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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中國（二版）》

内容概要

你會用什麼方式了解中國？
《紐約客》駐北京記者何偉，選擇以租來的吉普車，駕車穿行，開始他長達五年的尋路中國之旅。
循著長城遺址，他踏上殘存古城牆的沿途村鎮，看到數百年來抵禦胡人的牆磚依舊，但鎮上年輕人早
已沿著新鋪築的公路，前往南方尋找機會，獨留老殘幼兒仍在黃褐光禿的故鄉。客居鄉間谷地，在和
農村人家共同生活的時日裡，他觀察到傳統政治和新興商業這兩股力量，如何讓一座名為三岔的山村
小鎮起了微妙變化，左右了純樸居民的世界。造訪新建廠區，從一座胸罩零件工廠的營運起落間，和
與離鄉民工的生活相處中，他見證了中國版本的工業革命，以及自然景觀如何消失在這場巨變裡。
三段寫實幽默、既嘲諷卻又感情豐沛的長期紀錄，時光和文字交織如經緯，何偉以其深入本質的刻劃
，構築出平凡小民在現代中國經濟快速起飛、社會急遽變動的時代下的處境。
當今的中國就像一部高速疾駛的車，所有人都是車上乘客；沒有人知道自己將往何處駛去，也沒有人
能預知自己會在何時下車；在這個瘋狂移動的國家裡，每個人都在尋夢的路上。對於中國，沒有人走
得像他這麼深入，看得如此細膩；何偉捕捉到的，是一幅當代中國如何被莫名快速力量趨駕的浮世百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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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中國（二版）》

作者简介

■作者簡介
何偉
生於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何偉自二○○○
年至二○○七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際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和《
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
其著作《消失中的江城》曾獲Kiriyama環太平洋圖書獎，《甲骨文》則入選二○○六年美國國家圖書
獎。這兩書和《尋路中國》共同構成了何偉的「中國三部曲」。二○一一年，何偉以其筆下「敏銳觀
察中國平凡百姓如何應對改革時代社會快速變遷的複雜生活」之紀錄，再獲麥克阿瑟基金
會(MacArthur Foundation)表彰其寫作成就。
何偉目前遷居至埃及開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並進行關於中東議題的新寫作計畫。
賴芳
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外語系，曾在電台、報社和時尚雜誌擔任記者編輯，現供職於南方週末新媒體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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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中國（二版）》

书籍目录

本書目錄第一部 城牆
第二部 鄉村
第三部 工廠
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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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中國（二版）》

精彩短评

1、利用一个春节假期，终于看完了《寻路中国》三部曲的终结篇。看这种繁体竖排的书实在太自虐
了，不过写得确实不错，值得一读~
2、感谢何伟，带给一个一直以来极其缺乏或熟视无睹—对“自己”国家发展的认识。
3、这种书写的是我视若无睹的日常，很有趣，很酸楚
4、尤其喜欢第二个故事中对乡村生活入木三分的刻画。
5、相比《消失的江城》和《甲骨文》略有遜色，敘事有點啰嗦和平淡。
6、第一本竖排繁体。去过番禺再看工厂部分，感触颇深。非虚构写作标杆。路还很长。
7、何伟的野心不止于记录，更有志于评述，他从一个个小例子中引出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政治宗教
以及人文历史。他在旅行期间广泛接触了中国的底层群众，这其中有游览长城时一路遇到的人，有小
山村的村民，也有南方工厂的工人。这些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
，他们也代表着中国，代表着中国的另一面，他们的抉择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的抉择。对于那些习惯
于用望远镜看中国的读者，作者给出了一台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能看到更真实的中国，显微镜下的纹
理更丰富更多样。作者在书中追述历史，展现变革中的中国，中国的路在何方，无人知道，可是或许
读完本书我们会少些彷徨，多些坚定。一场寻路中国之旅，实不虚也。
8、有时阅读并非为了增长姿势，而是寻求共鸣。比起龙应台振聋发聩的呼喊，一个外国人笔下记录
的习以为常，更能感到震撼。今年读到的最好书，妥妥的。
9、因為碰上過年所以看了很久。
書總共分為三個部分：城牆、鄉村、工廠。對我來說，也是最有趣的排序，真的比較少看過循著長城
而寫的作品，挨著城牆的，是那些平時少見的農村，無法耕農，也不有趣，猶如被遺忘的另一個世界
。
10、非常棒的纪实文学，感叹何伟观察事物的细致和角度。非常真实还原了那个时候的中国细节。喜
欢！
11、从这里读懂中国，是我喜欢的写法。
12、翻译减分
13、台版，西方中国通的依长城而居和长城自驾之旅
14、强烈的美国价值观，白人不自知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的审视让人恶心，还记得江城里何伟的父亲
觉得中国人民都像奴隶一样受苦，可是美国人的他们是不是忘了他们怎么对待黑人和印第安人?这个世
界绝对没有天生而完全的自由与民主!
15、才入手了一本台版《寻路中国》 想看看和删减版到底能有多大差 本想买一版 可是下手有点儿晚 
都换成二版了 很好奇为什么台湾的二版会比一版少几十页之多 求真相
16、补上删节部分
17、“只要在何伟笔下，你就能读的到奇形怪状的中国。”
18、“中国人对许多东西都被动为之，但其中不包括食物；我猜这就是他们最终拥有一流的烹饪和接
连不断的政治灾难史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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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中國（二版）》

精彩书评

1、《寻路中国》是何伟所谓“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分别为《江城》和《甲骨文》，我
认识何伟却是因为他的新书《奇石》，所以我完全是按照和写作时间正相反的顺序去阅读他的作品，
这样其实不利于我跟随作者的时间脚步去阅读中国，但是命运就是安排的，我只得恭敬不如从命。这
本书是何伟大概从2001年到2009年在中国的旅行游记，分为城墙、乡村以及工厂这三个部分，他没有
去关注那些所谓的大事件，而是选择了探访民间，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另辟蹊径，以小见大。作
者作为一个中国通，我相信他一定听过什么叫做“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我们时常被教导，不只要读
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其实这句话说易做难，受制于我们的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从历史上来说对
于每一个中国人交通一直都是一道苦不堪言的障碍，直到近些年中国汽车工业开始起飞，才让国人有
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可能。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来自汽车王国的美国人来说，距离从来不是
问题。另外，美国白人继承了其先辈们开拓进取、永远保有好奇心的冒险精神，这与中国人那种农耕
文明所哺育出来的温吞性格泾渭分明。所以这本书好像冥冥之中就应该由一个老外来书写，这段旅程
就应该由一双好奇的眼睛来体验，当时的中国人少有这种财力，更缺乏的，是一种未尝有过的心境。
城墙、乡村以及工厂这三部分看似无关，其实它们被一根暗藏的细线所串联，这根线就是新旧对比，
以旧映新，以新怀古。何伟作为一个作家和记者，通过对这些地方的探访和体验生活，从一个外国行
者的角度记录了中国在新时期经济大潮中的历史变迁，具有很有意义的文献史料价值。作者自驾顺着
长城沿线，一路漫游北方中国，途中看过很多景，见到很多人。那时候的北方中国还像那亘古的长城
一样，保有一份现今少有的古朴，像一块处女地一样任由作者驰骋，他的所见所感可能是我们永远无
法体会的，因为“斯人已逝”，实用主义的中国变得太快，我们只能借作者之笔去想象那广阔的北国
风光和北境的人民。作者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剑客一样，孤身一人顶着漫天风沙仗剑走天涯，这让我又
不由得想起美国的西部公路电影，不知作者在黄昏中迎着落日一路向西时是否会想起自己的故乡。这
是一件何等惬意的事情，作者又是何其幸运。而在北京城郊的小山村里，这位剑客却洗去满身风沙，
安然置身于山间的恬淡中。山村虽人烟稀少，远离尘嚣，毕竟仍有清风拂过，大都市的点滴变化随着
蛛丝般慢慢扩延的公路，终究还是影响着这个偏远的乡村，村中的居民已所剩不多，年轻人大都奔向
南方的工厂，只剩下一群守成的中老年人无处安放。在南方的工厂中一番兴旺气象，中国长久的压抑
正在此处迸发，到处散发着钱的味道，到处是青春的荷尔蒙，人们充满希望，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
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屹立千百年的无声长城代表着过去古老中国的沧桑，而南方的方兴未艾的
工厂则就像中国充满希望充满未知新鲜刺激的明天，如此说来北京城郊的小山村或许可以说象征着一
个节点，历史与未来在此交汇，诉说往昔荣光，迎接初升骄阳。在读作者的行文中，我好像是附身在
这个美国密苏里州长大的大男孩身上，借他的眼睛随着他一起去体会中国的千奇百怪的事情，重新去
看待这个我熟悉又陌生的国度。在旅行中去体会见闻不难，将所见所想表达成为自己独立的思想才殊
为不易。作者笔触幽默，书中散见着作者的小趣味，令人不禁莞尔会心一笑。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他
将那些搭车客的搭车动作称呼为“上下不停地在拍那只看不见的狗”，真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每次见到都想笑。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记者不是称职的记者，何伟除了是一名好作家，自然也当得起
是一名好记者。台版113页（大陆版92页）开始的故事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现了何伟在本书中经常使用
的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他喜欢从他观察到的一件事件出发，点出其中的奇怪之处，同时试图回顾历
史，希望能从历史中寻找到现代中西差异的答案，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历史多有研究，他喜欢通过向
读者介绍古老中国的历史，对比今夕，希望读者能够随他一起去感受历史长河的岁月沧桑。他讲述的
方式很温和，但并不代表没有态度，其观点就藏在这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评古说今中。在这个例子中
，当他迷失于旅途中最终循着旅行中常用的《中国地图册》找到一处加油站并向加油站女孩询问讯息
时，她们对于地图和方向的陌生让何伟感到很奇怪，他认为问题在于中国人很少有人旅行，而且中国
人很少有人有车，以至于认为他在路上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问路时把《中国地图册》藏起来”，
因为问了也白问，徒增麻烦。但是如果说受教育程度较低还情有可原，那么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们
也对地图如此陌生，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以此为引子，何伟回顾了西方和中国的相关国情和
历史，分析了双方因此产生的对地图的不同态度，他认为西方地图由于天文航海贸易等的实际需要催
生了精细化的科学化制图方法，而中国虽然早期曾一度先进并发明了指南针，但是中国的地图更重实
践而不是科学，并且由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在北方抵御游牧民族，面对北方的一片洪荒，
突出重点的符号化的制图方法更有实战意义，因此中国的地图走向了和西方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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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中國（二版）》

，他还认为中国人对于地图不热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政府视地图为事关国家安全的秘密
，对地图的绘制和发行多有顾虑。市面上仅有为数不多的地图，他所用的《中国地图册》就是最重要
的一种，并且使用这种地图还很安全，尤其是对于一个开车在中西部漫游很容易被视作间谍的西方人
而言。此时话题一转，何伟又将目光从历史拉回到现实，回到最开始的《中国地图册》。他访问了出
版这本地图册的出版社，发现这家国营单仍旧保有老式“单位”的行事作风，就连迎客送别都颇有模
仿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谈风格的嫌疑。但就是这家传统的国营出版社，现如今也在面对新时代的挑战，
尤其是由于汽车兴起带来的挑战，人们越来越喜欢出行，越来越需要地图，越来越需要精确专业化的
地图。他们出版了很多的地图，但是这仍旧赶不上变化的步伐，何伟说“如果你想找一样会迅速过时
的东西，这份地图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何伟在这个章节中，紧紧围绕着地图这一事物，旁征博引
，讲述了他的见闻，向读者分享了相关的历史，回顾了中国的过去，也展现了现今中国的日新月异。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大陆版被删减掉的关于蒙古和FL功之类的例子，精力有限不
再赘述。何伟的野心不止于记录，更有志于评述，他从一个个小例子中引出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政治
宗教以及人文历史。他在旅行期间广泛接触了中国的底层群众，这其中有游览长城时一路遇到的人，
有小山村的村民，也有南方工厂的工人。这些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很大一
部分，他们也代表着中国，代表着中国的另一面，他们的抉择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的抉择。对于那些
习惯于用望远镜看中国的读者，作者给出了一台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能看到更真实的中国，显微镜下
的纹理更丰富更多样。作者在书中追述历史，展现变革中的中国，中国的路在何方，无人知道，可是
或许读完本书我们会少些彷徨，多些坚定。一场寻路中国之旅，实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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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中國（二版）》

章节试读

1、《尋路中國（二版）》的笔记-第48页

        何偉來到右玉縣，接受了當地政府官員的接待，聽到了一大堆可能是編造的統計數據，并遭遇了
這個國家根深蒂固的「酒文化」。雖然作為外賓的他自然在這里自帶無敵屬性成功擋酒，但也把基層
官員的生活形態真實地反應了出來。

2、《尋路中國（二版）》的笔记-第96页

        這一段何偉在成吉思汗陵的經歷（大概有5頁的內容）竟然在上海譯文出版社中被直接cut，也未有
註明「此處有刪節」，先對這種無恥和無奈表示鄙視和惋惜。

無可否認，古代的「華夷之辨」與近世後的「中華民族觀」（從孫中山的民族觀到當今的民族區域自
治）不可調和。這個老大帝國百年間的劇烈變遷不僅來自東西方文明的衝擊，亦來自于對自我認同的
不斷反思——從「天下」到「中國」。

我無法深究也不夠能力探討這麼大的命題，但若書中描述的那位醉酒的蒙古女導遊能夠代表一部分在
中國(P.R.C.)的蒙古人的文化認同，那麼這種微妙的社會心態值得引起那些廟堂之上的民族政策制定者
的注意。當然近年來由於三大自治區騷亂不斷，也足可以見得我們在民族問題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3、《尋路中國（二版）》的笔记-第68页

        何偉在榆林選擇了入住酒店，結果在延安被政府人員驅逐回京。
也許這是他意料之內的事，畢竟之前在寧廬時就開始露營野外，盡量去卡車司機旅店住，都是為了躲
避警察，但是在陜北，這個國家政權的原始基地之一，外國記者的身份幾乎不可避免的被關注到，這
是何偉故意僥倖驗證這個國家機器的敏感度，還是真的2b了一回被迫無奈終止旅行，暫時看不出答案
。

4、《尋路中國（二版）》的笔记-第39页

        這一段中國喇叭聲的解釋簡直不能更讚。
何偉真是個觀察入微的記者，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也許這樣的視角，只是外國人才會有的吧。

5、《尋路中國（二版）》的笔记-第22页

        我還是壓低了聲音問：「這是誰的喪禮」。但張寶龍似乎沒有聽到我的問題，他還在繼續說著風
水。如果我哪天真的在西部遇上麻煩，還能打電話給那位風水大師張先生。他的名片上有「拖汽車和
卡車」這一項，是在「遷墳」和「敲鑼打鼓」之間的那項，是第二十二項。(原文翻譯的略生硬，稍修
改)

張寶龍是何偉沿長城西行路上提到的第一位有名字的人。傳統和現世，在這麼一個小人物身上極其強
烈的交匯。。。何偉和張的對話，讓我有一種這段情景就才發生過的錯覺。

6、《尋路中國（二版）》的笔记-第27页

        「狗沒問題？」他說。
「夠有問題。」我說，「牠死了。」
王先生笑得更開心了：「你有沒有把牠給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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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何偉在「首都汽車」與王先生的經歷是倒敘，對王的描寫幾乎全是用對話展開的。不用過多的筆
墨，就讓我看到了一個典型的生意人的形象。
但是最後這段關於「狗」的對話，真是令人心中一堵。

7、《尋路中國（二版）》的笔记-第14页

        考官填了幾份表，他的筆移動的很快，紅塔山只燃了不到四分之一。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
「你是一個很好的司機」寥寥數筆，就讓人瞥見這浮躁世界的一角。

8、《尋路中國（二版）》的笔记-第57页

        隨著時間推移，我的學習曲線從來沒有平坦過。中國是一個你總能發現新東西的國家，意料之外
的事情以日為計，我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中國人對此也有同感。這實在是一個變化太快的國家，快
得很容易讓我們忘記身後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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