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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在路上》

内容概要

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厌倦反复的日常生活，希望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即便那个世界可能危机深藏。如
果科技将现实生活的悬念取消，那么就去旅行，到那些科技无法触及的世界，继续斑斓明丽着。这个
道理，许多人都明白。所以《大话西游》的英文叫做A Chinese Odyssey，“中国奥德赛”。一切传奇
都发生在路上——在我们无法证伪的那些，传奇的路上。
《传奇在路上——除了金合欢、干酪锅、香料、向海洋鞠躬的城市、穹顶、酒浆、大蒜、四季的云层
，我们什么也没见过 》，张佳玮的私人旅行书，打开一种“在现场”的读书方式。像一尾沉入水里的
鱼，让旅行中那些可以诉诸声色的体验感受涌来，如水流般变幻姿形、光影离合，包裹在读者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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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佳玮，自由撰稿人，现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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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巴黎的夏天
巴黎的冬天
19世纪的巴黎
文艺青年的巴黎
香榭丽舍
里斯本与波尔图
诺曼底和布列塔尼
普罗旺斯，大蒜的味道
格拉斯的香水
巴塞罗那，海洋的城
塞维利亚四月书
龙达，私奔之地
佛罗伦萨的历程
罗马，伟大城市的豁免权
威尼斯的颜色
希腊，痛苦与幸福
话说阿姆斯特丹
瑞士与干酪锅
传奇都在路上
旅行与艳遇的幻觉
全世界的他乡游子
跑步时，何时会情不自禁笑出来
被编造出来的“欧洲贵族式奢华”
一切实用的贵族教育都是骗人的
舌尖上的日本史
印度人不吃咖喱粉
各地大师的吃法
世界上有多少种早饭的吃法
看过大海与天涯，才懂得珍惜沙发与小龙虾
一场旅行的开始与结束
所谓命运，都是早已安排好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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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张公子的文字有细节，画面感强
2、光是吃的就有这么多种，生活的可能性更是多样啊。又何必设想未来50年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当下。
3、还可以，可以很轻松地读完，其中有些句子还是很值得细细品的。
4、必须给差评。80页的内容，撑到270页，页面一半空着，留给人写脏话吗？
5、总之很快看完
6、因为豆瓣首页的推荐而买下 关于游记部分真是尴尬 看完其实并没有感觉到那个地方到底有些什么
景色值不值得去一去 出彩的反而是后面的几章随笔 所以呀 不如直接改名叫传奇在美食算了
7、2016.11.1
8、关于旅行的书，但其实是关于读书的书。看张佳玮写路上的故事，起承转合，很有意思。最爱的
一篇是关于巴黎，关于香榭丽舍大街，路还是那条路，但他把路和上下百年间的故事串起来，成就了
五彩斑斓的一道菜，看完此书，羡慕他的人生经历，也许就如他所说，看过大海与天涯，才懂得珍惜
沙发与小龙虾；所谓命运，都是早已安排好的化学反应。
9、每走一个地方抒发自己的感想，旅行便是如此。
10、张公子这本没走心
11、张公子的书字越来越少了。傅真的那本都快顶三本了。
12、有些地方，只有去过了，往后在读文字时才会唤起回忆。否则，挺难代入。
13、毕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和张公子有很多相同的兴趣，所以也就觉得亲切许多
14、文笔好
15、适合心情清澈的时候边神游便读。
16、以前古人一出门就碰上妖怪，西人大步迈出就见着美少女和骑士，风流浪荡流传下来直让人惊呆
了多少。可如今见不到妖怪和风流了，这是为什么呢。如今现在不是探险的辉煌时代，也不是鬼魅横
行的幽暗世界，而我们自以为是太了解世界了。旅行必有故事不然不精彩，探索必有照片否则没意思
。
17、还是张公子的调调
18、读完后甚是失望，只能说宣传做的太好，言过其实了，虽说文采不错，但通篇也只是浅显的介绍
作者所到之处的建筑风貌，当地美食，略带些历史描述，并无值得玩味的地方，读来如白开水，平淡
无奇，乏味可沉，毫无亮点可言，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罢了，不太推荐。
19、#所谓命运，都是早已安排好的化学反应
20、夜读于南京大众书局。当天才读过《浮生六记》，译者是本书作者，译文糟糕，但引言文风轻快
，由此关注。晚上去另一间书店，书架上就看到这本书，也是缘分。闲适的小散文，行文和信息量还
不错。
21、切忌一口气翻完啊
22、三星半，以为是旅行书，怎么到了后面开始讲吃啦。。。
23、像是把张公子的日记整理成册出版了，文字没有问题，总觉得编辑需要再努力！
24、生活就是一场美好的、关于各人潜伏念想的化学反应。而不是加减乘除。
25、我是很喜欢关于“在路上”题材的作品的，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然而本书应该叫《在路上之
吃货的国外旅游指南》，传奇两字是不是言重了。另外25页提建议的贵族世家夏托·勒诺和26页惊呼
的贵族世家沙托·勒诺应该是同一个人吧...这音译前后不一样强迫症患者表示心累。还有啊，这书里
的照片排版是什么鬼？
26、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信陵张公子的新书。前半部分具体写景的部分真心有一点无聊，自传奇在路
上文章之后，便开始抖亮点。原来书里在美丽的巴黎，里斯本等等美景，都不如张公子信手拈来的文
章美。强力推荐。
27、写得很有味道
28、感觉80%都在讲“吃”，奈何我对“吃”的兴趣真没多大，于是，印象最深的还是：《跑步时，
何时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开头第二段、《一切旅行的开始与结束》的最后一段，以及，最后一篇的
这段话——“有一种简单的数字计算方式：生活如果简化而言，那么，人除了睡觉，其他时间，总得
做点事获取资源（比如工作），以便支持自己活着，在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来让生活好玩；如果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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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这件事，自己不喜欢，那人生多少会不太高兴；如果选择了一种自己喜欢的事来获取资源，哪怕
效率低一些，但因为爱，因为热情，你会觉得生活好玩一些。以及：还能少一些拖延症呢。因为，如
上所述，爱和热情能爆发出一些奇妙的结果，未必是数字能衡量的。”
29、的确没多少人知道，以后若是去欧洲游玩，可以带上它做攻略和向导了
30、感觉是不太时髦的文笔⋯
31、还行吧
32、看的时候觉得挺精彩，为何看完全然不记得内容了？
33、专栏型文章里看到一字不改的重复段落真心无奈，但张公子才气毋庸置疑。
34、金庸原来是海宁袁花的啊⋯
有文化是很有趣的事
35、开始以为不过简单的游记，看到后面才发现也是有点儿内涵的
36、个人觉得这本还不错的，大概西班牙那几篇特别写到心坎里，巴塞罗那真的还可以去好多次呢~~
37、4.0 行走在文字与光影声色之间。有几篇之前在另一本书里读过 重读一遍还是很好吃！（喂！
38、想自由
39、涨工资为了铺梗于是凑了本书。
40、各国热腾腾的美食中。
41、3.5 
42、旅行写着写着就成美食记，吃喝玩乐吃喝当先嘛。同名篇，以及后面的随笔，认同态度——活在
美好每一天，胜过幻想远方。
43、作者的游记，也有点像作者的日记，后面家乡的小吃让我更加怀念家乡。
44、去旅行吧，颠覆下自己对世界狭隘的认知
45、文风总是让我想起中学时代的语文教科书中的文章，但这次并不觉得那么呆板，反而多了几分轻
快。不像一般的旅游书籍让人看了就很向往，这本书读上去只有一种吃瓜群众阅后即忘的厕所读物之
感
46、已经记不清何时接触到这位“张公子”的了，兴许是在虎扑的论坛？或是朋友圈的转发中？抑或
是豆瓣的频频热推？如其所言，张公子没有真正意义上过班，而这本《传奇在路上》所描述的生活又
是和自己的生活相隔甚远，但是这不妨碍于从此书中读出张公子的经历见闻颇丰富以及对待生活的那
份热情，寻常如我，读小说的时候，自然为其情节所倾倒，而那些更加细致的描写自然匆匆而过，而
张公子不同，金庸古龙各大家之小说，对于菜的描写，他都十分注意，并且将其与古今中外的各大家
相并而论，横向比较，这在平时不细心，不有心，怎么会办得到呢？
47、总而言之是本我很喜欢的小书，一场感官与想象的愉悦，有美食，有远方，还有故事。看完直接
种草西班牙。
48、从NBA球评开始关注作者，算是国内年轻作家中为数不多能够让我掏钱买实体书的。书写的确实
好，知识面广，文字风趣，常常一本新书到手，不一口气读完是绝不肯罢休的。这本新作最妙的就是
它不是一本系统性的完整作品，所以如果想要读的懂，读的妙，要么你自己也有可与作者媲美的知识
储备，要么按图索骥，从文中挖出线索展开延伸阅读#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那一点小心思和小趣味#
49、我还蛮喜欢读各种游记。讲真，相比张嘉佳，我还是更喜欢张佳玮。
50、多些可能性。（不好看，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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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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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传奇在路上》的笔记-第131页

        荷兰这片土地，本就是从海里抢出来的，淡水珍贵，近于黄金；净化淡水，更是费时费力。所以
阿姆斯特丹人宁可喝酒：酒精杀菌，比起泛着海水味的普通水来，还干净许多呢。
当然法国人的嘲笑方式是：荷兰人没啥吃的，不喝醉了麻木着，真是饭也吃不下去。

2、《传奇在路上》的笔记-第130页

        19世纪的法国宗师丹纳，嘲弄北方人——包括荷兰人和比利时人——每日醉醺醺，赞美古希腊人
每日喝得也很多，然而只喝水。往前推两百年，法国人会说荷兰人过分到此地步：日常所饮，啤酒多
而水少，甚至于清洗街道，也用啤酒，真是酒神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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