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行三万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行三万里》

13位ISBN编号：9787807680989

出版时间：2015-9-1

作者：王志

页数：4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西行三万里》

内容概要

2014年7月，睽违荧屏六年的王志作为陕西卫视“丝绸之路万里行”总主持人，与节目组车队从西安出
发，沿古丝绸之路一路自驾，横跨欧亚大陆，穿越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格鲁
吉亚、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八个国家，历时两个月，西行三万里，最终抵达古丝绸之路终点罗马。
在完成媒体报道任务之余，王志随时用文字记录下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既有异域他乡的精彩见
闻，也有与各路名人嘉宾的对话，更有主持人犀利的眼光和对丝路历史的深沉思考。一路向西，行三
万里，一路欢乐与艰辛，九十篇文字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充满魅力的丝路历史与当今，和一个不一样的
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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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三万里》

作者简介

王志，1965年出生，湖南人。文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广播电视新闻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
大学、长江商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做过记者、官员，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2014年7月至9月
，受邀担任陕西卫视“丝绸之路万里行”媒体团总主持，从西安到罗马，途经八个国家，西行三万里
。在完成媒体报道任务之余，用文字记下所见、所闻、所感。九十篇文字，以其独特的视角及一贯尖
锐的风格，带你深入丝绸之路，徜徉历史与现实之间，体味东西文化交融，展现出一个不一样的王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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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三万里》

精彩短评

1、一个人能活多少天？能花多少钱？能干多少事？取决于自己，又不取决于自己。这本书有他功利
、广告的一面，但也有王志内心的思考，一个作为媒体人的思考，或者说作为一个当下中国普通知识
分子的思考。
2、因为十一走了一趟大西北，从兰州出发，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先去了额济纳然后又
去敦煌，最后从敦煌返回到嘉峪关，从嘉峪关坐车到永登，最后回到兰州。十二天的行程让我对大西
北印象非常之深刻，尽管西北空气非常干燥，饮食多数以面食为主，夜晚又冻得人瑟瑟发抖，但是看
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看着真实的马踏飞燕，望着多彩的张掖丹霞地貌，以及保留上千年的敦煌莫高
窟，我还是对荒凉的大西北产生了很多感情。所以当我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时，我毫不犹豫借了回来
，并只看了前半部分。因为王志写的每个地方，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他扩充的只是，
让我对当地的景点和文化又有了一次更深的印象。所以看游记一定是去了之后再看，那样你会找到共
鸣的同时找到自己当时的那份回忆。
3、
书的内容比较扎实
4、奇妙的丝路，精彩的行程。莫测的西域，不住地向往。
5、
主题和作者我都喜欢~
6、
听说他老婆朱迅也是很有能力的
7、丝路：大道 壮行~ 顺便说觉得挺喜欢主持人写的东西的 不酸不迂腐而有内容 绝非平淡~
8、不喜欢王志的文风，既无美感，也无内容
9、王志的经历还是满传奇的
10、
一个有英雄情怀的主持人
11、读的时候一直在把这本书和余秋雨先生的《千年一叹》作比较。《千》侧重的是文化，而《西》
中明显多了政治的影子。也许丝路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蕴含了政治的基因。
12、我是结合陕西卫视的 丝路进行时 一并看完的。书中有些章节确实让人印象深刻，感慨颇多～～可
以一读！
13、看完以后很想去希腊！
14、空丶虚丶假假的，和电视上看到的王志并不一样，努力装文青又何必
15、半夜看书，时不时都逗笑，专业素养很高，文字简练不失精髓～好看
16、很难想像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靠着骆驼马匹走出来的丝绸之路，是怎样的一番滋味与艰辛
。这本书既有浓重的历史背景也有王志自己的所感所想，好想一个个走遍。
17、内容空洞
18、天猫@香根香图书专营店  现货热卖中！
央视前著名节目主持人王志  暌违荧屏六年后 首度荣耀归来！

2014陕西卫视“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媒体活动 总主持人！

从西安到罗马  两个月  三万里  八个国家  三十八座城市！

用行动讲述中国故事，用语言传播丝路文明！

带领我们亲身走过精彩真实的丝路当下，探究悠久辉煌的丝路历史！

【购买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0.0.0.0.qAyDIe&id=5216558059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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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三万里》

终于等到王志的书了
20、
以前喜欢两个人，白岩松、王志
21、丝绸之路当时发生的 和此时发生的  强调是前所未有的大动作 是王志的视角 有联系当地名人的优
势 是中国作为后盾力量支持的 感觉更像游记 如果配有地图就更好了
22、这是三联书店出的一本烂书，纯用作者的名气来博眼球，内容写的非常平淡无奇，不过没有最烂
，只有更烂。
23、
我也想自驾游一次西域
24、
关于丝路的书，很好奇王志会怎么写
25、文笔没有很好，也没有非常深度地剖析，不过还是从中了解到了很多历史故事。读这本书的初衷
，是因为要备“Great Exploration”这一单元的课。把其中读到的好多也跟学生们分享了，很开心！
26、碍于内容过多，不能要求对城市介绍的过于深入了。喜欢，西出阳关无故人。
27、看了朱迅的序，才知道作者和她是夫妻。一个文人笔下的西行，讲西安的时候差不多要失望，担
心全文都是写各种历史渊源、博大精深，还好，到了宝鸡开始就有了主观看法。作者有想法写所到之
处的人文历史，但是感觉很不系统。偶尔见到作者的主观感受，刚想深入，戛然而止。在看这本书之
前，还真没看到丝绸之路活动的宣传，途中受到的各种礼遇，感觉还不错。尤其在罗马的那张图片。
28、
比起央视主持人一水的传记，我更喜欢这种有内容的
29、王志眼中的丝路中国。书还行，纪录片实难恭维。
30、一本典型的流水账，而且错误百出，内容极其贫瘠，不知道是不是王志本人写的，如果不是，那
就是三联自己坑自己玩，如果是，王志是怎么当上央视主持人的？
31、好的
32、王志的个人身份和经历决定了他叙事必定会有些局限性，但也赋予了他常人没有的机会。这本书
是了解丝路沿途的历史人情很好的扫盲读物，结尾也能看出作者真的是发自内心对国家未来的祝福，
真情适可略抵消文笔的不足。
33、如果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很难想像现在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长这么大从没有过自驾游，我的
欲望不多，争取一个一个的去实现它。在移动的风景中去体会这种文化的传承。行走的情怀一定特刺
激。
34、按照路线，从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后走出了中国，中亚n国酱油后走出了亚洲，经部分欧洲，
最终到达罗马。国内部分资讯最充分，中亚部分最潦草。如果作为日记/采访花絮还凑合；安了这西行
万里的名，立了一带一路的意，还兼振国威弘扬主旋律的差，自带官腔，写得不真诚也不考究。很多
自助游游记从情感到资讯都要完胜。
35、

从主持人到市长到教师，不知道王志怎么想的
36、2016年10月28-29日读，2016-355。
37、重走丝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活动，作者在途中的感悟很多，有共鸣！！推荐！
38、
他算是早期离开央视的“名嘴”了吧
39、看完想自己走一趟
40、
在书店翻翻，觉得质感不错，就买了
41、
见过本人，有点黑
42、泛泛而谈 空洞的很， 错误不少，真是央视风格。
43、越到后面，官腔越浓，其实前面还是读起来挺带劲的。虽然写得有些零碎，不过也能了解到一些
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另，图片很美。看完都不舍得当闲置书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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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三万里》

44、向西行，回溯历史
45、文笔一般，能感受到作者的不甘，但讲故事不如林达
46、图书馆的新书
介绍很多历史考证数字资料，没有太介绍路上的事和人，大部分的外界交流也都是安排好的接见和宴
席。。。虽然16辆车，54天大部队一同走了一趟丝绸之路，但我却没有十分羡慕，略感无聊。 中亚薄
纱下的神秘多彩的面孔，总有一天，我会自己探索。
47、2015年编的第三本书。
48、假期阅读6:带着主持人延续下来的傲慢，和知识分子特有的故作高深，但信息量确实挺大。
49、因为计划今年去趟西部旅行，所以看的这书。拆开快递看到的第一句就是书腰背面，朱迅写的那
句，看着他开车进了罗马。当时就纳闷啦，这重走丝绸之路跟罗马有啥关系，好吧，原谅我不看书不
看报没文化，一直以为丝路就西安到新疆那一段而已～实际有中国段，中亚段，还有欧洲段。今年计
划去的是国内段～看目录的时候有篇叫美得让人跳起来的湖，一下就猜到是赛里木～其中描写陕西村
的，直接看哭。王志一行走出国门后受到的礼遇，透过文字，感觉好光荣，同时，也扪心自问，作为
中国人，是否有与大国相称的胸襟，气度和才能。书虽不薄，但其实内容很空洞，缺乏深入思考和灵
魂。当旅游参考书来读，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用信息～原本首站兰州，现在可能去天水，看看麦积山
的小沙弥～过后可以看看相关视频，对最后一个匈奴也很有兴趣，还有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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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三万里》

精彩书评

1、西行的漫漫长路   文/米雪漫漫黄沙，一声声驼铃唱响在寂寞的戈壁。当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
使西域，不远万里走出了一条荣耀古今的丝绸之路。出发时，有长长的驼队，物资充足。而归来则是
九死一生，只剩下他与翻译棠邑二人历经磨难才得归来。虽然千难万阻，幸不辱使命。2014年6月22日
，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申遗的成功，使丝绸之路又一次大放异彩，那些承载着历史的牵牵绊绊，不会随着时间而湮没。7
月，带着庄严的梦想，由王志作为陕西卫视“丝绸之路万里行”总主持人，从西安古都出发，沿古丝
绸之路一路自驾，西行三万里直达古丝绸之路终点罗马。这本书《西行三万里：王志看丝路》所记录
的正是在这漫漫长路中，王志的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既有异域他乡的精彩见闻，也有与各路
名人嘉宾的对话，更有主持人犀利的眼光和对丝路历史的深沉思考。”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以一个
电机节目的角度，给读者献出九十篇精彩纷呈的文章，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生动地描写了
这一路西行的艰辛与欢乐。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历时十三年，其中艰难险阻自不必细说。历史悠悠
，多少英雄多少事，都已随着历史的久远而化作尘埃。丝路之上的漫漫黄沙，承载着悠远的孤独被人
遗忘。如今，这一次重走，让丝路的记忆重回大众视野。汽车车队以庄严的仪式待命，在期望中整装
出发，浩浩荡荡的的车队，仿佛又一次驼铃声声响彻戈壁，遥望历史，古人定是深感安慰。提起王志
，不能不让读者想起《面对面》这个节目，那个犀利、理智而又思维缜密的主持人。而该书中的他，
又平添了厚重，多了几分感性。字里行间，展现了王志作为一名媒体人的文字功力。诗词歌赋信手拈
来，下笔万言，一气呵成。流畅的文字里，诉说着这三万里西行的地域和地域的文化交流；开阔的文
笔记下了历史与现代的进一步融合。看着张骞墓，心中升起的是由衷的敬佩和安慰。自汉朝西域开通
以来,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交流顺畅起来,例如,在张骞墓前,黄瓜,胡萝卜,苹果,这些我们现在日常常吃的蔬
果,都是从西域流传过来的,可见丝绸之路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它的畅通，改变了我们世界的模样
。王志的笔，不仅记录着这一路的经历，还渗透着对历史、对文化的思考。“西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
文化交汇处，是曾经在人类进程中闪现过匆匆身影的许多游牧民族最后消失的地方，是人类‘人种博
物馆’，是各类文明板块曾经大碰撞的地方，是世界三大宗教角力融通的地方。”古往今来，寻常百
姓所追求的无不是安宁的生活。“宁为太平犬，无为乱世人。”“旧的时代在火焰中灰飞烟灭，新的
时代新的道路在火光的照耀下延伸。”自汉朝建立以来，匈奴一直是国家的心腹大患。而马背上的民
族，居无定所，他们破坏了边境百姓的正常的生活。直至汉武帝时期，匈奴才遭到毁灭性的的打击，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无论何种作为，能使百姓安居乐
业的君主，在百姓眼中就是好皇帝。如果游牧民族安定下来，不在各地任意掠夺，与中亚各国友好相
处，那么现在，又将是另外一番景象。然而，能改变的是民族的融合，却改变不了历史前进的趋势。
厚重的历史总要文化作陪。《西行三万里：王志看丝路》中，蕴含着对历史的辨思，对文化的思考。
借此西行之路，写出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感，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人文的发展。漫漫西行路，
莫忘初心。
2、有些人，即便素未谋面，但你知道他，认识他，并会偶尔忆起他。比如，王志，他在我心里就是
这样的人。2003年，我偶尔在电视上看一个访谈节目，他是主持人，访问陈冯富珍，他问了一个问题
，紧接着又追问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那一刹间，我觉得他冷静、理智、尖锐。从此，我就记住了这
个男人，歪着头，斜着嘴巴，小酒窝，厚嘴唇，无框眼镜，同时，记住了这个栏目，央视一套《面对
面》。在那个“非典”肆虐的特殊时期，在2003年才制作播出的栏目《面对面》，王志作为栏目的制
片人、主持人，访问了一系列“非典”时期突出的人物，钟南山、王岐山、陈冯富珍、张积慧、吕厚
山、于幼军等。这个节目火了，王志声名鹊起，名声大噪，在那两年他获了很多奖，也成为了《面对
面》栏目的标志性人物。但在5年后，该栏目改版之际，王志辞职了，他离家，别妻别子，只身跑到
千里迢迢的云南丽江市当了副市长，据说期间他给丽江拉了很多项目。可是两年后，他又跑到了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里当书记了，两年后却又在中国传媒大学当研究员。直到前段时间，我在《鲁豫有约》
中看到了他，倍感惊讶。原来他是去推广他的新书《西行三万里》。原来他在2014年加入了陕西卫视
，参加了一个大型人文历史穿越全媒体活动“丝绸之路万里行”，期间他记录了沿途中的所见所闻所
感，然后汇集成一本书。我果断地买了书，冲着丝绸之路，更是冲着王志而买的。他曾说“质疑是揭
示事实真相的捷径”。他在《面对面》节目中提问是环环相扣，紧追不舍的，问题又是尖锐犀利，不
留情面的，整个访谈逻辑性又是非常强的。我想知道，在书中是否保持着他的质疑，他的理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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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三万里》

尖锐和深刻。这本书，用他的话来概括是：从西安到罗马，两个月，三万里，八个国家，三十八座城
市，用行动讲述中国故事，用语言传播丝路文明。 在书中，他以“西安”起篇，用“罗马”结束，不
是游记，从一个地写到另一个地，涉及不同的文化、文明，对历史的回味，作现实的思考。通过不同
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景，道出自己的感受感悟。同样是写敦煌，没有余秋雨的凝重，是他的浅唱
低吟。没有如读《文化苦旅》那种悲情、惨痛，他依然是平静、冷静，不会眼泪泛滥，不用过多悲伤
哀切。他熟悉那一路的历史、文化、名人，信手拈来，娓娓而叙。他的妻子，朱迅，在该书的序中写
：看着他开车进了罗马，我真的骄傲，当年的王志回来了！某个晚上，孩子在床上玩车，我坐在一边
翻看这书。一会，孩子就挪过来，捣乱。他嚷着说：“妈妈讲这本书，我也要看。”他把书抢走，放
在膝盖上，煞有介事地翻，不停地说，妈妈讲这本书，这个是什么呀，这是谁啊⋯⋯我无可奈何，凑
过去，指着封面说，这本书叫《西行三万里》，是一个叫王志的人写的，他和一大群人开着车走在一
条叫“丝绸之路”的路上，从这个点“西安”出发，一直走到了最后那个点，叫“罗马”⋯⋯.他翻着
书，指着一张照片问：“他是谁啊？”我说：“这就是王志，就是写这本书的人。”过一会，他又指
着另外一张照片问：“这是什么呀？这是谁呀？”我突然萌出一个想法，对他说，你继续翻，看还有
没有王志的照片。他很高兴地说好，翻了几页，用手指着，不说话。我问他找到了吗，他笑着点头。
我凑过去一看，厉害，戴着帽子的都认出来了。他再翻几页，又用手捂着嘴巴笑，我问他是哪个，他
用手指着，呵呵笑，然后我又夸奖他。如此来回反复，直到他把书翻完，整个过程他玩得特别开心，
不停地笑，特有成就感吧。过了几天，他突然对我说，妈妈，我要看王志。呃？好吧，看书的小孩最
性感迷人了。然后，在这段时间里，他烦人的时候，我就对他说，给你看王志。
3、丝绸之路，源于汉而盛于唐。王志的此次丝路之行，便从汉唐的都城长安即西安开始启程。在刚
看完序言时，以为这不过是一本重游丝绸之路的游记，但随着阅读的加深，便愈发觉得，这本书的份
量。确实，它是一部游记随笔。但这本《西行三万里》却在记述丝绸之路的沿途美景和风土人情的同
时，加入了较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容，而这部分内容，不仅翔实丰富，而且合情合景。在讲述所到之
地的历史文化时，作者的笔触往往能够延伸到更深更远的层面。就更深的层面来说，历史总是与现实
生活相关的，谈完了历史文化，作者总会将视角转回到当下的现实生活之中，而并没有任凭自己的思
绪继续飘散；就更远的层面来说，作者并没有局限于丝绸之路的国内路段，而是从沿途各个地区、国
家的历史文化一路写下去，从国内到亚洲再到世界，读者的视野也在随着作者的写作范围的不断扩大
而持续扩展。一本书读完，倒不觉得是读游记，而是了解到了丝绸之路上这些地区和国家的风俗民情
掌故和人文历史知识。所以说，读这种内容厚重又穿插着访谈记录的游记，真有一种随着作者万里行
的感受。作者的文字之中充满了对于丝绸之路的感情，更渗透着对历史文化的思考。也正是这种感情
和思考，才成为相比于一般的游记作品更为打动读者的地方，这种充溢着历史文化厚重感的文字，给
读者享受，更给读者启示，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西行三万里》的原因：它不会大谈特谈沿途景色有多
么美好殊胜、访谈对象有多少埋藏在岁月里的故事，也没有过多的煽情文字，它囊括了作者这西行之
路上的见闻思索，也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读这本书，既可以当作是追随作者进行了一次心灵
之旅，但把这个阅读过程当作是对丝绸之路的重新理解、对涉及到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的重新
认知，那也未尝不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往古丝绸之路终点罗马的路途中，王志与途中的各位
嘉宾的访谈对话，也是相当有看头的。虽然他提到的许多嘉宾人物我并不熟悉，但至少通过这些访谈
对话我了解到新旧丝绸之路的各种故事，顺便还被作者普及了一下新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如果一本
书，既有流畅优美的文字，又有扎实厚重的内容，那么这种阅读体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美妙非凡。而
王志的《西行三万里》在这两者之外，又让我了解到更多的丝路文化和关于丝路的现代化发展讯息，
所以我认为这本游记类的文化随笔真的给自己带来了放眼世界、纵观历史的感受。即便无法踏上丝路
，但通过这本书，我却看到了与自己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丝路，它的魅力，只会比以往更甚。
4、王志给我的形象一直停留在当年央视《面对面》栏目主持人这一层面，至于他之后淡出荧屏，从
政做市长也罢，从教当教授也好，实在没有印象。但在2014年，王志又回到镁光灯下，以陕西卫视大
型人文历史活动“丝绸之路万里行”节目总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虽然我没有看过这档节目
，但通过阅读手头这本《西行三万里——王志看丝路》，也能感受到当年睿智主播的回归，王志以其
一贯的犀利眼光观察丝路历史，寻访文明的足迹。古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王志及其摄制团
队以西安为起点，沿丝路一路西行一万五千公里，横跨欧亚大陆，途经八个国家的三十八座城市，探
遍其中深藏的历史文化底蕴，终历时两个月抵达罗马。而在旅途中，王志笔耕不辍，写下九十余篇文
字，叩问新时期“一带一路”大背景下的丝绸之路沿线的发展优势与困境，思索如何寻求突破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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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的沿途的见闻，可谓新鲜生动与准确真实，他把眼前风景与背后故事融合一体，又有自己独到的
思考与质问。在哈萨克斯坦，王志参加了一场完好地保存着古老陕西民俗的婚礼。读者不禁要问，为
何在他国会有一处说陕西话，吃陕西饭，长着陕西人的容貌“陕西村”？原来一百多年前陕西人西逃
至哈萨克斯坦，从此在他国定居繁衍，至今仍保留着晚清陕西的风俗习惯，而现在他们属于一个独特
的族群“东干”。王志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文化融合的例子，丝绸之路自古就是东西文化交融的媒介，
王志此行的发现，更证明人类的文化的兼容古代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此。而王志一路上遇见的那些人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他们的故事都留给读者深深的思索。在敦煌博物院，他采访了院长樊锦诗，而
后者已成为敦煌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樊先生一个上海女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千里之外的莫高
窟，她的毅然决然，她五十多年扎根敦煌、研究敦煌遗迹、传播敦煌文明的决绝之心令人感佩。这样
的一份坚守与执着为世所稀，成为当代学人的楷模。而在俄罗斯的五山城，王志拜访“全俄罗斯的女
人都爱”的诗人莱蒙托夫的故居。这位年轻的天才诗人，像伟大的普希金一般因决斗而死，但留下的
精神魅力和伟大诗篇，光耀后世。“我可以一连二十次把自己的生命甚至名誉孤注一掷，可是决不出
卖自己的自由”的豪迈，依旧回荡在五山城的上空，时刻提醒世人什么是最重要的追求。跟随着王志
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浩淼，看到了光荣的荆棘路上披荆斩棘的先行者，看到中西方文
明的激荡与交融。
5、从发展沿海经济特区到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再到如今提出的“一带一路”，每次
国家大政方针的提出与实施，都将对那些区域产生诸多影响，大到政治、商业领域，小到居民日常生
活、就业机会等。相应地，作为宣传机构的媒体，必然会与时俱进地推出契合时代主题的专题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志作为陕西卫视“丝绸之路万里行”的总主持人，他的这本《西行三万里：王志
看丝路》更像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散文合集。当然，在“丝绸之路”这个历史与现代交织的主
题下，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讲述，更何况王志本就是会讲故事的人。读者熟悉的是作为央视《面对
面》栏目主持人的王志，他的采访风格、提问模式都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离开媒体行业后，淡出
观众视线的他如今借“丝绸之路”的东风重回熟悉的领域，踏上回味历史、触摸现在、畅想未来的新
丝绸之路，让我们读到一个演播室外不一样的王志。千年来，丝绸之路的发展给沿线地区带来异域的
瓜果、粮食作物、艺术品等，改变一直在发生，不变的是探索的人勇往直前的勇气与决心。虽然今天
重走丝绸之路的条件与张骞他们相比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但自驾经过那些地势条件复杂的地区也是充
满挑战的。不过，不正是未知与挑战才使得前行之路魅力无穷吗？王志看丝绸之路上他所经过的每一
座城市，每一个与这条商路相关的名人，都不禁发思古之幽情，叹岁月之变迁。作为记者，追问是他
的职业习惯，即使在文章中，在没有采访对象的时候，他也总是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表达自己对历
史与现实的思考。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都是有历史、有故事的，给来者无数发挥与想象的空间。他
关注的焦点多是这座城市的历史遗迹或当下这里的人的生活状态，从时间和空间双线的角度，感受一
座城市的底蕴与气质。即便只是匆匆过客，再度来探访不知是何时，记录下此刻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悟
，也是有意义的。就像王志时隔27年再次来到乌鞘岭，经历近三十年岁月的沉淀，褪去年少时的轻狂
与懵懂，如今故地重游，一定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因职业的缘故给王志带来这样的福利，可以“跨
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但当他从央视辞职从政后，“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想必他也曾经失落失望过，却未失掉方向，重回媒体行业，找回自己真正热爱与熟悉的平凡之路。
有趣的是，王志在书中也提到了韩寒的《后会无期》。这个名字有点伤感，但西域本就有苍茫悲凉的
伤感气息，我们不必再徒增忧伤了。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实则不止，书中还有异域的奇妙世
界。我们跟随王志的书，一起踏上寻访西域的平凡之路吧。
6、——评《西行三万里》文/蓦烟如雪十六辆车，至少有五十位媒体同仁的跟随，自驾完成从西安到
罗马的一万五千公里行程，看到这些，不禁感慨丝绸之路的艰辛，也会沉思，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什么
？当年王志在《面对面》中的发问，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他犀利的谈风和环环相扣的频率，一直是我
的印象，2014年7月，暌违荧屏许久的王志重出江湖了，他作为“丝绸之路万里行”的主持人，与节目
组从西安出发，他们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前行，横跨欧亚大陆，穿越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俄罗斯、格鲁吉亚、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八个国家，历时两个月，西行三万里，最终抵达了古丝
绸之路的终点站罗马。这本书不是游记，却涵盖了诸多所见所闻，这里既有异域他乡的所见所闻，也
有各路名人嘉宾的对话，更有主持人犀利眼光和对丝绸之路历史的思考。这里有九十多篇文字，从六
朝古都西安说起，在他眼中，西安不用太多历史去证明它的悠久，从周秦汉唐四字就能涵盖，说它有
“天街小雨润如酥”的婉约，西安是厚重的，它的每块砖瓦都有故事，甚至是他们的人文、风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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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地理等等，印象很深是他如数家珍的抖出西安的新八景，西安人讲话的与众不同，比如抱小孩说
“携”，骂人的“滚”字在西安人的嘴里是文绉绉的“避”。在上篇中，作者谈及了他采访吴小莉的
原因，不过我能理解这本书为何没有太多细致的访谈内容，反而像一本日记，他只是顺道提及，我在
路上采访了这个人，她和这个丝绸之路有何关联，不过，他的叙事风格很自在，没有拖沓之嫌，他也
说了《长安与丝路的对话》不能与当年的《面对面》画等号，所以，这就是一笔带过的一章，比起访
谈，我更喜欢他到一个点就当地的解读。就像他在书中反复提及的匈奴，以及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
奴》，为何要提及匈奴呢？因为正是要拉拢西域各国大杯入侵中原的匈奴，汉武帝才派张骞出使西域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丝绸之路。当年的漫漫黄沙，驼铃悠悠，上百人浩浩荡荡而去，却只剩张骞和胡
语翻译甘夫，突然也会一阵感伤，这一路的曲折和凶险岂是一言能道尽。在“六个张骞”中，我依旧
对那些疑问和张骞的故事充满好奇，想到我们平常吃的瓜果都是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都会从心底升
腾出一股浓浓的敬意。想着灞桥送别，想着折柳相送，想着张骞第六十七代子孙张利军先生的参与，
都会让人觉得这场旅途很特别，王志是感性的，甚至是诗意的，就像他在离别时，写的那句“我想思
念西出阳关的故人，我想感受大漠孤烟的壮美，我想尝尝异国他乡的美食，我想听听丝路花雨的寂静
⋯⋯”。他是诗意的，就像他提及麦积山时说道吴西川的“最宜秋雨后，兼爱暮时烟”一样；他也是
说历史的，就像他说“宝鸡学”时，谈及的马嵬坡兵变和双胞胎化作神鸡的传说；他也是趣味的，就
像他说道青铜器的时候，他一股脑抖出一堆生僻字，突然看到簋字，就想到去北京的时，拗口的叫不
出来，不过这本书的小标题也很趣味，如果细细观察，会发现，作者王志也很感性，他用“微微一笑
最倾城”“亲给我一支兰州”“萌萌哒意大利”⋯⋯来吸引读者，标题是特色的，内容更是详实丰富
，好比兰州三炮台的讲究、军马场的前世今生、乌鞘岭的分界，以及左公护柳的美谈，想着他扛棺进
疆的震撼，我就不知该用什么样的笔墨去说他的传奇一生，只是觉得短短一页，却能如此感性，用一
棵树、一颗心、一段史实来述说他的精神。王志的文字功底是很深厚的，他信手拈来，文笔流畅，一
路的见闻，在他的笔下，字字升华，他把那些闪现过的余晖一颗颗点缀其中，他让古代与现代的文化
碰撞，让我们看见敦煌的呜咽，吐鲁番的美好，高昌的沉默、天池的瑰丽以及赛里木湖的尖叫⋯⋯这
本书有对历史的叩问，有对文化的沉思，有对人文的再现，甚至是对西行的解读。风土人情，厚重历
史，这些途径的美好，都在或浅或深的文笔，一一活跃了起来，他从中国伸延到国外，这里的意义，
不仅仅是风土，是民族与民族的相连，国与国之间的情深，这本书不仅让我从新认识了西域，也让我
再次看到了国外人文历史的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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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西行三万里》的笔记-第75页

        河西走廊、河西之战、河西归汉、四郡两关

河西走廊：甘肃西北部狭长的高太平地
河西之战：元狩二年春开始，汉武帝开战，一是因为长期匈奴袭扰苦不堪言，二是开疆扩土。
四郡两关：阳关，玉门关，酒泉、武威

2、《西行三万里》的笔记-第48页

        

他们（兰州人）把闲逛叫作“浪”，轻描淡写就将平常的一种生活现象上升到人生的层面。

3、《西行三万里》的笔记-第35页

        我们可以把离别看得越来越轻，但不能因此活得越来越重。

4、《西行三万里》的笔记-第41页

        
一千六百多年历史，一百九十四个窟龛，七千八百多尊塑像，千余平方米的壁画，这是麦积山石窟能
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比肩的本钱。

5、《西行三万里》的笔记-第35页

        

行走是人的天性，从树上到地下，从四肢爬行到直立行走，不知名的力量推动我们去探索远方。为了
风景、为了美食、为了沟通、为了交流、为了理想、为了快乐、为了幸福，甚至什么也不为，但必须
出发。

6、《西行三万里》的笔记-第119页

        
历史是事实写就的，但你能看到什么却往往要由历史的书写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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