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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想日》

内容概要

《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是陈丹燕旅行汇系列作品，为同时出版的《捕梦之乡—<哈扎尔
辞典>地理阅读》姊妹篇。作家陈丹燕带着20世纪欧洲文学的高峰之一——《尤利西斯》开启了她的
旅程。踏着主人公布卢姆在1904年6月16日的漫游足迹，陈丹燕在爱尔兰完成了一场文化与历史、文学
与地理的深度阅读。
2013年初夏，布卢姆日，陈丹燕遇见迎着乔治教堂的晨光去买羊腰子的“布卢姆”，与穿着灰蓝色短
大衣的“舞蹈老师”前后脚经过一家鲜肉铺，而长裙飘飘的“诺拉”在红砖墙下倏然而行⋯⋯书中的
人物走进了现实，作者个人的驰想与遐思则进入了书中。
在陈丹燕笔下，1904年的都柏林与2013年的都柏林相互对照，相互呼应，相互融合；七八十年代的上
海与如今的都柏林同样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作者以其独特的旅行方式，完成了她作为一个
欧洲小说爱好者的阅读。
20世纪欧洲的文学高峰之一《尤利西斯》，被很多人称为“天书”，阅读这样一本书需要极大的耐心
，极强的文字感受力。作者陈丹燕展现给读者一种崭新的阅读方式——带着名著去旅行，走进书中的
世界，在故事的发生地，与书中的人物相遇、碰撞、擦出火花。
而作为一个作家的旅行，与一般读者又有不同。乔伊斯“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像是打开一个新世界般
，为陈丹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更是为其构建了一套认识世界的方法。叶芝，鲁迅，童年的
赛璐珞娃娃，1970年代上海某大礼堂中的拉歌比赛⋯⋯作家信手拈来的意象，让人在1904年的都柏林
，2013年的爱尔兰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中肆意穿梭，都柏林酒吧中《村路带我回家》的歌声犹
在耳边流淌，而意识早已飘荡至洋溢着烟熏味道的上海弄堂。
如果你想去爱尔兰，如果你想读《尤利西斯》，这本书恰如其分地可以成为向导、索引，而在这之上
，更有陈丹燕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极其私人的阅读体验以及人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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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想日》

作者简介

陈丹燕是当代都市文化的代言人，她也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1990年至今，旅行地
域很广。她边走边写20余年，坚持着作为一个背包客的随性洒脱，珍惜旅途中每一个冥冥的际遇；她
也坚持着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对历史与现实、时间永恒等问题应有的思虑与考量，这些文字是一位痴迷
行走的作家呈现给读者的真正的旅行文学。陈丹燕代表作有《上海的风花雪月》《慢船去中国》《我
的旅行哲学》等，她的作品获多种国际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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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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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想日》

精彩短评

1、地理阅读爱尔兰，读过尤里西斯后会更有助于理解。
2、就像忽然为你打开一个世界，阅读的和行走的，身体和心灵都不曾到过。喜欢这样的游记。
3、smell the spring on the smoky wind, my dirty old town.
4、读完这本书，不仅想重新细细品一下《尤利西斯》，更想带着《尤利西斯》和这本《驰想日》，
一起去爱尔兰，而且最好是在6月16日。
5、很奇怪，整个文字都停留在表面，读到后来，看她一再提意识流，甚至隐隐开始不耐烦。不知道
是我变了还是陈家阿姨变了，也许是both吧。可是明明《漫卷西风》封面上的兔子和书中的每一幅插
图都曾经让我如此迷恋。
6、去年布鲁姆日在都柏林城漫游、在圆塔上读Aeolus一章犹在昨天，现在又来都柏林短住，有点感慨
。只可惜书写得太浅，思考也一点未用力。
7、尤利西斯和他的意识流写作，开始读荣格，才逐渐适应意识流是怎么回事，讲真，尤利西斯是本
很读不下去的书，到现在都没有看完过，不知道在爱尔兰读尤利西斯，真的会好一点吗
8、意识流大概不是我的菜。
9、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阅读，走进爱尔兰、都柏林，与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对话。
10、比哈扎尔辞典那本稍单薄 或许我的抵抗力增强了一点点？^_^ 在读《令人着迷的岛屿》中 等读完
再来写个完整的评价。书的装帧很特别 有意思
11、温润宽广一如既往
12、还是要看过尤利西斯才更有感触吧
13、很喜欢的文字风格。应该边旅游边看，或者边读尤利西斯边看，可惜对爱尔兰的了解不多
14、看完这本之后我也想挑战一下《尤利西斯》
15、他们说，读书与旅行不可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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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想日》

精彩书评

1、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被誉为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首，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以时间为序，
描述了男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于1904年6月16日1天18个小时之内在都柏林的生活经历。通过对于
这一天日常生活的描写，乔伊斯向读者细致刻画了那个时代的整个爱尔兰社会，甚至是西方社会。但
本书笔者也是寥寥看了个开头，甚至有人说《尤利西斯》是西方文学界的天书。“爱尔兰的那朵云，
谁也不知道它是这样神奇地向整个文学世界执着地解释了爱尔兰的心跳、生命、与其间的疼痛和挚爱
。”这是本书作者陈丹燕在本文开头对于爱尔兰的那朵云—《尤利西斯》的评价。而作者也跟随《尤
利西斯》小说中的情节，漫步都柏林，拜访国立图书馆，邂逅坦普酒吧，为我们带来了一份不一样的
主题文化之旅。文章开篇就引用了《尤利西斯》的情节来引出作者的旅行路线，而随时出现的原著文
字也让读者了解了这些地点对于原著小说以及爱尔兰都柏林的历史沉淀，让这些红墙砖瓦、街角店铺
有了一份文化属性，作者所游历的其实是两个爱尔兰，一个现实中的，一个精神上的，而联系两者的
，正是这本《尤利西斯》。本书内部配有很多爱尔兰当地的精美图片，这些图片的地点很多也在小说
中所提及，可以说这也算一种原景呈现。而书中另一个所占篇幅很大的其实是原作中译本的扫描图，
这里指的中译本为经典的萧乾老师的旧译本。当然，其中的扫描图片其实可以做的更漂亮一点，也许
可能是作者的有意为之，目前呈现的效果与书中其他图片的风格还是有些差距的。这是陈丹燕的旅行
文学系列的其中一部，作者也同样以一本书为引描绘了自己在塞尔维亚、在俄罗斯等地的旅行经历，
这些作品让读者从另一个层面去了解一个国家或者城市，所以对于这类作品通常给与两类读者，一类
是读过原著又希望同样来一次寻访之旅的读者，那么本书就像一本旅行工具书一样给与指引，另一类
是并未读过原著，但通过本书的介绍，让之后阅读原著有了更深刻的背景了解。所以笔者看完本书之
后，就打算继续阅读那本曾经被束之高阁的《尤利西斯》了。
2、读陈丹燕，总是与回忆相关。多年后拿起这本书，依稀记得大学图书馆的午后，暖阳洒满桌面，
枯燥的考研复习间隙，拿起借来的《咖啡苦不苦》，就这样慢慢忘记了时间。浓郁的咖啡香弥漫在欧
洲的大街小巷，意识的流动透纸而出，就像与旧友走在马牙石铺就的小巷里，窃窃私语。急不可耐地
，又读完了《漫卷西风》，最喜爱的一部。如书中所写，“心里像推开了一扇门一样”，门中是“那
些阳光遍地的，有时回荡着钟声又有时回荡着歌声的广场。那些懒洋洋，无须整个吃饭的过程都挺直
后背的小饭馆。那些咖啡馆靠窗的桌子，是的，我还记得那些桌子上别人撒下的窸窣作响的砂糖，那
是种无意的甜蜜，尽可以想象那是茨威格留下的，或者弗洛伊德的病人，或者刚从东柏林成功逃亡的
诗人，或者将被生活碾成碎末的画家。咖啡馆桌子上的砂糖末，可以是一部完整的欧洲心得。还有充
满了孜然香的阿拉伯碎肉饼摊子，十八世纪伦敦老房子里充满耗子尿气味的旧书店。”那里不光有优
美的景色，深厚的文化，卓越的思想，传奇的人物和他们的文字，更重要的是旅行时抱有的态度和心
情。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从没出过国门的穷学生，现在每年都会出去走一走，去得最多、最迷恋的还是
欧洲，也许是那书写得太美吧。“一个人，在大半年辛苦工作以后，带着来自海外的版税，背上相机
和晕动药，远走他乡，没有旅伴，没有导游，有时甚至连自助旅行的书都没有，凭着一张地图，或住
朋友家，或住鸡毛小店，直到将可以用的版税用光，然后回家，再开始新一年像江南的水牛那样辛苦
地工作。实在是因为沉迷，如同独自一路沉到深沉海底的那种孤独，紧张，窒息，恍惚和极端的自在
。”作为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陈丹燕和她的旅行文学，给了我最初的对于旅行的美
好回忆。那时，背包客还不像现在这么风靡，没有人有胆量写得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
家不是在埋头学习就是在拼命工作，生怕被改革开放的大浪打得抬不起头，《漫卷西风》和保罗·索
鲁《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就是我最初的旅行启蒙书。多年后收到这本赠书，心态和眼界已然不同，但
字里行间，那个在大学图书馆暖洋洋的午后依然跃纸而出。正如陈丹燕在书中所说：“中年后，我周
围有些人又开始重读自己年轻时喜爱的书，对有些书，重读时懂了更多，而有些书则不再具有吸引力
；这口味不同里面，滴答滴答，全都是时光走过的声音。”所幸，对我来说，这本书依然是一次很好
的旅行。旅行+文学，陈丹燕将两者奇妙的融合在一起，却丝毫不显单调乏味。都柏林我去过，与佛
罗伦萨、罗马、威尼斯、巴黎、布鲁日、布达佩斯、伦敦这些欧洲“名城”相比，都柏林确实显得有
些“单调”，对它的最初印象完全来自于乔伊斯的那本短篇《都柏林人》，当然从来没有体验过“布
鲁姆日”和“都柏林文学酒吧之旅”。《尤利西斯》我也曾经尝试看过，和大多数爱尔兰人一样，我
也从来没能“征服”这部神作，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本书是如此的“乏味”，以至于完全没有脑容量欣
赏其中对于都柏林大街小巷细致入微的描写。乔伊斯曾说，如果有一日都柏林被炸毁，人们将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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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想日》

据他作品中对都柏林的诸多描写分毫不差地重建它，他一直喜欢把虚构故事放在能用尺子量的真实环
境里。而陈丹燕正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尤利西斯》中的都柏林。“无形的精神
世界与有形的地理世界融会贯通，早已逝去的时光与靠文字创造出来的人物在新旧斑驳的城市里栩栩
如生。”陈丹燕的文字是意向性的，却又如此真实地还原出彼时彼刻的场景氛围。我们可以感受到沙
湾上飘过的那朵意义复杂的云；圆堡里潮湿冰冷的房间和床罩上的霉渍；在戴维·伯恩酒吧吃一口散
发着臭脚丫子味、布鲁姆曾经点过的blue cheese；或者在国立图书馆与文豪和全世界的乔迷们来一场接
力朗读。我们总是能够在她的书中感受到一种悸动，恨不得立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去书中所
写的那个地方，照着书中的描述再走一遭。“单调”的都柏林和“乏味”的《尤利西斯》结合起来，
立刻蜕变成全世界最棒的文学旅行，这就是地理阅读的魅力所在吧。正如陈丹燕在文末所说：借助地
理给予的优势，真正设身处地的阅读，这大概是读书的高境界了吧。小小吐槽：本书将《尤利西斯》
中的原文穿插在游记之中，互相照应，实在是非常巧妙。但为何都是很粗糙的对书翻拍，有些还带着
手指头.......按说2012年乔伊斯逝世70周年之时，已不再涉及版权问题，实在是不太能理解，如此潦草
的风格与本书所表现出的美学风格其实挺违和的......关于布鲁姆日：1、爱尔兰庆祝“布鲁姆日”的活
动从4月1日起持续到8月31日结束。按照《尤利西斯》中的描述，1904年6月16日这天，一个神情恍惚
的中年人利奥波德·布鲁姆和年轻的斯蒂芬·迪达拉斯（乔伊斯的化身）在都柏林游荡。据此，都柏
林旅游部门在6月16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尤利西斯迷”设计了4条漫游路线，可覆盖书中所涉及的主
要故事情节发生地。2、最经典的漫游路线是：按照《尤利西斯》第十章中描写的人物装束打扮起来
，从乔治王北街出发，绕过墨绿色铁皮的拉白奥蒂冰激凌车，向玛丽街出发。3、全套的布鲁姆早餐
包括：爱尔兰黑布丁、茄汁黄豆、爱尔兰烤香肠、烤培根与煎蛋、烤番茄、热司康饼或爱尔兰苏打面
包、无限续杯的咖啡。早餐一般在漫游前去Sandycove品尝。4、布鲁姆穿行而过的北大乔治街35号
，1982年起已成为乔伊斯中心，常年举办乔伊斯展。5、《尤利西斯》中说，布鲁姆喜欢吃动物内脏
。6月16日早晨，布鲁姆买了一副羊腰子，回到位于埃尔斯街7号的家后，他一边熏烤羊腰子，一边享
受羊腰子散发出来的臊味。小说对布鲁姆烤羊腰子的生动描写今天已成为吸引成千上万人来都柏林品
尝佳肴的最佳广告。现在，埃尔斯街7号已不存在，都柏林最繁华的奥康奈尔大街上的无数小餐馆变
成提供“布鲁姆早餐”的大厨房。而布鲁姆偏爱的烤羊腰子，爱尔兰人则很少恭维。6、布鲁姆的老
婆要和情人约会，布鲁姆十分烦恼便化名弗洛尔来到邮局，取走打字员玛洛写给他的情书。现在，邮
局成为奥康奈尔大街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看完信，布鲁姆把信一撕跑到教堂祈祷。中午，布鲁姆从迪
格纳姆的葬礼回来，到《自由报》去向主编说明自己拉来的广告，随后又赶到《电讯晚报》，在那里
碰上了斯蒂芬。7、《尤利西斯》里有不少情节都发生在著名的“圣殿酒吧”，其实“圣殿酒吧”是
一片区域的统称，紧邻立菲河南岸，介于著名的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城堡之间。8、在爱尔兰国立图书
馆，斯蒂芬曾在这里发表关于莎士比亚的议论，而布鲁姆则为躲避老婆的情人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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