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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题记当中国模式“震撼”全球，当中国向世界“输出中国”，我们是否会走向新一轮的精神封闭—— 
封闭于一场幻觉的复兴，封闭于一种独特性的沉迷？
此刻，且随游荡者的疏离步履，踏上重新发现世界抑或理解中国的旅程，倾听中国与世界复杂而隐秘
的对话—— 其间，流溢着怨怼、渴念、骄矜与自艾；其间，历史与现实、希望与失落交汇杂糅。
每一代人都要同时拥抱世界遗产和建立智力上的自尊⋯⋯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世界，承担
对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接受源自内心的喜悦与挫败。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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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70年代知名媒体人、作家许知远出走远方，悠游他国，从亚洲喜马拉雅山山麓的文明古国印度到
非洲尼罗河河畔的文明古国埃及，从冲突不断战火连绵的巴以地区到雄踞北漠大国依旧的俄罗斯，从
共产主义、柏林墙、海德堡岁月的欧洲到传统、教养、自然、安静的剑桥⋯⋯这部作品首先寻求的不
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
作者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
与丰富，跳出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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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知远，200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
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就职于《生活》与《商业周刊》，也是FT
中文网与《亚洲周刊》的专栏作家，他还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
已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醒来》、《极权的诱惑》、《祖国的陌生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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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序：拙劣的旅行者很少有比我更拙劣的旅行者了。
2002年3月，我第一次前往纽约。
距离两架波音飞机撞击大楼的事件不过半年，我却没想起去看一眼世贸中心遗址，把很多下午时光扔
进了拥挤不堪的史传德二手书店。
这所城市的悲伤、震惊、韧性、犹太面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园里的阳光，我都记忆不清了，发霉的纸
张、腻腻的汗味、高高的书架，还有收银台前那个胸部丰满的姑娘，倒是从未忘记。
2004年5月，我在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的街头。
阿拉法特正处于垂死状态，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至此，他们要捕捉一代传奇的落幕、伴生的虚空与躁动
。
在同事拍摄的一张照片里，我站在混乱街角的一根电线杆旁，心无旁骛地读一份《纽约时报》，身边
是表情亢奋的人群。
《纽约时报》的记者就在现场，我浏览的这篇报道所描述的，不过是身边的场景。
阅读是一种逃避。
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
、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
。
我忘记自己是怎样逐渐爱上了旅行。
在行程中，我能控制自己的烦躁不安，试着观察陌生人的表情，和他们交谈，品尝他们的食物，进入
他们的客厅，倾听他们的往事⋯⋯2011年1月，我坐上“突突”作响的三轮摩托车穿越班加罗尔的小巷
时，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旅行。
我期待自己像是浮萍一样，从这条河流漂到那条河流。
但我不是浮萍，无根的自由带来的喜悦也注定短暂。
书籍是一种逃避，它让你回避现实的失控，旅行也是。
它经常是智力与情感上懒惰的标志，因为无力洞悉熟识生活的真相与动人之美，人们沉浸于浮光掠影
的新鲜感，以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不过是在重复着旧习惯。
异质的声音、颜色与思想，没能进入他们的头脑与内心，不过是庸常生活的小点缀。
旅行更深的意义是什么？
是加缪说的吧，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
旅行者远离了家乡，一种模糊的恐惧随之而来，他本能地渴望旧环境。
正是在恐惧中，你变得敏感，外界的轻微变动都令你颤抖不已，你的内心再度充满疑问，要探询自身
存在的意义。
人类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这追问而起？
我期待却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加缪式的旅行者。
他在一个充满着溃败与挣扎的时代生长，旅行与写作、武装抵抗一样，是他重构意义的方式。
他对于恐惧的理解，或许只有浸泡在基督教气氛中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这本书中的游记，不管它多么故作感伤与镇定，仍带有明显的乐观情绪。
它首先寻求的不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
我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
丰富，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
我也常炫耀自己的见闻，沉浸于道听途说的快乐。
拙劣的旅行者的弱点也从未消失，我谈论了太多死去的人物与书籍，描述了太少的当前与未来。
这些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痕迹。
离初次纽约之行已经十年，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十年。
在我试图把不同见闻带给中国读者时，中国也迅速涌入了世界。
中国的商品、中国人随处可见，中文的标牌也进入了欧洲的百货商场、博物馆中，开罗的小贩们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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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而阿姆斯特丹的橱窗里性感女郎们则大声叫出“有发票”。
中国形象，不仅是那个广东烧味、黄琉璃瓦亭子、客家话构成的唐人街，更带着一个暴发户的金光闪
闪、粗陋不堪的痕迹。
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困境与失败，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愈发分明。
在旅行中，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国变得更清晰了；在试图了解中国时，我也多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
但我清楚，自己对内心的更彻底的追问尚未开始，我对于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知识层面，即使这层
面也浅薄不堪。
至于偶见的内心追问，也更多是暂时的情绪，而非深沉的情感。
我还生活在生活的表层，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还没有生长，它需要真正的恐惧与爱。
没有这些朋友，这些旅程、这本书都难以实现。
感谢覃里雯、黄继新，他们是我最初的同伴。
感谢王锋、邵忠、张力奋，这些文章的不同片段都出现在他们编辑的刊物上。
最重要的是我曾经的恋人王子陶，她是个不屈不挠、观察力惊人的旅伴，她通过色彩、味道与人们不
经意的小动作，拓展了我对陌生人与陌生社会的理解。
201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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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游荡者的世界》：世界很大很远，许知远停停走走。
这是游记，更是作者的精神之旅：越疏离时空，越走进历史，越贴近他国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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