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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中国》

内容概要

作者Colin T.Flahive（范小林）通过记述在中国的见闻、在云南的生活及那些在萨尔瓦多咖啡馆工作的
来自乡村的女孩子们，生动描绘了一幅中国乡城移民的进程图。咖啡馆的员工是先后从云南农村走出
来的50多名年轻女子。她们从没喝过咖啡，也不知道如何准备西餐，但她们还是走出了乡村，开始学
习这一切，当然，新一代的城乡移民们在故乡和城市之间也不免陷入了种种挣扎。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利，不料咖啡馆缺遭到了炸弹袭击。这件事，成为作者工作、生活的转折点，他
开始与合伙人一起出发去云南的乡村探索，见到了员工们的家，见到了她们的家人。
在乡村，他们发现了一个被中国城镇快速现代化进程远远甩在身后的另一个世界。村民们很大程度上
是独立的：自己种植作物，养殖牲畜，就连教育和卫生保健，也几乎全靠自己——他们的生活状况常
常被忽略，甚至都不在中国现在与未来的经济、文化、政治话题之内。
作者Colin T.Flahive（范小林）与云南年轻的乡村女子们共事超过10年，这样的经历赋予了他独特的发
言权。透过他的文字，我们能更加理性地审视在农村人口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所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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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中国》

作者简介

Colin T.Flahive（范小林），1977年8月3日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大学时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
是中国历史和哲学，于是停学一年去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背包旅行。
2002年他移居中国，和朋友在云南大理及昆明相继开办了萨尔瓦多咖啡馆，成为昆明本地人和外国人
最喜爱的知名餐厅。
目前作者和中国妻子居住在昆明，除了写作之外，他还在昆明经营着多个企业和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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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中国》

书籍目录

01 来自农村
目前中国农村向城市移民达到史上最多。有人可能会说：在当今全球大环境下，美国梦已经死了，但
是在中国千千万万人中，却仍然存活着类似的梦。
02 鲨鱼和玛格丽特
我爱在中国冒险旅行，但有无数次我希望能有瞬间移动的机器把自己送走。在中国旅行给我带来许多
意料不到的新挑战。
03 中国筑起了大坝
城市不断增长，农村逐渐消失。中国的变迁是如此之快，待到这移民结束时，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中国
将变成古老的历史。所以，我若是想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亲眼看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04 东行
我越是琢磨在一座山中寺庙生活的想法，就越觉得开心。这起车祸成了临门一脚。于是在2001年12月
，我辞了工作，把保险支票兑成现金，收拾行李搬到了中国。
05 新家
中国在现代化征途中，很少有地方能保存一些历史，大理却是其中之一。我在附近山上的无为寺花了
三个月时间练习武术，受伤后遇见了Kris。鸟吧成了我们的新家，大理则是我们的未来。
06 着手做生意
2003年10月，我们完成施工，成了一个全新咖啡店的幸福主人。从租房到装修我们得到了很多教训，
我想这样的事对许多初次经商的人来说是成人礼。
07 新伙伴
咖啡文化在中国刚刚起步，很快萨尔瓦多咖啡馆在大理就很有名气了。每天都会有客人问起：“你们
为什么不在昆明也开一家？”嗯，真是个好主意。
08 剿杀蟑螂
走进昆明那家76平米的韩国餐馆两周后，我们决定签下四年的租约，继而对店主遗留下的蟑螂发起了
一场恶战。装修时Kris接到一通电话：我们被大理的房东欺骗了，我们失去了萨尔瓦多！
09 合作愉快
“关系”文化，是一种基于互惠原则而产生的联络。多亏我们的日本籍合伙人尚子，她一路用甜言蜜
语排除了所有的障碍，我们四人终于成为一个合法小型外资企业的企业主。
10 冰淇淋外交
我们把一切都投入了昆明萨尔瓦多。如果说骑士精神已经不复存在，那么秦辉尽了全力使其在昆明复
活。当仅凭友情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他用我们的自制冰激凌扫除了更艰险的官僚障碍。
11 养鸭和艺术
钱是农民们放弃农田的原因之一，但对许多人来讲这是一个机会。城市生活为那些根本没有个人自由
的人们打开了一扇门。阿玲就是其中之一。
12 萨尔瓦多“共和国”
在昆明开业第一年，咖啡馆的业绩提高到大理的五倍。员工人数增加到12个。她们全都来自农村，以
前甚至不知咖啡为何物。在萨尔瓦多，我们推崇家庭式的运营方法并以此自豪。
13 乘风破浪
开业两年后我们赚回了最初的投资，开始真正地盈利。中国对我而言不仅是商业宝地，在这里我们可
以跨上摩托车向着任何方向开始一段新的探险，几乎不需要担心安全问题。
14 不速之客
我穿过浓烟直冲到输气管道那里关掉了阀门，厨房里的员工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把我的注意力拉到
地面上残留的尸体上。我不敢相信，人肉炸弹自杀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店里。
15 损失控制
爆炸发生两天后，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到被查封的萨尔瓦多门口时，看到门上贴着标语“我们支持你
”“加油”。只是小小的示意，却表明这个社区在身后支持着我们，或许前方还有路，萨尔瓦多还能
存活下去。
16 还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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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中国》

爆炸发生六天后，警察终于完成调查，让我们回到了饭店。那里乱七八糟让人作呕，我们决定毁弃一
切。萨尔瓦多再次变成一张白纸，我们有了一次重写的机会。
17 阴魂不散
爆炸发生后的第一年，我每晚都在黑暗的幻觉中折磨着自己。我会从睡梦中惊醒，以为马上就会发生
地震。我的灵魂与肉体断开了联系，正在漫无目的地游荡，我只能试着去把它找回来。
18 到乡下去
在邦东拜访了数位员工的家人后，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参与到村庄一些公益事业中去。“农村进步计划
”由此形成，萨尔瓦多盈利的一部分将被用在促进云南乡村的可持续医疗健康系统以及教育项目上。
19 美国梦
“我需要你们帮我在美国找人领养我的女儿。”我被这请求震惊了，同时感到深深的哀伤。吴先生和
夫人都是教师，住在云南乡下的他们知道，村里的学生很少有机会受到更高的教育。
20 新方向
我乘飞机到临沧与当地卫生部门和财政部门的领导会面，向他们提议开展一个为期六天的培训。政府
部门同意斥资将近100万人民币，支付除乡村医生的交通食宿费用之外的所有材料费用。
21 分分合合
我和阿玲在一起生活六年之后，终于在2011年7月结婚了。之前几年，她与母亲的关系变得无比亲密，
对父亲的厌恶也越来越强烈。欠下一堆赌债后，她父亲从商店买了一瓶农药喝下去，经过四天的煎熬
，他去世了。
22 犯罪现场
李彦死后的第四年，我们开着车去宣威探访他的故乡。我希望这次宣威之行能够解释造成了他这样的
人生的原因，是什么让他如此仇视这个世界，以至于要大肆破坏它。
23 烘焙艺术
17岁的李萍在萨尔瓦多工作了仅仅八个月的时候，我们得知她的肾脏在不断衰竭。阿丽尽了最大努力
去劝说李萍的父母带她去医院，但得到的回复是他们已经“放弃了”——女儿仍有存活的希望，但他
们却决定让她死在家里。
24 土包子
“土包子”是城里人用来贬低从乡下移民到城市的农村人的侮辱性词语，然而秦辉说这个词的时候很
愉快。他也是农村家庭的孩子，他搬到昆明来是为了寻找农田提供不了的东西。
25 连根拔起
不管你身在什么阶级，美国梦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可及的——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长大的。是中国为我
们敞开了创业的大门，而随着临沧分店的成立，这扇门也向我们的员工敞开了。
26 纵身一跃
我们教了萨尔瓦多的女孩们一些经商经验和大城市生活要领，她们则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另一面。我
们一起经历了成长，曾经让我们彼此不同的文化差异如今也已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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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作者真实地反映了云南农村的一些情况，读的时候既为
作者着急，又对这种现状感到无奈。
2、这本书里有些地方读来令人震惊，因为它真实存在。书中的事物，无论是咖啡馆，爆炸案，还是
作者的创业产品达利棒，都是真实存在的，也是作为读者能去体验的(比如网购一些尝尝)。
换种角度来看，这可能是打广告的最高境界了吧
3、这本书真的很棒！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讲述了他在中国遇到的种种，很生活化，很真实。有点想
去云南，去昆明，去他们的咖啡馆――萨尔瓦多了。
4、在书中，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对于孩子的爱――寻找美国家庭收养自己的孩子。看到这心里很不是
滋味，让我想起了上大学的时候看的一个关于西藏的纪录片，那里落后，贫穷，仍然是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女子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不过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平等自由民主。
5、没事读读还是不错的，能看见飞速奔跑的的中国，也能看见被抛在身后的灵魂
6、当我读到作者的“农村进步计划”时，我都有些热血沸腾！农村孩子，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孩子，
总是早早就背负起了家庭的重担，让人心疼，为范小林点赞！
7、几个莫名其妙的外国人居然默默的对我的家乡做了那么多贡献，有幸吃过临沧的萨尔瓦多分店，
菜色令人印象深刻，在不了解背后的故事的情况下，第一次吃就爱上了这家店，菜色是 傣味+墨西哥
菜，非常符合本地人的口味。农村的医疗条件真的令人堪忧，就这两年，在临沧市医院的付款窗口就
遇上过，乡下的农妇，在付钱的时候掏出了她全部带在身上的钱，几百元参杂着很多零钱，这些钱甚
至包括了她本来用于回家的几十元路费。昆明的城管极端暴力，亲眼见过好几次非常可怕的场面，新
闻，帖子里更是见到过⋯⋯，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变化，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光顾一下昆明文化巷的
萨尔瓦多。btw.这只是一本好看的故事书，千万不要太在意劣质的翻译，最后几页明显可以感觉到译
者在赶工⋯⋯
8、我来中国是因为我不想要平淡无奇的生活。
9、惊喜，几个外国人在中国开餐厅，以女服务员为点向民间去推行医疗帮助，平凡的高尚。
10、读完这本书，打心底敬佩这些云南姑娘，从不会到精通，她们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了农村，走向
大都市，真棒！
11、「我」想要逃离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憧憬古朴乡村的自然与简单，而「萨尔瓦多」姑娘们心中的
想法却恰恰相反。时下来说，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只剩下为一些异文化者所执着追求，赵国人早已背离
了自己的历史和土地。很佩服洋人身上那一股子「疯劲」，背后所反映的就是自信、无畏及健全的人
格。任重道远。
12、正如作者所说，她们（咖啡店的员工）看起来在追求我抛弃了的生活，而我追求的则是她们所抛
弃的。乡村的人羡慕大城市的高收入，而在城市的人则向往田园般悠闲的生活。人本身，就是个矛盾
体啊。
13、实在抱歉没能完全的读完就给了三颗星，虽然文字不错，但是实在浅显，不是我的读点啊，
14、最大特点就是比较接地气，虽然是流水账，但是还是很有意思，值得推荐。
15、文笔和思考大约只是博客水准，但相比之下何伟始终是一个观察者，而作者却是实实在在地生活
在中国。
16、相较而言，何伟对于中国国情更熟稔，作品更有深度，但作者选择在中国生活、为贫困地区做善
事的行为让人敬佩
17、以前，对云南的了解只有孔雀舞和毒枭；后来通过大冰知道了丽江，认识了大冰的小屋；通过这
本书，我了解了云南十年间的变化。云南这个城市，在我的脑海中也逐渐丰满。
18、很写实，当看到他们被房东骗，被迫离开丽江的咖啡店时，心中充满了愤懑；但当我读到他们的
店在昆明的业绩是丽江的五倍时，又无比庆幸。真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啊。
19、由外国人在中国反而更容易做些疯狂的事儿吧，也是观念在作祟。能在中国玩得那么爽也是祝福
了。徒步的生涯，成功的创业，异国的交流，都是幸福的个人生活的样式。
20、这本书有毒，让人一读就停不下来！现在已经是半夜12点了，我居然还在读书，我都要被自己感
动了，都怪书太好看了！
21、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都有个“美国梦”，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走进中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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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中国梦”。一个外国人笔下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我很是好奇，这本书帮我解答了这一疑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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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寻梦中国》的笔记-城镇化——当代的“大跃进”

            爷爷奶奶家坐落在一个僻静的小山村，小时候每逢暑假回去的时候，总是一片人来人往、鸡犬
相闻的热闹景象；如今偶尔回去，在村子里行走很久，也难碰到几个行人。偶尔在门前会看到有老人
独自一个人坐着晒太阳，一坐就是大半天，十几年前和他们在这片热闹的土地上一起生活劳作的男女
老少们，年纪相仿的已逐渐老去，年轻的也早已离开村庄，投奔城镇化的怀抱。望着逐渐走向生命尽
头的孤独的老人，想想以前的热闹祥和，心里很不是滋味。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而土地产量低、生产技术落后、无规模化、区域化经营等弊端，让经
营了几千年的农业永远处于量大利薄的状态。加之在城镇化的冲击下，年轻一代逃离土地已成必然。
    逃离土地为趋利本性使然，并无可厚非，而年轻一代们逃离农村，对其自身、对于社会的意义到底
有多大，仍值得商榷。在农田上建住宅、建工厂未必是发展；而由地头耕作的农民变成城乡结合部的
杀马特也未必就是进步。当下的城镇化更像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各地争先恐后地完成城镇化率的指
标，盲目地城镇化对环境加剧了破坏，而对扎根土地、世代为农民的老一代人，抑或被迫由农村关进
城市的单元楼，抑或被遗忘在无人居住的农村；与年轻人不同，强制的城镇化对雨他们，是价值观的
冲击，是生活习惯的彻底颠覆。而对于抛下老人投身城镇的年轻人们，若非有极好的机会，大都也做
着些搬砖、洗碗、文字录入的工作，相比之前田间地头的劳作是来钱更快，但若要借此改变自身的命
运或是为家乡做出改变，还远远不够。
    简言之，中国的城镇化缺少规划是计划经济下集体决策的产物、缺少因地制宜的创新及以人为本的
考量；城镇化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年轻一代的收入，但改善空间毕竟有限，并未形成良性的循环，甚
至还要以老一辈人牺牲陪伴活着妥协生活方式为代价。
    理想的出路：因地制宜，避免千篇一律地盲目城镇化。解决农业价值低的方法并非只有“毁田建楼
”一种方法，高科技耕作技术的引进、科学化的管理、规模化经营都可以提高农业价值，加之如今社
会对于有机食品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传统农业仍然是一片蓝海。在这一点上，荷兰的农业很具有参
考和借鉴价值。其次，普及义务教育及高等教育，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在现有的体制下，接受大学教
育仍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改变自身命运、甚至改变社会的方式。去城镇打工也许可以获得比土地劳作
较高的收益，而这种增长并不具有持续性，并且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年代，无法通过教育不断完善能
力也必将被淘汰，工业4.0的浪潮下，城镇的工人、文员贬值的速度或许会比当初地头的农民更快。唯
有通过高等教育，然后再反哺农村，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
    真希望又一天再次踏上当年的田间地头，看到的不再是冒着黑烟的厂房与钢筋水泥的大楼，而是久
违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农民不再是低收入、低社会地位的代名词，而是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创新者
、实践者。这里不再有留守儿童，不再有空巢老人，这里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其乐融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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