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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荐序Ⅰ 所有的成长到最后总是一次旅行文 张扬我的第一次旅行是在1991年的夏天，大学实习的阶段
，正好有三个月的假期，父母资助了我3000元。
要知道那时候这还是不小的一笔钱呢。
我和父母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但在这件事上，我会感谢他们一辈子。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一个人背着大包独自旅行。
从甘肃到青海，再到新疆。
转遍了大半个新疆后，又从南疆进青海，沿青藏线奔西藏。
一路上，省吃俭用。
每天都是住四五块钱一晚上的四人间，只有到喀什的时候，自己让自己奢侈了一回，住了个二十块钱
的标准间。
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了。
一路上，都是坐长途汽车。
要不就是搭车，搭过运石油的车、运盐的车、收棉花的车，一路上，吃的都是最便宜但也最有地方特
色的小吃：甘肃的拉面，青海的羊肉粉汤，新疆的馕和拉条子，还有羊肉包子。
西藏的四川酸辣面是最基本的食物，当然也会和在路上相遇的朋友一起改善伙食，也会在乌鲁木齐的
大学同学王学兵家吃到很好的手抓饭，在拉萨的老太太德钦卓嘎家吃到很好的藏餐。
三个月的时间，生活费花了1800多元，剩下的1100多元，在新疆和西藏买了各种手工艺品。
记得在喀什的集市上，我买了两张地毯。
据说都有百十来年的历史，花了300元。
当时想邮寄回北京，但邮费要90多元。
实在不舍得花这个钱，我一路背上这两张地毯，背到西藏，背回北京。
从拉萨走的时候，我和另一个朋友安宾身上加起来只有十几块钱以及德钦卓嘎老太太送我们的一盒月
饼，我们一路上就吃这盒月饼。
到了西宁的时候，没有回北京的车票钱了。
我们就混上车，然后央求车长，说我们两个学生，实在没办法回北京了。
车长人很好，给我们安排到餐厅，还让我们蹭了一顿饭。
回到家的时候身上就剩了几毛钱。
在路上，也有很多奇遇。
在敦煌月牙泉后边的鸣沙山上，我和刚认识的一位结伴而行的北京朋友一起发现了一具半风干的女尸
，两人拍了一堆照片，商量了半天，到底报不报警。
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报警，各走各的路了，到现在，这具女尸还能引起我各种故事的联想。
在伊犁的时候，刚安顿好住处，想去街上逛逛，就迎面遇上两个醉鬼，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了我两拳。
我奋力将一个醉鬼扔到水沟里，撒腿就跑。
结果到一个路口，一摸鼻子，发现鼻子歪了，骨折了。
第二天，没敢多待，就坐上了奔喀什的长途汽车。
一路上与一帮在和田上学的维吾尔族学生成了很好的朋友。
夜晚在大车店住宿时，维吾族尔人自然地围坐起来，唱起了他们的民族歌曲，这时候，汉族人只有自
卑的份儿。
轮到我唱的时候，我也会吼起嗓子，唱一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后来到和田的时候，就住在这
帮学生的宿舍里。
从伊犁到喀什走了三天，三天后到喀什的人民医院，医生把我顶在墙上，往我鼻子里插了一根铁签子
，然后另一只手使劲一按，鼻子就正回来了。
但这一下比挨揍那两拳还要疼，血流个不止。
就拿上一整卷手纸，一直捂着。
也没休息，就直接去逛喀什的清真寺和大街小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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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羌，机缘巧合跟着收棉花的车进了可可西里的腹地。
那时候，据说只有一只美国的科考队和中国科学院的科考队进去过，还有就是一个七进新疆、专门写
新疆旅行攻略的香港人。
那时候，在内地还没有旅行攻略这样的专业书。
所以，当我在喀什和一个香港姑娘结伴同游的时候，看到她手里有一本这样的书，简直太惊喜了，姑
娘走时把这本书送给了我。
而我就拿着这本像圣经一样的书继续走南疆。
没想到就在若羌一个黑乎乎的卡车司机大车店里，我遇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刚从可可西里腹地出来
。
听了他的介绍，我二话不说，和一个第二天要进去收棉花的姓朱的司机约好了，在他的卡车里冻了一
夜之后，裹上他给的大衣，坐在后车斗里，和三个收棉花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一起上了路，我们的食物
只有一麻袋干硬的馕和几十个哈密瓜，在完全没有路的河床里走了三天。
终于到了海拔4000多米的可可西里的腹地，一路上见到了无数的藏羚羊、藏野驴、藏牦牛以及许多个
圣湖。
从新疆进青海到拉萨的三个月里，根本没有洗过澡。
头几天还会觉得自己脏得不行，但在七天以后，在身上已经被南疆的风沙洗了很多遍以后，反而头也
不痒了，也不觉得自己脏了。
所以，那时候理解了，那里的人为什么可以很长时间不洗澡。
一路上，就只有一个小 walkman。
随身带了十几盘经典的摇滚老歌，还有两本小说。
一路走，一路听音乐、读小说、看风景、与陌生人聊天、和他们成为朋友。
三个月是一段孤独的旅行，但恰恰是一个人的旅行，让我享受到了孤独的乐趣，因为我更多感到的是
自由、无拘无束，想干吗干吗，我可以随便在青海湖边的小旅店里住下，黄昏的时候，一个人沐着夕
阳读小说；我可以路经塔里木湖时突然改变行程，下了长途汽车，径直走进一家牧民的帐篷，和他们
同吃同住；也可以在天池边自己搭起个帐篷，等待早上的日出。
同时，孤独会让人有足够的时间好好和自己对话。
在那些漫长的长途车上，我经常听着音乐，心里就和自己聊了起来。
我的理想是什么？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这些看似很大的问题，在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中，似乎逐渐清晰了起来。
这种孤独和自由的感觉，是一个人旅行最重要的收获。
它让我成长了很多，而这次旅行也成了改变我一生的一次旅行。
因为它让我的心野了，我在城市中再也待不住了，我的心总是向往着那些充满神奇的土地。
所以毕业后，我拍了两年的纪录片，自己选择去拍云南的怒江、缅甸的佤邦、甘南的藏族、青海的长
江和黄河源头。
在以后的岁月里，自己有了车，就开着车再去这些地方，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在城市里待
上几个月就憋不住了，就要找机会往外跑。
现在干脆把家也搬到了云南的大理。
我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些地方的，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早晚都要拍关于这些地方的电影，因为我热爱
这些地方，同时这些地方也给了我无数的生活和灵感。
所以我需要感谢我的父母，因为那次旅行，我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写了这么多自己的故事，其实都缘于巴道的这本书，因为它一下子勾起了我这么多的回忆。
看到她书中的叙述，我就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的那些经历，这本书也就像巴道的一本日记，记录了她在
新西兰的生活轨迹，她也是一个人去闯荡世界，这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年轻时只要有这些这样的经历，以后一辈子都会不断从中受益，书写得很实在，虽然不像读小说那么
精彩和过瘾，但点点滴滴都是她旅行中的感悟和经历，这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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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应该去记录自己的感悟，因为每个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有了这些个体的精彩，这个世
界才能真正地丰富多彩起来。
张扬青年导演，代表作《落叶归根》《洗澡》等推荐序Ⅱ 经历的抒写与感悟文 张会军巴道是北京电
影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先后就读于制片管理专业、导演专业。
毕业以后的工作经历是：在电影方面，做过制片助理、制片秘书、统筹/场记、制片主任助理；在电视
方面做过现场执行、环球旅游频道节目的编导；在演出方面，担任过演出协调人，经历比较多元。
就旅游问题，她曾在网络上发表感言：“走在路上的重点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的心。
”她谈到了年轻人成长的问题，非常深刻。
所有的年轻人，都希望通过感受世界来更加了解这个社会、得到这个世界和融入这个世界，其实，人
可以感受和体会世界，但是永远不会拥有这个世界，感受的过程，就是自己成长的过程。
远行、旅游，最大的收获是感悟，这是别人永远体会不到的东西，因为你经历了，所以你才有铭心刻
骨的感受，这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
巴道用文字追忆往事，那些旅行、美景、雪山、神湖、祈祷、庙宇、对话、搭车、露宿、集市、宗教
、生活、经历、徒步、夜思、感悟、拍照、写作、懒散、阳光、大雨、孤独、寂寞、紧张、压力⋯⋯
每一个时刻，都成为她成长的记忆和印证。
作者表面上是在写一些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进行一些与生活感受有关的文字表达，其实，她是在通
过文字宣泄，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更为深刻地思考成长的主题。
在她描写的具体事件、情节、人物、细节中，我们感受着生命的意义，感受着她的有关电影的思考及
内在精神。
本书采取多元的形式和风格，呈现给了我们一个成长的巴道，一个性情的巴道，一个细腻的巴道的形
象。
这本书还反映了她作为职业的电影人，对文学、文字的喜欢和驾驭。
她的很多文字风格展示了多元的语意和信息，有日记的痕迹，有剧本的风格，有散文式的感悟，有札
记般的想法，而更多的是时时显露出来的对电影这一行业的热爱和思考。
一方面反映了她在当今学习做人的一种深入的态度，她用远行的形式，给自己寻找一个学习过程；另
一方面体现了她在成长中勤于思考所带来的成果，她试图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给自己一个交代。
令我敬佩的是，她在上学时就建立起了对电影的热爱，她在毕业工作以后对电影仍然充满热情和痴情
。
她一方面用一直做电影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用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提高自己；另一方面她给自己找麻
烦，在思想、精神、肉体、行动上给自己增加生活的压力。
反过来，她还是在想怎么才能做好电影本行，这是她最终在新西兰之行以后，毅然决然在2012年赴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习电影制作的原因。
看到这些我很感动，我从她的朴实的文字中，看到了她对生活的要求，她的生活的质感，也看到了她
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给自己未来的发展增加更多的内容。
这本书作为她在学习电影专业之后的文学方面的收获，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老
师，我要由衷地表达发自内心的敬佩和祝贺。
张会军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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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00%新西兰=1%旅行+1%打工+98%成长
全世界年轻人都在打工度假！

错过30岁就等下辈子！

她叫巴道。
26岁那年，她发现一个书本上从来没有提过的秘密：
全世界年轻人都在打工度假。

拿到打工度假签证，你不必承担巨额旅费，也不必羞于张口找父母要钱，因为你可以像当地人一样打
工赚钱。

你不会成为一个无趣又匆忙的观光客，因为你可以花一年的时间，看细水长流。

目前向中国大陆开放这种签证的国家，只有新西兰——《霍比特人》和《魔戒》的故乡，百分百纯净
的蓝天白云，山川牧场。

世界向年轻人敞开了一道门。

门外光芒万丈，门里波谲云诡。

巴道发现，自己心动了⋯⋯
《停在新西兰刚刚好》讲述的是一个与旅行、打工和成长有关的故事：26岁的巴道，跨越10000公里，
摘苹果，挤牛奶，看生活本来的样子。

这一年，幸运的橄榄枝砸中了巴道，她获得了一张最适合年轻人廉价旅行的“打工度假旅行签证”，
这就意味着，她能在全世界100%纯净的国家新西兰待上至多15个月，允许打工，赚取旅费。
这一回，她想都没多想，马上买了张机票，辞职出发了。
一场小白领发动的休假革命正式开始。
孤身上路的小女子独闯新西兰，她的未来会怎样？

在神奇的新西兰，巴道不仅收获了奇异果厂包装、在佛教中心换宿、自驾环游新西兰岛等经历，她还
一直思考着旅行的意义。
在她离开新西兰的那一刻，她会得到答案吗？

每个青春都有一条非走不可的弯路。

就像宫崎骏所说：所有的成长到最后总是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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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道，80后，电影工作者，现游学美国。
21岁独自前往西藏，从此开始一个人的旅程。
26岁那年，误打误撞开始了在新西兰的打工度假之旅，并拜访了澳大利亚、斐济和瓦努阿图。
行程共计15个月。
不像纯粹的生活，也绝不是简单的旅行。
比生活多了份刺激，比旅行多了份现实。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停在新西兰刚刚好>>

书籍目录

推荐序Ⅰ所有的成长到最后总是一次旅行 推荐序Ⅱ经历的抒写与感悟 引子 第1章新西兰初体验 手足无
措的第一天，我好“新” 有她们真好 用赌场筹码当饭补 第一印象中的美与丑 误打误撞的第一份工作
Naked Bus出钱的计程车 第2章打工 草莓厂 初尝工人的苦与乐 惠灵顿“地震了” 我的工友们 圣诞节护
照受难 念完新西兰的“预科班” 转战东岸——苹果包装厂＋必胜客 进入“大公司” 嘎啦与Gala 有融
入就有竞争，来PK吧！
 每个人都有故事 网购二手车 比萨外卖小工的“朝七晚十” 房东大人 同根·同族·同胞 生活？
生活！
 去当演员吗？
生活需要向前走 缘分未尽的奇异果 大厂风范 我不是游牧民族，我需要固定住所！
 合拍的人 被电影拉回现实 完美谢幕——海鲜工厂 完美的谢幕 新移民 我是鱼食制造机 退休理想 第3章
换宿 在新西兰当农民 农场主家庭 当农民不容易 童话中的壁炉生活 学会尊重 10天时间，他们变成了我
的新西兰家人 车祸让我乱了方寸 品质生活 生活中的东方元素 何去何从？
 徒步就是换宿 车到山前必有路 老乔治的生活哲学 又一次“第一次” 他想让我早点儿走？
 与心对话——佛教静修中心 简单的生活 可控的生活 先是平凡人，才是佛教徒 找到自己的心灵解药 尾
声 回头看，向前望 捡起，放下 选择，被选择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停在新西兰刚刚好>>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些人真司爱。
 何止是可爱，后来的两次乘车经历，更是让我对大巴司机的友好始料未及。
一次是在我到新西兰的第二个月，我去北岛的Northland地区旅行，结束后回奥克兰——那也是我在新
西兰第一次用整段时间去旅行。
那次的车票是从Naked Bus网站抢购的1新西兰元的廉价车票，硕大的一辆巴士行驶5小时，车上只有3
个人：一个10岁的毛利小姑娘、司机戴维和我。
 戴维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我上车时他已和小姑娘有说存笑，路上他们一直在聊天、讲笑话。
戴维教小姑娘算时间、算纪年，他还向小姑娘介绍我：“她是从中国来的，想多了解一点儿新西兰，
你教她几句毛利话好不好？
”我当时还误以为他们早就’认识，后来才知道并非如此。
小姑娘正要结束假期，回到奥克兰的学校——妈妈在终点站等她，是小姑娘的阿姨送她上车，并把她
托付给戴维的。
 小姑娘比较懂事，但也不能让戴维完全省心，她一会儿说要上厕所，一会儿要吹泡泡。
戴维一看时间还早，不会耽误下一站的停靠时间，就临时改道去了卡瓦卡瓦（Kawakawa）小镇，带我
们参观并使用了一位著名奥地利艺术家兼生态建筑师设计的布满彩色陶瓷马赛克的厕所。
我也算沾了小姑娘的光，饱了眼福。
戴维耐心地逗着小姑娘，她开始乱跑，戴维开始担心起来，便拿出自己的MP3给小姑娘听。
他耐心地给陌生人提供着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的帮助，让我印象深刻。
 “对陌生人的善意，有时候甚至能救命。
”这类事必须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才能让这句话扎根在心里。
我快要离开新西兰时，虽然已经对公交系统相当熟悉了，可还是在惠灵顿郊区坐错了车。
郊区的公交车线路并不多，人也少，司机就用对讲机和别的司机联络，帮我想办法。
最后，他让我拿着原来的车票下车，在马路对面等。
5分钟后，另一辆公交车把我接上，让我脱离了窘境。
 新西兰的自然之美更是让人无法忽略，这一点与我在北京的成长环境差别很大，让我印象更加深刻。
且不提国家公园或是海豹、企鹅栖息地等公认的自然景点，单说人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也处处都有大
自然的气息。
 刚到新西兰的那几天，我和琼如去一家快餐厅吃饭，吃着吃着，我们居然看到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只鸽
子在觅食，当时的我把这当成是什么新闻，大惊小怪。
后来，我每次去最爱的一间中餐厅吃饭，也都有麻雀飞进来觅食，我也习惯拿出几粒米放在桌角，计
官们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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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如果走出去算是“旅行”的第一步，也许选择欣赏美景和深入探究人文算
是“旅行”的第二步，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方式被称为“旅游”或是“度假”更为恰当。
在我最初一个人旅行时，也曾被各种人文和自然景观震撼：在尼泊尔安娜普尔纳大环线徒步，在夜幕
下的MBC静观明月下的雪峰；站在卡车上去往拉姆拉措，和藏胞一同祈祷、对话神湖；在恒河旁幻想
穿越回千年前，了解玄奘取经的点滴⋯⋯但突然有一刻，也许那时是自己“不在状态”，好像身上的
毛孔闭合起来，不再接受外面的信息。
这时我才猛然懂得，当自己的行走成为主角时，才配称为“旅行”，无所谓周遭，美景不过是锦上添
花。
有一位中学老师曾经跟我说：“你可以不跟别人比，但你要和自己比。
”那时候的我，除了在田径场上一定会与人一争高下，在学习上并没什么企图心，只是中等水平，大
概老师觉得我不够努力才这样说的。
那时候的我觉得他的话没什么意义：大家不都在争第一吗，我不想争第一，和自己较劲又有什么用？
所以我没和别人比，也没和自己比。
直到旅行中感到“不在状态”、“毛孔闭合”时，老师的话才敲醒我；在佛教中心的学习让我明白，
这也是种专注，专注于自己。
21岁刚开始独自旅行的时候，路上遇到的人常会问我：“你也是‘驴友’啊？
”等到这次旅行回来，人家又会说：“你去度间隔年了？
”贴完诸如此类的标签后，人们就会开始提出最热衷的几个问题：“花了多少钱”，“一共走过多少
地方”，“去旅行花了多少时间”，却鲜有人会先问“遇到过什么难忘的事儿”，“遇到过什么‘酷
人’”，因为大家都喜欢把重点放在可以量化的地方。
台湾旅行作家褚士莹说过的一句关于免费旅行的话我很喜欢：“零元的背后不是没有成本，而是把成
本转嫁社会。
”难道忽略品质、增加风险，把成本压到最低就是旅行的意义吗？
去过多少地方又怎么样呢？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美，为什么不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旅行的长度很重要，因为时间可以帮助你进入状态，帮助你了解当地，但我们是去旅行，不是去流浪
，通过旅行的长度得到了“宽度”后，我们始终都是要回来的，不是吗？
量化的东西是可以和别人比的，可“收获”这东西就显得有些默默无闻，因为只有自己知道。
“旅行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我回答过多次的问题。
我爱旅行，因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生活中缺少了旅行，我的生活会少了颜色。
有人问：“你想过一直旅行下去吗？
”是的，我会一直旅行下去，就像会好好生活一样，不过生活中还有很多让我感兴趣的事儿，包括我
的工作，包括北京，而不止是旅行。
我享受路上的懒散，也同样享受工作时的紧张和压力，只有两种状态交替出现时，这两种感觉的美妙
才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知道，无论我多爱我的工作，可在压力下我也会恨得咬牙切齿，虽然我知道我还是爱这份工作的。
我也不敢去想把旅行变成工作，为了生存和生活而带着任务去行走，那样大概会阻塞我的毛孔，我就
会失去生活中一个美好的部分，生活会立即变得暗淡下来，因为旅行不只是为了旅行。
一天，我坐在北京张自忠路一家朋友开的小店里，望着门外步履匆匆的人们，听着朋友在旁边牢骚。
“现在招店员不容易啊！
”“为什么？
多给点儿钱呢？
”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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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是钱的事儿，有钱都不一定留得住人。
”“怎么回事儿？
”“现在来打工的好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外地年轻人，压根儿就不是来北京干活的，就是来北京玩玩。
找个工作挣几个月钱，几个月后该玩的都玩遍了，就回家了。
”“你怎么知道人家就压根儿没想在这儿长干啊？
你肯定太偏激了！
”“真的，你还不信，前两天来了一个孩子，刚来的，连被子都没带到北京，这一看就知道不是想来
干活的人。
”这马上让我想到当初的我，那个刚到新西兰完全没有生活常识的我，那个之前没经历过“异乡讨生
活”的我。
是这次旅行让我开始理解那些带着大包小包行李出现在北京地铁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开始让我知道一
床被子、一个衣架，甚至一个纸箱都是那么珍贵。
我跑到了地球的那一边才懂得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在十七八岁“旅行”到北京的时候就经历过了，
除了目的地不同，我们的旅行本质又有什么不同呢？
！
有一天，我也许不需要旅行这种方式，即使走在熟悉的街头，也能随时让自己保持毛孔打开的状态，
随时吸收生活中的养分。
如果真有那样一天，我会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我不再需要借助外力，那也说明我已经学会了自我控
制。
旅行不过是条路径，因为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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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西兰见证了巴道的挫折与成长。
正是站在那广阔的原野上，她才突然明白，原来此前一直以为的“工作最大”是不对的，生活本身才
是她想得到的。
——《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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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停在新西兰刚刚好》编辑推荐：100%新西兰=1%旅行+1%打工+98%成长；全世界年轻人都在打工度
假！
错过30岁就等下辈子！
她叫巴道。
26岁那年，她发现一个书本上从来没有提过的秘密：全世界年轻人都在打工度假。
拿到打工度假签证，你不必承担巨额旅费，也不必羞于张口找父母要钱，因为你可以像当地人一样打
工赚钱。
你不会成为一个无趣又匆忙的观光客，因为你可以花一年的时间，看细水长流。
目前向中国大陆开放这种签证的国家，只有新西兰——《霍比特人》和《魔戒》的故乡，百分百纯净
的蓝天白云，山川牧场。
世界向年轻人敞开了一道门。
门外光芒万丈，门里波谲云诡。
巴道发现，自己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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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巴道一个人去闯荡世界，这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年轻时只要有这样的经历，以后一辈子都会不断从中受益。
每个人都应该去记录自己的感悟，因为每个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有了这些个体的精彩，这个世
界才能真正地丰富多彩起来。
——青年导演张杨，代表作《落叶归根》《洗澡》等她的很多文字风格展示了多元的语意和信息，有
日记的痕迹，有剧本的风格，有散文式的感悟，有札记般的想法，而更多的是时时显露出来的对电影
这一行业的热爱和思考。
——张会军，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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