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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聞見錄》

内容概要

作者將自己在朝鮮數天的行程與見聞以豐富的圖文展現，讓人得以窺見自詡「打開強盛大國之門」的
朝鮮，這個「表演」給世人看的所謂「全世界人民都羨慕的天堂般的美麗國家」背後，其底層民眾真
實的生活狀況：封閉、貧困、饑餓⋯⋯。
不同於市面上其他有關北韓的書籍，《朝鮮聞見錄》的特別之處是：
第一，作者的身份。書名用了“朝鮮”而非“北韓”，因為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對於朝鮮的政治制度
和朝鮮人的所思所想，很能感同身受，畢竟，朝鮮的現在，跟我們過去有太多相像。很多人可能會誤
以為中國人對朝鮮都是同情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讀這本書，除獵奇之外，更多的是要看到當下中
國人對朝鮮的認知：這兩個形影不離的國家，究竟是“同志加兄弟”，還是貌合神離？也許只有中國
人心裏最清楚。
第二，作者是專業攝影師。其他書上能見到的有關朝鮮的圖片，大多是擺拍的，很大成份是遊客照片
性質。可這本書不一樣，很多是抓拍甚至偷拍的。我們都明白，朝鮮官方不希望一些不好的東西被人
見到，但偏偏這些又才是最真實的，所以本書更顯難得。
第三，作者去朝鮮時，剛好在監管最為鬆曠的一個旅行團裏，所以有更多“夾縫”可以去接近普通朝
鮮百姓。
最後，平等的視角。我們談論朝鮮，絕不只是站在道德或道理的高處俯視或一味指責，書中有反諷，
也有自嘲，中朝乃至第三方，都應當是平等的。朝方希望我們看到國家意志上光鮮激昂的一面，而現
實民眾的生活狀況又是如何？一切全憑讀者自去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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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聞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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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聞見錄》

精彩短评

1、共产专制国家从来都是恐惧和荒诞并存。最后一句倒是分外沉重：半座桥外就是始终没有走远的
中国。也许不幸中的万幸的是那碗蛋炒饭吧。之前在豆瓣上看了相册，书更详尽，就是稍微有些地方
太琐碎了
2、中国朝鲜之间都有一种1984里美化党的决策的说法。。苦难的行军隐喻大饥荒。货币改革意图消灭
中产却打击了市场的流通，造成恶性通胀.香烟的朝鲜制造和日本制造，有无手机，穿布鞋还是皮鞋，
都可以找到阶级痕迹。连外国人要去景点的路线都有所规定。几朝古都开城的居民却住得是土坯房。
不由得说朝鲜真的是最像1984的国家了。。
3、看完中东，再回到东亚⋯⋯很多偷拍的相
4、短短的旅程，所见所闻毕竟有限，但这也许已经是普通人所能见到的最多。也许未来会认识一个
在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或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的留学生？或者是我们了解的再多，也无助于改变现状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想在哪里生活。
5、從朝鮮回來後才看的,行程幾乎一樣,所看所想跟書中內容一樣,,所以對我來說充其量是本游記,何况
對于外國人,根本就看不到朝鮮的'裏面',,遠不如其他脫北者的描述更能看到朝鮮的另一麵,,所以3星,
6、那些忧伤的傻逼小农小资们
7、这几天朝鲜内部的震荡，让这本书更显出它的意义
8、带有主观性先入为主的游记写的过于琐碎，亲历朝鲜还能拍下很多珍贵照片本身就是难得的事情
，所以作者才会事无巨细的几乎把亲眼所见全都一一细写。可是写的太细难免让人读的囫囵吞枣。但
香港的书在排版装帧纸张印刷等方面真的而是舒服。作为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我而言，对于内容
不能多说啊+.+!只想说两句：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九八四”。半座桥外就是始终没有走远的中国。
9、文笔尖酸刻薄，讽刺挖苦不断，秀优越的赶脚
10、书看了一半，一个原因是等着有时间再看，另一个则是真的太好看了，可惜内地买不到，是女朋
友在香港买回来的，胡大哥是一位不偏不倚的记录者，很喜欢他的语言风格，虽然很多没有做出评论
，但是从记录中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答案，希望这个世界会有更多像他一样有思想能深度思考而不
随波的人
11、2016.1  对于一个文盲来说，这样一本个人游记选择性地帮我扫了一下盲，但它太个人太主观了，
全篇都以一个高高在上者的姿态俯视着这个更封闭的国度，行文间充斥着明嘲暗讽，太多了，多到让
人觉得刻意、生硬且不适。而且几日的旅行撑这么一本书是否太难，有些内容其实琐碎有凑字数之嫌
。
12、看不见的世界
13、作者高高在上的姿态，让人受不了。
14、因为《出塞曲 西州》中那句“你在西州，我在高昌”认得胡成。
15、四星半啦~加了些资料后和Blog里6篇的文风差很大⋯细想下大概是作者书中的价值判断过于强烈
以至Blog中对物事冷静的观察以及对个体的关怀都都被稀释了八 嗯
16、在读，完了再说说感受
17、我想说的估计会被豆娘删除，所以还是不说了。。。
18、龙些。
19、无意中在香港书展发现的一本关于朝鲜的游记。可能因为今年6月刚去过朝鲜的缘故，看起来尤为
亲切。书包装很精美，很有质感。看了一篇感觉坐着文字很风趣，里面有很多朝鲜当地实拍的照片。
图文并茂 总之，一个很严肃的国建变成了在作者的笔下颇为文艺。很不错！值得收藏了。
20、类似的书籍国内出版太少了，这本还是我托人在香港三联书店代购的。竖排繁体字看的挺不舒服
，但出于对朝鲜的浓厚兴趣，还是一气读完了～
21、謝天謝地，我們現在沒有成為朝鮮。
22、奇幻感
23、以最轻松的笔调写最沉重的专制，太喜欢了。
24、想去朝鲜
25、小资见闻录
26、这本书断断续续翻看了很久，期间也读了《朝鲜水族馆》和《我们最幸福》，后两本更多讨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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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聞見錄》

政治和个体的矛盾，这本则以半个局外人的视角，客观呈现朝鲜的地理风貌和无孔不入的政治宣传，
平缓又不乏幽默讽刺。朝鲜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作者将旅行事无巨细展现出来时，还是让我一阵
阵辛酸。
27、好的游记或闻见录，是能使其读者如临其境，如遂其游的。胡成兄这册集子，可敬而可贵地做到
了这点。其可敬，是在深知朝鲜及劳动党铁幕统治和网罗森严的前提下，不计利害，以身犯险，获取
了平凡游客最大限度可得的录音和图像资料，从而可能窥探真实的朝鲜。其可贵，则在于摄影师观察
世界的视角之外，多了一份对国家制度的思索和对人性的悲悯情怀。作者以无字版的一九八四为旅游
指南，以中国三十年的经历为参照，带领读者走近朝鲜的宏大叙事和隐秘角落，呈现一个极致国家样
貌的同时，也一触而激发对于过去与将来，他人与自身，国家与个体的关系的深入思考。
28、寒假花时间重新读了。功力很好，视角特别。很棒！经得起细读。
29、现实中的一九八四
30、作者笑点很奇怪
31、很不错的书,图片要是再多些就好了.
32、胜在事无巨细，败在事无巨细
33、读完了！无论在装帧、纸张、印刷还是字体的选择上都非常何意，更何况还是最喜欢的人文摄影
师的作品。信息量巨大，行文踏实且反讽卖萌技巧高超。嗯，学习的对象。欠书评一篇，改日补上。
34、很详尽的游记，有调侃也有些深意。//一天的行程都可以写几章，比自己去到看得还详细。希望
作者多出游记⋯⋯//最喜欢21章。//离别总让人不舍，连朝鲜这种地方都是。越来越觉得不舍的不一定
是特定的某人某物，而总会是不会再回来的那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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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聞見錄》

精彩书评

1、恐怕除了朝鲜主题公园的高层管理人员,谁也不会知道朝鲜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外人去到朝鲜,能
看到些什么?无非就是那些指定的旅游景点.仅此而已。谁也看不到真实的朝鲜。作者的这本朝鲜，特
别之处，就如同一位普通游客和一位专业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不同那样，他所捕捉的那些场景，那些细
节，我想也会出现在其他游客眼前。但却被其他游客所忽略。读任何一本书，必须考虑写作背景。如
果是写作开放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那么这本书的内容无疑是非常以便概全的，但这是朝鲜。
不是在劳动党官员监控下的朝鲜人民所说的朝鲜，也不是脱北者所说的朝鲜，这都不是真实的朝鲜。
只是一位游客看到的朝鲜，我跟着这位游客去旅行，我不指望看到真实的朝鲜，我只是想让这位观察
很仔细的摄影师游客提醒我，哪些是被我忽略掉了的。这不是一本政论书籍，作者尽可能像一位普通
出国旅行的游客那样轻松，而事实上，我知道并非如此。春天的时候我一位年长的亲戚去了趟朝鲜，
相机就被没收一次，然后格式化了所有的照片。作者最后在列车上的遭遇，也许真的很惊心呢。没有
真实的朝鲜，这只是一本普通的游记。
2、如果去了朝鲜，该看些什么，该做些什么，该谈些什么呢？在国内时，朝鲜是人人可以谈论的荒
谬国度，它的荒谬不需要任何特定的知识就能让讲者侃侃而谈，必然成为许多爱说话又爱乱说话的人
逢论必用的反例。大众传媒上的朝鲜就如九十年代的苏联一样臭名昭著，“核试验”、“脱北者”、
“集中营”、“哭送领导人”等词汇装点着我们的刻板印象，说起“朝鲜”两个字都要眉头拧成川字
型，面色都要很鄙夷一样。但当你真正走出了国，进入这个“主题公园”时，你还会如此谈论朝鲜么
？读这本书之前，我对朝鲜并没有深刻的印象，甚至说，我一点也不关心它的存在，如同一个放了的
屁一样，耀武扬威炫耀着自己的臭，但是很快就被空气稀释为无有。我也没有去过朝鲜，只不过是站
在集安口岸眺望过朝鲜的山，出人意料的是，朝鲜看起来并没有电视或网络上看起来那么耀武扬威—
—在边境，连铁丝网都不拉，不到两百米的山上，还有军绿色的卡车慢吞吞开着，一切都很平静，甚
至——我在别人的游记里面读过，有时河边还会出现洗衣服的妙龄姑娘。——虽然后来朋友告诉我那
条国境线上每隔五十米就有个地堡，只要有人踏入江水，朝鲜军人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死亡的阴影
突然就从平静的冬日色调里跳脱出来了，而这一切比脱北者惨述过去还要恐怖，因为，可见的危险，
要比不可见的危险危险得多。这才是朝鲜真正让人恐惧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关于朝鲜的读物都能转
述出这小丑一样的国家所隐藏起来的暴力，和它的直接作用。《朝鲜闻见录》与众不同之点，就在这
里。虽说胡成不会受劳动党“感召”也开始像他们量化“国际友谊”（请参见第十章 国际友谊展览馆
）那般量化所感知到的恐惧，但在他的文字和照片中，这种无型的压力，随着我翻过去页面的增加，
越来越厚重，就是在舒服安全的床上阅读的我，也无法忍受。胡成必然是痛恨劳动党与他们所打造的
社会，就算是引史论据解释劳动党的“伟大成就”读者也能觉出他对这群人模狗样的讨厌来，他并不
遮掩这点，无时无刻不在吐槽，从米饭吐槽到随处可见的紫铜领导者头像，引来不少诟病。好在，《
朝鲜闻见录》并不叫做《朝鲜录》，带有主观的闻见，必然不可能是完全公正冷静的条条细述。不过
，个人觉得也是有他机智（爱找麻烦）、爱卖萌（尖酸刻薄）的小聪明让这本书在阅读感受上增色不
少。胡叔平日写作并不爱卖萌，一张严肃脸比谁板的都好，选择用调侃和戏谑的方式调侃朝鲜也许只
有一种可能：太无聊了。也就是因为太无聊了，这个家伙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犯罪。逃跑，如何逃出监
视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写作的必要。在准备写这篇书评之前，特意翻阅了胡叔留在博客上的、兴许
是刚回来时随手写下的文字，有趣发现书里所留下的细节比博客要多得多，例如入关时怎样幸运的保
留了相机、胶卷、SD卡和录音笔等。按照常理推断，该是最初兴奋下笔时保留了最多的细节，而后慢
慢的删减。细品这些不减反增的细节，才晓得这些细节是作者在细细咀嚼回忆后觉得不可缺少的部分
，他最重要的回忆，都是关于恐惧。胡叔常年出门游荡，短短四天的朝鲜旅程不至于超出他的体力承
受范围，但这四天在他笔下是决然不同的风格。读完全本后念念不忘的还是从新义州去平遥车上的描
写，开车时整体跑动的站台和那窗外转瞬即逝的母亲和孩子，让人读的揪心，不忍翻过去，在日光下
或灯光下翻过来折过去的读来读去。而在羊角岛饭店一夜以后，论调也越来越趋于平淡，几几有些乏
味。直到结束时才“回光返照”，但那种压抑的荫翳还是在的，就算放下书也无法释怀。这并不是作
者技术不成熟所造成的，而是朝鲜这个地方真的太封闭、压抑，高压无时无刻存在，而目之所及的高
级官员过着天壤之别的生活。平凡的百姓只能看着，可能也因为总是吃不饱连怨声都发不出来。我想
，胡叔在见到成均馆里拍照新人的愉悦和在六九中学被艺术团团员牵着尴尬跳舞时爆发出的欣喜并不
是修辞上的感情表现需要，而是真的，生理需求。朝鲜之行中让人不适的不仅是神烦的领袖和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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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聞見錄》

态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一种卓绝的孤独感，如被关在真空房间中的孤独感。“我平静地站在熙熙攘攘
的平壤街头，我希望可以一直如此。希望旅行客车在哪里抛了锚，或者索性没有了汽油。不是幸灾乐
祸，我只是希望能够与平壤市民混迹在一起。”（p317）“快乐的平壤市民，面对着夕阳走来，我恍
惚感觉身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忘乎所以地直接举相机拍摄他们。他们不以为然，继续快乐地从我身边
走过⋯⋯”（p337）这些像小孩子任性一样说的话，确实是非常动人的，就像是对沉默的宣言，更像
是一场不尖锐的反抗。我也在集安见过胡叔书中描写的那种穿着蓝色浅口布鞋的朝鲜女人，双手紧张
地放在双腿上，单眼皮的眼睛中流露出谨小慎微，微薄的双唇抿着，一副害怕犯错的样子。我在集安
，还见过开往南浦的火车，只有一节车厢，一个火车头。抬头时，我见到如鬼魂般戴着宽沿帽子的军
人，与车厢中面色蜡黄且沉默的一家。如今在《朝鲜闻见录》里，我似乎又看见了他们的眼睛，对我
无声的述说。最后，我郑重推荐这本书，并不是因为它讲了朝鲜，而是因为一个叫做胡成的微胖男人
背着相机，自己去了一趟朝鲜，他还有一些故事，一些他在朝鲜发生的故事。P.S书虽然印刷质量相当
之好，纸质优良让每一张胶片看起来心潮澎湃，字体、排版都能成为范例作品，良苦用心，值得赞赏
，但是！尼玛能不能在做校对的时候认真一点啊！“共和国宪章”写成奇奇怪怪的“共和党宪章”我
就不说什么了，但是“集安”写成“吉安”是不是有点糟糕了！吉安可是在江西啊！才不要在我国大
南方还要和表脸的朝鲜接壤呢！
3、作者是位很棒的摄影师和旅行家，我尤其佩服他在资料研究和实地探查两方面都能身体力行，下
大功夫。这份朝鲜见闻早先已拜读过网上的版本，照片也看了不少，非常喜欢其中捕捉的市民风貌（
比如这一张，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487598343/）。于我而言，这些照片透露出这样一
种信息，即使是在极权体制的重重威压之下，女孩爱美之类的天性依旧见缝插针地生长着。我希望此
类天性会是解除威压、把社会引回正规的动力。纸质书到手以后，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不过感觉却
和当时读网上的版本不大相同，于是决定和网上的版本对照一下，看看差异出在哪里。大概是出于出
版方的要求，网上的游记几乎都不见了，只有博客上有一篇漏删的章节。拿这一章和书中相应部分做
了对比，看出作者写书时扩充了许多的内容，涉及对细节的补充、对背景的介绍和对事物的评价。感
受差异，就出在评价上。两种版本的纪行里，作者都抱有很鲜明的立场。不过网上版本受篇幅和所限
，并未把重点放在所感，而是优先纪录了所见和所闻。在书上版本中，大概是因为恨意难平且有了充
足的篇幅和时间，作者加入了连篇累牍的冷嘲热讽，甚至不惜重复使用讽刺桥段（比如人民币替换了
人民志愿军），或是启用上帝视角描绘第三方心理活动（比如把朝鲜旅客的目的地比附为理想国）。
然而，好的作品是促进人思考的，不是代替人思考的。就书中见闻而言，事实具在，中国人因为文化
和经历的相近，要理解其表象下的实质、台词下的潜台词更是相对容易。这样说来，正常的读者都可
以做出对见闻的价值判断。某些时候作者跟读者一块骂骂当然可以，但读者恐怕真用不着作者每时每
刻在旁边提醒着，瞧，多虚伪，瞧，真混蛋。简言之，过犹不及。虽然有上述的写法问题，本书自有
其价值。不过我另有”不推荐“的理由如下：要通过书中给出的信息定位旅游团的具体日期只是片刻
功夫，因此旅游团的导游们相当于实名出镜。那么，他们受贿和渎职的罪行也等于昭告天下。如果此
书未入朝鲜内务部的眼睛，也算了。如果入了，恐怕导游们轻则丢官，重则下狱。万一本书大卖，那
就更不敢想象要株连多少人了。虽然朝鲜并不缺少苦难，但我们对朝鲜的兴趣，是否值得建立在新的
苦难（哪怕是针对劳动党党员的）之上呢？我以为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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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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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党宪法
似为共和国宪法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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