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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胡安在海边》

内容概要

继讲述印度之旅的《罗摩桥》之后，郑宸又推出南美之旅的《三个胡安在海边》，将他的旅行小说做
了系列化拓展。在这部小说中，在以主人公吕伟、何光夫妇去复活节岛举行婚礼为线索，黎成、京昌
、艾文、胡安、泰吉、女雕塑家、小平、德国船长⋯⋯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与心结，在这支旅
行结婚的队伍里来来往往，呈现出多元化的群像效果。而他们最终是否能从旅途中找到心灵的慰藉，
是否从中舒缓了各自内心深处的苦恼，还需在上海嘉兴、墨西哥、古巴、智利、南极和复活节岛这一
漫漫旅途、异国风貌中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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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宸，青年现代艺术家、青年小说家、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法国《L'OFFICIEL
HOMMES》杂志中文版专栏作家、旅行家。生于1981年5月30日，北京景山前街14号。
上过组织部幼儿园和北海幼儿园，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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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胡安在海边》

精彩短评

1、找寻自己精神依托的一群人的奇幻之旅。
2、很怕自己是黎成。
3、衝著作者買的，相比前幾天看的「暢銷文學書」，這本行文平平淡淡，然而一直耐心而安靜地讀
了下來，一些細節處不動聲色的諷刺和揭示讓人會心。間中很多次懷疑如果旅途同行有黎城這樣的人
在，我自己到底能不能忍得了——至少這書讓我反省。ps這書校對不知是否不仔細，看到幾處錯誤，
前面的不記得了，第331頁最後一段第一行「泰吉」應該是「黎城」吧
4、南美第一印象，看之前怀疑过帅哥的能力，然而文字并不矫情。期待罗摩桥了。
5、试图一口气看完，没成功，我更喜欢罗摩桥
6、虽是旅行小说，但是对人物的刻画更深刻。
7、我就是黎成 套中人
8、同样是一口气读完，郑宸这次从第三人角度写，开始看时有点不习惯，后来自然被代入为吕伟了
，不同的是这次写的内容出发前占了很大部分，把每个人的性格和背景交代的很清楚，对于实际上旅
行的内容也主要以人物心理变化和心态做为重点描写，很有意思
9、8
10、挺好。不过我总觉得宸叔在这本的语言常常显得尖酸刻薄了些
11、带着我一路前行
12、读完忍不住失落。
13、很多人，很多影子。行走就是意义，归去处又是哪里。
14、保守得像黎成 开放得像京昌 也会在一段旅行中因为一些事情 因为一些人 选择放下曾经坚守的 | 
这里的人宽容他人的贪婪来宽容自己，中国人严惩他人的贪婪来掩饰自己
15、每个人都有一座城，想要走出去的勇气就那么一丝丝，至少我是这样
16、断断续续看了一个寒假 
17、你不知道该怎么夸它。很遥远也很亲切。
18、开始像一个辽远时空里的故事，可读到出现了福岛核地震、领导人之子履新嘉兴，真实与虚构交
汇于一点，轰鸣在我自身的时间线里。文末读到吕伟感叹“自己的复活节岛婚礼才过去一年，却感觉
过了很久。”我自身的时间尺度也随之模糊起来。
19、“石像面冲内，冲着内心，守护它，震慑它，不然，在一个没有野兽的地方，我们心里的那只就
会跳出来弄伤自己。”喜欢作者关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因为关注人（同行者）更多，更小说了。
20、以前觉得毒药帅，是他颜好，身材棒，衣品高。现在觉得郑宸有魅力，是他细致入微的双眼，不
急不慢的腔调，冷静疏离的态度。书里那么多人，却个个鲜活个性。书里那么长的旅途，却细微末节
，分秒清晰。安静和干净，真是一个三十多岁男人最好的样子。
21、整本书从头到尾都平淡如水，却像钉子一样一点一点缓缓敲进了心里，不着力的好。在圣地亚哥
火山湖等船时与嘉兴南湖的那段交错时空的描写，是一个高潮，非常非常动人。所谓的远方不在脚下
，在心中。所以有人一辈子困在原地，有人始终漂泊，有人却能尽情地只为当下。
22、黎成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最讨厌，但说不上最喜欢。
23、其实我们都是胡安，或形单影只，或两三结伴。
24、？？好书？我完全无感 好啰嗦的书，看了前几页就奔溃了
25、在最后那一页的那行字，献给我的朋友王瑞安（京昌）愿你安息，是因为京昌的淋巴癌复发了吗
？
26、有共鸣很细腻慢慢的很喜欢，晚安
27、他所谓的旅行图文小说其实和旅行没多大关系。无论你是在嘉兴还是到了南极，始终逃不出自己
的内心。
28、读前几章的时候简直想打一星，因为让这好不搭嘎的五个人踏上拉美之旅的动机实在不明，但是
读着读着旅行的途中写得还是很精彩的，有血有肉，尤其是古巴，我带着审视的目光而来，却发现作
者对古巴的把握很精准，也投入最多笔墨，可能和我一样对这片土地足够偏爱吧。或许郑宸的小说就
是这样，硬伤很多，但是出彩的地方也多。
29、可能期望太高了 比起上一本书前十句就打动人，这本看到一半才开始进入状态。还是写写散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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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胡安在海边》

收古币比较合适，也可能是郑宸结婚后就不灵光了，非要写本小说什么的，构思这么复杂人物线埋那
么多，一直在交代前提，越看越累。
30、人物塑造的太棒了
31、三星半吧，总体来说不如落寞桥
32、春节回家读这本，抽离感太强烈，情绪又太模糊。
33、不像罗摩桥 也还是郑宸的文章 要在文字里面小心寻找想要的那种感觉
34、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一部分，每一个人的选择或许都不会比自己的选择好
35、For me, it's a so so. not a good story teller
36、挺好的
37、舍不得读完，在远行中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一行人各怀理想，又各自带着桎梏。不知古巴的胡
安是不是最自由的人？不愿承认自己像黎成。后半部分太精彩了。
38、離我很遠的每一個角色...推薦給我這本書的人，離我更遠。永遠沒法抵達其中任何一個世界，我
的生活還是過於簡單乾枯了。
39、嗯。
40、老郑文笔越来越好了，像看了场电影。P331 有个笔误，把「黎成」写成「泰吉」啦。
41、今下午读完，改日写感想
42、在旅途中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
43、且不说那些关于民族和命运的不可调转安排，光是可以触碰到的大海和星空就闪闪发光，足够我
回味了。
44、虽然总觉得对于黎成的描写有些在平淡叙事中显得刻意，但划船那段终究窥见了一颗心。文字比
我预期的好。
45、结尾那句“......他还以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惊艳。
46、往往群像比个人封闭感受来的更冲击 ，旅行之后看到的不止是现状 。现状为什么会这样 ，旅行
后接下来会怎样 。其实所有的隐喻都已在人生里 。“爸爸快 黎兆炎你没用 爸爸加油” 冗杂的现实里 
，我们都这样那样的过了自己的生活 。
47、难得的多人主角故事情节推进安排得那么精彩
48、完全看不进去啊，没啥意思，啰啰嗦嗦不知道在说啥。。。
49、胡安：我们不喜欢怀念。
50、实力前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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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胡安在海边》

精彩书评

1、近年来变得越来越迟钝，心灵与感官像是渐渐收拢的伞，敏感与尖锐一点点变得钝重，消失在平
静的厨房和地铁上。人生也就平凡起来。形而上的思考永不停歇，不能换来面包，不能带来快乐，但
仍乐于沉耽其中，大概是知识的惯性吧。只是思考常常遏制行动。读完一本书，看一场电影，常常在
或远或近的事后回忆起过往的情绪和其中微小的细节。有些时候是忽然遇到一个繁盛的世界，还来不
及感叹，作者就已把自己剖开给你看繁盛的背面。然后就忘了感叹，只记得繁盛的背后如自己生活一
样的阴暗，沾沾自喜于自己还没有太差的假象。我一直觉得，旅行是进入写作的一个直接有效的方式
，像一场雨，迫使我们打开我们的伞。然而一个好的游记作家太难得了。写作者都要面临“如何处理
世界”这个问题，却少有落落大方的，常常有人把自己当成上帝或偷窥狂在书写这个世界。而郑宸一
步一个脚印，难得。但从私人的书写慢慢转向迷人的个性叙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旅行与写作另一
个交织点是告别。旅行是一个不断告别不断迎接的过程。随着年纪渐长，走过的路渐渐多了，会发现
旅途中许多不在意的小事成了回忆的主角。就像读书看电影一样，不知道哪副画那个句子会毫无征兆
的出现在生活的白日梦里。我爱游记与行旅写作出于一个很通俗的原因：我渴望这些经历，更准确的
说是渴望幻想这些经历。就像封面那张图片，迷幻、日常、浪漫。我偏爱胡安和他妈妈这样纯粹的人
，黎成刻画用力却差些火候，落入窠臼。我喜欢书里的几副照片，夜色下的房子成为情绪的能指。夜
色弥盖一切，不安的问候，小心的等候，各种隐秘复杂的情绪都被抹平，最终等的是同一盏灯，心里
都藏着一个人。看他人的人生尤其像一场白日梦，是会走进你现实生活的白日梦。走进的那一瞬，旅
行、写作、命运、期待都变得虚无，复活节岛上从来也没有人复活。那时候不知生活还是生活本身吗
，抑或是你的英雄的时刻？
2、昨天读完郑宸的新书《三个胡安在海边》，忍不住在百度中输入了“毒药”二字，结果搜索出来
的结果皆为一位女歌者。遥想2006年之时，在各大搜索引擎中输入“毒药”，网友们铺天盖地地讨论
者那个谜一样的网络红人，各种猜想、爆料不绝于耳。如今这些仿佛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现在很难在
寻找到当时他写下的文章，照片倒是依然有迹可循。郑宸可谓第一位网络红人，而毒药是他的网名。
郑宸有幅画作叫做《被土地追逐的人》，很多年前他是一位被网友追逐的人，而如今，不知是否有人
还在追逐他的身影。网络红人毒药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想把毒药的每一篇文章都保存下来，可惜未能
完成。现在回想起当时的那些文章，细节亦不再清晰，只记得当时的感触，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你坐
在小县城的某个电脑前，打开这个网页仿佛打开了全世界，你对未来从未如此渴望过，你开始在自己
的内心构建你的王国。想去旅行，拍拍照片，写写文字，感受一下异域的生活。很多人被其凌冽的文
字，撼动人心的构图，帅气的长相，或者奢华的服装所吸引。包括我的男神安东尼，以及蔡康永。很
可惜这些文字都未能保留下来，渐渐的只成为一些人的记忆，想将其介绍给他人却也无迹可寻了。画
家？作家？法国《L'OFFICIEL HOMMES》杂志中文版，2010年1月刊，第226期上刊登了郑宸的第一次
采访《被追逐着穿过青春》。当时还从郑州邮购了这本杂志，厚重铜板印刷，邮费比书费更贵，除却
采访未看其他的任何内容。当时郑宸已经出了一本小众的实验性很强的自传体小说《尘》，血书封面
，倍感压抑。采访稿也在探寻告别毒药阶段的郑宸所想走的道路，画画还是写作？采访原文网络可寻
，亦不再赘述。我觉得自己不懂画，无法体会画家所想表述的隐晦思想。而或许就是因为画家的身份
让郑宸拥有极强的观察能力，文章读来波澜不惊却又刀刀见血。你会惊异于作者为什么能把一个人物
描画的如此惟妙惟肖，他们就生活在你的周围，所做你皆觉得似曾自己或他人，却从不会用这种冷峻
的旁观者眼光去记录这些，所做皆平常，所见皆唏嘘的事情。2009年6月出版的《尘》，读起来还能寻
找到当年博客的影子，第一人称叙述，笔触冷峻，仿佛要将自己剖置于读者面前。2011年10月出版的
《罗摩桥》，依然第一人称，神秘的印度在郑宸的导游下一一游览。与电视上所介绍的不同，与你想
象的也不同，也许万事皆是如此。就像罗摩桥一样，是否存在，如何存在，皆由你心中所信决定
。2015年10月出版的《三个胡安在海边》，读者便只能在几个人物中找寻郑宸的踪影了，叙事更加沉
稳，人物性格也更加多样化，层次化。吕伟与何光夫妇一行人，穿越了古巴、墨西哥、智利，最终来
到复活节岛完婚。作者将吕伟描述为“一个不入流的画家，靠卖画的跟照片一样的美女，日子还过得
去，但是他喜欢画的其实是森林和废墟。”这些人中让我看到几分郑宸的影子，京昌的大院子弟身份
，吕伟对墓园的迷恋。早在《尘》的序言中郑宸就提到了“西恩富戈斯墓园——我到过的最美的墓地
”。在博客中郑宸也拍摄过这座墓园，甚至耶路撒冷的墓地。郑宸说墓地能让他感到平静。《三个胡
安在海边》中描绘最出彩的当属嘉兴车行小会计黎城，豆瓣短评很一致的表示了对黎城其人没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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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胡安在海边》

。而大家不可否认的，都能在黎城身上，或多或少的看到自己卑微的影子。在郑宸淡然的笔触下，黎
城的这些行为变得不再难以让人接受，这些只是生活。有时候对待一些事物总有私藏之心，小众私密
的分享让人感到兴奋。当自己的私藏变成大众追捧植物，反而觉得兴味索然了。郑宸的作品想来也只
能被某些感兴趣的同好私藏了，博客已经关闭，贴吧也莫名被封，豆瓣上的小组讨论话题也停格
在2013年。微博上没有毒药，只有老郑在分享者自己周遭的生活，归于平淡，回于保守。郑宸的三本
书也并未做任何宣传，只是知道的人自然会买入，不再被追逐的人生，或许就是郑宸现在所享受的平
静。
3、讲真，以为是罗摩桥续集，结果一点都不象，都没多少可比性...罗摩桥还有故意煽情的地方，这本
我发现一点都没有，好像也没有爆金句.。罗摩桥是借刻画印度众生相拼凑出作者心目中的印度，这一
本里古巴复活节岛这些不同的地方是对不同人物的试炼场，这是个有意思的点，是通过写地方来写人
，再通过这些人释放出一种特别特别强烈的虚无感（书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最终得偿所愿（实在不励志
）...那个我最喜欢的角色也是最会生活最有追求的京昌在最后的离世，可能就是对这种虚无感最有力
的总结吧？
4、1第一次知道郑宸是读《罗摩桥》——那时我还不知道作者的人生那么精彩——装帧极其干净内敛
，我看了看标题和出版社，心里想的是：或许可以读一读吧。在看过那么多愚蠢透顶的游记或旅行小
说后，遇见《罗摩桥》是一种惊喜。像是一部色调冷峻、节奏从容的电影，时不时闪出一些让你心念
为之一动的画面，挥之不去。在对旅途那亦纪实亦杜撰的描写里，你最后收获的不是对印度这个国度
的认知，你甚至会忘记它，反而会记得出现在作品里的人，记得大吉岭小姐，记得拉古，甚至从未现
身的阿真。后来又是在三联，看见《三个胡安在海边》。想起罗摩桥里那座人与人之间若有似无的纽
带，这一次想的是：他又打算讲些什么呢？2如果说《罗摩桥》里的印度是对自我的历练，《三个胡
安在海边》里的古巴则是众人的试炼场。旅途源于在复活节岛举行婚礼的动机，最后牵扯了越来越多
的人，旅行路线随之变更，遇见更多的人，他们又随即表示要出席婚礼。复活节岛的婚礼成为一个所
有人因缘际会的点，但这些人又其实各怀心事。郑宸的群戏写得有条不紊，人物视角和时空的切换处
理得非常自然。画面感和隐匿情绪的描写依然是郑宸的拿手戏。我一直觉得文笔好其实分两种。一种
是微观的好，文字功底淋漓尽致的展现；另一种是宏观的好，你不觉得作者的句子有多美，甚至会觉
得平淡，但总是能牵住你的情绪，而你甚至都意识不到作者是如何做到的。我所以为的郑宸的好文笔
无疑是后者。阅读全书时无数次突然怔住。好的作者总是懂得让你看到人世里最细小的纤维。3但书
里写的毕竟是一个充满人生的欢愉和失落的故事。何光和吕伟如愿在复活节岛举办了婚礼，“看到那
两句话吕伟才想起，他俩结婚还不到一年，他还以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最懂得享受人生的京
昌错过了每一个他想爱的女孩，最后也没实现“去复活节岛复活一下”的愿望⋯⋯除了黎成，他们每
一个人都过得从容，也懂得接受人生的不如意，却终究没有一个人能够突破自我的桎梏，得偿所愿，
不得不说让人唏嘘。4黎成。我想是这本书里刻画最好的人物。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比平凡
更让人难熬的是不甘于平凡。他憎恨故乡，渴望旅行，渴望出人头地。他说他最想去的国家和地方是
智利和南极，“因为那是离这里最远的国家和最远的地方”，也因为去南极对他来说是一件意味着真
正活得比父亲更有成就的象征。但故乡又是他的铠甲，旅途中黎成不断想起故乡和父亲，不断把这个
离故乡最远的世界和故乡对比，“黑夜让哪里都看上去差不多，这让一些旅者失望，却让另一些安心
，让他们感觉从未远离家乡”。但黎成这样的人是永远离不开故乡的。就像他最后也没有去成南极一
样。在小说的开篇中寄给好友的冰山照片，是他驾轻就熟地伪装方式。当我最后重新想起这个人物的
时候，我好像开始理解他了。5不知道你是否设想过自己将度过一个一事无成的人生，在故乡碌碌无
为度过余生。从本质上黎成和他的父亲都是一样的人，用谎言建立的虚荣填补自己的自卑。全书最触
动我的那一幕，是圣地亚哥的火山湖和嘉兴南湖公园交错的时空:等船。京昌神神叨叨地又说这要留在
这里之类的话，吕伟夫妇毫不理会地聊着另一个话题。黎成一言不发，呆望湖面，食指在黑沙上无意
识地写着什么，指尖越来越用力，最后几个字写得写得很深。写完，他将视线移向身前自己的影子，
幼时一个相似的场景闪过。等船。......小黎成和爸爸站在小码头不知等了多久，有家人的孩子晕船，
把船退了，那时离闭园不到一小时，租船人被爸爸说服，让他们上了船。爸爸坐船尾划桨，小黎成坐
船头紧盯目标，喊着：“爸爸快！爸爸快！爸爸快！爸爸快！爸爸快呀！爸爸真没用！爸爸快！快呀
⋯⋯”黎成记得他一直喊着，还把手伸进水里用力帮着划，爸爸也的确很卖力，汗珠接连滚过面颊，
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和那条大船之间的距离似乎始终没有改变。他们怎样都无法靠近。......吕伟追上
了站在不远处等候的何光，她问他沙地上写着什么。爸爸快 黎兆炎你没用 爸爸加油 黎兆炎你没用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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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加油 6三个胡安在海边这个名字让人耐人寻味。在小说中这是一幅画的名字。而胡安又是南美最普
遍的名字，三个胡安是聂鲁达对帮助他逃亡的牧民的代称。词语含义的含混不清让我甚至模糊起小说
里这群人的形象。这个世界真是太大了，或许每个人都能从这些群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又何
尝不是这些游魂中的一个？我想这个故事终究还是在说人生的矛盾和荒谬，一段旅途是给每一个人一
次挣脱的机会，挣脱那些捆绑着我们的东西。只是谈何容易。
5、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本纯游记散文，读过之后才知道不是。一部很不错的书。绝不矫揉造作，
也不故弄玄虚，文字很直接。就连在 描写吕伟夫妇之间的感情的时候也是小桥流水的感觉。一次是借
京昌之口来说的，那姑娘看我的眼神是不一样的，就像何光看吕伟的那样。 还有一次是两人在炙热的
旅途中，坐在货车的车厢里，两人用油纸布罩在身上，躲在里面傻笑。不动声色，就可以感觉这
对couple的感情。里面描写的最饱满的一个人就是黎成，有血有肉。其实这样的人也真实的存在每一
个人的身边。他深入骨髓的极度自卑，让他急于用另外一些事情来掩盖自己。一直强调自己和车行的
其他小工不一样，把自己划为高尚触不可及的一类，时时遭侮辱，却也没有离开，甚至在旅途中也常
常想起车行的小工会怎么想自己这一路旅途。其实黎成心里很明白，在车行里，他还可以颐指气使的
骂骂小工，缓解他的心理自卑。他一直叫嚷着他不属于这个地方，却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无限怀恋。黎
成最开心的日子就是在墨西哥，因为那里给了他极大的内心虚荣的满足感，这里有他在嘉兴见不到的
姑娘，却有在上海不同的待遇。旅途中他把所见的一切都与在嘉兴的做比较，时时失落，觉得自己甚
至没有走出国门。其实在艾文的身上或多或少也能瞥见自卑的影子，特别是女画家的那席话，只不过
艾文比黎成幸运的事，他找到了一个不需要时时面对自己自卑之处的地方。画家说，画家说，在中国
，他可以是个真正的美国人。他身上似乎又有着很多人的影子，习惯于自己熟悉的一切，对未知充满
彷惶，虽然每天叫嚷着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却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牵绊自己，其实牵绊的不是自己
以为的其他事情而是自己的内心，不敢做出改变的内心。黑夜让哪里都看上去差不多，这让一些旅者
失望，却让另一些安心，让他们感觉从未远离家乡。
6、黎成像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自私，虚荣，不甘平庸又缺少改变的勇气和资本，两湖交错那段写
得太美，在久也等不到廉价的去南极的船，隐约中，他想他终于不得不走上他曾经鄙视的父亲的老路
。吕伟何光在烈日的大卡车下蒙着头互相傻笑，这是最美好的爱情吗？必须是，只是之一，事实上，
相爱后的每一个平淡的细节都是足够惊心动魄。每个人物就算着墨不多也足够鲜活，热忱又认命回古
巴的胡安，哭着说对不起实际也不算背叛胡安的现实姑娘，苦逼总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最后有个胖闺女
也是好的的艾文，摆脱了终身信仰又找不到信仰的泰吉，过着浪荡不羁实际根本不洒脱的女雕塑家，
信守承诺喝醉的老汉，画得屎一样心知肚明又坚持作画的大麻姑娘，想回家又永远抗拒不了诱惑或者
说根本不想抗拒的德国老船长，像是看遍了千帆实际上定居复活节岛依然可以看人间百态的甲太郎夫
妇⋯⋯而我最爱京昌，经历过差点踏进鬼门关又有一脚徘徊在鬼门关，怎么可能不恣睢自我的过想要
的生活呢？即使他错过了每一个他爱的爱他的姑娘。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感谢那些略过我生命又留
下浓墨重彩的每一个人。ps，最美好的爱情有很多种，形式与定义可以不统一，但有一点，它一定使
你更懂爱，更会爱，也成长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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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三个胡安在海边》的笔记-第324页

        “至少做的人不是我。”胡安说，“所以，我改变了一切。”

2、《三个胡安在海边》的笔记-第1页

        “我这辈子就困在这里了，到不了太远的地方。”
现在看来这话倒是千真万确，然而那时吕伟他俩只是把它当成一句牢骚。后来发现黎成很喜欢说这话
，可奇怪的是，每次说都看不出他有多沮丧，反倒表情祥和，充满安全感。贫困让人自私，乍富更是
。何光告诉他华裔讨厌中国人，因为他们讨厌自己，但他们又不能讨厌自己，所以就讨厌像自己的人
。潼沢问的那个“很直接”的问题，是每个人见证人在发展教徒是都会问的：阁下家中是否有至亲过
世？见证人很聪明，清楚教义中那部分最能俘获人心，逝去的至亲复活，多诱人。“因为我是个房客
，房客的共性就是终究会离开，带走那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秘密。”黎成不懂在这个突然开放的古巴
，贫困的人民如何对待彼此。在这里，人民以宽容别人的贪婪宽容自己的，这点和中国人完全不同，
中国人以追究别人的贪婪掩饰自己的。可事实上，没人知道黎成有没有真的离开，也没人知道古巴人
的“不能离开”和黎成的，那个更悲哀。船长说：“现在，他们只是更像人了，对于他们是好事儿，
该为他们高兴。”
黎成说：“为他们干缺德事高兴？”
京昌说：“为他们能选择干缺德事高兴。”“我们能做的只是推测自由，用各自对不自由的深刻体会
。所以，它对于谁都不一样。”想想也不奇怪，没见过世面不等于无知，在中国两者甚至成反比。多
数日本人只在最优把握时许诺，总在无限接近最后一刻抉择，这让外人尤其是中国人着急上火。“中
国人怎么样？”“他们很迷茫⋯反正我接触的大部分都给我这个感觉。”“哦，他啊！我们熟！他曾
跟着我⋯”这时望着他们的脸会产生错觉，以为置身中国某个社交宴会。这样的婚后生活在他预料之
中，可出乎意料的是它会发生在这里，一个远离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
他以为在一个没什么可吵的地方就没什么可吵的，几乎所有人都这么以为。而复活节岛抽了他们每人
一个大嘴巴。她说没再回去，不因为恨，而是为了顺应妈妈的心意。“说明岛民自古关注的、警惕的
就不是外界，而是内部！十九世纪前他们从未面对外地，却几乎因内战灭绝！”“所以，自制和内省
是这座岛对世人的告诫，石像面冲内，冲着内心，守护它，震慑它。不然，在一个没有野兽的地方，
我们心里的那只就会跳出来弄伤自己。”“随他去吧”胡安说这句话是在中国学得，回古巴后总喜欢
唠叨，他说他一直把这句话理解成自由。黑夜让哪里看上去都差不多，这让一些旅者失望，却让另一
些心安，让他们感觉从未远离家乡。

3、《三个胡安在海边》的笔记-第6页

                        

4、《三个胡安在海边》的笔记-第1页

                        
他思考过，觉得自己不该抛下爸爸，这是让他心安的解释，但同时他压抑着另一个也许更接近真相的
缘由：自己随时会离开嘉兴，永远都不回来。贫困让人自私，乍富更是。何光告诉他华裔讨厌中国人
，因为他们讨厌自己，但他们又不能讨厌自己，所以就讨厌像自己的人。
“是啊，可我差点杀了我自己！”他抬了抬打着石膏的胳膊。“所以，自制与内省是这座岛对世人的
告诫，石像面冲内，冲着内心，守护它，震慑它。不然，在一个没有野兽的地方，我们心里的那只就
会跳出来弄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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