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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腔调叫行走》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有腔调的摄影书⋯⋯
这是一本有腔调的文字书⋯⋯
两个有腔调的人，
新浪名博、摄影人：花花镜界资深媒体人、作家：谭天
一场跨度一年的行走，到了这些有腔调的地方：
上海、乌镇、普陀，台北、花莲、东港、高雄、鹿港、九份，成都、西昌、会理、楚雄、大理、巍山
、诺邓、沙溪、丽江、浪都、香格里拉、德钦、茨中、宝山石头城、利家咀⋯
诞生了这本有腔调的的书：《有一种腔调叫行走》
脚下是泥土，脚背是阳光，有艰辛，有感动，生命正在被慢慢拉长。不一样的抵达，方知你来时的方
向。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一场行走的点滴记录，更是对于同行路上内心回望的一次隆重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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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名陈舟燕，独立摄影师。学设计出身，曾在媒体从业十年，资深美术编辑，对图片有优秀的鉴赏能
力。喜欢旅行，酷爱摄影，作品曾获佳能感动典藏摄影大赛专业组银奖，全国、北京市级赛事多次优
秀奖。在新加坡《ZAAB》、《中国国家地理·行天下》、《Across穿越》等十多家媒体发表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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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腔调叫行走》

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值得用心去阅读的书。也是出行上海环岛台湾行走川滇环游大香格里拉进入母系氏族部
落利家咀必带之书，花花镜界用丰富的影像和心灵感悟的文字，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独
特而丰富。
2、行走在路上的摄影人，用心去感受外面的世界。
3、说实话，文字零乱不够深刻，照片也一般，还是黑白印刷。有点失望。
4、私人影集就好，作了
5、送我的人 觉得我很像女主 书很快的看完 没什么意思
6、额 莫名其妙买了这本书 过了读这种书的年纪⋯
7、真心仔细拜读了花花老师的《有一种腔调叫行走》，给我的心灵触动很大，尤其到了后半部分，
越来越精彩，在想为什么我去了云南，错过了那么多的风景，决定重新再游一次！花花老师的心情文
字，很耐读，配合着黑白的图片，说不出来的一种情绪，简而言之，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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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腔调叫行走》

精彩书评

1、读花花镜界的新书《有一种腔调叫行走》是一种视觉的享受，没有喧嚣与浮躁，只有平静和喜悦
。不禁让人联想，城市真的能给我们所需的全部吗，城市真的是我们的追求吗，我们付出了代价值不
值，山野之外还有没有另一个世界。这些答案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推荐阅读。
2、人生总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才没有遗憾，这句话现在已经滥大街了。从我厌倦了工作并且有
了一些可支配的积蓄开始，我就时不时的想要策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去什么地方，完全没有
头绪，只是想要离开已经变成橡皮人的状态，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找回和内心对话的频率。当然，这
些计划中的出走一次也没实施，因为很多原因。看了很多一个人去旅行的书，有的人很年轻就已经背
包把世界周游了一遍，有的人已经中年，辞去工作，开始一次自己迟到的间隔年旅行。我一度很好奇
这些人的勇气都是从何而来，大多都是对现有的生活不满，想找个全新的方式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东
西。但是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实连自己也说不清，总之，很迷茫。这本书的作者花花镜界是我的
前同事，我们平时碰面的机会不多，但她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有自己想法的人之一。她喜欢旅行和拍
照，经常听同事说她又去什么地方了，通常十天半个月见不到她。但她一次次的去，又一次次的回来
。再后来，有一段时间已经很少能见到她了，偶尔碰面，她显得比以前更寡言。后来，听说她辞职了
，去旅行了，而这次她是真的不回来了。她完成了人生中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声不响。她在书的自
序里也写到了这次“不再回头”的出走——“豁出去了”。能让一个人“豁出去”，脱离熟悉的既定
生活轨道，看上去是一刹那的决定，但我猜这中间也有纠结、酝酿的过程。我也渐渐明白，所谓的“
说走就走”，很多时候是无数次脑海中的假想经过某种助推而达成的“干脆”。我以前很羡慕那些“
说走就走”的人，同时也恨自己懦弱，但现在倒是比较释然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的人生会出现“
说走就走的旅行”，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花花镜界的这本书是一本用旅行中的照片串联起来的游记
，其实说游记似乎不太准确，因为她去的地方都太偏，偏到我都没听说过的地方，有的地方连进入的
路都没有，她和同伴是去“受罪”多于游玩。照片很有质感，一束光、一个背影都是呼之欲出的想要
表达的欲望，可是黑白光影又让这种表达欲言又止，凝固在看到照片的人的脑海里。这些照片有些是
用单反拍的，有的就是用iphone4s手机。花花老师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说过：用什么相机其实真的不重
要。重要的是你要拍。书里收录了非常多的照片，相信没收录进去的还有更多，但她在书里还是不止
一次地督促自己“要再勤奋一些，多拍点”。分享会上，花花镜界说，她拍摄这些照片的初衷是为了
挽留，留下那些也许很快就会被现代人的急功近利摧毁的古建筑、充满旧式人情味儿的古镇、小巷，
还有还尚未被现代社会侵蚀的角落里的淳朴、传统和奢侈的慵懒，甚至贫穷。她讲在一个偏远的山里
，被跳蚤咬到皮肤溃烂，实在受不了了才“逃走”。离开的当天，村子里正好发生了不幸，人们在办
一场丧事。她把这些拍下来，分享出来，我们才得以了解在自己由经验搭建的这个世界之外的各种人
生况味，它们可能是一只猫因为失恋了用睡得昏天黑地的方式自我疗伤，也可能是雨夜里被陌生人提
醒别打湿镜头后收录的最美小镇夜景。“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
一会发生的事。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这是书里我很喜欢的一段话。不强求，
只随缘，我们都在等待着人生迟早会发生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愿到那时
，我能像这本书背后的那双眼睛一样，足够敏感、足够体贴入微，足够感同身受的观察这个世界，并
且找回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3、花花镜界——一个独立摄影人，资深美术编辑，与一个作家，资深媒体记者——撒哈拉谭天，两
位mm结伴而行，历经一年，跋山涉水，从祖国的东海之滨走到了云贵高原的白云之巅，通过镜头与
文字，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与人文特点，使我也能身临其境。《有一个腔调叫行走》是花花老师这
次行走之后，选编而成的旅行手记，书中图片精美，文字简洁，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另一个不一样的
世界。
4、因为职业的缘故，我采访过花花境界和与她同行的谭天，不想说太多和她们接触的感受，这一次
，更想作为一位普通读者，翻开这本书，跟随文字与照片，走进她们最有腔调的旅程。刚拿到这本书
时，觉得文字不多，足够表达吗？真正看进去，才发现是确是恰到好处的。我被书中一句句真诚而有
思考的话语打动，不由得拿出笔划出来，可读到一半，我发现若再划下去，一本书怕是快划满了，多
的是划过的痕迹。一定是因为这本书里凝聚了作者最用心最真诚的文字，才会让我觉得如此珍贵。不
凑字数，没有废话，没有煽情，更拒绝做作。“故乡，是从一个人从离开她起才背负的情感名词，可
以被多少个梦里反复温习，怎么呢喃都是心潮感怀。”伴随着作者花花镜界的乡愁，开始出发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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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腔调叫行走》

像一部电影，给我们一个温暖的线索，把我们带入一个出发的情愫里。在我看来，这是两个“旅人”
，也是两个“女人”最具人文情怀的行走。在台湾，她们寻找传奇女子，听风看云，冥想思考，享受
宁静的快乐，她们说，旅行的意义更在于有没有东西真正进入了心里；我感慨于谭飞和曾与摄影师肖
全零距离接触三毛，并在22年后的旅程中祭奠三毛。她们又去了川西，那是四川一片美丽独特的地方
，在街头巷尾，古镇县乡，深山村落，都能遇见最打动她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人和事，在《礼州.北街》
的那篇中，花花镜界写到遇见一位74岁的邓婆婆，谭天写过的一本高僧传的传主竟是邓婆婆皈依法师
的师傅，结尾的一句话着实让我落泪：“原来这一面的亲近，竟是很久远的熟悉。”，这句话使我想
到，在我们未知的生命旅途中，也会遇见很多人，你能说那些你遇见的陌生人，会不会是你久远的熟
悉呢？正所谓，遇见就是缘。当然她们还会去云南。很喜欢作者对大理“云”的诠释，很多人孤独的
就像云，所以这里的云成了群。她们感叹于云南很多地点的美，但也会直接的表达一些商业味过重的
地点的悲哀之感，这也便是我最喜欢这本书文字的有一个原因——真。不是走过的每一个地点都那么
可爱，都可以被歌颂，就像我们的生活，有兴奋，有遗憾，一帆风顺的生活并不真实，也一定没有乐
趣。合上书本，有很多画面浮上心头，甚至由黑白变为彩色。孩子们纯真的笑脸，搭档的背影，幸福
的侧脸，还有那小镇人家的灯火⋯⋯除了花花镜界镜头下的这些定格，还有她用笔尖勾勒的微小瞬间
：在会理古城的雨夜提醒自己雨密别打湿了镜头的陌生人；在巍山古城无意那张能看到传统格式的讣
告；经历澜沧江边的哀伤⋯⋯以及每一个她们所遇见的人，因为每一次遇见都是一次懂得。花花镜界
在云南诺邓的那段结尾写道：“出来旅行的人，大多都是有故事的，至少有个性，都不安分自己的日
子平常无褶。每一天都有新鲜的面孔到来，每一天都有陌生的身影离开。惟有我俩，就这样安于晃荡
，并没有想好哪天离开。”《有一种强调叫行走》，字里行间我读到了她们行走中的遇见和改变，更
感受到了一种温暖柔软的生活理想，那些生活的哲思、不同人的故事、人生的感言，你怎能说这样的
旅行是没有腔调的？怎能说这样的两个女人没有腔调？时光有回声，光影善记忆。总有一些人生的答
案隐匿在远方的路上，生长于下一站的某棵生命树上，走吧，用心灵感知未知的一切，在路上收获你
刻骨铭心的答案。曹 力2013.4.23世界读书日 于成都
5、真心仔细拜读了花花老师的《有一种腔调叫行走》，给我的心灵触动很大，尤其到了后半部分，
越来越精彩，在想为什么我去了云南，错过了那么多的风景，决定重新再游一次！花花老师的心情文
字，很耐读，配合着黑白的图片，说不出来的一种情绪，简而言之，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推荐！
6、这是一本值得用心去阅读的书。也是出行上海环岛台湾行走川滇环游大香格里拉进入母系氏族部
落利家咀必带之书，花花镜界用丰富的影像和心灵感悟的文字，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独
特而丰富。 《有一种腔调叫行走》，不仅是她的摄影作品集，更是她带着心灵行走，内心回望的一次
皈依。旅行的意义就在于，有东西真正进入到自己的内心。走吧，就是一个开始。
7、《有一种腔调叫行走》我在第一次印刷时看过，当时非常震撼，感动于那份真挚，从作者、到作
品、再是文字，是如此真诚精致地呈现在我面前，以至于当时颓废的我立刻起身去梳洗一遍，才敢翻
开画册，仔仔细细恭敬地看了我整整一上午，图片中有流动的风、寻求的眼神、安静的心、平和随意
的作与息；远古的大树、朴素的乡土、天然的身影......并且每张作品都配有花花诗一般的语言，或记
录感想、或记录际遇、或记录心的灵动，都是那样准确舒适，那是另一片天空，远离都市喧嚣的浮躁
，脱净心灵枷锁的自由奔放，满载着我对远方、对世界、对人的真正想往，看着看着，似乎我的心也
变得超脱了，轻松了，俗物缠累的心获得了滋润的喜悦......又快一年了，看到书得到大量印刷真的由
衷的高兴，为花花多年努力的成果；也为能够让更多人享受画册所能带来的心灵滋养，而深深感谢！
我是花花的老乡、大学校友、生活好友，她的一切努力、对完美的极致追求、摄影对于她的灵性意义
，就如我们不能离开食物，那份真挚，不能不让我震撼！相信这只是她的开始，她将走得更远......
8、花   花   老  师   的   行  走   之  旅   这  是  一本  很  有  腔  调  的  行 走，想不到     花     花    老  师   能   
用   黑   白   的   画  面   来   呈  现 出   旅   行   的  意  义，但  却  不  失“色彩”，  用  黑  白  来  呈  现  出
旅行  的  意义    连  我  也想  和  花花老师    一起去旅行了
9、花花在书的扉页上签上的这句话，静静读来，心生莫名的温暖、宁静与感动。一本不同于旅行攻
略与风光摄影的旅行书籍，有着与男性摄影师镜头下人文摄影硬朗风格的迥然不同，花花图片和文字
中的人文记录，充满人性的温暖、柔软和喜悦，慢慢读下来，在不经意中感受到平凡中的精彩
10、第一次幸运得抢到了书，期待中收到了这本关于旅行摄影的图本。原以为抢书规则中三天左右写
完一篇书评是否要求太高，事后才发现，引人入胜的书是不需要时间限制的，就如同当年大学和室友
通宵看电影般，我一口气读完了花花镜界的据说第一本出版书。她的图片，她的文字让我对旅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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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腔调叫行走》

审视，重新揣摩，究竟何谓旅行，旅行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如果按照花花镜界在书中所告诉我们的：
“旅行的意义在哪里？有东西真正进到心里，才是最大的收获。”（P34），个人非常赞同这句话。
因为旅行，我才了解了所居住城市以外的世界，不同皮肤的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
生。曾经在旅游的途中碰到一个日本女生，她用其前几年工作的钱支付独自在外学习游学半年的学费
，之后她又将回归到原来的生活圈，或许结婚，或许生孩子。我好奇地问她，你家人同意你这样吗。
她说，这是我的选择，家人非常尊重我的选择。当时，我心里就暗想，这在中国不太可能的吧，但不
得不说这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这本书可以算是花花镜界跨度一年的旅行记录，从上海到乌
镇，从朱家尖到台湾岛，从成都到大理，从诺邓到梅里，直至最后走到了中国的最后一个母系氏族村
落。每一个阶段，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故事。她不会去追逐那些常见的大众的景点，而是跟着心灵，
去走去看去记录。她也真的是在踏踏实实地行走，而非我们普通游客的走马观花、囫囵吞枣，有的时
候她会一天走过几个地方，有的时候她与同伴会在一个地方呆到不想呆才出发。而书中那些看似平淡
的文字更是让人反复揣摩，回味无穷。在参观了台湾的野柳国家地质公园，看到了受海水和海风的侵
蚀行程的千奇百怪的岩石和岩礁后，她理解了那句呐喊：“在你的国家，你却是个陌生人”，更是有
了对于中国的博大和厚重的历史了解的急迫感。（P65）在西昌的古城镇礼州，当其看到了那些被岁
月磨砺得沧桑憔悴、命运岌岌可危的古建筑时，萌生感悟：“有些城池，有些事，有些人，总能挣扎
着从尘世的无常中存活下来，留住的都是过去的荣耀。只有劝自己坚硬一些，拿起相机勤奋地去记录
当下有意义的人和事，因为当下什么都可能不长久，无从追忆。”(P76)当迷失在古镇的街巷深处时，
无意间发现了某个古旧而又故事的大宅时，喜爱思考的花花镜界不禁感叹：“是不是只有迷失的人才
能真正发现风景？”(P77)因为躲雨，她又意外地撞见了一直想看的某个有着时间痕迹的院落，发自内
心的唏嘘：“人生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有那么多的‘没想到’。”(P90)在松赞林寺的际遇，花花镜
界教会了作为读者的我适用一切问题的方法：面对，接受，处理，放下，非常哲理，很有营养
：(P152)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不管事情开始于
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已经结束了。整本书，不时地穿插着作者看似盲拍的黑白照
片，越读越发现原来一直认为很难驾驭的黑白照片，竟然是如此的生动有力。它就像屏蔽了外界世界
的干扰般，将滤去了一切杂色的图片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也更容易让作为读者的我静下心来，细细品
读作者的经历和故事，享受那一刻的宁静。读完了书，依然觉得回味无穷，它不同于往常所读的旅行
游记，虽然琐碎，但是非常耐看，我相信这不仅仅是照片的功劳，还与作者本身基于生命长河的感悟
有直接关系。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这不仅仅是关于一场行走的点滴记录，更是对于同行路上内心
回望的一次隆重皈依。
11、花花是资深摄影师，喜欢走在路上，把心情记录在拍摄的片子里。这本书每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
娓娓道来，慢慢体会。在云南诺邓这个地方，风土人情很吸引我，照片和文字都好看。这本书印刷精
美，黑白照片给人以一种古色古香的意境。给朋友们推荐这本书。
12、影像的魅力在于难以言说。那些超越语言的部分，其深，其似曾相识和陌生不安，需要时间、耐
性和悟性来辨识。这是属于表象之外的部分，依靠拍摄者天赋来完成：对事件发展的预感，对光线的
敏锐，对阴影的言外之意的妙用，构成上的直觉把握，以及对物象的隐喻般的取舍。读这样的作品当
然过瘾，遇见它们也需要机缘。花花镜界的摄影作品就携带着这样的惊喜。她最近出版的图文书《有
一种腔调叫行走》，收录了她行走途中拍摄的照片。黑白影调，配以文字故事，是关于所到处风土人
文情景的介绍，又美好又好玩。文字颇有感悟性，一路上的见闻感受，应和了传说遥想。又有按下快
门瞬间的构思想法，摄影人和一般读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是旅行实用、摄影鉴赏和秉书神游的
集合体。。。。。。
13、《有一种腔调叫行走》作者花花镜界，多用纪实、盲拍的手法记录了她近一年多来的心灵之旅。
旅行中的一切没有刻意，却很随性又有张力的用图片表达着、诠释着，那简洁而有真情的文字，与图
片一同阅读的同时，可以让你的大脑与之一起畅游，或停留或沉思；可欢喜可感悟。很喜欢她说的一
句话：“想去更多的地方，触及更遥远的生活，更清楚 Who am I......&quot; 
14、收到精美的书，翻看细读，图片文字都让人很有念想～黑白影像中的景与人都让你感觉你就在那
里，就在那个时空里，就在镜头前面听花花的喃喃心事。 “无论走多远，最终都要回到自己心中。”
古朴的老车站，那一刻的路灯“世界上有什么可以永恒的东西吗？我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 龙山
寺里“听得到月光落地的声音”月光广场在画面里你不会急切的想要知道那些地方如何去，因为它并
非景色绝美，有你熟悉的城市，有贫苦的边远古镇，但你会很想驻留在画面里听花花讲故事，那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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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却有风，有影，有人，有故事，还有你
15、《有一种腔调叫行走》我在第一次印刷时看过，当时非常震撼，感动于那份真挚，从作者、到作
品、再是文字，是如此真诚精致地呈现在我面前，以至于当时颓废的我立刻起身去梳洗一遍，才敢翻
开画册，仔仔细细恭敬地看了我整整一上午，图片中有流动的风、寻求的眼神、安静的心、平和随意
的作与息；远古的大树、朴素的乡土、天然的身影......并且每张作品都配有花花诗一般的语言，或记
录感想、或记录际遇、或记录心的灵动，都是那样准确舒适，那是另一片天空，远离都市喧嚣的浮躁
，脱净心灵枷锁的自由奔放，满载着我对远方、对世界、对人的真正想往，看着看着，似乎我的心也
变得超脱了，轻松了，俗物缠累的心获得了滋润的喜悦......又快一年了，看到书得到大量印刷真的由
衷的高兴，为花花多年努力的成果；也为能够让更多人享受画册所能带来的心灵滋养，而深深感谢！
我是花花的老乡、大学校友、生活好友，她的一切努力、对完美的极致追求、摄影对于她的灵性意义
，就如我们不能离开食物，那份真挚，不能不让我震撼！相信这只是她的开始，她将走得更远......
16、早该形成文字的许多话，因我近期的各种拖泥带水纠结凡事一再拖延，就今天吧。这本被注着“
摄影&amp;旅行”标签的书，在我看来更应该是一本透视心灵的书，或许是因为自己对作者（花花镜
界，本名陈舟燕，舟山人）相对熟知，或许是因为我近水楼台地欣赏过她之前的很多旅行中的摄影作
品，而这次带给我的震撼是她终于实现了渴望已久的“说走就走，放飞心情”。花花之印象2006年进
入报社时，认识了大我几岁的花花，说起来极感谢她和米娅（另外一个要好的同事闺蜜），当你新入
一个环境、四面无相熟之人、不知道办公室内的条条框框和门门道道时，出现两位面带笑容温文尔雅
和蔼可亲的姐妹，那股暖流让我铭记至今。之后，我和外表温柔内心坚强的花花做了七年多的同事，
一起探讨爱好研谈理想恣评男友，对其的崇拜也与日俱增，从小自强的她和老公的相濡以沫把生活经
营的绘声绘色，取名为陌陌的儿子帅气讨喜从小就深爱摄影，工作中能屈能伸离换多种岗位，虽然花
花在讲述自己出发行走的动力时说沉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让她迷失了自己，失落和空虚交织在内心，
但她呈现给我们的一直是那个笑容淡淡不卑不亢不惊不喜的花花，而能做到不惊不喜有多难，我们生
而就知。受其影响，我变得钟爱一个人的旅游，变得不去挑剔未知老公的经济实力，变得会站在对方
的立场去考虑问题，我会用她的感情和生活经历去鼓励老妹要抱持希望。现在想想，一个人对别人的
影响真的会不可限量。深记得她评论我微博里的游记时说“旅游和旅行有很大差别的，放慢自己的脚
步，慢慢感受当地的文化吧”。花花之镜头初懂了她，就来看看这本透着花花勇敢执拗醇真的文字和
图片吧，无论您已经是拖家带口还是琐事缠身的人，由这位已经冲动地将濒临极限负荷的自己抛入到
未知时空的女行者带领，领略你我没有勇气和时间去经历的感受。这本书里的几个地方也是我到过的
，但经她的镜头和文字描述之后，竟然多了些许陌生，比如黄浦江边的十六铺和上海近郊青浦比如台
北和高雄，所谓百人百种汉姆雷特大抵如此。新浪微博中花花的认证信息是“纪实摄影师”，她摄影
作品的主角多以人物为主，不管是无意中闯进镜头的还是她认真沟通入的，用花花的话说是“我只愿
意去记录那些充满人性和喜悦的画面”。然后你真的能从这些画面中感受到“温”度，这温暖来自一
只为情受伤的猫咪，来自蹒跚的孩童，来自奔腾的马匹，来自趔趄的老人，来自眼睛来自嘴角来自手
掌⋯⋯深阅完这本完全不同于游记的书，我竟然心生对谭天老师（陪同花花从东到西从平原到高山从
草地到泥沼的另一位行者）的醋意，羡慕她能出现在花花的镜头里，和乡土、高山、海景融为一体，
羡慕两个人能够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在她俩的新书分享会上，听她们讲述文字不能尽述的经历，我能
任思绪飘扬到那时那刻，同样想起自己行走途中遇到的友善的不屑的鄙夷的种种，反倒增加了行走的
意义，因为现在细想起留于心底反复感念的只有友善和感动，比如意大利街头语言不通却带你径直走
到目的地的妇人、提醒你杯中咖啡要倾洒的男士，虽然这些相比花花她们遇到的无偿山中搭车深夜寄
宿丰盛家宴，不那么惊心动魄，但我们的旅行中，更多的却是这样幸福的擦肩而过。花花之游历之前
只觉得花花摄影技术了得，但阅完此书发现她驾驭文字的能力叹为观止，你可以尝试不看照片，仅仅
凭字里行间散发的情绪便能令人穿越到她们行走之地。当其身处台湾时，一句“中国太大，历史太厚
”让我心中一颤，同样游历过台北的我，视角远没有如此的聚集。工业设计专业出身的花花，对美术
设计和摄影的钟爱近乎痴狂，和业内好友组成的兴趣拍摄小组一拨接一拨，她曾经尝试拉扯一下我这
个伪摄影迷，但我还是没能坚持入了她们的爱好团队，想来惭愧。印象中花花把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各
省份，有天她提及说去我老家附近的许昌拍摄“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小火车”，让我唏嘘她对这种纪实
类人和物的敏感，而今看她在蚂蜂窝上发的诸多游记中有一篇“路遇社戏”
（www.mafengwo.cn/i/579383.html），唤起了我记忆中儿时村里的社戏场面，通过她镜头中依台站立的
老人、啃着冰棒的女童、席地而坐的乡亲，我竟泪流满面，这样的画面太美太真！被许多身边好友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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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花花，是源于她2010年的俄罗斯之行后在博客上连发的13篇“20天穷游俄罗斯”系列图文引起极大
关注，待到后来她在百度旅游平台做了详实的攻略性专题，成了许多旅游的参考。现在你可以通过博
客、蚂蜂窝、百度旅游、微博、微信上发现花花过去的现在包括将来的游记，以及她精心整理的众多
艺术家的摄影/绘画作品，一张张色彩饱满视觉冲击的照片和用心码出来的配文，会让你被深深吸引。
而这些图文包括这么一本《有一种腔调叫行走》的书，如果能或多或少影响到你对生活乃至世界的态
度，足以，或许某一天，你真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切记：人生勿须匆匆赶路，只需缓缓而行，
因为无论走多远，都要回到心中的，把速度慢下来，把眼睛打开来，会发现适合自己的小腔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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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有一种腔调叫行走》的笔记-第179页

        四川屋脚利家咀, 中国最后一个母系氏族 部落。这里天高地崎, 树多草深,僻静寂寥。在这条被时间
遗忘的河 流里,缓缓流淌着几百人要共度的余生,多年 的时光都凝固在那里。山丘和田野上,木屋、麦田
、马匹、笑容,在云雾深处绽放,现代文明社会的郁郁寡欢远在山影之外。利家咀的山野 花花镜界／摄
在茨中村的时候,遇到一个清华大学在读博士,她在 村子里做有关纳西族建筑文化的田野调查。她推荐
了四川 屋脚乡境内有一个叫“利家咀”的村子,说此处是中国最后的母系氏族部落,保留着最原汁原味
的文化形态。

在 1983 年的人口普查中,四川境内的摩梭人被认定为 蒙古族,所以很多资料上把利家咀定义为蒙古族村
落,事实上,他们早在蒙古军队南征前1000多年就已定居于此, 文化习俗和云南的摩梭人并无差别,甚至连
语言都一致的, 反而和北方的蒙古语大相径庭,相互间根本无法交流。

“屋脚”,是蒙古语的音译,意为“有牛的地方”。利家咀与屋脚乡政府所在地仍隔了一段距离,此地与
泸沽 湖隔了10几座大山,进村依靠徒步或依靠马帮或货运大车, 这里也是从泸沽湖徒步稻城亚丁的必经
之地,至今仍可以 见到马帮的身影。

在云南永宁镇打听如何才能前往利家咀,得到的答案 都是那里不通电、不通手机信号,路况很差,没有班
车直 接到达,要么该村子惟一的一辆货车到镇里才有机会捎我 们进去,开车的是村里的村长;要么就是包
车。可惜当日该村子没有出车到镇里,惟有选择包车。

进村道路坑洼泥泞,涉溪趟河,艰辛异常。当看到金 色的麦浪、紫红色的羊羔花、一圈圈的柴扉门,竟忘
了满地淤着的动物粪便。一切虽不是最安心的风景,却一下子触及了心底。
村里的孩子 花花镜界／摄
全村大概 40户人家,400 余人。目前村里依然不通电力, 无手机信号,商品匮乏。村里仅有一家小卖铺,只
售卖啤 酒、方便面和矿泉水。饮用水的主要来源靠山洞水和井水。村民大都吃自己种植的蔬菜如土豆
、白菜、包菜等,荤菜 吃得少,主要是腊肉腊肠等。村民抽的烟,都是自家种植 的烟草,自己晾晒卷制。

村里有句谚语“无男不愁儿,无女水不流”,可见, 村里的人都喜欢生女儿。家中“崇母尊女”,由女性主
事, 最年长的女主人“阿斯”是全家的灵魂。男女一生都各自 生活在自己的母亲身边,暮合晨离,实行走
婚。父亲在孩 子心中的位置被舅舅取代,舅舅承担了几乎所有父亲的职 责:培养教育孩子、建造屋子、
参与家庭重大事件的决策。 这里有古老的血缘伦理,家庭财产也按母系血缘继承。
知足的笑容 花花镜界／摄
不得不说一下村里的乔子扎实家和发生在这个家庭的 一个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

院子里挂着一块木里县颁发的光荣烈属的牌匾,乔子婆婆的兄弟曾在解放前参加过剿匪。乔子婆婆是普
米族人, 她一脸的知足和自信,膝下四儿两女。大女儿在家操持家 务,二女儿安家在云南宁蒗,小儿子走婚
到了泸沽湖的里格。前子达西排行老三,接待我们住下的那座花楼式木屋 正是他的家,也是村里仅有的
一家客栈,有着村里惟一的 一个厕所,只是一个坑而已,门根本关不严,且建在猪圈旁, 一去便是一片嗡嗡
的苍蝇声以及猪的哄哄声。

这家客栈原来的主人是达西的二哥二车平初。几年前, 平初到云南丽江当导游,在那里遇上香港科技大
学的黄柏 颜小姐,两人一见倾心并相爱。一个摩梭男要娶一个香港女, 抛开经济的悬殊和成长环境的差
异不说,他们结合是习俗 不接纳的,但最后还是争取到了乔子婆婆的默许。回到利 家咀,他们在老屋的下
方经营起利家咀客栈,一做就是 5 年, 两年前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才选择去了香港。墙上那一句 “爱是
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该有多少故事。

Page 11



《有一种腔调叫行走》

如今,客栈经营者是乔子婆婆的三儿子达西。院子打 理得没有预想的那么干净,甚至有些脏乱,满地瓜子
纸屑, 洗漱区域已经变成了杂物堆放处,两个脸盆油腻腻地歪在一个快要倒下去的支架上,苍蝇像轰炸机
一样的一群一群 乱撞。我想,这里将是我们的修行道场。
思格，迎接舅舅放牧归来。 花花镜界／摄
达西,他是目前村里惟一结了婚并搬出祖屋分家居住 的男子。他娶了一位云南宁蒗的沙姓姑娘,她是村
里第一个会汉话的人,两人育有二子。大儿子在山外寄读,身边 的小儿子思格,才2岁半,很聪明且模仿能
力极强。思格 看到阿如(奶奶)腰间挂着钥匙,他也会在自己身上挂上, 见大人赶牛也会接过鞭子一起帮
着赶,更不可思议的是他 还抽烟喝酒,还在吃妈妈的奶!身边人对此都不干涉也不 限制,似乎这一切都很平
常,小孩子和所有的动物和庄稼 一样,就这样放敞和自然地生长。

在这里,树就是树,花就是花,草就是草,蚂蚁就是蚂蚁, 事事物物清晰明了。人们饱满的沉默,亲近大地,就
像树木、花朵、青草和蚂蚁一直在做的那样。

⋯⋯

2、《有一种腔调叫行走》的笔记-第60页

        花花在书的扉页上签上的这句话，静静读来，心生莫名的温暖、宁静与感动。一本不同于旅行攻
略与风光摄影的旅行书籍，有着与男性摄影师镜头下人文摄影硬朗风格的迥然不同，花花图片和文字
中的人文记录，充满人性的温暖、柔软和喜悦，慢慢读下来，在不经意中感受到平凡中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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