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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船去湘西》

内容概要

《木船去湘西》以各条河流为主线（沅水流域、酉水流域、武水流域、辰水流域、潕水流域、巫水流
域、渠水流域），串起湘西各个独具特色的小镇（桃源、沅陵、龙山、茶峒、凤凰、矮寨、德夯、辰
溪、芷江、黔城、洪江、高椅、靖州、通道等），有作者亲历的感性化文字，又有客观咨讯，可以作
为游记阅读，也可作为旅游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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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船去湘西》

作者简介

一九七九年出生于湖南衡阳，网名江南嘉木。十七岁出门远行，现居上海，业余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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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船去湘西》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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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船去湘西》

编辑推荐

《木船去湘西》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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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船去湘西》

精彩短评

1、作者的用心之旅。
手绘的地图。
沅水流域的风土人情。
随手记下的旅途感触，朴实。

溯水而上，点滴在心。
2、被书名吸引了，所以就买了。确实不错！有特点！
3、了解一下，没有去过，很好的。
4、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要三十多块，难怪叫好不叫座。。
5、1、近期计划出游湘西，因此出于兴趣读至凤凰，出于惯性读至巫水流域，读至渠水流域实在强弩
之末，没有毅力坚持到最后，也许以后有机会去那里的时候会想要回过头来重读吧？2、承认作者对
湘西有着丰富的了解，但是要把书写作得耐看确实不是件简单的事。3、编校太惨不忍睹了！正文中
竟然赫然出现乱码（注意：不是错别字）！！而且还有多处！！！这样不负责任的出版社直接拖黑！
！！！
6、文字还可以，但没写出神秘感，感觉湘西已经被水库、新房子破坏掉了，而且旅游设施很差，不
便于旅行。未知总是神秘的。
7、就要去了，當攻略看極好的~
8、喜欢印刷精美文笔优雅

Page 6



《木船去湘西》

精彩书评

1、在去凤凰的途中看了这本书，扬扬洒洒的文字挺有感觉，深深迷恋这片静土的人情风貌。同时也
对作者的经历感冒，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旅行的脚步，在工作之余几进几出，令人感悟。一边漂流一边
让所见所闻变成铅字，使得收获转为物质，为此，我要每读一本书在豆瓣上写一些评论，重新拾回丢
失已久的文字之手。
2、因为今年旅行打算去湘西的关系，所以看到有人推荐这本书，就从Joyo上订购了一本，拿到手才知
道是一本价格不菲的小册子。当然这不是重点。今天拿在手上才翻了不到20页，就发现两个字散布多
处显示为乱码（！！），注意，是乱码，不是错别字。一处在13页，一处在18页。请问大家手里的书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准备按照版权页提供的电话与印厂联系下，姑且当它是印刷错误吧，就是想讨个
说法，真是太令人无语了。
3、湘西游玩前后，断续读完此书。开始一边对着地图，一边照着书读，希望感性文字能在地图上找
到回应。着实很累，于是放弃此法。湖南有三山四水，四水几乎流遍湘西，年长5岁的作者常常独身
一人，终得以游遍这块神秘的土地，以沉稳却感性又富有张力的文字记录，合成了《木船去湘西》，
作为纪念。或许作者已经不记得去过的每一个地方，但是旅行的种种体验应该永远不会失掉。同感某
句话：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我不曾虚度。喜欢这本书。
4、记得自从网络出现以后，传统出版行业的人最喜欢喊的就是“狼来了”：一边说出版行业是夕阳
产业，纸本书必将被电子书完全替代；另一边则坚信“文化不灭，传承不死”，出版行当都会以自己
的形式延续生命。你要问我，当然“屁股决定脑袋”，支持后者。从远古的甲骨到后世的竹简丝帛纸
书电脑，无论思想与文字的载体怎么变，都需要有挑选者与整理者。在信息流量排山倒海已经有泛滥
之嫌的今天，其实挑选与整理的工作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了。据不完全统计，光中国内地，每年出版的
新书就达20万种，有限的生命无限的书，我要去读哪一本？所以每次看过一本书，我都愿意跟大家分
享一下，这书好不好我喜不喜欢，好在哪里不足在何处，我喜与不喜欢的理由。会写上面这堆废话其
实正是因为这本《木船去湘西》引发的感慨。湘西、凤凰，自从“凤凰男”沈从文之后就暴得大名，
相关书籍文章不计其数；同时游记与亲历指南一类的书长期也是一个出版热点，辅以大量精美图片是
常态，因此这样一本书夹在中间，委实不起眼。这样的书我以前看过不少，随便翻翻，意思一般不大
，可能主要还是因为我对旅游兴趣一般。这本其实是从同事那里顺手拿的，让我在书店里看见，别说
掏钱买，多半连翻可能都不见得翻。没想到读过以后，那么喜欢。说到湘西、凤凰，想起我娘的一个
冷笑话。对长沙有点了解的人多半都会知道城南有个地方叫“新开铺”，属城乡接合部，路容路貌相
对城区都比较寒酸与脏乱差（现在好像已经不会了，MS省政府往那儿移过去了）。然后我娘去湘西一
带旅游，回来感慨了一下张家界的风光着实很美，然后我问她凤凰如何？她一脸不以为然：“那种地
方啊。。。大概就是你们这些小资会欣赏吧（娘哎我哪里小资了？！）。。。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啊，
就跟60年代的新开铺一样！”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其实我娘话糙理不糙，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嗯
，哲学问题，那就是，“要把贫穷与落后当作一种审美吗？”沈从文写湘西的文字非常美，那是因为
他对这片故土怀有真感情；大部分现在出版的乡土亲历游记我都不爱看，就是因为这种感情的缺失。
我自己也是那种塑料都会人，那种居高临下、隔而且膜的调调我用鼻子都能闻得出来，骗不过我。我
翻这本《木船去湘西》时完全没有期待，准备把图片看看，再挑着里面有写到湘西美食的部分认真看
看就算了（是的我是吃货），却没想到每一篇都认真地看了下来，而且每一段文字，都把我拉到了那
个民风淳厚的地方，文字里那种恬淡冲和，平静下蕴藏的深情，虽然艺术水平达不到沈从文的高度，
但情感却毫不逊色。这样的文字，才配那样的山水。兼有历史掌故、旅游攻略，不仅是好的散文、游
记，说是很好的田野调查笔记，也不为过。啊对了，书的每一辑辑封上，还附有此辑的手绘地图，不
知是不是作者罗朝晖亲笔。当然必须承认，我有我的偏爱在。湖湘儿女、三湘四水，远离了家乡以后
，我才重新发现与认识到这些对我的意义与价值。我喜欢那片美到鬼斧神工的穷山恶水（虽然我根本
没去湘西旅游过！）我也特别钦佩湖南人身上那种执拗、霸蛮又不乏狡黠的性格（虽然我身上一丁点
湖南血统都无！）唉呀总而言之，故乡这个词，是装B女青年的居家必备良药、心上一点朱砂痣、墙
上一抹蚊子血，你们要理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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