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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去江南，易老》

内容概要

描述江南若止于小桥流水人家，或者粉墙黛瓦，便犹如囫囵吞枣，她的美是要细细体味的。手捧一盏
茶，坐于流水桥畔，时光便开始流转起来，哪怕是在阴冷的冬天，那味道也妙不可言。如果嘴再勤奋
一些，那些吃食流转在口舌之中，配上江南人家自酿的酒水，听着地道江南人家讲述他们的珍贵记忆
，这才算是正经的江南味道。
作者冬令时节首入江南，走遍周庄、千灯、锦溪、西津渡等江南知名古镇，一醉几十日，后又在春令
时节回归这些古镇，沉浸在野菜美食之中。
本书藏在文字里的，是妙不可言的亲身体验，还有时光流逝里的回忆，表述出来的，是原汁原味只存
于古镇巷尾人家里的趣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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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去江南，易老》

作者简介

范壮，笔名小北，在北京混迹媒体圈、营销圈多年，偶然走起了西藏，才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往最美、最艰险的地方去，沿着山巅旅行，习惯用眼睛听、用耳朵看路上的一人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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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去江南，易老》

书籍目录

我曾经的江南印象
初识锦溪古镇的宁静淡雅
锦溪古镇的奥灶面，跟“一枝花”的闲聊
古镇里的晚餐
必须要在江南买艘船
上陈墓，给陈妃弹琴
陶哥当年也是迎风撒过尿的人
在江南，我也有了一艘小船
古镇医生的趣闻
千灯古镇的时光
江南的汤婆子
醉眼游西津古渡
江南渔家的酒宴
雪芽虾仁
“NB”号的处女航
馋到我心里的：袜底酥、渔家鱼干、葡萄酒
把小船划回了古镇
江南旧事
后记：春日里的锦溪
给楚清的信

Page 4



《此去江南，易老》

精彩短评

1、流水帐写的不错，看着解解乏
2、只为江南那一个人，那一段情
3、。。。
4、14.02.13
人不疯狂枉少年，虽不知道作者是否是年少轻狂，至少做出的事情是挺随心所欲的，这样的旅游倒也
别有味道。只可惜叙事结构有点乱啊，属于想到哪里写哪里，絮絮叨叨，流水账般的游记。
5、感觉都撑不起一本书，纯粹淡然无味。
6、电子
7、感觉作者对美的体验很深，与人相遇自来熟的功夫也深。会聊的人也更会写吧。书中处处可看到
锦溪古镇的美好，让人向往与暖心。
8、写的太好了！
9、满脑子的回忆，青春最美的四年，我成为江南的过客。
10、风花雪月，江南，那个楚姓姑娘。。。
11、看着封面和推荐买的，读起来不是让人心动神往的江南游记，好在真实，顺便知道了一个地名
12、被书名和封面骗了，两颗星是给图片的，还好是借的书
13、累了就放纵自己，旅行，感悟不必深刻，美食不必奢侈，血液里流淌着激素，年轻时旅游感悟颇
多，有人说等退休了再旅游，可那时候内有了那感受，因为充满激情的岁月只属于青春。去旅游吧，
何必规划，偶遇也是惊喜，打破那些规范，体验人生的各种错误于不可能，这才会精彩。巧合中读的
第一本旅行随笔，在跨越半个中国的列车上，车窗外各个省市经过，心在书中，旁边学生嬉闹，别有
一番心境。
14、再次遇见甪直，很意外
15、感觉作者和江南气质不太搭⋯
16、令人有些发指的无差别流水账记录，作者想要表达的江南，被藏在了厚厚的无关的灰尘里。笔下
功夫让我怀疑作者有没有读过自己的文字，照片也是随性随拍，连基本构图和端正都做不到。
17、没想到是记流水账式的一本书，不能给名字和腰封再给骗了
18、两颗星给的是锦溪
19、    去年暑假的时候有机会去到苏州与周庄，亭台楼阁，粉墙黛瓦，早已被浓浓的商业气息所覆盖
而失去本来的面貌。从整本书的内容上能体会到作者的用心，里面也有不少照片，还是蛮舒服的。
20、三星分别给情怀，锦溪风景，和书里的姑凉
21、非常非常无聊，甚至有些小学生都能写的比他好！
22、身闲，心闲，岁月闲
23、一本还算不错的游记，没有机械的介绍景点，讲了些作者去江南的经历，很有意思的
24、特别喜欢，是我看的第一本男人写的这种类型的书，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的，女生写东西，写感受
，男生写东西写生活。感受了不一样的笔触，挺好的！
25、很接地气的一本游记，锦溪版的《似水年华》。这种游记剑走偏锋，却也让人废寝忘食。但我说
的重点不在这，本想给这本书点1个赞，但当看到后记作者写给书中女主角的信时，改变主意，要
给360个赞！碰到情书比我写得好的人，我总情不自禁顶礼膜拜
26、一本关于锦溪古镇的流水账。去过锦溪，以游客的身份，匆匆打马而过，留下几十张风景照和不
怎么深刻的印象。作者作为一个奢侈的闲散人士，在锦溪住了太久，从当地人的印象里再看锦溪，大
概就又是一种角度了。很随意的流水账文字，喝酒斗地主吃东西和妹子若即若离，像是一个长篇帖子
，不过看着也不反感。
27、看的舒服
28、真不该脑子一热就买了的。。。
29、看着很轻松，没有大段历史也没有今不如昔的感慨，只是觉得作者也太好运了吧，另外怀疑楚清
这个人物的真实性。
30、此去何处不易老？凡我醉处 皆非他乡 可惜笔者的笔力让人遗憾了
31、算是我读的第一本游记的书，当时是特价为了免邮费凑数买的，但买回来读了读发现原来真的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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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去江南，易老》

有意思的，配图大多是彩图，文字里流露出来的也是淡淡的温情和一丝玩世不恭的洒脱，在锦溪小酒
馆喝着黄酒的情节，让我有种强烈的代入感，这本书，读起来很放松。
32、两颗星星给书名。和封面。
33、江南到底有多美？恐怕连我这个江南土著也答不上来，不过江南倒是易让人醉，如它的米酒那般
在温润醇厚中不知不觉的把人“灌醉”。当然，我不能王婆卖瓜，顺着小北的这本小书，我编了两句
打油诗，与各位还未来得及亲感江南的朋友们分享：一入江南人自醉，从此尘事入尘泥
34、一个梦境中的地方，一群可爱的人，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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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开始我只是好奇心爆棚，想看看在我眼里百无聊赖的江南古镇在别人眼中到底能有多装逼蛋疼。
结果，没看到（或是我忘记了）蛋疼的诗词，看到的是卖豌豆的大妈5块钱卖了30块的臭豆腐，或是穿
插在每天的斗地主，和我一辈子都不清楚这个职业怎么赚钱的古董店老板还有会土遁的小黄狗。还有
，再次遇见甪直很开心。这是去年第一次上高速时偶遇的小镇，我们因为甪这个字实在太稀奇古怪了
而下了这个口子。只是来回走了一遍，因为还带着吉米大帝所以也不好意去哪家店坐坐。吉米疯狂地
抢地盘，我们只好跟着他逛了这个镇。话说那次吉米还被东北菜门口的狗对着屁股狠狠地咬了一口，
涂了红药水之后一路被围观。我们也只好把它装在袋子里到处拎着他跑。想来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极度
死宅的家庭仅有的几次旅行之一了，以此留念。
2、本以为是个软妹子写到，结果是个汉子写的，于是见识到了不一样的江南。他没有住名气爆棚的
周庄，额外找了个古镇住下，和古镇人们一起吃喝拉撒，因吹牛功力强大很快和古镇居民打成一片，
从住青旅到自己买古宅，从走路到买了搜小船出行，和古镇一起听风吹雨，目送游客。看似简单重复
的日常，正是古镇年复一年的沉淀。岁月的炉火不熄，我们的故事就不灭。茶没了再添，酒没了再酿
，唯有这大好时光，不可辜负。想起古镇，颇为动心
3、以前王安石骂《春秋》是“断烂朝报”，无甚可读。如今阿猫阿狗把自己的微博、说说摘抄下来
，添上几幅图片，换上彩色套印，便恬不知耻的算“游记”了，美滋滋开始上架骗钱。古人出书，总
是很自谦的说“灾厄梨枣”，这话放在今天更是合适，虽说不用“梨枣”了，但纸张、油墨、印刷机
、书架又“何辜”啊！
4、我本人认为这场因为失恋说走就走的旅行偏向于 奢侈了点，可能跟我现在的工作环境，收入有关
系。更我自己的观念也有很大的关系。假如我今天的彩票中了500万我会像小北一样奢侈一把。（当然
这只是个如果！）不过我一口气读完还是觉得蛮好的，在当当网上买这本书的时候我压根就没看介绍
内容，不知道这本书写的什么只看到封面很漂亮是我喜欢的古镇。最大的原因是当当网的折扣书，可
能是不加印或者处理库存的。关键是我想免邮费。如果小北看到我的评价估计要吐血了。我很喜欢江
南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并且现在生活的城市就是常州。看完书才决定下来，为了臭豆腐，为了爆鱼
面，为了黄酒，为了袜底酥，为了欣赏雨中的古镇俺也去住一段时间。不过我可不会半个多月住100多
块的宾馆，我会闲暇的时候，带上我的单车，带上我的必备生活品租一个民宿。住上一段时间。期待
我真正江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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