜访的是墓园开始觉得惊讶，后来便觉得理所当然。如果一切都是
仅仅有条，干净整洁堪比公园的话，是不会有鬼怪在身边漂浮景象的那种害怕，而墓碑上的墓志铭，
让人觉得死亡没那么沉重。其实不管是什么地方，因为懂得，所以爱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逃过希特
勒禁书的魔山书店，欧洲最大的角色扮演的莱比锡书展，很受欢迎的显摆亦舒美术馆“汉堡火车站”
，一切都让人惊喜流连。当然，如果有幸和作者一样看到给林青霞化妆的赵祝平，或者看看3D纪律《
碧娜》，你会有更多的启发。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掩埋，那些风景都在眼前 一幕幕上演，那些时光就
是你在旅行中不断收获的好时光。对战争的宽容，对同志的宽容，对种族的宽容。一个城市没有将历
史的伤害延续在孩子们的身上，柏林的宽容和狂放不羁都在 引导着人们向更好的生活前进。
7、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
行。旅行,不是一种逃离而是一种对生活全新的感悟和发现。身体的移动让人们离开熟知的日常生活从
而进入陌生的世界,实现了一种时空的重构。旅行的人往往用一种“他者”的眼光去审视景致和人文,
通过注视、倾听、品尝,体验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一种完全陌生的感官冲击。尽管山路崎岖,流水湍急,
但旅行着的人心情总是快乐着的,因为他们正在用心体会别样的人生风景。我有一个梦想，一个人背上
比自己还大的背包，去漫游世界，去看一看世界再回来，不管工作和生活多忙碌⋯⋯你有这样的梦想
吗?每次旅行，在当时都是辛苦而疲惫的，拿着地图赶时间，拍照，徒步，适应当地人的风俗。睡不习
惯的床，吃不习惯的食物。听上去真是不怎么样啊。但当时间继续前行，当你又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
生活，你就发现，那段日子，仿佛是从别人的生命里借来的岁月，像一枚挂在记忆里，温暖发亮的茧
。也许我们找了太多的理由，才让我们的步伐迈不开，走不远。只要想旅行，拿起行囊便可，徒步可
穿越可可西里，一匹瘦马可以纵横蒙古草原，一骑自行车能游遍中国，一辆摩托能环游欧洲；对于旅
行，我们缺的不是时间和金钱，缺的是是那种想出发就出发的勇气、果断，缺的是一种正确直面的态
度！《去撒野，在做好的时光里》我们要看的不再是眼前的景，而是置身景中的心境。景，或远或近
，或虚或实，或奇特或平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以与眼前的山与水融为一体。闭上眼睛，用心
感受缆车上的快慢节奏，深呼吸云雾环绕中的新鲜空气，聆听无比静谧的空旷山音，这，多么美妙的
人生体验。一直不愿意将自己的旅行文字化。总觉得这样做了，这其中的美好也是他人无法感知到的
。并且，我的所有极其费力的描述也不足以描绘出它所给于我的美好。因为这只有你的心动和行动都
同时参与了才会知晓这其中所有的感觉。旅行这个字眼也许是极其令人着迷的，它代表的是不一样的
景观，不一样的风情，以及对目前自己所处的困厄环境的暂时逃离。旅行，是融入，是沉浸，是换了
身份，换了出身地，在当地像当地人一样行走，娱乐，生活。千万不要带着原有的思维模式上路，那
样你所看到的永远只是你想看到的，而不是所有的全部。
8、一个人要有多爱一个地方，才能将这个地方如此浓妆艳抹、娓娓道来？来自台湾的陈思宏先生就
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去撒野，在最好的时光里》这本书里面将他对柏林的热爱毫无保留的倾囊而出
。他那饱含感情的如水文字与德国遗传家Archin Plum浓艳的摄影作品巧妙的合为一体，为读者献上了
一幅最清纯也最美艳的柏林之立体画像。如果一个地方能够令我们爱它堪比爱我们的家乡，那么这个
地方便似我们的第二故乡。从文字中获得的信息告诉我们，柏林更似作者的第二故乡。而读者我也因
这些文字和图片，爱上了柏林这个自由之都。其实之前我已经从其他作者的文字中见识到德国的魅力
，柏林当然首当其冲。德国人的很多优秀品质都是其他国家人望尘莫及的，他们值得被肯定。而在这
本书里，作者带着我又从与我以前对柏林的认知或相同或不同的角度对柏林有了更加整体与完善的认
识。这种认识的结果只能是我更加喜欢柏林、喜欢德国、喜欢德国人。
9、『狂放当中，爆竹搭配嘶吼，展望夹杂遗忘，新旧时间的交接点上，用暂时的的失序道新年快乐
』一开始看到这本书，以为是普通的游记，几张曛看日光充斥异域自然或人文风光的照片，几段直述
内心的文艺体句子，一点旅行时的地域笔记，本来想着随便翻翻看看，一看到开头的自序，才知道这
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书啊，了解一座城市，不应该是短暂的月度旅行，而是在生活中的一天天了解，体
会充斥在大脑神经与血流中的文化碰撞与交汇。爱尔兰首都是都柏林，曾出过萧伯纳、叶芝、贝克特
等大文学家，可是被爱尔兰都柏林人提及最多的是乔伊斯，因为他曾以都柏林为背景，写了由十几个
短篇组成的《都柏林人》，尽管乔伊斯认为自己的写作初衷是为了刻薄地讽刺当时的爱尔兰社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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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都柏林人》中可看出他对笔下的城市仍有淡淡温情。亚里士多德说，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
构成的——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陈思弘先生写柏林，柏林任他撒野，也给他空间，让他安静书
写，他眼中的柏林，狂放却不做作，贫穷却性感，新世纪的自信与历史的伤痕交错成独特的城市织锦
。这本书带给我许多思考，阅读的最大乐趣，就是在他人的文字中找到情感共鸣。这几段书评写到这
里，我想起一句不知道谁说过的话，“你需要慢下来，等身体追上灵魂。”
10、失恋了去旅行吧，流浪了去德国吧，【爱自由，爱行走，生活在别处】——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
闲游德国的游记，可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本德国的行记，记述的是作者在德国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想⋯那些相遇的人，见识的事儿⋯⋯比诸一般的游记或者随笔，本书的立意要高出太多了。耐
人寻味的文字，越看越有味道，如歌般的语言，篇章中散发的是人性的光辉。真心不是我说，这样易
感的男作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是一般的感性，感情之细腻，以至于看到了第二章我才发现居然
作者不是个女的。作者对语言很有创造力。灵性的语言表达，细致的观察，凝结出极富创造力的文字
。只是，大抵是文字承载的思想的关系，思想性更严肃的内容，未免令有些文章的可读性稍逊。作者
是一个很易感的人，也许是作者和画家眼中的世界总是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截然不同，看他的文字，你
会感觉太容易动情了。或是因为他的关注点是社会问题，许是因为过于敏感纤细的感情⋯⋯虽然书写
的是正能量，可总是全书萦绕着的是种莫名的惆怅，或多或少的带出分沉重的意味，让人看得，心情
也晦暗了起来。无论是二战的大屠杀还是东德的白色恐怖，无论是柏林墙的倒掉还是美国驻军的撤离
，无论是关注穆斯林群体中的妇女权益问题，还是赞叹德国社会言论的自由，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尊
重与歧视⋯⋯还是是家庭还是教育，作者的关注角度总是从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出发。柔软的心
灵，是值得珍视的最宝贵的财富。【是的，青少年，也可以一个人旅行⋯⋯这是传承独立，世界是你
们的。】但是，在国内，从没有什么独立精神的传承与教导。不要说青少年，即便是做了爸爸妈妈的
儿女，老人亦会很习惯的插手甚而是做主他们小家庭的家事。仿佛孩子还只是他们的附属物，须得他
们的打点支撑，这是告诫，——或许，以后世界是你们的，但现在还是我们的。有些作者是很爱猜谜
的，他写下了某些意有所指的文字，和模棱两可的话语，留给读者去费神。也许只是怕惹上麻烦吧。
虽然在看书的时候，就有些纳闷作者为毛对东西德的合并这么上心，不过也没想太多，毕竟，那简直
就是德国的近代与现代划分的标志性事件。放下书才开始回味过来，东德与台湾，同样动辄因为言论
惶惶不安的民众，又是何其的相似。故乡政治气候的晦涩与德国的明朗自由的空气交织对比，怎能不
令作者为之戚戚焉。但是，让我看得有些不舒服的是，作者的文字中是下意识的将台湾当成了一个独
立的国家来说的。就算感觉台湾的当局，对他们这种关注时局的文化人而言简直是“白色恐怖”了，
以至于一出去，就再不能想回去。但是无论是打飞的的速去速回，还是视频通话，总有着太多的科技
手段可以做到⋯他们这代人，并没有真正经历背井离乡的苦楚，无可奈何的别离⋯⋯所以，即使知道
游子总该归乡，知道割离的必将得回，即使知道怎样是最好的，但“知道”也只是“知道”。台湾毕
竟不是香港，和故土连得那么近、那么密切。所以，两代三代之后，潜意识里还是觉得，台湾是一个
独立主权的国家，还是会觉得，自己和那个国家“不亲”！。反之，之前看过的一些台湾作家的随笔
中，就没有这个问题。也许是他们的书写中不涉及此类话题，也许只是他们更小心翼翼的避开了。而
作者毕竟是个男孩子，有一些的大大咧咧，有很多对主权对于独立自主的在意。或许，还是有一点点
的不甘心吧。因为即使再怎样的抗拒，台湾也不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国的人说到台湾，与其说是
说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附属了的地区。天知道，附属的究竟是美国还是日本？毕竟，作者同样拿
美国退出在西德的驻军说了又说，极为愤慨那些对大屠杀对被损害的群体的遗忘⋯⋯真正触动我心的
倒是封底上的那句：【在这里到处都是差劲的演员，还有不会写字的作家】。——我的外祖父，就是
这样一位不会写字的作家。在没有电视机前，人们曾经日复一日的围坐在他的身旁，千方百计的纠缠
着他接着讲下一个故事。他的肚子里藏了千来个民间传说故事，参精山怪、娇女稚儿，是自黑山白水
间孕育出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敬与畏。再后来，有了电视机，儿女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的
听众也只剩下了旧时的老伙伴。老人只上过旧时的扫盲班，识得几百个字，下笔错字连篇，我也曾想
过为他买个录音笔，留下他的故事。只是老人的年事已高，身体也不是很好，实在是不知从何开口。
⋯⋯只怕终有一日，那些美妙的民间传说故事，也要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消失在这个世上了。当那些老
人纷纷离去，带走的不只是故事，还有、那种信奉万物有灵，对自然的崇敬与感恩的精神。最后，恕
我这么晚才开始写这本的书评，不过倒不是我不想写，实在是这书的味儿太重了。一拆开塑封膜，令
人退避三舍的强烈味道就击中了我，只得搁在了窗台上通风。可一个星期多书上都落灰了，一翻开了
书还是有很大的味儿。只得捏着鼻子每天翻个两三次，以求尽快散味儿，这都两个多星期了，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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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常阅读。PS.【】内或摘自原书，或来自网上，非原创。
11、　　 如果有一天，你或是我可以抛掉世俗给予我们的所有束缚，一个人或结伴而行，离“家”出
走，你会想去哪，或是梦想之中的地点又在何方？我想千百人有着千百个不同的答案，或多或少，都
是禁锢在心灵深处的梦想，而它在很多人的生命里只能说是是个梦想，如此而已，因为什么，或许所
有的人呢都清楚，都明白，但真正摆脱那一刹那，我想需要的又是太多，恐不是单单的勇气如此的简
单。　　《去撒野，在做好的时光里》不像是普通的旅游系列的图书，没有单一的画面展示，当然你
可以在这里轻易的读到一个风景和风景后面最真实的故事，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更喜欢如此的
书，不是将美图美景简单的展示，而是在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在为我们呈现，或是美好的，或是乡愁
满怀的，或是让你思量过往的，或是让你能够微笑面对的，都是故事，亦都是风景。　　读者作者的
文字，透过它感受不一样国度的风情，有时会幸福，有时会悲上心头，生活就是这样，当作者远离千
里外的家乡，在夜色之中想念着故乡的人，故乡的水，故乡的小吃，满满的思念让他有了失恋的痛楚
，只好拜托了身在台湾的德国好友，两人相约为彼此寻找故乡的小吃，故乡的味道，更是浓浓的思乡
情。其实有时想想，虽然我身在祖国的一角，却远离故乡若干年，故乡的味道，现在已然成为了记忆
的味道，故乡的情，故乡的人呢，似也淡了，乏了，找不到曾经那么深，那么浓的味道了，为了什么
，原因几何，有太多，亦或是太难言说了。　　喜欢这样的书，喜欢如此写书的人，不枯燥的图片后
是更真实更丰富的人生，由此当中我感受到的是生命的真实，是不一样的情感格局，也许，我现在还
是无法顺利的出走，离开固有的地方，到达梦幻的心底，但总有一天我需要认真的放纵着自我，为了
梦想勇敢的走一回，哪怕是很久很久之后，虽需等待，但我心向往且坚持！
12、从我们小时候开始，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从故事开始的。貌似听故事，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喜
欢听故事，貌似是我们的自安然属性，追求趣味性是人的本性。所以，在做设计的时候，最有趣的，
不是空间，而是在某个空间发生的人和事。我们在膜拜某个英雄的时候，都是记住他的故事，即便是
乔布斯，你也不会记得他究竟赚了多少钱，而记得他创业的过程。所以，你发现了吗？在所有最打动
人的事情中，故事是最有煽动性的。故事具有最强的渗透性。游记最好看的，也不是听介绍景点，而
死景点背后的故事，感人的经历和作者当下的感受，联系到自己的经历，实在是很好。更重要的是，
文字原来可以这么美。里面有句话：读书，写书评，是我的第二人生。其实，我也是。这本书，读完
之后，感觉也被丰富的文字内容给填满了。有种自己体验的丰富感。
13、到柏林《去撒野》 关于旅行的书看得越多就感觉越失去了新鲜感，不用说那种一日游，跟团走的
，就是背包客的旅行，也感觉没什么了。所以现在更吸引人的是那种深度游，就是在一个国家，一个
城市，一住就是几个月，或是打工，或是无所事事的就那么住着，有用不完的时间可以去浪费，不用
每天把时间表安排得那么满，那么紧张，有足够的时间和当地人解除，甚至成为朋友，了解当地的风
土人情，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这才是深度旅行。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人，去的是柏林，在柏林住
了很久，书中记录了很多关于柏林，关于柏林人的故事，却没有介绍著名的柏林登堡门和国会大厦。
书中写的都是一日游中看不到的柏林，有柏林地面上的纪念犹太人的铜牌，有纪念柏林墙倒掉制作的
一千块骨牌，希特勒留下的奥运会运动场，美国监听机构的废墟，有东德地下秘密图书馆，还有东德
的秘密警察使用的相机等等，书里介绍的人物也是各种各样，有扫烟囱者，有演员，有流落柏林的华
人，有年轻的学生，有环卫工人，德国柏林的环卫工人被称为打扫龙，橘红色是他们统一的标志，很
多地方都有他们的宣传画，很牛。书里还两次提到了小北极熊克努特，先是克努特成为动物巨星，后
来克努特突然死亡的时候，他正在柏林。作者也去了犹太人纪念馆，可是却没有写博物馆里面的展览
，只介绍了一个展览空间中，一位艺术家制作的几万个金属脸，这些金属脸只有两个眼睛和一张嘴，
给人感觉那脸上的表情就是恐惧，这些金属脸就那么散乱地铺在地上，而且堆积起来，人进入这个小
庭院以后，就必须踩在上面行走，就必然会听见金属的摩擦的声音，那声音很刺耳，那个感觉让人触
目惊心。作者的文笔不错，很有味道，文章本身就是美文，只是还缺少一点厚重和磨练，文章也缺少 
一点底蕴和互相之间的连贯，相信作者以后会越写越精彩，希望通过作者的笔，我们能够看到更真实
，更细腻的柏林。以开始一直不明白书的名字为什么叫“去撒野”，最后的那篇文章写的是柏林的蔬
菜水果大战，作者也曾经身陷其中，第二年作者准备好了装备，也参加进去，在那座柏林最有名的上
树桥上，河两岸的居民行程两派，用蔬菜和水果作为武器，在桥上进行一场争夺战，看谁能够把对方
赶下桥去，谁就获胜，其实胜负并不重要，人们来到这里，参与其中，不过是一种释放和游戏，用作
者的话就是撒野，能在柏林撒野，说明你已经是地道的柏林人了。
14、很喜欢这本书，和常见的游记不同的是，它沉淀了时光。没有浮光掠影的记录、没有几日游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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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平淡无奇的文字从岁月的最底处徐徐溢出，感动也就如那些细碎的泡泡缓缓而来。这里隐逸了众
所周知的著名景点，作者把笔触延伸至那些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那些看似平凡得事以及街景的拐角
处。无论历史的伤痕还是青春的嘉年华，在意向中我更乐意把这个城市看成重新焕发出生机的懵懂少
年。人常说精神在别处，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向外求取我们已经忽视却又无比熟知的梦想或者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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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去撒野，在最好的时光里》的笔记-身后的毕业钟声

                        

2、《去撒野，在最好的时光里》的笔记-父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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