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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

内容概要

《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不一样的精彩故事带给你。这是一本貌似游记的读物！虽然，里面也有风土
人情，也有旅途观感。我想，两个作者开始写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其实写的不是游记，而是一种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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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

作者简介

于苗，北京人。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毕业，经济（传媒方向）学士学位。2001年赴美国科罗拉多大
学留学，攻读传媒与交流（Communication)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6岁起，在老师家长的严加呵斥下
写日记，14岁日记结集成书，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定名为《做个小孩不容易》。中学时，怀瑞北
京中学生通讯社记者证，每天风风火火，一边应付沉重的课业，一边忙碌着采访写稿，顶着比同龄人
更大的压力，却享受着同龄人体味不到的快乐。大学时，两任学生会宣传部长，主编院刊院报，从选
题策划到编排校对，寒暑交替，未有懈怠。几年来，在各大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五十余篇，作品两次被
收录进《中国大学生年度最佳散文选》。21岁背起行囊赴美求学。却最终落下了“浪迹天涯的梦想，
当然这也和那个宗发绿眼，中文名叫小德的美国人有关，从此，带着不一样的眼光行走，发现生活其
实有多种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最大限度去经历，惟有这样，生命才会多姿多彩。
    David Youkey,美国人，在这本书里他的名字叫小德。小德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士，喜欢马克
思，尼采和东方哲学，曾在美国，中国，蒙古、尼泊尔四个国家的七所大学教过书，和古希腊及古老
的东方哲学家一样，他喜欢旅行，梦想做一个个云游四广播哲学家。小德说：“钱是用来买有趣的经
历的，我不需要豪华的住宅和高档的衣裳，因迷些并不能带给我更丰富的经历。”他攀岩，玩皮划艇
，去尼泊尔街步登山，开着和爷爷在自家的车库里造的飞机环游美国，对于小德而言，一个人如果没
有多姿多彩的经历，就等于白活了一回，因为经历着，才是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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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

书籍目录

前言 有言在先A一、从美国来的“游牧哲学家” 二、我们的哲学老师 B 三、到美国去留学 四、驶向东
海岸 五、在鳕岛的日子 六、到西部走走 C 尼泊尔 一、初到尼泊尔 二、在贵族学校的日子 三、毛比的
学生 四、神奇诡异的山麓小国 五、说不清的尼泣尔 六、恋恋帕坦 七、包办的婚姻 八、走出小国的吉
他手 九、不看山等于没有到过尼泊尔 十、提哈节快乐 十一、巴格塔普之旅 再见，加德满都！后记 相
逢自是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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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

章节摘录

插图

Page 5



《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

编辑推荐

《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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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

精彩短评

1、作者以流畅的文笔把我们带上那一段段新奇刺激有趣的旅程。中间伴随的与哲学家小德共处的点
滴既有文化的对立亦有情感的温馨。摒弃了华丽的修辞与矫情，作者简单朴实地把放飞思想的心路历
程轻松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却从深处诱惑了我们这些被传统教育及日常琐事禁锢的灵魂，不由得让我
想起一句歌词：“你自由的方式，像一个游牧民族⋯⋯”
2、虽然文笔一般图片一般，隐隐透过文字还能闻到一股子富二代气息，但写起美国的书总给人感觉
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态度。其实没有什么包袱什么现实的束缚，还是看自己洒不洒脱。十几年养成了循
规蹈矩瞻前顾后的生活，我怕等到“以后赚了钱”也没有勇气放下一切去走走了。
3、感受一个同龄女孩子不一样的异国生活，在忙碌中调适一下自己的心情，很轻松好看的书 ^_^
4、　　这本书我2005年初拿到手，翻开扉页，能看到作者于苗写给我的文字，清秀的小字，旁边画着
一个梳着娃娃头的女孩头像。于苗的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笑脸开朗灿烂，就像一股甘甜的
清泉轻快地流淌而来。第二次读者本书，依然津津有味。这本书记录了于苗跟着她的哲学老师游历美
国和尼泊尔的心情随笔。她崇尚自然、乐于冒险，既能够发现丹佛安逸平静生活中的乐趣小事，也能
够跑到珠穆朗玛忍受着剧烈的高原反应尽情享受大山的静谧和美丽，又能够顶着局势动荡反政府组织
的炮火悠闲自得地享受游逛在加德满都街头的刺激。这一切，都让我艳羡而又望而却步。
5、从中美两人眼中展示旅行的乐趣
6、如果你不相信，或者觉得他们是纯粹的傻帽，那么请忽略这本书
    这个评论很有意思
7、部分记录着我的大学时光～
8、　　一个中国小女孩
　　一个美国男人
　　他们一直在路上
　　轻轻松松地看书
　　无意间就了解到了点什么
　　
　　其实我很好奇
　　他们日久生情了没？
　　sorry啦，我太八了
　　额。。。。
9、一本很特别的书，旅途中每一个故事，两个作者各写一篇。但因为两个人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
件事的看法也各有侧重，所以读起来并不觉得重复。
10、羡慕嫉妒恨。
11、　　如果你期待一本充满大幅精美照片和小资文字的fashion travel book，那么请忽略这本书。
　　
　　《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旅途中每一个故事，两个作者各写一篇。但因
为两个人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也各有侧重，所以读起来并不觉得重复。
　　
　　小德，“游牧哲学家”，是一个美国乡村长大的哲学老师，独立，多才多艺，喜欢冒险，不修边
幅。
　　
　　于苗，北京女孩，比国内的同龄人有更多的探索精神。
　　
　　书中的旅行主要涉及两个国家：美国和尼泊尔。我更喜欢第一部分。它与其说是一本游记，不如
说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案例读本，尤其是小德的部分。他的成长经历，教育经历，他身边发生的人和
事，让于苗，以及其他在典型中国式教育环境下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都受到不小的“冲击”。
　　
　　打个比方就是，小德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历练，可以让他直接去参加“幸存者”挑战。而我们，流
落荒岛基本就没有生存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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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

　　
　　你是否相信，有人会因为热爱梭罗倡导的简单生活，而在整个大学时期，睡在私人小车的后备箱
里？
　　
　　你是否相信，有人会在快餐店炸薯条赚取读博的学费，在毕业之后，他回到快餐店，继续炸薯条
？
　　
　　如果你不相信，或者觉得他们是纯粹的傻帽，那么请忽略这本书。
12、哈，这也能找到
13、　　看完这本书，第一次从书中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感觉美国不但是金钱的国度，还
是一个精神及其自由丰富的国度。原来生活也可以是这样，是啊，在中国，你是否觉得一个人是硕士
，还同时做着建筑工，或者在快餐店做兼职去考博士⋯⋯等等，是很特别的，与正常的教育不合拍，
可是在美国人的生活里这就是很正常的一部分，学习没有什么定式，任何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途径去
大学里再求知，不分年龄，地点，身份，及初衷，哪怕只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对比下，觉得中
国的教育制度，已经和学习求知的本质背道而驰了。
14、表被“哲学家”这几个字吓着！小德~~
15、　　这本书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你看 一个哲学博士的理想生活是 一个礼拜有几天和学生探讨哲学问题 然后可以在山中劈柴
　　这是很少中国人会同意的
　　我在这并不是批判美国怎么怎么好中国思维怎么怎么不行
　　只是想说
　　一种文化背景熏陶了一代人吧
　　我们不可能在小时候去送报纸卖牛奶赚钱
　　我们不可能有那么丰富的经历
　　但是现在在我看来
　　那种生活是我想要的
　　
　　去海边帮别人做点事修修房子
　　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
　　累了不想做了
　　去海边游泳 开几百公里去陌生的城市走走
　　在湖边大帐篷 顺便来个刺激的和大自然小动物亲近
　　
　　
16、世间的事往往没有那么神秘。非常巧，我跟本书的作者是大学同学，那年同去科罗拉多留学。作
者给我的感觉是，智商毫无过人之处。性格到很张扬，自大，张扬的没有限度，自大的没有道理。刚
上大学就听说了她“显赫”的背景，4年同窗下来，感觉她属于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那种女孩儿。不
知出这本书是不是和她在报社工作的家长有关,想必，不言而喻了吧。
17、正在看
    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学习机器么
    小德的技能真够多 懂得修理房子 做很多家务的 哲学硕士
    在中国， 会有麽
    想去打工呢 16岁就不向家里要钱的做法真让我敬佩
18、以前尼泊尔不是这样的
19、我也想遇到这样的老师
20、有一个童话，关于苗苗和小德，过程很精彩，结局是，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呵呵。下次再
版的话，换个标题吧，会让更多人看到这本好书！
21、只求心灵的自由
    ——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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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

22、这是一本看上去很舒服很轻松的书。见到了生活的另一面。羡慕二人有如此不一样的生命体验，
超级丰富的精神世界
23、去过一些地方，看见一些人，明白一些事，所谓的旅行，大都如此吧。
24、一个人在新中关的土司新语吃饭，抓起这本书翻了翻，因为对“哲学”二字有亲切感。但其实与
哲学无关，只是一个普通中国留美学生和一个普通家庭成长的美国人的旅途生活而已，触及文化差异
，语言简单，情感朴实，没什么亮点和惊喜。加一颗星是因为这种两人交叉叙述的方式还不错，像和
你聊天，还能从两个视角还原历史。
25、kabu7484的评论是我在中国理论图书网写的耶⋯⋯
26、　　作者是高中就一同作记者的朋友；
　　作者是大学的哲学老师；
　　
　　于我，
　　一个个故事勾起一段段回忆，
　　一段段述说使我难忘、向往，
　　
　　于你，
　　⋯⋯
　　
　　那就请你继续下去吧？:O)
27、一本很不错的书，建议大家读读。
28、随意走进沱江河边的一家cafe 随意挑了一本书 缘分就是这么来的 但书的内容并无关于我原以为的
哲学 只是一个中国学生妹和一个美国乡巴佬的游记故事而已 简述了中西两种宗教文化的差异 不过书
里有句话说得好：你到阿姆斯特丹都想到去红灯区看看了 却从没想过踏进梵高博物馆？我觉得这句话
反映了大部分国人旅游现状
29、作者以流畅的文笔带我领略了一番异国的风土人情，外面的世界好精彩。他们的旅途轻松、愉快
，快乐得让我都想去旅游一番。建议大家读读
30、这是一本貌似游记的读物！虽然，里面也有风土人情，也有旅途观感。我想，两个作者开始写的
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其实写的不是游记，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生活，不管我们是
反感还是赞成，不管我们是羡慕还是嫉妒。也许，他们会拥有比我们这一代更丰盛、更有意思的人生
吧？若再加上活得“有意义”，那就真的太完美了。
31、于我，
    是念别人的文字，想自己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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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游牧哲学家”去旅行》

精彩书评

1、作者是高中就一同作记者的朋友；作者是大学的哲学老师；于我，一个个故事勾起一段段回忆，
一段段述说使我难忘、向往，于你，⋯⋯那就请你继续下去吧？:O)
2、看完这本书，第一次从书中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感觉美国不但是金钱的国度，还是一
个精神及其自由丰富的国度。原来生活也可以是这样，是啊，在中国，你是否觉得一个人是硕士，还
同时做着建筑工，或者在快餐店做兼职去考博士⋯⋯等等，是很特别的，与正常的教育不合拍，可是
在美国人的生活里这就是很正常的一部分，学习没有什么定式，任何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途径去大学
里再求知，不分年龄，地点，身份，及初衷，哪怕只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对比下，觉得中国的
教育制度，已经和学习求知的本质背道而驰了。
3、这本书我2005年初拿到手，翻开扉页，能看到作者于苗写给我的文字，清秀的小字，旁边画着一个
梳着娃娃头的女孩头像。于苗的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笑脸开朗灿烂，就像一股甘甜的清泉
轻快地流淌而来。第二次读者本书，依然津津有味。这本书记录了于苗跟着她的哲学老师游历美国和
尼泊尔的心情随笔。她崇尚自然、乐于冒险，既能够发现丹佛安逸平静生活中的乐趣小事，也能够跑
到珠穆朗玛忍受着剧烈的高原反应尽情享受大山的静谧和美丽，又能够顶着局势动荡反政府组织的炮
火悠闲自得地享受游逛在加德满都街头的刺激。这一切，都让我艳羡而又望而却步。
4、如果你期待一本充满大幅精美照片和小资文字的fashion travel book，那么请忽略这本书。《同“游
牧哲学家”去旅行》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旅途中每一个故事，两个作者各写一篇。但因为两个人文化
背景不同，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也各有侧重，所以读起来并不觉得重复。小德，“游牧哲学家”，是一
个美国乡村长大的哲学老师，独立，多才多艺，喜欢冒险，不修边幅。于苗，北京女孩，比国内的同
龄人有更多的探索精神。书中的旅行主要涉及两个国家：美国和尼泊尔。我更喜欢第一部分。它与其
说是一本游记，不如说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案例读本，尤其是小德的部分。他的成长经历，教育经历
，他身边发生的人和事，让于苗，以及其他在典型中国式教育环境下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都受到不
小的“冲击”。打个比方就是，小德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历练，可以让他直接去参加“幸存者”挑战。
而我们，流落荒岛基本就没有生存希望了。你是否相信，有人会因为热爱梭罗倡导的简单生活，而在
整个大学时期，睡在私人小车的后备箱里？你是否相信，有人会在快餐店炸薯条赚取读博的学费，在
毕业之后，他回到快餐店，继续炸薯条？如果你不相信，或者觉得他们是纯粹的傻帽，那么请忽略这
本书。
5、这本书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你看 一个哲学博士的理想生活是 一个礼拜有几天和学生探讨哲学问
题 然后可以在山中劈柴这是很少中国人会同意的我在这并不是批判美国怎么怎么好中国思维怎么怎么
不行只是想说一种文化背景熏陶了一代人吧我们不可能在小时候去送报纸卖牛奶赚钱我们不可能有那
么丰富的经历但是现在在我看来那种生活是我想要的去海边帮别人做点事修修房子做点自己能做的事
情累了不想做了去海边游泳 开几百公里去陌生的城市走走在湖边大帐篷 顺便来个刺激的和大自然小
动物亲近
6、一个中国小女孩一个美国男人他们一直在路上轻轻松松地看书无意间就了解到了点什么其实我很
好奇他们日久生情了没？sorry啦，我太八了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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