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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内容概要

昂可背包出行，用四个多月的时间，游历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尼泊尔、越南、柬埔寨、泰国
和老挝等地。这一路，行程24000多公里，坐车乘船搭飞机骑马骑大象，看景无数，遇人众多。杭州大
姐、江上客、北京老兵、拉漂⋯⋯22位典型的“路人甲”，凸显现代人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揭示当 代
社会生存百态。随作者的描述一路走一路看，“路人甲”中或许就有你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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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作者简介

河南人，居北京，三十余，爱亲朋，爱自由，爱运动，爱旅行，爱热带，爱海洋，爱阳光。轻度话痨
，初级文字爱好者，重度思考人生者。长期效力《体坛周报》，2011年才当上背包客，预感从此将一
发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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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书籍目录

走吧
路人甲：小倪
第一章 贵州西江
那山.那人.那狗
路人1：吴老板
路人2：大马氏何
第二章 云南
在云南当隐者何如
斗鸡记
路人3：杭州大姐
路人4：江上客
路人5：大哥
路人6：阿诗玛
路人7：老袁
路人8：玛丽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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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心里一紧。我出发前，把我所有的东西打包，只有4个大箱子。我给我的朋友那
里放了一张纸条，交代他，如果我11月还没回来，就把那张纸条交给我家人。每周，按照惯例，我还
是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北京的天气如何，我自己又做了什么好吃的云云。 洛绒家的灯光
很弱，那围在长桌前的队友们，突然陷入了沉默。这是大伙第一次在一起玩，我感觉，我们这拨人各
怀心事，不像是来旅行，而像是在逃避，川藏线，就是大伙的疗伤所。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出现高反
，额头像被锤子一下下敲击。没想到出现高原反应竟然是在2900米低海拔的亚丁。我分析原因：大通
铺睡的十几头汉子，把木板房里稀薄的氧气吸光了。 早上5点多，我决定不睡了。我第一次用睡袋，
感觉特别热，晚上翻身也困难，再加上高反造成的头疼，还是早点起来吧。我先到山下的河谷里洗了
脸，又吐纳了滞气，感觉好多了。 亚丁位于甘孜州南部稻城县日瓦乡境内，景区以仙乃日（藏语观世
音菩萨）、央迈勇（藏语文殊菩萨）、夏朗多吉（藏语金刚手菩萨）三座雪山为核心区域，雪峰、冰
川、森林、溪流、瀑布、草甸、湖泊排列期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最后的香格里拉”。我们先徒步
到仙乃日峰，近距离看到大雪山。告示牌上写着：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引起雪崩。然后，又走到洛绒
牛场，这里是一大片草甸。一天里，经历了雨、雪、艳阳、冰雹等天气变化，犹如在一天里过了四季
。这里真是仙境，徜徉其间，俗世的一切都会忘记。 在洛绒牛场的草甸上，我看到了一个藏族青年在
挖虫草。他叫旺堆，来自四川甘孜藏区，在这里做建筑工人，中午休息时间来挖虫草。虫草，是虫和
草结合在一起长的一种奇特的东西，冬天是虫子，夏天从虫子里长出草来。虫是虫草蝙蝠蛾的幼虫，
草是一种虫草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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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后记

2011年的夏天，我33岁，暂停持续运转11年的工作状态，离开生活了9年的北京，用了134天，走了大
约24000公里的路。    先是长沙，再是黔东南苗寨，在云南兜上一圈，又从成都开始走川藏线上拉萨，
接着是尼泊尔、越南、柬埔寨、泰国和老挝，又在云南收尾。这一路，走了24000多公里，四个多月。
这一路，坐车乘船搭飞机骑马骑大象。这一路，翻了很多高山，也走了很多险路。这一路，在洱海里
游泳，在澜沧江边骑行，在亚丁挖虫草，在青朴朝圣，在阳朔攀岩，在越南狂骑摩托，在安达曼海边
拍裸照，在曼谷学泰拳，在清迈当小贩。    与这些相比，那些在路上碰到的人更有意思。杭州大姐，
江上客，北京老兵，拉漂，嬉皮士；五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中国人，外国人⋯⋯每个人身上都有
故事，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轨道和生活，每个人对幸福和苦难的理解也都不一样。在他们身上，我
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些“路人甲”们，并没有出现一位为我指点迷津的贵人。我也没有经历
令自己大彻大悟的奇遇。有的只是一些琐碎，吃喝拉撒睡，走路，坐车，误点，小意外——跟你平常
的生活一样。你得去解决，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变得更有耐心，也更能接受所发生的一切。这可能跟
我从“路人甲”们身上汲取到的营养有关系，人生百态，悲喜无常，放松点，别拧巴，接受它就是了
。    一天，在泰国清迈。我到古城南门外觅食，吃罢，准备回客栈午休。大中午，人也少，太阳热辣
辣地晒着。在曼谷买的十字拖，果然是便宜没好货，磨脚得很。干脆脱了吧，光脚走在小街上，路很
干净，偶尔会有一些小石粒硌脚。我突然想，在生活里，做减法比做加法更容易让我平静和开心。从
出发到现在，我的行李好像越来越少，此时此刻，好像一双拖鞋也是多余的。刚出门时，恨不得把过
去的所有生活都装进背包，但越走越觉得没必要，回寄的回寄，扔的扔，最后，一个65升的背包，不
足15公斤，就足够了。以前睡眠不好，出差得住单间。现在，青年旅舍的多人间床位，倒下就能睡觉
。以前吃东西挑三拣四，现在，能饱就好。    四个多月后，我回到北京。所谓“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旧生活既然过去了，那就好好开始新生活吧。我有一个小房间，把它收拾得尽量干净些。它有一
个窗户，我每天都打开，让阳光和新鲜空气尽量多进来一些。我有一辆自行车，它可以载我去上班，
我可以慢悠悠地左顾右盼。我有一份工作，还是原来的活计，我发现，我对它的感情并没有完全熄灭
。我又登上了那列火车，但它的节奏开始与我产生共鸣。    我有时候会想，出发前心里存在的那些问
号拉直了么？那些问号，又曾经存在过么？    最后，到了例行的致谢环节。那些帮助和支持过我的同
事和朋友们，都当面致谢过了，不多说，咱们来日方长。    一些特别的话，我要说给我爸妈：可能是
因为传统家庭的原因，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谢谢”之类的话。我们的爱，有时候是
以对抗和沉默这样的方式传递的。这不好，我想，我应该先做出改变。在这里，我可以说，我爱你们
，更谢谢你们的辛苦栽培，让我成为独一无二的我。虽然我们对于生活的观点差别很大，虽然我没有
按照你们设定的轨道前行，虽然我也可能遭受挫折，但我生活态度积极且认真，我以为，这才是大丈
夫所为。所以，请理解并支持我的选择。适当的时候，请为我鼓掌加油，我很需要！这本书，我会鼓
起勇气，献给你们看。也让我们都从“路人甲”身上汲取养分。    最后，要谢谢所有看到这本书的朋
友，你们眼光独到，居然买了这本没有攻略、鲜有记录景物、不像是旅行书的旅行书。能读下去的，
想必都是同道中人。所以，这句话一定能赢得你们的欢心，也与大伙共勉：    做自己，过自己想过的
生活。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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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编辑推荐

《路人甲:在旅途中偶遇的22个人》作者昂可背包出行，用四个多月的时间，游历了贵州、云南、西藏
、广西、尼泊尔、越南、柬埔寨、泰国和老挝等地。这一路，行程24000多公里，坐车乘船搭飞机骑马
骑大象，看景无数，遇人众多。杭州大姐、江上客、北京老兵、拉漂⋯⋯22位典型的“路人甲”，凸
显现代人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揭示当代社会生存百态。随作者的描述一路走一路看，“路人甲”中或
许就有你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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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精彩短评

1、呵呵了
2、还不错，朴实。怎么作者自己才打四星，嘿。很好。---基本一口气看完了。
3、一个下午读完，作者写的还是挺亲民，长得也很呆萌大叔，哈哈，总之还可以，嗯，没有炫耀，
简简单单。。。
4、还是把这本书看完了。一开始觉得有粗糙的地方，放了些日子，后来开始一篇一篇地看，今晚一
口气看完，在《后记减法》遇到这段话，有感触也有感动。这个人一边经历一边领悟，我好像和刚刚
归来的一位心有负累骤然远行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朋友聊完他的故事，然后两个人都陷入一片恬淡的沉
默.....我很喜欢它，有些书是需要相处的。很喜欢书中的细节，尤其那段暹粒卖花姑娘的故事，像“待
用咖啡”一样，细小、善意、温情，是人性中最诗意的美好。
5、走在路上，一直成长，看别人的故事，讲自己的心情。关于游记，我们说走就走的只是心情。不
同人的成长故事，那些关于爱的，都应该受到尊重。
6、文笔一般，只是对里面的人物故事感兴趣，也还有两三个故事比较打动我
7、文笔太一般了，流水帐，缺乏深度
8、一开始看到作者说长期在旅途上的人不外乎三种 失恋的人 失业的人 失意的人 ⋯我立马就想反驳，
但停下来想想，似乎有点道理
9、用了两天中的空余时间看完的，相当于22篇小学课文，内容过于简单，确实是随笔。文章通俗易懂
，很平实，但感觉这种平实欠缺一些底蕴，有些做作。另外，可能是第一版的缘故，排版水平不够高
，好多页面放一张图，而且编的还不够精细。
10、有点像是博客日记，日记还好，就是照片太渣了，用手机拍的？美女大头照占一页是什么意思？
11、我也希望能如此， 里面不是失意就是失恋要不就失业，我三不失，但是我缺，我连第一天路程费
我都出不起。但是经历美好的让我有点期待起我也能路上遇到这些甲乙丙丁，还有，我也不爱问你叫
什么～
12、没有攻略，没有美景，有的只是同样在路上的三失人员。
13、读路人甲，没看到多美的景色，也没看到特别惊心动魄的情节，都是路上遇到的人，豁达爽朗的
，胡子拉碴的，瘦小却百事通的...每一个人背后都有故事，都是另一种生活方式。
14、记得曾经看到过一句话：旅行的精髓不在于看了多少风景，而在于路上遇到的的人和事。深以为
然。这本书恰恰呼应了这句话。它不像其他旅游书那样记载路上的风景、自己的经历，而是重在描述
路上遇到的人。22个人，就是22面镜子，就是旅行百态的一个缩影。值得每一个热爱旅行的人看看，
特别是没有勇气走出去的人，有诸多借口走不出去的人。开篇的“小倪”尤为生动，不知你是否就是
这个“小倪”呢？
15、如果是在网络上看BLOG更新，可能还会更有好感。走了这么多地方居然写的这么无趣，还敢
卖39块，就真的太可耻了...
16、很想有一天，即使不是“三失”，也有勇气独自背上背包，走到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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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精彩书评

1、就像作者在旅途中因为微妙的缘分遇见一个一个路人甲一般，而我在图书馆里因为缘分遇见了这
本书——【路人甲】。在经过了一段肆无忌惮、不务学业的日子后，我再次踏上了自习之路。那天我
起的很早，走过那段已经走了无数次通向图书馆的路，来到图书馆一层靠着窗户的小桌旁。这样的小
桌要一列，一共七八来个。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我选择了一张上面放着书的桌子坐下来。大概是因
为太久没有起早床，有种晕沉沉地感觉；也或者是接下来我给自己安排的是苦涩乏味的背单词的任务
，处于懒惰的本能，让人有些迟滞。我拿起放在桌上的那本书，上面写着三个字【路人甲】。一开始
我并没有在意，一向对旅游没有什么爱好的我一般是不看这类书的。为了调整一下不佳的状态，我随
手翻了翻。这一翻便是让我一发不可收，竟对这本偶得的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利用两天时间便将
这本书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完了。而我感兴趣的理由正和作者认为这本难令人产生兴趣的原因一
样：没有旅游攻略，没有美食介绍，没有文化阐释，有的只是与路人朴素而又令人回味无穷的相遇和
分离。对于背包客，我并不陌生，身边就有有志于成为背包客的朋友，也看到过他们看过各色的旅行
类书。但直到我邂逅了这本书，才开启了我对背包生活的探索之路。在书中，作者没有刻意去强调什
么，没有故作文艺的煽情，没有假装睿智的深刻，一切的一切都在一种平和的基调中进行着，但我几
乎无时不刻不从中体会着真情和启迪。这让我认识到背包客的旅行，大概不是山上河里的野味，而是
一盘清淡的农家菜。总而言之，我因为这本书，被背包客的旅行所吸引了。一个多少年来顽固不化的
半宅男（虽然不是整天呆在寝室里，但也不爱出远门)已经在为成为一名背包客而努力了。这一次，从
小接受着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教育的我，也不得不相信一些东西了——缘。缘在路上，人在途中。
2、等待一年多，世界末日都熬过去了，书出了。叫《路人甲》，我写的。可能是等待的时间太长，
谈不上高兴，激情也快没了——你想，从一个一掐出水的姑娘，熬到半老徐娘才嫁出门，哪还顾得上
罗曼蒂克，踏踏实实过日子才是要紧事嘛。所以，就抓紧时间卖书。2011年，自己晃荡了四个半月，
里程有24000公里。归途，余兴未消，想写点东西纪念下，但又不知如何下手。上书店看，统一归类为
旅行随笔：卖得最好的是旅行攻略类书籍，非我所好。其次是根据时间空间线性记述的游记，穿插私
人感悟，非我所长。还有一些以电影、时装为主题写出来的，非我所能。再看各位行者（作者），激
情飞扬，玩法多样，路线新奇，触角遍布世界犄角旮旯——我顿时有种望峰息心的感觉。回京后，暂
借好友@衍治 的家栖身，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由@楊葵 所写的《百家姓》，书内记录了50个人物，
“速写貌似陌生的熟人”。有身边的朋友，也有理发师傅、家政女工、售楼姑娘这样的“小”人物。
每篇都很短，遣词用句朴实无华，读起来却清新可口，我评价：读起来老觉得带着土腥，像从地里拔
根萝卜擦吧擦吧就能脆生生地咬。读了没几篇，醍醐灌顶：我也可以这样写。我这一路，看了美景无
数，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
阅人无数。开始动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4万多字，22个人，有驴友，有旅伴，有偶遇，有深
交，有老，有少，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各式各样的三观，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些人，让我开
了眼界。但说实话，大部分人，我都很难进入他（她）的内心，我只能速写，力求真实和神似。写完
后，我发给自己的一些朋友看，说好的多（朋友嘛，都够意思）。也有另一种意见，@衍治 说，这些
写人的文章，单个拿出来看，都不错。但是你把他们放在一起，让人一气看完，就像宴席上你一口气
上了22道肉菜（我心里得意：嘿，荤菜啊，比我想的小菜强），会吃顶的，能不能来点青菜什么的穿
插一下。我很同意。但连续写了一个多月，疲惫了，现在让我再从地里掐出来点青菜煎炒烹炸，有心
无力。就先放下这事。接下来，要给《路人甲》找个出版商——写本书，再出版了，是我打小的一个
目标。这是最接近的一次，最起码，我写了。以前，只是有念头或者开头。向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自荐
，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旅行书都很优秀，也让Gap Year这个概念让很多中国人知晓。幸运，很快，编辑
老师就约见了我。编辑老师说写得不错，又聊了一些别的，说她现在每天都能收到大量投稿，现在旅
行者走得都越来越远，玩得越来越新奇。我说，跟这些玩家比，我的实在太平淡无奇了。她说是，认
为我现在所写的这个题材，很难在市场上卖得好。她他建议是，改成那种大故事，以我为主线来写，
要达到“让人读后立即就有背包上路的力量”。回家后，我想了很久。我也是做编辑的，很理解她的
思路和想法。但是，我很难按照那种思路写，即便我贩卖苦情费劲巴拉地写出来了，那也不是我想要
的。我最想表达的就是“路人”，而不是我。还有，我压根不想鼓舞任何人背包上路，因为这只是我
个人行为，而且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选择都不一样，承担的后果当然也不一样——我在西藏时，看到
过广州姑娘魏茵的寻人启事，后来知道，她在搭车时遇害了。我和旅伴也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讨论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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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热闹的“搭车热”带来的副作用。2011年春节前把这本书出版了的愿望落空了。但是心没死。后
来。@诗意栖居旅行者 介绍我认识了图书编辑@Fishape 她也做出过数部很好的旅行书，看了稿后，觉
得不错，举荐给另一家出版社，结果，没有通过选题。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路人甲》的命
运，会像是一个心灵手巧但是容貌欠佳的姑娘，也不少人夸她好，但就是嫁不出去。卖相不好嘛！算
了，我还是自己养着吧。一直到2012年的7月，这期间，想起来了，就翻出来，做做修改，前后大约改
过6次，自得其乐。然后，我在尼泊尔认识的朋友@藏獒best ，他的新书《搭车旅行：那些边走边晃的
日子》正在赶稿，通过他，我认识了“旅游圣经”编辑部桑磊先生。试着自荐了《路人甲》，峰回路
转。桑先生看过后，立即决定签约出版，并说这样的题材市场上难见，值得试试。但是原先的4万多
字，难以支撑起一本书，在他的建议下，我又用一个月的时间，补充了4万多字的文章，这些文章，
净是随笔，起到了先前提到的“青菜”的作用，插科打诨，调剂一下口味。然后，整理图片，定版，
排队等候下厂。直到2013年，《路人甲》出版了。努力，坚持和等候，有个交代了。说真的，现在再
看《路人甲》，新鲜感消失大半，也不再敝帚自珍。可能是这一年多我又思考了很多，金线在上涨。
无论是选题还是写作，都没彼时那种急于兴奋的自信。如果当初我认为《路人甲》还算一桌拿得出手
的农家菜，现在觉得它就是我还算用心的腌制的小菜而已，适合您喝碗粥，就个馒头吃。关于《路人
甲》的诞生，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些，也忠心感谢以上提到的每一个人，另有在文章中没提及的朋友同
事们，在现实生活中，我都已经当面感谢过了。咱们来日方长。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请各位微博关注
者忍受我的硬广告。如果不喜欢，请暂时屏蔽。这不光是为钱，我签的是买断合同，书卖得好与坏，
与我的收入毫无关系。但不隐晦地说，这本书如果卖得好，可以给我积累信心，也可以让我的下一本
书不那么费劲，我也能卖个更好的价钱。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必须得为“旅游圣经”的眼光和勇气
负责，这是知遇之恩。最后，是友情提醒。在您准备下单掏钱时，请注意：1、朋友们，如果是为了
加深和我的关系，请买。如果你对此类题材没兴趣，别买，不买也不会让咱们的关系减色。但是，随
手转发一个嘛。2、关注者们，如果觉得我这篇文章有点意思，请买，《路人甲》比这个有意思点。3
、“小倪”们，如果你们想出去看看世界又碍于现实而不敢出发，请买。然后你就知道谁是“小倪”
——我曾经就是。但是否要这么做，三思而行。4、可怜娃们，如果你的生活理念和父母完全冲突，
也不易交流。请买。希望他们能从“路人甲”里看到另一种生活方式。5、游荡者们，如果你现在、
曾经、以后游荡过，请买。和“路人甲”甲们一起，再过一次那种没心没肺的日子。另外，如果您想
在《路人甲》内看到以下内容，那就别买了，会让您失望的。1、攻略。2、大风景图片。3、艳遇。4
、刺激的探险。    5、面对美景即刻产生的梦呓般的个人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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