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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作者带着我们，从罗马古迹中感受到文明古国的沉沦，在雅典废墟上感受到历史辉煌和落
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从荷兰人围海造田，谈起小国可以创造奇迹；从德意志民族的个性上，感受
到德国对世界史同时具有的强烈推动力与巨大破坏力。
欧洲各国都个性十足，西欧北部国家较为开放，南部较为保守；北部的日尔曼民族一板一眼，南部的
拉丁民族潇洒浪漫。
然而，无论是在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方面，还是在人类觉醒的程度上，欧洲人几百年来都
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必须了解欧洲，尤其是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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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车耳，哈尔滨市人，1982年获北京大学西语系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硕士学
位。
1984年至今在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工作，1986年被公司派驻法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师，后任首席代表
；1999年被派驻美国，任总代表，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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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世外桃源安道尔    安道尔公国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北面是法国，南面是西班牙，而
与它们相安无事。
        高山谷地    安道尔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南坡两个山谷中，面积464平方公里，与法国接壤的边界线
有63公里，与西班牙接壤的边界线56公里。
这是欧洲的高地国，与低地国荷兰正相反。
荷兰在欧洲地势最低，1／3的国上处于海平面以下，安道尔虽处于山谷里，但仍是欧洲地势最高的国
家。
安道尔人口4万多，只其中1万是安道尔籍，外籍人大部分来自西班牙，法国人占少数只3000多人。
欧洲另一公国摩纳哥与其人口相当，国土却只有两平方公里，然而是有山有海四季阳光的旅游胜地，
集中了世界上有名的体育比赛，所以世人多知道摩纳哥而不了解安道尔。
有的人听说过安道尔，但不知在哪儿，尽管它比摩纳哥大了200倍。
    安道尔小，历史倒悠久，至今已1000多年。
它于9世纪建国，13世纪起法国、西班牙共享对它的宗主权，流通货币为西班牙比塞塔和法国法郎，每
年象征性地向两国缴纳贡金。
什么样的贡金呢？
根据传统，每年12块奶酪、12块面包、12只山鹑、6只火腿，外加象征性的一点钱。
贡品虽然不够几个人吃的，却因此享受一定程度的保护。
安道尔公民到国外旅行发生问题，可求助于驻当地的法国外交机构。
    安道尔基本上是农业国，1／4的国土被森林覆盖，耕地不多，种植小麦、燕麦、烟草和马铃薯，饲
养牛、马、兔子。
工业有纺织、服装和手工业陶瓷、首饰等。
安道尔90％的收入源于进口税，每年有近百万游客，他们为安道尔做出很大贡献。
    1981年以后，安道尔实行了政治改革，出现了执行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选举政府首脑。
到1993年，安道尔进一步改革政体，通过全民表决制定了宪法，建立了议会体制，同时被吸纳为联合
国成员国。
        天气无常    安道尔地处山谷，既无机场又无高速公路，游客们一般驾车过去。
无论从法国南部图鲁兹还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100公里的距离却开得十分辛苦。
越近安道尔山路越崎岖，越狭窄，汽车爬坡时能看到比利牛斯山顶的终年积雪。
我们那次去．行车一下午过了几个季节。
爬坡时大雾弥漫，30米外看不清路，大家提心吊胆，一边要看路，一边要看对面来的车，虽然每部车
都打开了大灯，也只照到眼前一点距离。
一会儿一个坡，一会儿一个岗。
到山顶时雾散了些。
却下起雨，又过了一阵成了冰雹夹雪。
而那时正值炎热的9月夏末，法国地中海滨的人穿着衬衫，还可以下海游泳。
在比利牛斯山上，我们坐在车里冻得直打哆嗦。
冰雪中行车已经够危险了，又在山顶，悬崖峭壁，后座的人不敢说话，怕分散了驾车人的注意力，这
时翻车应该不是意料之外。
我当时想，来安道尔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再不冒这么大险了。
盘了几道山，开始下坡，这时雾散雪停，视野豁然开朗，安道尔首都仙境般地突然出现眼前。
天色暗下来，远处的山仍云雾缭绕，城市已是万家灯火。
安全抵达目的地，我们终于松了口气。
    安道尔街上的店一个挨一个连成一片，其中不少卖电器和纪念品，像香港的商业街一样。
以在法国生活的概念，这里便宜得多，尤其电器，照相机有世界各国的牌子，日本照相机的新款都见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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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尔虽游人接踵，  店铺比肩，但没有香港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宽广气派，没
有喧闹，给人宁静安全感，像一个世外桃源。
听人说这里没有多少偷盗，虽称不上夜不闭户，但确实没有大都市的种种暴力。
    我们当时囊中羞涩，只买了几样纪念品，街头散散步，也不愿给安道尔公国缴居住税，当晚匆匆启
程了。
出安道尔我们选了另一条路直奔海边，以为能好走一点，实际上虽没碰上雪和雾，却是同样崎岖，不
比摩纳哥王妃出车祸的山路易行。
这次走的是我记忆中最危险的两条路，所以安道尔好看归好看，能不去最好别去。
那晚我们紧张中没注意汽油见底，犹豫间错过一个油站，想着可以坚持到三四十公里处的下个油站，
没料到这油站居然关门。
车这时已出了比利牛斯山，行在高速公路上，几十公里不见出口，意味着没有城镇，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
在路旁抛锚是很危险的，只好以省油的经济速度，不换拦不变速，挨到了一个休息站，已是夜里2点
。
休息站不大，没有照明灯，稀稀拉拉停了几部车，车中的人都在酣睡。
    欧洲的高速公路旁通常隔几十公里设一个休息站，让驾车人小憩。
这个小休息站十分简单，只有树林、草地、简易木制桌椅、厕所和饮用水，既没有住家又没有加油站
、小店。
我们壮着胆，挨个敲那几部车，叫醒熟睡的人，说明自己的困境，请他们支援一点儿汽油。
当时治安尚好，人比较客气，而后几年常听说休息站遭打劫的事。
那次被叫醒的人并未表现慌张，听后表示可以从他们的汽车油箱中抽油，只是我们连油管也没有，无
从下手，有油也抽不出来。
于是我们下狠心继续敲其余的车，终于碰上一对带了一塑料桶汽油的德国夫妇，使我们摆脱困境，他
们还不肯多要钱，只收下那几升油钱。
加了油我们千恩万谢道别，赶到目的地已凌晨4时了。
    不到24小时中我们行车1000多公里，跋山涉水，顶风冒雪过了几个季节，访问了安道尔，惊险地上
山，惊险地下山，还赶上汽车没油这样尴尬的事，多年后回忆起还历历在目。
                        P65-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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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车耳先生是法国华人商界不多见的儒商，他以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法国和欧洲。
            ——法国《欧洲时报》    车耳的作品给人以满足，却又让人感到新的不满足。
在我们面前。
像这样的能让我们比较全面地、从人自身角度来张望世界的窗口还很少。
            ——《人民日报》    时下的中国出版界，海外游记和评介西方文化的著作方兴未艾。
车耳的作品不仅为同类作品的看好推波助澜，更以批判的视觉和冷峻的笔法在立意和写作上独树一帜
。
中国出版界对西方大国文化和社会批判性题材的著述不少。
但有如此深度的力作却是凤毛麟角。
            ——法国《欧洲时报》资深记者刘昶    通常，脍炙人口的游记文学，除了有感人的情之外，还有
供人玩味的华美词章。
车耳的文章不同，却是以冷静的词汇贫乏的平铺直叙。
可是“理性工具”胜过华美词章，他的书不仅引人入胜，而且“还想写些心得”，何故？
⋯⋯车耳作品中最耐看的，是他用经济学知识，对法国和西欧经济现状的描绘与评述。
这是他笔下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外的第三景观，是以往游记文学中没有的新景观。
            ——著名文学评论家祖慰    知识有很多种形式。
有的知识令人敬畏，有的知识带来智慧，有的具实用功能，有的充满乐趣。
这其间没有一定的区隔标准或规则，而和作者的目的与态度有关。
《奇怪的法国》(车耳作品台湾版)这本书似乎每一种都有一点。
            ——中国台湾著名诗人罗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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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此西欧》作者车耳先生是法国华人商界不多见的儒商，旅居海外近十六年来，曾在国内外媒体发
表大量作品，好评如潮。
这些文章不仅是世界各国民族风情、城市文化、旅游名胜的精彩描绘，更内含了作者风趣幽默、富有
批判色彩的思考和评论，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以轻松的笔法阐述生活的哲理，读来意味深长、引人
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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