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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天下的男人》

内容概要

《行走天下的男人》讲述了：男人其实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可怜虫。但他如果曾经远行，或已经生活在
一个远离故土的地方，并且有一个人始终与他厮守，那他至少是一个幸福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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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天下的男人》

章节摘录

第一辑 文化酷旅拜谒中关园我很小的时候，曾经深夜走到一个破庙去，那庙在一片深林中。我疑神疑
鬼地走着，忽然树缝里“嗖”的飞出一只山鸡，吓得我一身冷汗，忽然草丛里蹿出一只野兔，让我全
身起寒噤。但竟然还是走到庙里去了。一个单身汉老师住在里面，我要向他请教几个问题。晚上就宿
在了庙里。想起这段往事，我正站在中关园里。这个住满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地方，一点也不让人觉得
有什么了不起，一色四五层红砖单元房，墙明显有些年头了。进院门的时候，没有遭到保安人员拦截
，或许根本就没有保安。在院子的顶里头，有一块地方空着，长满了杂草。我在那儿晃悠，希望能碰
见一二位久仰的学者。我在那草丛边上走来走去，走了好几个来回。还好，不像在别的城市，常常会
看见拿根棍子的伪警察，心里比较放松。我猜想，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像我这样，为了一个心仪的人，
大老远跑来在门口傻等。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干这样的傻事。这好歹还是为了见活人，有时为了一个死
去多年的人不也跑了几千里路去访问吗？这叫喜欢。园子里没什么生气，呆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几个
人出来走动。也几乎没有听见有什么人在说话。我甚至怀疑，这些教授学者们是否都上课去了。我要
访的这位教授，以前从没见过，他的著作也只知道几本书名。这次来，主要因为他写了本关于富连成
戏班的书，而我对于这个戏班，早因吴祖光先生的文章和那出《风雪夜归人》，而神往了。但我并不
知道能够谈些什么，也许只是一种名人崇拜心理在作怪。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敲开了教授家的门。出
乎预料，老先生竞比原先说的“只谈半小时”多说了一小时。也许他觉得我比较诚实，或者看我还比
较顺眼吧，总之是说了又说。我被他学富五车、眼高四海的架势所慑服，基本没有说什么话。但我仍
然觉得满足。离开那栋红楼、那个园子，我走到地铁五道口车站。奇怪，忽然对五道口也有点念念不
舍了。相聚西坝河北京人的神侃，真挺没境界的，一上车或一入席就侃个没完，谁受得了啊。所以我
到北京，总是紧闭着口，不跟他们说话，像跟谁生气似的。这回到北京，脚还没落地，收到一条短信
：某某走了。我说，这人怎么这样，我刚来他就走，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然后短信又来了：你这人
怎么啦？某某死了！！！我这才有点懵了。竟然死了！才多大呀！才几年不见啊！人真没意思！晚上
几个老同学相约见面，地点在西坝河之某小酒馆。西坝河？我直纳闷。北京什么时候有这河？逼得我
又买了地图一份。摊开一看，果然有一条西坝河，弯弯曲曲的，像条蚯蚓，躲在密如蛛网的道路和楼
宇间。按着地址，打车过去，七拐八弯，不一会儿就到了。还在车内就看见了柳树，可不，就是西坝
河。那家酒店正在河边上。这酒店是阅人无数的样子，黑不溜秋，一副老态，对我这个陌生人，也不
特别热情，把我一个人干撂在那儿。要不是事先约定，我已一走了之。我坐在桌边等。第一个同学来
了，这位仁兄还是那么风风火火的，一见面就跟从来没有分开过似的，话题紧接着毕业留言。然后又
来了两位，两位女同学，丝毫看不出大都市给她们的滋养，倒好像折磨了很久，叫人不能不起怜香惜
玉之心。接着又来了一位，这位的面孔跟学生时代倒没甚差异，看了最亲切。之后来了一位，还没见
人就听到声音：“啊呀，这路！”是自己开车来的，据说四点半就动身，路上花了一个半小时。这位
现在已混到了司局级，明显有点官样儿了。最后到的，怎么说呢，最叫我心疼。我先没看见人，只看
见一个丝瓜条子，就是那张一条条抽下来皱纹的脸。“哎呀，真他妈没治！”我说：“别太累了，身
体要紧。”“说得轻松，谁不想休息，可没办法啊！”一位女士忙解释：“人家现在好歹也混了个司
局级啦！”然后就是关于那个同学的死。说来说去，一句话归了总：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由你不
信。然后互相忠告：善待自己。走出酒店，淹没到这个大城的各个角落去。只有我无家可归的样子。
大隐隐于市出租车在四环路上跑，感觉北京实在大得没有边际。城市膨胀到如此程度，离当初几位空
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实在相差太远，无怪乎中国人要骂他们是空想。面对这样的北京，我竟
然一点兴致也没有，不知道要干点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北京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漂泊在大街小巷
，像只没头苍蝇，更像个多余人。北京活在我记忆里，有老槐树几棵，冒烟的煤球炉子几个，低矮的
四合院和蝉的秋鸣。不知为什么，到北京我总会想到周作人。也许是他那些书卷气很浓的文章，也许
是他遁世隐居的作风，总之一个文人的生存状态，总会引起我的神往。我向一个肩上斜挎着背包的小
伙子问路，他说：“我也是来找周作人故居的。”于是我们一起向砖塔胡同走去。北京的胡同不知还
保存多少，但像砖塔胡同这样，没有什么槐树，还夹杂着一些高不高、矮不矮的水泥建筑，总像失去
了原有风貌。两旁的四合院，看样子也保不住了，有的干脆就拆了。见一个老头，问道：“请问周作
人故居在哪里？”答日：“哪个单位的？”完了，是一个周盲。再向前走，一个小店铺，见一个瘦骨
嶙岣的老太太，问：“请问您知道周作人故居在哪里？”答：“说谁呀？这名字怎没听说过？”然后
又补充说：“我在这儿都九年了，没听说过有个周作人。”一个年轻人很热心地说：“上前面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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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天下的男人》

儿有个居委会，兴许他们知道。”胡同拐了个弯，老房子显得更加破旧，几棵泡桐树也歪着。居委会
果然出现了，是一栋水泥建筑。一个妇人在里面没事人儿似的，玩着一个小东西。问她，爱理不理的
：“不就前面拐角那个？”回头一看，果然拐角处有一小屋，是北方常见的那种规格特别小的平房，
房子边上用油毛毡搭着乱七八糟的小棚子。走过去，见一个年轻人在洗衣机上忙活，问他：“这是周
作人故居吗？”答：“问他们，我是租在这儿的。”说着用手指我们去院子里另一个比鸽笼大不了多
少的一个小屋。小屋黑不溜秋的，看不见人，叫了两声也没人应。只见院子里晒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细细端详，我不能相信这就是周作人的故居。屋子也忒小了点，怎么说也算一代文章写手呀！这不是
标准的北方四合院，北屋之小无可再小，东西厢房更小，院门被那个居委会占了，看不出来模样。说
句不敬的话，这样的房子在南方只配关牲口。令我惊奇的不只是房子的破旧，还有周作人的无名。现
在好歹还有问房子在，就已经没几个人知道了，如果房子拆了，还会有人记得他吗？我这种担心其实
大可不必。记得的总会记住，忘掉的终将忘掉，这是历史规律。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不求人
知，也许正好是他所求。都市的餐厅我在家里从来想不到要去餐厅用餐，因为一饭一粥，一菜一汤，
总觉得足矣。但是出了家门之后，譬如来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吃的问题立即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会为解决这个问题而颇费踌躇。去路边店，觉得不够卫生，上高档餐馆，又怕银子吃不消。这时
候，我最希望遇到一个农家，到他家去一饭一粥地解决问题。可是我常去的是都市，是绝没有农家的
，所以很为用餐苦恼过。但到上海没有这样问题，那里不仅有好几位朋友，还有比朋友多了不知多少
倍的餐馆。餐馆的多寡其实与我并不太相干，我的肚子饿到快要穿了的时候，也只需要一家。对于每
个人而言，其实也只需一家。只是大家的需要不一定相同，所以就多了起来。世界每样丰富的东西，
大约也都起因于此。一天我走到了淮海路，正在欣赏那班所谓白领怎样削尖了肩膀走路，他们比一般
人走路要快，白衬衫也好像比人家的白，大家都走得快，形成一条快速流淌的河流。我夹在人群中，
大约看起来也还像个白领。但我是无处可去的。忽忽就到了中午的样子，随手拨通C的电话，他是就
在这淮海路上工作着。很巧，在。他在电话那头说：一会儿我们出去吃饭，待我想好了去哪里告诉你
。选定在上海酒家，据说是一家百年老店。他还另约了几位相熟的朋友。待走过去一看，竟是一家门
额极小，而且嵌了许多灰尘的酒家。从那门额的小，可以看出一点北欧的风格。进去后，感觉尚好，
很凉爽，有架钢琴架在那里，但无声无息。厨房大约是极封闭的，似我这样乡下来的人，完全可以当
它为书店。这种环境离吃饭这个主题已经很远，或者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竞至忘了吃饭。所以大家随
便闲谈了起来，每个人都谈出自己的话题，而且尽量让人能够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谈。在这个环境中绝
对不会出现高声喧哗，像饿得没力气的样子，大家说话都是轻轻的，因为轻才显得不俗，显得有文化
昧。或许这就是所谓都市，它要把它的特点在每件事上体现出来，包括吃饭。在这样的餐馆，永远感
觉不到进入正餐，上来的都是一小碟一小碟的东西，比如水煮毛豆，应该算是俗物，但排列在碟子里
只有十来个，每个人大约只能吃两个，这样就珍贵起来的样子。永远感觉不到正餐，但却不知不觉吃
饱了，乃至有贪食的会吃撑住，但这都是发生在不知不觉间。这就是艺术。吃饭忽然变成了艺术，这
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本来只要吃饱，不饿，让我能够正常活下去，但现在除了吃饱，还赚了个艺
术，让我不仅能够正常活下去，而且还能艺术地活下去。由此，我不得不佩服都市了。我终于明白为
什么那么多的人，都要挤到都市去，因为那里不仅有金钱可赚，重要的是有数不清的餐厅。 工夫不负
有腿人车子进入株洲城郊时，是一片一片的山坡，月光照耀下，看得见山坡上一处处人家。大天亮时
，进入了市区。株洲对我来说，非常陌生，从前学地理时，老师倒是提到过这个地方，但一没亲戚二
没朋友，我对于这个地方实在很淡漠。奇怪，自从读了南京小孩刘冬阳写的《123，走》，我的心里骚
动起来，似乎一天不去株洲，就一天心愿未了似的，日里念叨，夜里牵挂。我实在奇怪，活了一把年
纪，没想到被～个从没见过面的小子，搅和得难以安眠。株洲只是一个城市，一个内陆地区的工业城
市，那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不知道城市有多大，是东西狭长的如我家乡一样呢，还是方的圆的。那
里的物价是贵还是便宜，人们说话是否动听，这一切我都不关心。我只关心三中附近的一户人家，这
家是刘冬阳的舅爷爷家，门口附近有菜园地，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刘冬阳曾在这里与他的舅爷、舅
奶奶、老表们玩耍。我在心里描画着株洲，复制着刘冬阳们活动的情景。下了火车，吃一碗凉粉，就
开始打听三中在哪里。在湘江大桥上问一个人，他说不知道。过大桥往炎帝广场去，一路上又问好几
个人，都说不清楚。株洲难道很大吗？总不至像武汉、广州、上海那样大。但为什么一所中学竟无人
知道呢？莫非这里的人懒得告诉我？最后，碰到一个在湘江钓鱼的人，他也许心情好，认真地告诉了
，说乘几路车到某站下，然后问人就行了，还怕我走错，反复说了。我很感谢，在旅途上虽然需要一
些寂寞，但遇到困难时还是需要热心人。按照指定的车到了站，走进一条小巷，见有几个闲人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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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了起来：“请问三中在哪里？”“找拉个？”“我不是要找三中，是要找一个住三中附近的人。”
“拉一个？”听了外地口音，他们十分热情起来。“我也说不清，他家门口有块菜地。”“拉个就难
说了，有菜地的人家多的是。”“夫妻两个大概六十多岁，女的好像还当过书记。”“书记？女书记
？家里是不是有两个女儿？”“好像是。”于是他们很为难、很热心地用排除法，将一个又一个人选
排除掉，最后告诉我：“三中就在附近，你自个去问问吧。”在显得没有规划、像城中村的地方，默
默走着，小心地捕捉印象中那些信息。啊，有了，菜地！一个老人挑着粪桶在浇水。跑过去，问道：
“去年这里是不是来过一个南京小孩？”“哦，有的有的，瘦瘦的，去年来过。喏，那就是他的舅爷
家。”顺着老人的手势，看见了一栋普通的砖瓦房，连着瓦房还有一栋两层小楼。就是它，就是它！
就这么轻易地找到了，天地怎会这样小！菜地，老人，玩的伙伴，刘冬阳所写的都在眼前。此时我不
知道要表扬自己的脑子，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腿子，总之满足之感油然而生。株洲，因这一双肯吃苦的
腿脚而变得清晰具体起来，它不仅有三中，有菜地，还有波光粼粼的湘江，有空旷的炎帝广场，有说
话很好玩的湖南人，还有特别甜的小枣。姑苏城外从木渎古镇往西边走，越来越荒凉的感觉，路越来
越小，路边的草越长越多，有几段甚至人迹罕至的样子。只有几个乡下妇女站在路边草丛，卖檀香。
继续往前走，看见了竹林，在缓缓的山坡上。几个茶水摊子将山路挤成了一条街道，有些繁盛了。正
走着，忽然传来一阵音乐，心为之一收：怎的这样熟悉？旋律平缓，意境苍老，但音色绝对年轻。声
音弥漫在竹林和山道上，有很强的穿透力，沁人心脾。我是一个颇脆弱的人，有些很微小、微弱的东
西都可以将我击倒，比如，扎针时候，看见殷红一滴血珠，马上就晕了，必须要掐虎口或人中，才能
活过来，再或者一段虚无缥缈的音乐，像今天听到的这种，脚步自然就停了，人也有点犯傻的样子。
我所听到的乃是《大悲咒》。以前确曾听过，或者普陀之法雨寺，或者杭州之林隐，确实听过。这一
警觉，明白今天所为，原来是上灵岩，寻姑苏的胜迹来了。没想到，灵岩寺会有那么多人。我说的是
僧众。而且又都那么年轻。在一间不开放的僧舍，我看见他们起居的环境，寂静得苍蝇摔死可以听见
。在吴王与西子幽居的那里，僧众们盘腿趺坐，正在习什么经文。据说给他们上课的是苏州大学某教
授。仅凭这，我高度神往于灵岩了。可以清净无为，可以读书，可以了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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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天下的男人》

编辑推荐

《行走天下的男人》讲述了：以下是几种远行的方式：无目的漂泊。参军。到很远的地方求学。做异
地贸易。到外地工作。一个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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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天下的男人》

精彩短评

1、我极喜欢本书结尾时的一段话：“男人其实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可怜虫。但他如果曾经远行，或已
经生活在一个远离故土的地方，并且有一个人始终与他厮守，那他至少是一个幸福的可怜虫。”这真
是打动人心的一个告白。请准许我篡改一下：男人其实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可怜虫。但他如果喜欢读书
，尤其能不时读读游记随笔之类，譬如这本《行走天下的男人》，那他至少是一个幸福的可怜虫。读
书同的随笔集，做幸福的可怜虫，悄悄地热爱生活，静静地修身养性。
2、书还是那本书，就是你们的物流速度还能再慢点嘛。
3、2014年7月17-18日读。201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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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天下的男人》

章节试读

1、《行走天下的男人》的笔记-男人应走多远

        几种远行的方式：
无目的的漂泊
参军
到很远的地方求学
做异地贸易
到外地打工
一个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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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天下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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