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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三次进出黔东南，为当地的民族风情所打动，酔美于它的原生态，流连忘返。本书是作者旅
行黔东南的游记，通过苗乡侗寨、在路上、遇见这三部分与读者分享了自己探访黔东南的见闻与感受
，令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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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栋，江湖人称“巴伐利亚酒神”。素来不按常理出牌的非典型旅行者，绿皮火车不可思议的迷恋者
。自诩为一个无药可救的理想主义者，实则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曾在我社出版畅销书《老
火车的时光慢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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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机会要去贵州转转。
2、唉，为这些矫情的旅行书醉了。
3、高一读的，那时候扯出很多纠葛，贵州有我旧友。
4、我只是因为喜爱黔东南。明年或许会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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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贵州呢，在记忆中，是个很遥远的地方欸。川黔云桂里的“黔”，指的就是贵州，往往与那个彩
云之南的“云”结对出现。就历史地理书上得来的印象，都是属于西南边陲的范畴，是只适合畅想，
很难去付诸行动的遥远的风光。当然，还是因为我本质上，就是个是连近郊都嫌远的‘宅’物。说起
来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也就是个老少边穷的贵州，可没有四季如春的云
南的辨识度那么高了。貌似甚至今日，还有国人不识贵州的行省，而是闹出来云南省贵州市之类的笑
话流传。我一直是很喜欢看旅游类的书的，因为对旅行没有行动力，能够从别人的视角，看到更多我
陌生的世界，感觉是件很幸福的事吧。以书为窗口，可以去到我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去看我没有看
过的风景。所以，家里搜罗了大把的旅行或旅游类书籍，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书里的配图都
很漂亮。也所以，当我在网上看到了本书的封面，就入手了此书。封面的确令我好生惊艳了下，——
感觉那群穿着者节日盛装，银饰绣裙、载歌载舞的边民少女，真的是好漂亮啊*罒▽罒*虽然不像是苗
族少女般的满头银饰，只是在高耸的发髻上簪了朵花，但是颈子、胸前、手上那灿然如雪的银色，衬
上绣花飘带的红色长裙和绣花上衣，真是令人好喜欢吔！于是很想当然的认为，既然能有这么好看的
封面，书里其他的配图应该不至于太差吧。只是想象总是美好的，现实却往往不尽如人意。首先，不
得不说这书奇葩的是，书封的覆膜不是一般常见的薄膜，而是那种防水卡袋似的，感觉较厚。上一次
看到这种材质，还是街头有人发佛像的吊坠卡片上，大概考虑到防水的关系，表面覆盖的就是这种材
质。然而，因为塑料网格偏光的关系，这本书拿在手里，本来是很漂亮的封面图，光线稍高点看着都
感觉很别扭的感觉。全书分三部分，开篇就是那些个作者去过的，当地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之后则是
作者走过的，以公交和搭车、走路为主的旅行路线；最后一部分收罗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内容，放
在之前的两部分又都不合适，作者干脆划拉到一块放这里了。其实旅游部分的内容倒还好，是很适合
那些自由行的驴友的——有交通、有住宿、有周边景点，包括字里行间不经意间反应的当地物价、购
物信息之类的，当然第三部分里还专门有了一篇作者是怎样在贵州‘吃’的。再往后，好像这书也就
没什么了。事实上，这书里的很多的内容都是在号召人们向贵州捐款的，某部分的内容，怎么感觉写
的跟那本公益纪实的《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一样，都是在化缘搞募捐的，反反复复都在说⋯⋯
贵州的留守儿童的悲哀，他们是如何如何的需要人们更多的关注，和捐款等等诸如此类。实在是不能
不感觉，这书的定位大概就很有问题。一个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者，明明写得不是随笔，而是本旅游
书。或许是想着能处处俱全，结果愣是给弄成了四不像，写的支离破碎，更糟的是，私货夹塞过多，
严重的削弱了书的可读性。相信很多的读者，本来想买的是放松心情的旅游书，结果看到了满书里的
情怀，一定不会很高兴的。最起码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再有，就像是作者简介里他自诩的那样——【
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某些内容写的也太过主观了，让人看得非常不舒服。当然，貌似最
近看的好几本旅行书作者的思想都是这样的，好听点说可能是过于“理想主义”了吧。然则，那些人
给我的感觉却是，“何不食肉糜”的白痴小王子！话说，你们一方面享受着游客激增，当地的旅游产
业化，所带来的出行便利；一方面又抱怨着因为外来的游客多了，当地人就不那么纯朴了，原生态都
消亡了等等的，让全书都充斥着无病呻吟的思想。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们这几个作者都是大学没毕
业，还是象牙塔里的小年轻还好说，可你们不是吧(﹁”﹁)也都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滚过不知多久
了，怎么还能这么一副“老夫聊发少年狂”，青葱年少的异想天开劲儿头呢？比如，当地穿着传统民
族服饰的小孩让你拍照，管你要个块八毛的。你如果觉得给钱不好，太铜臭了！也完全可以送给他些
小文具或者零食小吃之类的么。难道像你自己写的那样，等回去后洗出照片来，真的还能记着给小孩
寄过来，顺便再附上一份小礼物什么的（人也不差你一个给他们拍照的好伐~）。相较之下，后者多
出的额外运费也顶不划算。还记得我母亲小时候是铁路子女，捡煤核或者搜罗牙膏皮卖钱什么的；我
朋友的父母是工厂子弟，检点废铁之类的卖钱；或者是和我老师似的的农村娃，小时候上山采点草药
山货的卖钱。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管怎样，就算是再乖巧的小孩，也是有购物
的欲望的。如果自己家的大人不能满足这种欲望，你丫一个外人，凭什么去阻拦这个小孩通过正当手
段外向发展嘞？另一本书里的“被污染”了的当地小孩，那可是卖可怜要钱不成，又跟那位女作者讨
要她手上戴的手链，那才叫一个过分⊙﹏⊙b汗！那样的没脸没皮的行为，那书的作者痛心疾首一下
还情有可原。但是，像是这本书里的岜沙小男孩这样的，出卖自己的肖像权，还只是1元钱这么的廉
价。感觉已经很够意思了。如果你不想要掏这笔钱，完全可以不拍；事前不知道的，可以删除这张；
可拍照后不想掏钱，还磨磨唧唧的一副人心不古的样子给谁看啊？怎么的，你想拍别人就非得让你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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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你觉得是举手之劳了，别人就非得帮你一把？你非得把对方叫住，让人给你摆姿势，不想掏钱
大可以用手机抓拍。反正，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旅游经济，有本事你别出旅游书啊，你这么向往，有本
事你别回城市啊！再比如，那个古建筑拆迁的问题。再说一次！如果没有实用意义的古建筑，还不如
直接拆掉，腾出地方来建个幼儿园或者养老院的更有意义。就比如是那个蜀地的杜甫草堂，真正的原
版就是个茅草屋，放着不管，风吹雨淋的三五年就自己塌掉了；现在的这个，也是后人盖的，时间久
了倒真成古建筑了。但是这种的茅草屋有意义么？就像是藏地的破木板拼起来的房子，或者是西双版
纳的竹楼，随时都能找人建起来，而且最重要的人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并不舒服。就像是逐水草而居
的游牧民，住在穹庐青帐里，并没有今人臆想中的那么浪漫一样。如果换做了你大冬天的住在四处漏
风的地方，屋里不通上下水，煤气和电都是外接的，或者干脆没有。你觉得是搬进水泥楼房舒服，还
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坚持着它在传统中获得的栖居方式，美学风尚，和与此相依为命的日常生活】
，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这种情况最好还是由当地政府或者商家掏钱，修旧如旧，而原居于此的老百
姓迁移安置。也别管什么精神污染不精神污染的了，至少在那些当地的老百姓死之前，让他们也能够
过上工业社会的现代生活，⋯⋯能够住到交通便捷的水泥楼房里，也享受一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自流水下水道的滋味吧！至于原先很有文化保存意义的老房子，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是直接甩
给政府，让政府承担这个包袱好了。反正如果路修好点基础设施跟得上，改做旅游景点或者影视基地
什么的，还是相当有搞头的。至于说，像有些人意淫的那样，要保持什么不被外界污染，精神上的纯
洁度什么的，根本不可能么。——就算是可能，但是凭啥？——凭啥别人自家掏了钱，修旧如旧，然
后花了大价钱，接入了上下水和电煤气暖气后的建筑物，还不能归他们使用的？指望别人的平白奉献
，就因为你说的话很崇高吗？好，就算是有那种为了崇高的理想，感觉文化上的意义，远超乎现实中
的人的吃喝拉撒睡。但是，依旧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样地广人稀的国度
吗？而我们的国家，人均占地面积又是多少？就算是欧美的发达国家，那些人群密集的地方，也不是
所有的古建筑都是腾空了不给住人的。事实上，很多的文化古迹，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政府的维护投入
，一方面是产权的问题，里面还是继续住人，只是作为受保护的建筑物，会受到相应的监管而已。保
留的如果是很有意义的建筑，无所谓，放着也就放着了。每年的检修维护费用也可以设法筹措。但是
如果像我之前说的，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建筑物，还是算了吧。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建筑物。就
是建起来它的时候，盖的人用了力所能及的最好材料，指望着这座建筑能够子子孙孙的传承下去；而
不是像是茅草房似的，连盖的人都惦记着等有了钱，立马拆了，再盖上一个砖瓦房那样。还有，看到
作者在面对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地，搞旅游的大肆修路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很不以为然的意味。面对
这种态度，我不禁要问了，难道我们可以一方面自己心安理得的享受着，现代化工业文明的所给人们
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却心安理得的让那些生活在大山里的人，继续过着自供自给的原始农耕生活？
难道我们就为了满足自己感情上的私欲，而忍心看着让同胞们被长期封闭，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窥测到内心深处的自私欲望，这样的冷漠，不过是因为，【我们企图把一种文化，一种活生生的民
族生活，从现代化进程中‘保护’起来】【是否，我们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美感’？我们难道
要通过这种方式将其在巨大的全球化体系中隔离在观赏的位置？那么，向往那里的人，前往那里的游
客，是否深藏着不可救药的空虚和自欺？】毕竟，就算是那些“民风淳朴”的闭塞之地，它也是有权
利发展，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有权分享主体社会让全人类所享有的一切的权利与利益。PS.【】内或
摘自原书，或来自网上，非原创。
2、“黔”贵州省简称也，黔东南少数民族村落占据，囊括数十座座苗侗村寨，也有着数不清的节日
民俗，走过少数民族村寨给人的印象，欢歌笑语，民族风情浓郁，人儿过着“男耕女织”的“世外桃
源”生活；徒步穿行于千年苗乡侗寨，听着侗族大歌，看着不同于大城市的高楼林立，看着百看不厌
的特色鼓楼，悠闲的漫步在天堂般的黔东南，欣赏着原汁原味的民风、品尝着不同口味的没事，多么
美好的时光，有时旅行不是去过哪里/那里，而是我们放慢脚步与它亲密接触；也不是出国游就引以为
豪，而是你旅行的目的在于什么，为了旅行而旅行，走马观花，旅行是静下心来，歇歇脚，自我放逐
。为寨而歌，为歌而来，天堂不过黔东南；貌似口气有点大，不过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我来说，山
清水秀心生向往，看到书中36页右下角的一张图片，感觉好熟，老姐在贵州铜仁支教时游玩有拍过此
景，西江的风雨桥，也听老姐描述过她支教的地方，山清水秀、依山傍水等，很想一睹其风采。说道
贵州，第一时间想到黄果树瀑布；我想到牛肉米粉，吃过一次难以忘怀。齐栋本书作者没选择“高大
上”的飞机，而是选择“慢”-火车，坐在火车上欣赏着沿途风景，来次“慢旅行”真羡慕，他的另一
本《老火车的时光漫游》只看书名就垂涎不已，慢是大家心生向往的。苗乡侗寨不繁华，不出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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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知道丽江、凤凰古城，他们未过分商业开发，保留着淳朴更值得你一去，齐栋的旅途中也不是所
有时间都是美好的，也有吃宵夜被宰时，被他“自嘲”式的写出，甚是好玩；江西千户苗寨入住网上
甚有名气的李老师客栈，被邀请留家吃饭，旅途中的温馨填充着胃也消除这旅途中的疲惫。镇远古镇
的和平村记载着历史，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告诉我们历史中日本人的侵略镇
远号铁甲舰甲午战争的见证者；镇远人民没有以牙还牙，反而以德报怨，好样的，充满人性的光辉和
善良的地方。黎平因工作原因知道这个地方有机场，却不了解，红色黎明，黎平会议、中央红军教导
师住址等等红色符号；黔东南悠闲的生活下，处处留着红色痕迹。齐栋在享受慢旅行的时光中，也不
忘分享心得，在路上建议了许多经典路线，天路：隆里乡-洛香乡-肇兴乡，古州纪行：小黄村-从江
县-榕江县。齐栋三次进出黔东南，因其民风、原生态，而流连忘返，咱们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一一欣
赏苗乡侗寨，放慢脚步欣赏其中一二为寨而歌，为歌而来的天堂，放逐后，充好电，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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