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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大漠》

内容概要

《红海大漠》是梁子第三次非洲之行后用辛苦和爱写成的。这次梁子去的是位于红海之滨的一个非洲
之角小国厄立特里亚。和前两次非洲之行不同的是，梁子这次所蹲点采访的提奥村属厄立特里亚南红
海省的穆斯林地区，主要是阿法尔民族的居住地，那里交通和通讯不便，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由于
条件的限制、宗教习俗、生活习惯等种种原因，对于一个女性的梁子来说在那里所遇到的不便、困难
、尴尬甚至危险便可想而知。她这次在红海和沙漠之间那块狭长地带的经历读起来既有点像荒漠游记
，又有点像探险小说，内容丰富详实，文字生动朴实，叙述情真意切，仿佛是带着你游荡在一个童话
般的世界，历经喜怒哀乐，尝尽酸甜苦辣。毫无疑问，梁子的付出是值得的，收获也是颇丰的,经过坚
持不懈的努力，基本上如愿以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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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大漠》

书籍目录

大海伴着沙漠专车成了“小公共”一夜与星空对话巡视员是“七间谍”老天为我送来了阿卜德拉这里
竞然军事问题严重为妇女拍照如登天般难生命在红海中漂泊到红海边解忧大海地宠儿尤亨福我是这里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遭遇不快的“丢失”带着鲁腥味儿的“姐夫”尤素福一家安安静静的一家人家中的
不幸不争气儿子的“中国功夫”险些打跑妻子尤素福的秘密面纱后面的阿法尔妇女家徒四壁的老富婆
——莎瑞法·豪斯曼威尊命贱的妇女领袖——马迪娜·亚辛“小鸟依人”的宿命女人——艾莎·依德
瑞斯被“幽禁”的美丽新娘——雅哈拉·艾迪斯长裙下装禀着女人“血染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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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大漠》

编辑推荐

　　《红海大漠》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的非洲之旅，一段真实的文字图象记录。在那里，有的只是温
润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没有噪音，不见烦躁。书中记录了非洲神秘莫测的文化习俗和美丽的自然境
域.在那里，你也可以将你的心灵释放，在天地里尽情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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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大漠》

精彩短评

1、和非洲土著在一起的日子。
2、很好的题材，被一个情商这么低的人写的这么差，可惜，评分这么高真是无法理解
3、图片很有震撼力。穿透微薄的隔阂
4、翻开这本书，就好像置身非洲大陆，那段奇特的经历是别出领略不到的。还剩下三分之一。

这是一部旅行的日志，比较喜欢
5、喜欢上一种风格 从梁子
6、从梁子的视野里，我看到了一个曾经陌生的民族。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感受那种大漠风情以及阿
法尔人民的淳朴与可爱；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向梁子一样用于去实现自己内心最原始的梦想，做一个
真正的自己。
7、她的沙漠很独立很野。
8、或者作者也没有意识到的，文学性的，田野考察笔记。
9、一个中国女子的行程，遥远的国家的一个不同生活。
10、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自由摄影师
11、另一个世界，短暂的停留让这种陌生更加的怪异，不可理解。
12、偶尔在东华的图书馆看到的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女人
13、唔，很厉害的女人
14、非洲非洲！！！
15、梁子，你是个孤勇但却让我羡慕、钦佩的女子。
16、第三次非洲行 红海沙漠 厄立特里亚 捕鱼 骆驼 山羊肉 缺水 拍照难 老狼晴朗
17、想起我儿子无辜的大眼睛。
18、流浪的故事
19、那大概是我此生都不会踏足的土地吧⋯⋯
20、始终佩服梁子，希望更多人看到这本书
21、想了解非洲
22、非洲最純淨的沃土，遠離凡塵的灑脫～
23、知道不可能却还想做梁子那样的女人
24、行者有心路~~读后常念那些善良纯朴的提奥人们~~
25、超爱！！
26、文笔一般，可那异域的故事，让人神往
27、待哪日我走非洲！
28、可爱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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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大漠》

精彩书评

1、花了几天时间看了这本书，虽然在此之前已经看过她的纪录片，但还是从书了看到了许多新的故
事。非常佩服梁子，作为一个“健壮如牛”的女军人，单枪匹马走进非洲。没读这书以前，我对非洲
的感觉除了贫穷、疾病这些词语外，对非洲人的感觉只有“野蛮”二字。但梁子让我转变了这种看法
，原来非洲人对宗教的信仰，社会诚信等等方面不但不比中国的差，反而更好。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
梁子慢慢融入这个村子的不易：一开始是被排斥，后来因为接触时间的增多，人们渐渐容纳了她，后
来梁子甚至都敢脱下裤子向她们请教“女人的问题”了。直到后来，梁子打算离开这一突如其来的想
法，使得得到消息的村民们全一窝蜂堆到了她旁边，送礼的送礼，祝福的祝福，还有那些孩子拉着她
的衣角不肯放手。相信看完这本书的读者也一定恋恋不舍了。当然，梁子是一个摄影师，并且是一个
极具个性的摄影师，她的丈夫事实上是就是某著名摄像杂志的主编。所以对梁子来说，她本能享受在
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她却偏偏要“缺心眼”似的往非洲赶。她说过一开始的准备，弄了3万块，
一万花在了机票上，一万换成美金，结果在那儿几个月也花不掉500美金。她在那儿事实上也的确花不
掉多少钱，因为没地儿消费。从书里可以看到的事最多的是与“吃”相关。各种各样的吃，吃水，吃
羊肉，还有梁子带去的“吃螃蟹”等等。这本书写得也相当有趣，初看以为是作者流水似的生活记录
，但看到一半才意识到作者是写人的，里面的故事完全按人展开，从省长到乡领导，再到翻译，到各
个生活在提奥村的平头百姓，妇女儿童等等。她为我们讲的不是非洲的历史概况，而仅仅就是普通百
姓的生活以及他们不普通的生活故事。感谢梁子，她以她的真诚、爽朗、不拘小节的个性使我们看到
了一个不一样的非洲。
2、人生是一段非常自我的体验，喜怒哀乐、冷暖自知。三天的阅读，让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无
论是羡慕还是嫉妒，梁子的非洲之行都是可望不可即。那是她的人生，犹如她在提奥村的出现与离开
，都不会对村里的每个人造成多大的影响。我相信，梁子和提奥村的村民，都会遵照自己的命运继续
走自己的路，只不过，在彼此心中都留下了一种无法抹去的情感“烙印”。接下来，谈谈我的阅读体
会。谈起非洲，就会想到沙漠、艳阳、黑人以及原始部落。但当我读完梁子的书后，原来，提奥村也
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情世故、辛酸苦辣。而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对传统习俗的遵守，远胜过我们。尤
其令人感兴趣的是，梁子拍摄的妇女儿童，他们的服饰是如此独具特色又富有魅力，与他们黝黑的皮
肤相得益彰。让人从视觉上体会到一种自然之美。而当梁子提到村里日益严峻的淡水问题，让我仿佛
看到当下国内的缩影，我们不断向大自然索取，过度开垦的土地，日益减少的绿色植被，不断下沉的
地势，缺水问题在国内也开始凸显！此时我和梁子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应当身体力行，去保护环
境。从节约用水，增加木材等的可循环行开始。确如作者梁子其言，该书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她所亲历
的提奥村。其文字之真，感情之切，足以令人身临其境。一方面，我欣赏着她眼中的“提奥村”，另
一方面敬佩她独闯非洲的精神。甚至在合上书本的一瞬间，我内心感到一丝不舍与难过，仿佛我与作
者一起前往了非洲，体验了三个月的提奥生活！
3、梁子一定是个非常直率真诚的人，读过她的这本书里你一定也会这么认为。这本书轻松的为我们
描述了梁子在红海岸边一个最普通的小村庄里度过的几个月岁月。这个村子里没有电，梁子嚷嚷了很
久才找来了一台柴油发电机。大多数房子是草和树枝做的，没有钉子。村民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妇
女及其没有地位，不可以被拍照，不可以和男人理论，甚至妇女婚后不许出门，直到生育。村子里的
男人们靠打鱼为生，但他们不知道螃蟹可以吃。去很远的地方取水通常是孩子们的工作，他们要先去
借驴子，然后赶挺长的路，而所谓的井就是个大水坑，孩子们要跳进去，先把沙土再挖出来点，然后
一点一点的把黄色的水舀进水袋，再把水袋扛出来让驴驮回家。村子靠近红海，却极度缺水。村里大
家都很穷，但村长等干部都非常廉洁，从来不拿公家的财务。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对话是：梁子小心翼
翼的问村民：水坑里的黄色的水能喝吗？你们不觉得脏吗？村民非常惊讶的回答说：大自然的水怎么
会脏？
4、这个女人比较傻，情商也不怎么高，当地村民因为宗教缘故不能拍照，非要拉着人家拍照，人家
没揍你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在非洲的生活细节不怎么详细，村民的生活写的还可以。感觉纯粹是为
了写本书而去那里呆几个月，阅读起来还算轻松，但是没有阅读第二次的必要。了解一下即可。
5、也许&quot;人性本善&quot;只会在这种没有竞争, 没有利害冲突的地方才能体现了. 但, 如果不发展, 
对生活在提奥的人们是不是也不公平呢?对梁子 , 是羡慕嫉妒恨中.  但更多的是敬佩. 实在狠喜欢看她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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