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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有座桥》

内容概要

蚂蜂窝旅行家系列之《太平洋上有座桥》。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路上，不管是旅行还是生活，也不管是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无论太平洋上有没有
桥，我们都是两段的看客，看的是旅行，而过的是生活。
《太平洋上有座桥》就是这样，写了些城市、写了些风景、写了些旅人、也写了一些故事。这些都是
旅行中最重要的元 素。旅行在很多人眼里早已不是走马观花、闲 庭信步，而是自己真实生活的一部
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旅行成了炫耀的资本，大家都拿着一张景点清单，比谁在上面划的勾多。旅行
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的每一天，你都是在旅行。在上班的路上偶然看到了海那边的山，与公共汽
车上素不相识的人聊天⋯⋯这些都是你的旅行；同时，在大理的客栈旁与擦肩而过的背包客点头一笑
，在黄石公园的老忠实喷泉旁吃冰激凌，和马德里球场里的西班牙小哥讨价还价⋯⋯这些也都是你的
生活。

作者写了一些与生活、旅行相关的故事，有些是常见的地方，也有些是少见的地方；有些稀松平常的
故事，也有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但是这些都不是点到为止、浮光掠影的故事，而是一头扎进深水的生
活和旅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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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有座桥》

作者简介

王小心，少时徜徉一塌糊涂，毕业于北大法学院本科，后负笈欧美，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在青海、丹麦、加州、芝加哥和西雅图生活和工作，无意中成为了世界主义者。在时尚行业工作之余
，出山入海，自驾公路，看落霞与孤鹜齐飞，偶有所得，落笔成文，为多家媒体撰写音乐、电影和旅
游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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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有座桥》

精彩短评

1、可以从很多侧面了解美国，但是作者的文笔着实一般
2、作者的经历真丰富
3、有时候，我觉得自由、不羁、老练；有时候，我又觉得那一切都是伪装，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我
是那么的困惑和孤单。每每回望，我总是想回到那些年去，好好抱一抱那个年轻的自己。。。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不寻  常的事件们——我父母的移民美国，我自己的移居洛杉矶——让我不必面对
绝大多数中  国女性所要面对的令人窒息的压力。
    这个社会一边无情地贬损着单身女性的生活，一边又将婚姻美化得无以复加。不管我们的婚姻是好
是糟、我们的丈夫忠诚与否，它都要我们相信，婚姻应该在我们所有的期盼、渴望和追求之上。 
   你开始约会了。哪怕对这个男人你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喜欢，你都会试图发展你们的关系。
4、京都的那段儿让我感同身受
5、绿皮火车那段满满是回忆~~~~~赞~
6、从广告狂人小组追到博客再到这本书，唯一遗憾的就是合上书都没有出现作者的一张照片
7、很有意思的文字，这样的人生真的有赚到哟。嘿嘿。
8、在作者博客上读过部分，伴随机智感受的城市概括，我觉得比孤独星球适合做目标
9、天天有人BB旅行的意义，可谁有弄的明白呢？我觉得作者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旅行就是生活，
就是站在太平洋的桥上看两岸的风景%⋯⋯&%⋯⋯&
10、王小心的文字很淡很淡，但是读了会让人沉思许久。认识她不过一两年的时间，但是感觉认识了
很久一样，可能这就是默契吧:)
11、感觉这本书不去美国也写得出来 只要文字功底够扎实
12、太文艺不是很喜欢
13、好看到对以往读过的旅游书籍产生怀疑。
14、都是一些很真实的生活和旅行的经历
15、作者本人的经历，写的真好，值得一读
16、不是攻略，挺私人化的游记，因此对其中城市和人文的种种描述都有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态度。文
笔有趣，关键是能感受到作者的情绪，看的过程中下了张美国地图，提到个新地方就查查地图，看看
大致方位和周边都有啥，书看完，记牢了不少地和它们的风土人情。
17、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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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有座桥》

精彩书评

1、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路上，不管是旅行还是生活，也不管是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无论太平洋上有
没有桥，我们都是两段的看客，看的是旅行，而过的是生活。《太平洋上有座桥》就是这样，写了些
城市、写了些风景、写了些旅人、也写了一些故事。这些都是旅行中最重要的元素。旅行在很多人眼
里早已不是走马观花、闲庭信步，而是自己真实生活的一部分。[1] 
2、看了王小心的《太平洋上有座桥》才感觉到世界有那么的小。年纪轻轻就去了很多的地方，很多
的国家，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很是羡慕。世界真的不大，特别是当今交通的发达，坐飞机二十
多小时便可绕地球一周，去欧洲、去美洲也就十多个小时。然而，去旅游不只是单纯地旅游，而是要
用心去旅游，去体验别人的生活，去了解各地方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旅游享受。我也喜欢背包，喜欢
旅游，国内大部分地方已经留下了足迹，也去过地球上的一些国家，但我只是简单的观赏风景，满足
好奇。我们缺乏旅行家的情操，用镜头、用文字去记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王小心在北京读书、工
作那些年，她却能用心人去看北京，去观察他，了解他。了解他的过去和现在，了解生活在这里的人
和事。她书中的第三部分，第8章记载了在北京接触到的人和事的11段小故事，把北京的人、北京人的
生活描写如此精辟、有趣。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也喜欢这样的旅游。我会继续去旅游，继续去看世
界。以后，我也会像她们一样用心去体会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3、“要有最朴素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第一次看到七堇年的
这句话，心被无端击中，并且一直信奉它很多年。这和王小波那句“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
，他还应当拥有诗意的世界”有相通之处。困守、出走、归来，仿佛是人生的三个层层递进又可反向
推理的命题。《太平洋上有座桥》，便是讲的这三个人生状态折射出的乐趣与诗意。作者王小心，之
前并未听说过，但自从看了这本书，就被她的文笔和细腻的情感捕捉所折服。这些年，随着自由意识
的增强、享乐主义的席卷，旅行一度被炒到了极高的热度。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身体和心灵总有
一个在路上、文艺女（男）青年的自由行走、免费搭车去xx、辞职去xx⋯⋯这些词语、短句一时间风
靡各大旅行书籍、旅游网站、APP宣传词⋯⋯作为一个旅游图书编辑，对这样铺天盖地的矫情的泛滥
的词语真是深恶痛绝。不是无病呻吟几句，穿上棉布裙子帆布鞋就可以伪装文艺青年；也不是毫不顾
忌他人或者现实，自私自利地任性几次才算凸显个性。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浮躁骚动的社会，很多东
西都被演绎成肤浅又矫情的东西，小清新、文艺青年，曾经多么美好的词语，可如今，很多时候成了
矫情、浅薄的代名词，有些人却还引以为傲，大肆渲染、滥用。王小心的文字带给我的是完全不同的
感觉，读她的文字，仿佛徜徉在山川日月的宏大背景中，却又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其中的细腻与质朴清
幽的美丽。洛杉矶暗黄色的天际线、接地气的声音与唱歌的旅人、每一日的柴米油盐、流淌着蜜糖却
又横亘着沙漠的圣迭戈、美国梦一样的中产阶级花园洋房⋯⋯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作者用充满着热爱
与探索的思维、以极其生活化的笔触勾勒描画出来。捧卷阅读，如同在看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散乱而
又凝聚精神。时光半暖的周末下午，晒着暖暖的阳光，读着灵动的文字，竟也慢慢生出些许幸福的感
觉。从城市的记忆卡片到山水的前世今生，从旅人的暗自独白到异国的柴米油盐，这故事的主人公、
文字的讲述者带领我们进行了一次美好又漫长的旅行，走在路上的艰辛与欢乐，偶然邂逅的那些美丽
与质朴，如同亲历。原来，生活不只是在别处，旅行也不仅存在于远方，它根植在生活的深处，生活
中的每一个平常的日子，我们其实都是在旅行。下雨的街道上，抱起被雨水淋得奄奄一息的小猫的少
年；进电梯时，一个友善的微笑；清晨醒来时，窗外清脆的鸟叫声；湖边偶然捡拾到的青青莲蓬⋯⋯
每一种风景，都是一幅画，每一次稀松平常的邂逅或擦肩，也都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旅行。假如太
平洋上真的存在一座桥，人与人的相遇、人与美景的靠近会不会变得更加神奇？无论是在此处生活，
还是在别处偶遇，都应该怀着最美好的情怀、最真挚的心灵，用心感受，用力去爱，爱每一片花草树
木，爱每一次日出月落，爱每一处细微的美好。
4、认识小心之前，我先注意到了她的女儿，跟我的女儿一起跳芭蕾，在一众小孩中显得气质很特别
。三四岁的孩子没有不可爱的，我一般不以气质来形容，但这个三岁半的小姑娘， 第一眼就让人觉得
与众不同，那种恬淡中露出几分机灵，活泼中已现几分优雅的气质，甚至让我忽略了她的长相，其实
，那长长的浓眉，大大的黑眼，不管从哪个角度，都是个好看的小姑娘。认识了小姑娘的妈妈之后，
这种感觉就不奇怪了。一个美丽优雅才华横溢的妈，可不就是会打造出小小年纪就气质卓然的娃吗？
后来知道小心要出书了，书还没出，先看了她的博客，豆瓣，以及蚂蜂窝上的旅行家专栏。因为我自
己也是坚持写了好多年博客的人，文字比其他任何信息媒介更能打动我，所以，几篇博客看下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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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有座桥》

行云流水般的文字里，突然就看到了许许多多个自己，当下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姑娘，我要跟她交朋
友。当这个姑娘的书印刷上线，我第一时间当当下来，然后让回国出差的老公给带到了雨中的西雅图
，甚至比她自己拿到书的时间更早：）和小心交朋友是因为跳舞，以及每次舞蹈课后一群妈妈们的聚
会，事实上我们的语言交流并不多，交流起来也多是化妆服饰靴子，要不就是孩子孩子孩子，那些所
有女人们在一起就会叽叽喳喳热烈讨论的内容，现实中的王小心，是那个妆容精致衣袂翩翩的时尚女
子， 是那个年轻的妈妈。但是回到家里捧起书或者打开网页，在文字中，我却好像是在面对另外一个
王小心，提笔便如仗剑江湖，行文好似白衣胜雪， 比起现实中的那一位，甚至更亲切更熟悉，好像是
不知在哪里已认识过千百遍的感觉。借着感恩节的小旅行，在酒店沙发橘色落地灯下，在行驶于苍茫
喀斯喀特山脉雪林间的汽车后座上，读完了这本《太平洋上有座桥》，我看着小心笔下城市描绘出的
我所正在生活的这片土地，既熟悉，又陌生。还有那些我不曾熟悉的城市和风景，她的文字，使得一
幅幅风情画卷在我眼前展开，生动 ，又亲切。文如其人，这话不假，小心的文字就跟她本人一样，清
新里透着大气，知性中不乏活泼。能写这样文字的人很多，但是小心让我惊讶的，是她独到的视角，
哪怕只是一篇城市游记吧，她眼里笔下，总能看到风景人情之外的东西，芝加哥的建筑历史，北京城
背后那座心中的城，洛杉矶转行的十年前的好莱坞小演员，到老还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歌剧台词的罗
马人⋯⋯你或许看过许多的游记，或许厌倦了被每个人都会提起的行程/美食和风景，然而小心的游记
中没有那些，她的眼里笔下，全是她心中的城。关于视角的惊讶之外，让我又添一层佩服的，是她的
博学。是的，每一篇文章，你以为只是城市游记，只关乎山水风景，只是旅人的暗自独白和异国的柴
米油盐，可是细细品来，却有一些东西贯串了始终——从文学到历史，从金融到政治，从电影到音乐
，她都能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其实，能让人喜欢上另一个人的文字，哪管她行文如流水，哪管她文
风犀利还是温馨，最终能够打动人的，还是因为我们于别人的文字中，找到了自己，感受到了共鸣。
读小心的书，我常常忍不住掩卷沉思，陷入许多的回忆。她在《北纬30度的天气》里，关于圣迭戈的
回忆，写道，“有些事和有些人总是记得过分清楚，而有些东西靠照片都回忆不起来。可是，即使我
难以忘记的那些事和那些人，在这么大的世界/这么长的生活里，我在哪里还能遇见他们呢？” 简直
让我想要跳起来跟她击个掌，继而，又有些想哭。她写道与梵高的三次相遇，我想起在肯尼亚生活时
第一次听到Starry Night的感动，多年以后我去纽约时直扑现代艺术博物馆去看梵高的《星夜》时的欣
喜。可是，就算你不曾迷恋过梵高，难道你不曾有过多年以后突然在异域他乡老友相逢的喜悦？她写
道欧洲的火车，“火车因为慢而浪漫，因为浪漫而真实”，我好像看到那些年，华沙和布拉格之间那
无数趟夕发朝至的火车包厢里，凝望窗外东欧夜色的自己，清晨雾霭中的站台上的拥抱⋯⋯可是，就
算你不曾搭乘过欧洲的火车，难道你不曾加班后搭乘夜班公交车回家，看窗外的城市夜色四合，明明
灭灭的灯光？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文字中找到自己，又发现自己所不曾到达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在其中
感受到似曾相似的心情，有时候又体会到另外一些不一样。就这样，文字被赋予了生命，折射出的不
仅是别人的光芒，也有我们自己的，或许是尚在寻找中的一线微光。太平洋上有座桥，这桥连接起我
们年少时的故乡和如今寓居的他乡，然而，对于世界主义的我们来说，故乡和他乡又有什么分别呢？
文字也是一座桥，连接起的是一些微微共鸣的脉搏，让你我知道，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跟我们一
样，又不一样。谢谢小心。
5、我也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国内所有的省几乎走了一遍，国内多数的名山、名水也留下了不少的
足迹。同时，还去过几个国家，看过一些国外的景点。在旅游过后也喜欢记录点感受，发在微博
和QQ空间，目的和让朋友一起欣赏，也给自己留住一点回忆。我们的旅游远不如王小心的旅游。她
是在用眼、用耳、用心在旅游，从她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是一头扎进深水中的生活和旅行的经历。有
景，有人，有生活，有感想，很是耐人寻味。她对西方生活的描写，对西方人的描写又是那样的真实
、有趣，让读者对太平洋的另一头有了更多的了解。
6、Sophie是我大学同学与老友。性灵，勤笔耕，行四方，扫地僧一般，多年深藏功与名，终于被出版
社发现。她新书寄到，我文人相轻眼红了好几天，终于还是忍不住一口气读完。下面潦草书评时间。
本书是游记，不是攻略；景色与奇谈只起着辅料作用，设身处之（Living It）才是要旨。它无意讨喜所
有的旅行者；但喜欢文字、故事和“城史”的读者，却会读来尤感亲切：首先，胜在“文”，不在“
图”。文字隽永，娓娓道来，举重若轻；靠着文气与思路的连贯，就勾勒出比图像影像更立体的一座
座城市。文字的力量可以超越单纯的“还原现场”；以京都章为例（62页）：“新干线永远是熙熙攘
攘的，妹尾河童曾经在旅行素描本中细细描绘过，高木直子在一个人上东京中细细画过。鲜衣革履的
、成群结队的上班族，穿着校服的学生，打着花伞的家庭主妇，都在月台上静静排队等待列车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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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有座桥》

。去京都办事的职员就坐在我旁边，黑色的西服，毫无表情的扑克脸。”有没有想起少年时读过的某
篇散文？其次，重在“人”，不在“景”。看再多的风景，晒再多的餐厅，没有和风景中的人交谈，
没有理解他们的前世今生，那么游记就只是猎奇与谈资，游客也只是过客、顾客和食客，而已
。Sophie与很多游记作者的区别，是作品中不是“游客散记”，而是“旅居此地，与当地人相交”后
的对话。她写爽朗的丹佛青年，写上进的亚裔，写落落寡欢的库尔德籍丹麦房东太太，也写快递员、
报纸投递员和住在郊区的蚁族。每个异国人物她都用心去理解他/她的故事、悲欢喜乐、八卦轶事，然
后用朋友般的语气，温情地引述：“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住在哥本哈根城里。有一天风太大了，窗子
坏了，怎么都关不上。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落魄吧？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了我丈夫——那时我们还不认
识。他一来，刷刷两下就把我的窗子修好了。我当时就像是遇到了王子的灰姑娘⋯⋯”（哥本哈根章
，48页）——每句话都象是好友的叨叨；读完又觉得，哎，还真是挺哥本哈根啊。第三，意在“城市
与地域的性格”，不在“眼前的建筑与人群”。Sophie把每座城市都当一个人来写：它有自己的成长
史、脾性和特长，也有让人不舍的过往：芝加哥是国际范而低调的商人，西雅图是温润而浪漫的绅士
，埃文斯顿是郊区后花园隐居的精英老右派，而密尔沃基则像是哈雷摩托上的中西部铁汉。作者毫不
讳言，自己在向伟大的卡尔维诺致敬；她甚至专辟了一章“看不见的城市”给北京：“十几年前我第
一次看到的北京⋯⋯有黄色面的和二毛套车，还有城市之光超市与未拆的胡同。一个个地标性建筑被
拆除又被竖起，仿佛是橡皮泥一样被看不见的手揉捏着⋯⋯如今我们只能并肩而立，欣赏这座看不见
的城市。”（北京章）如果你走过罗马、京都、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走过那些完好如初的古城，
再回到“苟日新，日日新”的北京，就会理解为什么Sophie更怀念那座记忆里、再也看不见的古都了
。意犹未尽处：因为是多年文字汇总，有些篇章刚开了个头就匆匆收尾，可能是因为家务和学业、工
作繁忙？抛砖等拍砖。完。
7、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一个人如果胸怀坦荡、快快乐乐度过那将会是幸福、美满的一生，如果瞻前
顾后、斤斤计较那将会是痛苦、难过的一生。人要学会珍惜，珍惜生命，珍惜家庭、珍惜事业甚至你
的一切，过好每一天，每一时。人的一生有快乐也会有痛苦，记录快乐会使的生活更加快乐，忘记痛
苦才会有真正的幸福。作者的文章虽然是一些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记录的是真实，也体现了她对生活
的感慨和认知。读她的作品可以随着美妙的文字畅游世界，了解你很难了解到的东西。书中有对景点
的描述，也有对人物的描述；写景不是单纯地写景，写人也不是单纯地写人，有思想，有解。一切都
是那么的活灵活现，耐人寻味。城市在她的笔下是活的，山在她的笔下也是活的，人物的描叙就更加
不用说了，虽然没有太多的精彩文字，却更显真实。希望作者能有更多的作品。
8、书里的这些篇章，既有城市与小镇的掠影，也有很多生活细节描写。以我个人的口味，我偏爱好
“异国的柴米油盐”这一部分，因为与各个城市的白描相比，作者在美国的这一系列个人生活体验写
得更加具有人情味，也更加具有实际上的参考意义。至少于我而言，我能从中看到更多的人的本来的
生活面目，体味到新人融入当地生活的艰辛。 　　 　　但即便如此，我想如果仅仅将这本书的文章
仅仅视作是旅行家的生活感悟，即一种个体体验，也确实略有低估这些文字的价值，而作者自己也不
会同意，否则这本书的书名就不会叫《太平洋上有座桥》了。 　　 　　曾经有很多的人给我们介绍
美国。很多人小时候背诵的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后来又有看董鼎山，林达这些人的文章和书
。再后来，互联网横扫一切，读书了解美国的传统退居二线甚至岌岌可危，线上成了我们了解美国的
第一途径。除了旅行本身之外，美国电影，美剧甚至华剧成了我们了解美国人民生活的最好方式。没
去过芝加哥，至少我也看过《无耻之徒》啊，没去过纽约，《北京遇上西雅图》不一样浮光掠影的真
实么。虽然还有那么多网站在中国不存在，但毕竟我还能登陆亚马逊买东西去各种商店海淘不是么。
中国与美国的距离越来越近，太平洋不再是几千公里甚至十几个小时飞机，而是只差半个小时的《纸
牌屋》和《国土安全》。 　　 　　这种颠覆性革命当然伟大，但却未必足以取代文字的重要性。以
我有限的亲身经验看，视讯和互联网固然可以让你更深入了解一个国家，然而无论电影也好，网站也
好，他们作为一种普适性的产品形态，最主要的是不会以一种有情感的方式跟你介绍另外一个世界，
更别说具有一种独特的眼光，甚至高度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像《太平洋上有
座桥》这样的一本书，恰好能在某个水平上填补互联网话语的情感与理论欠缺。情感自不必说，都包
含在浅显明亮的文字之中，理论的深度这一点倒是需要更加称赞。这几年我实在是在微信微博上看来
太多美国梦圆美国梦碎的非此即彼，但在这里没有——无论从本书的前言也好，还是文章本身，我看
到的是一种更高段位的观察视角：太平洋两岸，多有不同，却未必那么不同，而在差异中发现共同之
处，在共同之中发掘更多的细节差异，才是一个旅行者最应该具有的眼光和情怀。王小心在书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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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说的最得我心：“我的理想生活，是拿铁配普洱，莱索托蟹肉粥配老干妈，茶酽咖啡香，世界
大同也。” 在我看来，这与钱钟书所言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可谓不谋而合，而这个，恰恰是一
个在跨文化跨国度写作中，最难能可贵的一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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