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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七城行记》

内容概要

一本图文并茂，游记和攻略相结合的背包客印度游记，火葬、童婚、恒河夜祭、印度庙祭祀，从繁华
的孟买到水乡环绕的南印度，七座风光旖旎的古城。作者流连秘密花园，在恒河看日出，听古老寺庙
的钟声，为读者展开一幅生动神秘的印度画卷。
神秘古老的印度文化，挑动都市人对自由行走的向往之心，以及对生活价值的探寻。生动性和实用性
并存，既有活泼有趣的旅行记载，又有最新鲜详尽的旅行攻略，让读者在领略异域文化的同时，也能
一册在手，走遍印度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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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佳：曾任记者、编辑，现为撰稿人。出版有行摄游记《在路上，在埃及》《我将心丢在喜马拉雅—
—从拉萨到加德满都》，散文《说给妈妈的10个对不起》，小说《何露斯之锁》《玄鸟》《凤凰恋歌
》等，为多家知名旅游类和女性类杂志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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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跟露露一起看哒，我先看她再看，阿三的国度真是神奇。
2、很棒的游记。印度是个神奇的地方，有个人去过之后就再也不想去第二次；而有的人去过之后却
沉迷其中，念念不忘要再次去探访。印度的神秘魅力到底在哪里呢？从这本书中可见一斑。看着书中
的描述，仿佛看到了那些遵循着内心的信仰从历史走到今天的人们，和古老的建筑以及更古老的恒河
一起，跟现代文明碰撞融合，形成了它独特的风采。对于想要去印度旅游的人来说，这本书里的详尽
攻略也是很实用的哦！
3、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看过的最好的游记，可以治愈每一个通往自由之路一直在施工中的人。看到目
录就已经给跪了，好详尽~~!书里的攻略太实惠了，花一点点银子就可以玩遍七座城市，恒河夜祭、
童婚⋯⋯更是难得，让我神往。如果能和这个又经济实惠又幽默的作者一起旅行，一定会是人生中很
难忘的阅历。
4、旅行笔记+历史八卦+摄影作品+自助游攻略，有意思！
5、不错，去印度准备可以来看看！
6、Aug 11, 2014 in NB Book City. 蠢人不记得书名。吉檀伽丽要一起去的。
7、回来之后看这本书，感觉很好。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故事，该书都娓娓道来，增长知识，对当
时看到的，迷惑的都有介绍。
8、作者介绍的景点还是不错的，美丽寺庙，虔诚的信徒，实惠的物价。但是还是认为印度太可怕了
。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简直太不可思议，居然还代代相传。女性地位的低下，社会制度的不安定。
9、游记结合历史背景，不如流水账有现场感，但比单纯的流水账多了文化厚度。
10、记下书里帅哥祭司的样子，下次去泡，咩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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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印度七城行记》不得不说这是本不错的游记。书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印度，是一个天堂与地狱融
合，上帝与恶魔拉手的地方。恰恰是这些神奇，形成了它独特的风采与面貌。书里集合了详细攻略和
游记．还有很多当地名胜的小知识点，感觉有了这些参考，每到一个地方都可以更好的感受它的美与
神奇。
2、诗人西川2004年出版的《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为国内不多见的印度行游类图书
增加了一个新品种。这个诚恳的亲历者的印度行旅小书，曾受到过喜爱到印度旅行但苦于无书可参的
读者“饥不择食”的阅读。毕竟，从泰戈尔、甘地、克里希那穆提、奈保尔这些国人比较熟悉的陌生
人那里，人们获得更多的是历史、哲学、文学剖面的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过时的”“不合时宜”
“不能作为现实的旅行指南的”。《游荡与闲谈》将一个诗人在印度行走时的疑惑和自我询问密集地
布入了他的旅迹——这确实像西川这位“知识分子诗人”的派头。时隔十年，当你阅读此书，拨开那
些高深飘渺的哲学追问与文化追思的迷雾，还是可以轻易地打捞到西川笔下的印度：1990年代末、21
世纪初，这个古老的国度历经儃变，在独立了50多年后，处处装置着古代宗教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初
步交合时期催生的令人错愕的景象，危险、肮脏、贫穷、安宁、混乱、扭曲、平和、人口稠密、蒸蒸
日上、喧闹却又不失辽阔的平静，这景象过于连绵宏大，像一座不折不扣的迷宫——一座疯狂与寂静
彼此相咬相合的迷宫。诗人说，印度颇像是中国的一面镜子。遗憾的是，西川的书并不为太多人所知
。大概，对于当今，欲往这个复杂又生猛国度的旅行者来说，一本具有现实参照意义的书籍，比一本
诗意弥漫的书来得更为必要吧。《游荡与闲谈》之后的十多年来，印度又是一番什么样子？变得更好
，还是更糟了？有没有亲历者来告诉你？如果你对散见于微博、微信以及各类报刊上零碎的信息不满
足，那么，最新的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印度七城行记：时光中的吉檀迦利》，或许能给即将拔腿奔
赴印度的你，提供一个关于印度的最新印象。《印度七城行记》的作者孙佳，是一位热爱旅行的女版
小强，也是一位致力于写作异域文化与风景的历史小说家，她曾出版过描写埃及何露斯之乱的《何露
斯之锁》，描写中国夏商时期女中豪杰的《玄鸟》，她还写过描写西藏历史的长篇小说《仓央嘉措》
，不巧因为赶上314事件，被审查退稿已达6年之久。小强有点背哎！这位被我用140字的微博体介绍的
作家，被朋友们称为“历史小百科，还是移动的”，去印度之前，她基本已走遍了祖国各地的大好河
山，而离她从埃及旅行回来也已有9年。2012年，她对印度魂牵梦萦的心弦，被一个偶然的邀请拨动了
，这一拨不要紧，她在5分钟之内就决定要踏上这次印度之旅。当时，她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不可
思议的是，她还成功地诱使几个惊呆过的小伙伴与她一起出发。就这样，他们以五女一男的诡异组合
，用3周的时间、6双腿、12只眼睛，游览了印度最具特色的七座城池。而小强作者孙佳，在之后的一
年里完成了这本代表“彪悍六人组”亲身经历的《印度七城行记》——一个平均年龄30岁的旅行微团
的印度见闻录。与西川诗化的浸淫着哲学幽思的独行者的散文不同，《印度七城行记》的写作风格，
像一架带有复眼功能的广角照相机，如实地直录了路上的每一道值得分享的风景，这风景直面印度之
美，也直面印度之丑。现在，让我用古老的排比修辞来罗列一下孙佳的笔下和镜头里一些让我耸动的
印度印象吧，你若想去这个总没法一言以蔽之的国度，自会找来她的书一窥究竟。这是一个色彩绝对
超出我们想象力的缤纷国度，一个把近乎原始生存状态和现代生活方式置于同一画面的国度，一个可
能让你觉得小骗子和大好人无处不在的国度，一个tutu（国内俗称三奔子）呼啸横行但又不失礼貌的
国度，一个让你不是恰巧才碰到的男人女人都会当众大小便的国度，一个乞丐能说流利英文贫民窟里
没有百万富翁的国度，一个至今还有浩浩荡荡的集体童婚者的国度，一个褴褛苦行和冥想瑜伽两种修
行方式都彰显的国度⋯⋯一个神奇又现实、有人来了会以身相许，有人去了却永不再去的国度。提供
诗情的诗人西川，不负责提供旅行指南。与西川一书另有不同的是，本书作者悉心分享了她的旅行攻
略，告诉你从出境到回国的程序、路线和注意事项，告诉你在古今文明交汇的德里、梵歌飘荡的瓦拉
纳西、莫卧儿王朝遗都阿格拉、有如粉红山峦的风宫所在地斋普尔、最不印度的城市——沙漠明珠乌
代普尔、贫富反差极大的首都孟买、东西文化合璧交融的科钦这七座城市——那些吃喝拉撒、娱乐、
睡觉的好地方，还告诉你哪些地方你可能上当受骗，哪些地方你可能遇到好人——请你做客的，请你
拍电影的，请你免费品尝酒肉的，跟你掏心窝子的⋯⋯还有的不同是，西川在印度时，每次吃饭，他
都小心翼翼地在餐桌下摸摸，瞧瞧那儿有没有挺着一颗炸弹，因为他之前知道一位女性在餐厅就餐时
被炸飞了胸脯。而孙佳他们一路，还是比较大大咧咧的，该讨价讨价，该吵架吵架，该回家，也就高
高兴兴平平安安地回了家。不过，无论对印度的印象，两位作者笔下如何有异，他们却有着近乎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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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老西川说：“我爱印度，我希望能再去那里，我也许想死在那里”。而小孙佳则说：“走了
好几个国家，我最爱的还是印度，我真想在那里老死终生。”即使在印度之后，她又去了伊朗和土耳
其，归来之后，她依然觉得印度是她的最爱，这大概是她坚持将书的副名取为《时光中的吉檀迦利》
的原因。最后要说，小强孙佳当时5分钟就决定去印度时，我是那惊呆的小伙伴之一。因为工作忙碌
，我没有与她一起前往——作为她的夫君，我至今引为憾事。金马洛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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