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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声音》

内容概要

本书描写一位美国女医生与澳洲原住民徒步走过内陆沙漠的经验，里面可能有许多争议之处。例如，
沿用澳洲原住民的存在价值，生命观点与宇宙观点。所以，或许对基督教徒、佛教徒等来讲并不是很
认同。但是，我想这本书的观点，撇开宗教来讲，其实是很真实与人性的。也不管它是否真是由真实
经验所改写而成的。因为不管是上帝、佛祖与阿拉都是具有人类形体的万能力量，而对与环境相切合
的原住民来说，心存善良的大自然主义或许更是个令人信服的宗教。这神奇的造物主不就是万物与自
然的表征吗？在书里面，称西方的白人为“变种人”（以下摘自该书）是丧失或丢弃古老记忆和永恒
真理的人。首先他们不能再居住在空旷的环境中，一生都在装有冷气的房子中度过，不再拥有健全的
消化系统，吃过的非自然食物多过自然食物，甚至会对空气中的花粉产生过敏反应，而现在人与以前
人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现代的变种人生活在恐惧中，他们恐吓自己的孩子，需要警察和监狱。连政府
都以国家安全为名，用武器威胁其它国家，而恐惧是动物的特征，在动物的求生本能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

Page 2



《旷野的声音》

作者简介

玛洛·摩根女士是位医生，原居住在美国，致力于推展预防医学教育计划，应邀前往澳洲参与一项预
防医学研究计划。有鉴于澳洲的种族歧视问题，玛洛.摩根为原住民在经济独立、种族融合上贡献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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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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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声音》

章节摘录

　　照理说，事前应该有某种警讯的，但我却丝毫没感觉到。事情已经在进展中，那群掠夺者坐在好
几英里外，等待他们的猎物。我在一个钟头前打开的行囊，明天将会被贴上“无人领取”的标签，存
放在贮藏室，月复一月。我将成为又一个在国外失踪的美国人。　　那是个闷热的十月早晨，我站在
澳大利亚一家五星级旅馆门口，望着门前的车道，等候一个素未谋面的信差，非但没有一丝警觉，反
而感到无比欢欣。我是那么开心、那么兴奋、那么地充满成就感和自信，心底里我有一个预感：“今
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一辆敞篷吉普车驶进环状的入口。我还记得，听见轮胎辗过滚烫的柏油发
出嘶嘶的声音。一簇灿烂的水花，洒过车道旁艳红天花菜的叶子，喷到生锈的车身上。吉普车停了下
来，司机——30岁的原住民——朝我这边望了望。　　“上车吧!”他那只黝黑的手招了招。他来接一
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我在等待人家来接我，去参加原住民部落的一场聚会。那位穿制服的澳大利亚
门房流露出很不以为然的表情。在他那双锐利的蓝眼珠注视下，我和司机心照不宣，我们就是对方要
找的人。　　在我蹬着高跟鞋，挣扎着钻进那辆全地形式的车子之前，我就已经感觉到，我穿得太正
式了。坐在我右边的年轻司机，只穿着短裤、脏兮兮的白T恤和网球鞋，没穿袜子。我原以为，他们
安排交通工具接我去会场时，派的是正规的车子，也许是一部荷登牌轿车，那是澳大利亚汽车制造业
引以为傲的产品。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竟然开着一辆敞篷车来接我。唉，我宁可穿得过分正式，也不
愿穿得太随便去参加这场聚会——他们颁奖给我的典礼。　　我向司机说明自己的身份。他只点点头
，看来他早就知道我是谁。我们的车子驶过门房时，他朝我们皱皱眉。我们行驶在这座滨海城市的街
道上，经过一排排前面有游廊的房屋、一间间牛乳点心店、一座座寸草不生的水泥公园。车子绕过一
处圆环，那儿是六条马路的交汇点，我紧紧抓住车门的把手。车子驶出城后，换了个方向，太阳掉在
我们身后。我身上那件新买的桃红色套装和搭配的丝质衬衫，已经热得让人浑身不舒服。我原以为，
会场速公路。会场显然设在城外，比我想像中还要远。我脱掉外套，心中责怪自己，为什么事先不询
问清楚，幸好我的小皮包里还有一把梳子，而我那头及肩的漂白发丝，也束拢成一根时髦的发辫。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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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声音》

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类的真正感情，最不应该让成见给束缚了。　　——[法]卢梭　　书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来
丰富我们的心灵。　　——[美]玛洛·摩根　　精神的成长不需要我们故意地给自己加些什么，而是
需要我们将阻碍我们的东西放置一边。　　——[美]艾伦·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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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声音》

精彩短评

1、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个人相信真人部落的存在。惋惜与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我们失去
了什么。第一次看过之后，有一种想要抛弃世俗，退掉所有牵绊，跑去狂野，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冲动
。第二次看过之后，从痛不欲生的感情纠葛中挣扎了出来，重新又得到了生活的平衡。建议迷失方向
，需要信仰的人仔细阅读。会对生活有很大启示。
2、神奇的旅行神奇的书
3、2014 05 26  你要通于天地吗，你就要将心灵坦白，不撒谎
4、致love and peace,献给内心纯真的灵魂人。
5、有一点宗教色彩，让人有点不舒服。不管是小说还是真实的东西，变异人已经让世界变得更加的
复杂。
6、似真似幻，个人终将回归尘土，整个人类的终点也是消亡，其中走的路只有到了那时回头看了。
7、一本特别的书，即使我认为有小说笔法，还是不能抗拒它的诉说。
8、喜欢的一本书，看一次心灵净化一次。所有买过的书里翻的最多的一本
9、神棍书啊
10、被遗忘的“真人部落”。
11、一口气读完！一直对原始部落文明表示尊重，也一直想了解更多。因为那里有着我一直在追求的
灵魂状态。。。。要在这个冰冷的现实世界中，如何才能放下防御的铠甲去达成呢？
12、一个美国医生在澳大利亚的奇遇.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看到不同人的生活方式,对环境中不同事物
的态度,非常有意思,思维开阔不少.才真正知道&quot;善待一切&quot;的含义.
13、绝对绝对绝对牛逼的书.能看到真的是缘分. 能看下去是大缘分啊....
14、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见证最完美之生命， 让一切归于空虚。 ——玛洛摩根
15、有趣but行文有种nióngnióng心灵类书系感（太多的惊叹感慨以及以个人领悟为基础的描述）这
对我来说比翻译的糟糕更糟糕。我觉得这世上没什么不可信的一来不可证伪不可证实的都太多二来我
选择相信一切被描（附）述（会）的都是它本来面目的n分之1面。所以如果基于我在理论上对这些内
容百分之百的信任我似乎应该对这本书表示欣喜若狂并打五星但是。对此类纪实向干扰性文风我表示
减一星怪我怪我册那。
16、　　首先声明我看的不是英文原版，而是韩文译本。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美国心理治疗师在澳大利亚从事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帮助当地土著人融入文明
社会的生活。她的举动感动了生活在沙漠深处的一个古老的部落。部落的族人们邀请她与他们同行，
徒步“穿越澳洲(笔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过的地方都是哪里)”。这个相信自己是从时间存在开始就
生活在地球的部落，他们坚信地球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身存在的理由，他们从不庆祝生日，他们越
老越有智慧，他们为自己的每一次成长而举办庆典接受族人的祝福。而且如今他们深知自己的族人已
经无法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他们选择不再生育，当他们族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走到生命尽头时，这
个部落讲永远消失在世界上。
　　他们选择与这个“外族人”进行这次旅行是为了告诉世界这个地球正在走向毁灭，如果人们不停
止对地球无度的索求，终有一天他们会自食恶果。
17、也许只有去了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人生是有多么奇妙的
18、是的，此书是比较典型的新时代运动作品。
    我也有同感，此书大部分观点都很好，只是吃动物，与我们原来接受的佛教思想有所冲突。看的时
候，心里有点别扭。
    但这确是一本好书，我觉得是作者虚构的一个故事，当然其中一定也有作者真实的经验。作者借真
人部落，表达她自己思想上的觉悟。
19、。。。
20、里面蕴含了很多永续社会的价值观，但是和日本自然教育界盛行的半农半x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如
果说后者是循循善诱，那么前者则是出奇制胜。
21、旷野里有声音，我们是否听得见？
22、知，和行，有时候是两回事。所以要知行合一。
23、值得用灵魂去体会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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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声音》

24、　　与一群土著徒步穿越澳洲的奇遇。作者惊讶发现看似野蛮的土著才真正掌握着生命的真理。
土人认为自己是真人，而目光短浅，不计后果的白人已是变种人，白人只重视外在躯壳与物质，却忽
视珍贵而神性的内在灵魂。书中很多观点与佛教类似，大智慧总不谋而合，简单深刻！奇书一本！
　　
　　&quot;一个人生气、感到沮丧、自怨自艾充满恐惧时，他就不能算活着。呼吸并不能决定一个人
是否活着，它只是告诉别人，这一个肉体是否还存活！&quot;
　　
　　“变种人难道不明白，只要我唱的歌能让一个人快乐，我就不算白活？你帮助一个人，也不算白
活。反正，一个时候也只能帮助一个人嘛。”
　　
　　&quot;他们不庆祝生日，他们庆祝的是心智的成熟，肯定这个人的艺能、对群体的贡献和心灵的
成长。&quot;
　　
　　&quot;变种人和真人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生活在恐怖中。真人对人生没有恐惧。变种人恐吓自己
的孩子。他们需要警察和监狱，连政府都以国家安全为名，用武器威胁别国。而恐惧，是动物的特征
，在动物求生的本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只要人类认识上苍，了解这个宇宙不是随便形成的，
而是在规划中不断成长，他们就不会恐惧。你必须在信仰和恐惧之间作出选择。这个部落认为，物欲
造成恐惧。你拥有的财务越多，你越活的提心吊胆，到头来你是为身外之物过活。&quot;
25、　　我们喜欢堂而皇之地称自己为文明人，仿佛这真是一个铁定的事实，虽然文明的涵义来得并
非的清晰，就像我们不能以雄性孔雀亮丽的羽毛来断定它们的整个族群那般，当然，也许对于大多数
的文明人来说，自满和自负的情绪使得换位思考的本领已经遗失殆尽，当我们得知，自己在那些被称
为土著的眼中，只是一众疾病缠身的“变种人”的时候，比较适合的方式，不是笔诛口罚，而是翻开
《旷野的声音》，放弃那喋喋不休的牢骚，听一听那些最“纯净”的地球人的声音。
　　
　　“你只顾自己说话，就听不到上苍的声音”。来自真人部落的土著，用得最多的沟通方式不是语
言、不是文字，而是心灵感应。这一次，他们将一个转世为“变种人”的美国医生玛洛.摩根因召唤回
部落，向她告解了关于人类的“非典型文明认知”。首先“‘变种人’这个称呼，指的是一种心态，
并不是指肤色和种族；它代表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变种人”是丧失或丢弃古老记忆和永恒真理的人
’”。
　　
　　没错，变种人无疑就是我们这些文明人，迷失在物质世界，被眼耳鼻舌身所左右的外相型人类，
相对的，真人部落则是一个物质落后－实质是主动放弃，心灵敏感－顺应天时地利的族群，他们与天
对话、与地交流、与宇宙中的各种能量交汇，他们相信灵魂才是自己的本体，人与自然的万物是合一
的，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过是一份子而已。
　　
　　“变种人似乎很迷恋形式。他们不能接受肉眼看不见的、不具形体的任何东西。上帝、耶稣、上
苍，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环境的一种精气，也不是存在于万物之内的东西——他就是万物！”这就是问
题，眼见的不一定为实，心念的不一定是梦幻。因此，你必须带着谦虚和感恩之心对待自然中的一切
，一如玛洛.摩根“被迫”跟随真人部落徒步在浩瀚的沙漠，这是真人部落特别为玛洛安排的一堂课，
带着虔诚确信之心空手进入荒芜边际的沙漠，并不是仅仅的一场生存大挑战的户外运动，而是彻底体
验天人合一的历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真人部落如何诚心地祈祷上帝会带来食物，而且是屡屡得应，当获得食物时是如
何的抱着感恩之心，而非理所当然或不可思议。仿佛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宇宙中已为我们准备好了
所有需要的东西，只看我们是如何去索取。这是很简单却又很复杂的命题，因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和我
们想要的东西，在现时中往往变得本末倒置。我们需要的被我们想要的所掩盖，我们想要的创造了外
在的世界，却是以牺牲我们需要的为代价。
　　
　　“如果我们不再发明新的东西，转而将才智运用在弥补以往的缺失上，也许世界会有比较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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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声音》

未来”。这正是真人部落所为我们指出的。
　　
　　这些“原始”的智慧触动着我，我愿意将此视为一本变种人的启示录，末了，真人部落告诉玛洛
他们选择“离开”，不是离开沙漠，白人政府当初将他们从海边驱逐到沙漠，只是一场身体的迁徙，
他们从有人类开始就一直“在”着，所以他们的离开是——不再繁衍部族的下一代，让肉体逐渐彻底
消失、融解于自然中，而灵魂将回到宇宙，那个源来的地方，因为，地球已不再是那个适合灵魂守候
的空间了。
　　
　　经济领域里有个现象叫做“劣币驱除良币”，那真人部落的离开，是否亦是这个人性的负面在地
球的逐步上演呢？
　　
26、非常非常值得一读！！！
27、超喜欢的 作者真幸运 神秘的爱尔斯岩 我一定要穿越沙漠去看它 拥抱一下就好
28、震撼
29、改变人生价值观
30、这本书的插图极美，值得买一本细读和收藏，可惜当当网一直缺货。
31、如果很多人甚至每个人都改变了自己，那么，世界也就改变了。
32、是啊，是真是假呢
33、speaker
34、　　真人部落--《旷野的声音》 　　最近朋友推荐我看了几本好书：《旷野的声音》便是其中之
一。是一名美国妇女在澳洲沙漠的心灵之旅。由于受到澳洲原住民，（真人部落）的召唤，玛洛·摩
根加入了原住民徒步穿越澳洲大陆的旷野漫游。在途中她不断地学习该部落以心灵及实际体验的方式
来传达理念，并汲取宇宙与生命意义的启示。真人部落尊重自然界万事万物存在的价值，各尽本分而
每人只取其所需；彼此均敞开胸怀进行心心相传的沟通，珍惜他们所拥有的简单物质及文化遗产。此
书要传递的讯息是;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尽管普遍是各以独立状态存在，其实却是一体的。此书分享
（原始人）纯净的心灵，也让人学习如何接纳，领受，开发人的善意与潜能。
35、越来越相信每一本你读到的书，都是命中注定。你就是要在这个阶段，这个状态里读到它。
36、好多年前读者上看到的概要，这两天忽然想起这个来了。... 。。。 
37、一场心灵的洗涤，莫名神奇无与伦比的共鸣
38、读时思维不断在书本内容和现实间穿越，值得多年后重读的好书，推荐给不愿皈依宗教，但想找
到信仰和力量的人。
39、你可听过旷野的声音？那里有宇宙最真最美的一切。我的灵魂用泪水表明她深深地记得。那“约
定”令我至为动容。于是，纵使我仍不知道是什么约定在等着我，我只知道它会如约前来。
40、　　当初读这本书是因为很多朋友的推荐，断断续续读罢，但感觉并不强烈，也许我还未到达那
种意境，又或许是我当时的心情不合适。
　　能够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也许等以后再读此书时会有不同的想法。
41、　　终于看完这本书的电子版，朋友的推荐让我产生了好奇感，时断时续地用了一个多月，才看
完全书。
　　
　　“真人部落”是否真的存在，无法证明，但他们那种和自然和谐为一的生活，确实很具感染力，
但我对书中说的“动物是自愿充当他们的食物”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任何动物都是想生存的，被
人吃掉绝不是什么好事。这很像基督教常说的：万物都是为人服务，很明显缺乏众生平等的观念，是
为人类的残忍找的合理借口罢了。
　　
　　我觉得此书应该属于新时代思想的范围，和唐望系列有相似之处，都是西方人口述自己的奇异经
历，都是对原始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智慧的向往，抨击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对人类的异化给予
了揭露，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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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静下来，听听自然的呼唤。不要一味的诉说奢求
43、是否我沉溺于庸俗太久`` 这种来自于原始的声音  对我的触动 难道仅是每次阅读后的读书笔记``以
及跟原来平日一样的自我反省~~  可能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吧``是成递增趋势的吧~  耐心等待她遗留
的物质自由发酵到生成我转变的催化剂`` 有些时候  一些东西 就是得交给时间``任之流逝 如果时间停
了``那也就不是时间了
44、感觉这本书很有冲击力，很原始的野性。
45、在《当下的力量》书评中
看到有人在推荐这本书，
突然想起书架上有一本，
十年前朋友送的，却一直没读过。

读来确实震撼，
真人部落的智慧高度
和高度灵性的生活方式令人感叹。
但是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部落吗？

在网上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却遗憾地发现
作者在多方质疑下最终承认故事是杜撰的。即使是虚构小说，
这本书也可以说很精彩。
但这个谎言仍然不免遗憾。
46、想必作者描述的众多土著部落中的一个部落，
我相信那种用心灵沟通的方式还是存在的，就想共同生活了很久的人，有时候仅仅一个
眼神对方就可以领会。
47、这本书对我而言，就象干旱的禾苗遇到了甘霖，适逢其时。更关键的是，这本书对我的生活有着
实实在在的指导。太感谢了！
48、　　在一个网站上推荐的，十一休假期间看完的，真的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真的有真人部落吗
，真的能千里传音吗，还有幻术，感觉像神话。还有在今天这个以物质世界来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与败
时，这本书传达的某些思想对某部分人来说更是个借口。
　　
　　当然，本书对于保护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是个警示。
　　
　　“只有最后一颗树也被砍倒之后，只有最后一条河被污染之后，只有最后一条鱼也被捕杀之后－
－只有这时，你才会发现金钱并不能充饥”
49、听从本心
50、　　    标题是一个书名，中文翻译叫《旷野的声音》。作者是一名名叫Marlo Morgan的美国老太
太，多年以来致力于推广预防医学教育计划。
　　  
　　    某一天，Morgan受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心灵召唤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开始了一次毫无准备的
、离奇的、惊心动魄的旅程。在长达四个月的沙漠徒步旅程中，她的内心被彻底改变，这个自称“真
人部落”的古老民族带给她无穷的启示，教会了她怎样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让她的内心和身体都变
得更加强大，对大自然强烈依赖的原住民在他们的生存空间被现代文明渐渐侵占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抵
抗，而是决定不再生育，整个部落都走向了灭亡，这种让人瞠目的抉择来自于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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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文明的不懈。
　　  
　　    原住民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批判足以让我们羞愧到无地自容，至此，此书是否来源于对现实的真
实记录还是作者的杜撰似乎已经不太重要了，那些来自于最原始的生活细节的描写足够让人去享用、
去思考——请原谅我使用了这个会让原住民鄙夷的现代文明方式，但我仍旧必须生活在这种现代文明
中。
　　
51、　　启发我对人性，生命，大自然的思考．
　　我觉的他们讲的都是对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每个人生存的价值
　　哪怕是影响了周遭的一个人
　　那么也是他存在的意义
52、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
    既无奈又矛盾
53、作者的亲历让人敬佩，身体的感受理应带来心灵的磨炼，这一点却没有感受到，不用表述一些神
乎其神的技能，只要相信自己可以影响到读者就好了⋯⋯后面有点儿遗憾。
54、　　再次补充笔记。
　　
　　这本书存在硬盘里很久了，读完之后也想了很久才写出感想PO上来。
　　
　　感想是补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在BONN开讨论会，题目是请大家认识非洲。从非洲来的小伙子跟
大家说他们部落所信奉的神灵存在于我们讨论的房间里，存在于你的体温，知觉中。
　　
　　我和一帮德国人当时一直在笑。
　　
　　一本书里写过，笑可以代表知觉，明白或者是无知。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属于后者。
　　
　　当我们不同意一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是不存在的。
　　
　　
　　
　　我的一个朋友，她一直说我是抱着天下大同的想法去看世界。
　　
　　对，我是。
　　所以，我不知道用有意义来形容一本书是不是合适。
　　但我还是要说，这是一本有意义的书。
　　
　　小说是有亲和力的，虽然比不上学术书籍的严肃。可是，并不是所有的道理，都要用“野蛮”的
方式来讲。
　　
　　起源于这个台湾女生的推荐。她本身是原著民，对于这一类话题的书与讨论非常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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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在保留原著民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似乎比书里所描写的澳大利亚的状况要好一些。
　　
　　接受边缘群体的存在，是一种气度。
　　
　　想起一句悲壮的话，我可以不认同你的文化，但会去捍卫你生存的权利。
　　
　　我向喜欢旅行或是喜欢人类、人种学的童鞋们特别推荐这本书。
　　
　　
　　以下是一些书中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观点：
　　
　　生意并不是真实的。
　　生意只是一种观念、一种协议，但你们却把做生意当作做生意的目的。
　　
　　通过考验的唯一办法，就是面对考验。
　　
　　
　　关于生日： 他们庆祝的并不是年岁的增长或生日，而是这个人的才智和他对群体的贡献。他们认
为，年岁的增长，目的是让一个人更加成熟，更有智慧，更能表现他的自我。因此，如果你自认为今
年比去年更成熟、更有智慧，你可要求举行一场庆祝会。
55、接骨术啊渴求之
56、万物一体 从没怀疑过他们和大自然血脉相连的关系
57、现代人的童话，落脚点并没有跳出现代思想。
58、 对人性，新的认识
59、心灵的一次触动，对现代人类文明的一次反思。
60、　　在读《旷野的声音》中间，有两次，我停下来，有种混淆时空的感觉，这种感觉，以前有过
，是知道在什么时间，不知道身处何地，但这两次，分外强烈。
　　
　　生命，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真的是在活着吗？——为了生命而活着，而不是为
了生活而活。
　　
　　在《旷野的声音》中说，当“真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想要死去（他们认为是回归永恒
），就会举办一个同乐会，在众人的庆祝后，关闭自己的生命系统，溘然长逝。这是真正的自由意志
。书中又说，如果你知道死后是去哪里，对于死亡，便不再怀有畏惧。
　　
　　这是一本引人深思的书，当然，在我看过之后，并没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大部分的道理或说智慧
，其实，并不是全新的知识，很多智慧书中，都有类似的言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也是自古至今一
直在倡导的，只是越来近现代，共处越不和谐——现代文明的发展，似乎必须牺牲自然。
　　
　　“真人”并不摒弃文明，他们对外界充满好奇，也愿意探究，所以还会派出人去进入文明社会，
同时，他们也愿意接纳白种人进入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也是出于一个悲壮的选择——他们选择整个
种族的灭绝，但不甘于被冤屈，所以请玛洛女士作为传递声音的人。——在书中，称之为，这是一场
五十年前就订好的盟约。
　　
　　用科学不能解释的部分，如盟约，如心灵感应，如其他各类异能，使得此书带有某种魔幻色彩，
但我不敢妄断真实与虚空，假如，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事实，都可能不是事实，那么，我们听闻的事情
，未必不会发生，我们做不到的，如沙漠觅食、寻水，原住民未必不能做到。——我不能接受的，只
有一点：动物们甘愿成为食物。——子非鱼，焉知鱼肯？不过，又有一处细节我很欣赏：死去的人们
，有的希望把自己放在原野上，任野兽吞食，以作为食用兽类的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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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动容的是原住民的宽容，他们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划地为牢，不因死者是白种人而任之暴露
荒野，这是“世界大同”的真正体现，即使是耶和华，也会因人类的不敬而大肆屠戮，如果这样比拟
，原住民的信、望、爱似更广大。
　　
　　原住民自然有其优点，比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种种，取用，但不会伤害，而文明人是到了过度伤
害的地步，所以，原住民宁愿选择灭绝，也许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世界末日的来临？当气候越来越热
，当生存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也许，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吧？但他们又不甘心梦想就此熄灭，所以还
是希望某些信念流传下去——以这本书，以从心到心的传递。
　　
　　阅读这本书，并不是愉快的感受，相反地，会有更多的无奈滋生。是的，我们知道，人不该屈从
于物欲，拥有的物质越多，则越受束缚；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爱护自然，否则，我们必将遭受自然的
无情反扑；只是，一己的力量太弱，我们可以保护一棵树苗，我们地无法保护一亩森林。当它们被砍
伐，被大火燃烧，我们痛惜，却无能为力。尘俗的我们，还是要受制于户口、资历、年限等等枷锁。
　　
　　当然，收获还是非常大的，比如：
　　
　　通过考验的惟一办法，就是面对考验。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令人不快的场合
，把它当成精神上的一种考验。我已经学会如何细心观察事物，如何避免下评论。我也已经领悟，每
一件事物都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心灵。
　　
　　是的，“每一件事物都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心灵”。这本书是的。除了心灵，还有眼睛。书中的
插图，一页一页都仔细看过，美得让人惊心动魄。其中有两幅，是黄昏，紫色的天空，绮丽的晚霞，
恍如梦境
　　
61、　　赏阅此书，正逢在自己的生日之际，里面正好也是有一个章节描写“非生日乐”，有些触动
。
　　“他们庆祝的并不是年岁的增长或生日，而是这个人的才智和他对群体的贡献。他们认为，年岁
的增长，目的是让一个人更加成熟，更有智慧，更能表现他的自我。因此，如果你自认为今年比去年
更成熟、更有智慧，你可要求举行一场庆祝会。”
　　书本的附录一里，提到米奇·阿尔博姆的《相约星期二》，让我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摘录：
　　“所有年轻人都应该懂得这个哲理：如果你一直不愿意变老，那你就永远不会幸福，因为你终究
是要变老的⋯⋯拒绝衰老和病痛，一个人就不会幸福：你应该发现你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
东西。回首过去会使你产生竞争的意识，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当我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
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接受自己赋予我的一切权利
。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与生活讲和。”
　　接受时光的馈赠，与自然大握手言和。
　　
　　该书虽然是通过描写一位美国女医生与澳洲原住民徒步走过内陆沙漠的经验，来解释一些人类最
初最原始也是最纯洁的本能。且不说宗教信仰上的冲突，仅仅就社会环境的不同而言，真人在纯自然
环境中维持的一些价值，也许就难以让现代人接受。即便接受了，亦是难以秉持。但我始终认为，一
些最本源的呼唤与真理是相通的，不受宗教与任何环境的阻碍。不得不承认，我们随着摩根进行了一
次心灵的洗涤。谁都不可能通过一本书来获得真知，但至少，书能让我们暂时离开世俗，让在物欲纵
横世界拼命驰骋和奔波的内心，放慢一下匆匆的脚步，审视一下“肩上的行囊”。
62、我也想要和你用心灵沟通 回不到那个时期 那么就做好现在的自己 
63、看后真是满矛盾的.
    本来我们都是心灵纯洁,热爱自然,渴望美好生活和完满生命的人,却在现代工业化的剥削掠夺下渐渐
失去本心和真谛,其实内心深处都剩有那一片尚待enlighten的地带...
    只能从改变自己做起,我不指望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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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有些觀點對我太飄渺，但對心靈的描述很有同感，有些人不是拼命說話就是盲從別人的話語，任
心靈凋零萎縮失去重心。忘了只要自己的存在能使一個人感到寬慰，那此生就不算白活了
65、很早之前读过的一本修灵的书，总而言之，我是一个归于自然的人最终。我相信上帝的存在
66、influence
67、真实性存疑，但我愿意相信所发生的一切
68、不论其他，只是对所有与原住民相关的东西，都有着一种说不清的近乎偏执的喜爱。和《额尔古
纳河右岸》相似，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有一种熟悉和温暖的感动。
69、　　译名&lt;&lt;旷野的声音&gt;&gt;。一名美国女医生，因为机缘巧合伴随着自称为「真人部落」
的澳洲原住民，徒步、漫游在险恶、辽阔、处处充满荆棘的澳洲内陆沙漠长达四个月，所写作而成的
心灵之旅。关于故事真实性的质疑和写作技巧的粗糙让这本书的光彩有所折扣。
70、　　听朋友说这书不错   看了感悟挺大的
　　他让我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生活 
　　是物质  还是我们自己    
　　是不是我门已被物质蒙蔽了双眼 
　　而使我们迷失了方向  
　　而忽略了人与人心灵的沟通
71、不错。。这种书可以互相参照着读。与《与神对话》有许多一致的观点，
72、有点玄乎，有些领悟还是可以接受的
73、一边跟着作者在陌生又熟悉的旅途上，一边感觉心的边界也越发打开了呢。O(∩_∩)O~本书描写
一位美国女医生与澳洲原住民徒步走过内陆沙漠的经验，并且分享澳洲原住民的存在价值，生命观点
与宇宙观点。
74、等孩子高考后，我也要做一次徒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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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标题是一个书名，中文翻译叫《旷野的声音》。作者是一名名叫Marlo Morgan的美国老太太，多年
以来致力于推广预防医学教育计划。某一天，Morgan受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心灵召唤来到了地球的另
一端，开始了一次毫无准备的、离奇的、惊心动魄的旅程。在长达四个月的沙漠徒步旅程中，她的内
心被彻底改变，这个自称“真人部落”的古老民族带给她无穷的启示，教会了她怎样在恶劣的环境中
生存，让她的内心和身体都变得更加强大，对大自然强烈依赖的原住民在他们的生存空间被现代文明
渐渐侵占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抵抗，而是决定不再生育，整个部落都走向了灭亡，这种让人瞠目的抉择
来自于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现代文明的不懈。原住民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批判足以让我们羞愧到无
地自容，至此，此书是否来源于对现实的真实记录还是作者的杜撰似乎已经不太重要了，那些来自于
最原始的生活细节的描写足够让人去享用、去思考——请原谅我使用了这个会让原住民鄙夷的现代文
明方式，但我仍旧必须生活在这种现代文明中。
2、与一群土著徒步穿越澳洲的奇遇。作者惊讶发现看似野蛮的土著才真正掌握着生命的真理。土人
认为自己是真人，而目光短浅，不计后果的白人已是变种人，白人只重视外在躯壳与物质，却忽视珍
贵而神性的内在灵魂。书中很多观点与佛教类似，大智慧总不谋而合，简单深刻！奇书一本！&quot;
一个人生气、感到沮丧、自怨自艾充满恐惧时，他就不能算活着。呼吸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活着，
它只是告诉别人，这一个肉体是否还存活！&quot;“变种人难道不明白，只要我唱的歌能让一个人快
乐，我就不算白活？你帮助一个人，也不算白活。反正，一个时候也只能帮助一个人嘛。”&quot;他
们不庆祝生日，他们庆祝的是心智的成熟，肯定这个人的艺能、对群体的贡献和心灵的成长
。&quot;&quot;变种人和真人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生活在恐怖中。真人对人生没有恐惧。变种人恐吓
自己的孩子。他们需要警察和监狱，连政府都以国家安全为名，用武器威胁别国。而恐惧，是动物的
特征，在动物求生的本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只要人类认识上苍，了解这个宇宙不是随便形成
的，而是在规划中不断成长，他们就不会恐惧。你必须在信仰和恐惧之间作出选择。这个部落认为，
物欲造成恐惧。你拥有的财务越多，你越活的提心吊胆，到头来你是为身外之物过活。&quot;
3、听朋友说这书不错   看了感悟挺大的他让我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生活 是物质  还是我们自己    是不是
我门已被物质蒙蔽了双眼 而使我们迷失了方向  而忽略了人与人心灵的沟通
4、在一个网站上推荐的，十一休假期间看完的，真的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真的有真人部落吗，真
的能千里传音吗，还有幻术，感觉像神话。还有在今天这个以物质世界来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与败时，
这本书传达的某些思想对某部分人来说更是个借口。当然，本书对于保护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是个警
示。“只有最后一颗树也被砍倒之后，只有最后一条河被污染之后，只有最后一条鱼也被捕杀之后－
－只有这时，你才会发现金钱并不能充饥”
5、当初读这本书是因为很多朋友的推荐，断断续续读罢，但感觉并不强烈，也许我还未到达那种意
境，又或许是我当时的心情不合适。能够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也许等以后再读此书时会有不
同的想法。
6、启发我对人性，生命，大自然的思考．我觉的他们讲的都是对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每个人生存的
价值哪怕是影响了周遭的一个人那么也是他存在的意义
7、在读《旷野的声音》中间，有两次，我停下来，有种混淆时空的感觉，这种感觉，以前有过，是
知道在什么时间，不知道身处何地，但这两次，分外强烈。生命，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
们，真的是在活着吗？——为了生命而活着，而不是为了生活而活。在《旷野的声音》中说，当“真
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想要死去（他们认为是回归永恒），就会举办一个同乐会，在众人的
庆祝后，关闭自己的生命系统，溘然长逝。这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书中又说，如果你知道死后是去哪
里，对于死亡，便不再怀有畏惧。这是一本引人深思的书，当然，在我看过之后，并没有脱胎换骨的
感觉，大部分的道理或说智慧，其实，并不是全新的知识，很多智慧书中，都有类似的言论，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也是自古至今一直在倡导的，只是越来近现代，共处越不和谐——现代文明的发展，似
乎必须牺牲自然。“真人”并不摒弃文明，他们对外界充满好奇，也愿意探究，所以还会派出人去进
入文明社会，同时，他们也愿意接纳白种人进入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也是出于一个悲壮的选择——
他们选择整个种族的灭绝，但不甘于被冤屈，所以请玛洛女士作为传递声音的人。——在书中，称之
为，这是一场五十年前就订好的盟约。用科学不能解释的部分，如盟约，如心灵感应，如其他各类异
能，使得此书带有某种魔幻色彩，但我不敢妄断真实与虚空，假如，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事实，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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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事实，那么，我们听闻的事情，未必不会发生，我们做不到的，如沙漠觅食、寻水，原住民未必
不能做到。——我不能接受的，只有一点：动物们甘愿成为食物。——子非鱼，焉知鱼肯？不过，又
有一处细节我很欣赏：死去的人们，有的希望把自己放在原野上，任野兽吞食，以作为食用兽类的偿
还。令人动容的是原住民的宽容，他们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划地为牢，不因死者是白种人而任之暴露
荒野，这是“世界大同”的真正体现，即使是耶和华，也会因人类的不敬而大肆屠戮，如果这样比拟
，原住民的信、望、爱似更广大。原住民自然有其优点，比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种种，取用，但不会
伤害，而文明人是到了过度伤害的地步，所以，原住民宁愿选择灭绝，也许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世界
末日的来临？当气候越来越热，当生存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也许，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吧？但他们又
不甘心梦想就此熄灭，所以还是希望某些信念流传下去——以这本书，以从心到心的传递。阅读这本
书，并不是愉快的感受，相反地，会有更多的无奈滋生。是的，我们知道，人不该屈从于物欲，拥有
的物质越多，则越受束缚；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爱护自然，否则，我们必将遭受自然的无情反扑；只
是，一己的力量太弱，我们可以保护一棵树苗，我们地无法保护一亩森林。当它们被砍伐，被大火燃
烧，我们痛惜，却无能为力。尘俗的我们，还是要受制于户口、资历、年限等等枷锁。当然，收获还
是非常大的，比如：通过考验的惟一办法，就是面对考验。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
令人不快的场合，把它当成精神上的一种考验。我已经学会如何细心观察事物，如何避免下评论。我
也已经领悟，每一件事物都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心灵。是的，“每一件事物都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心
灵”。这本书是的。除了心灵，还有眼睛。书中的插图，一页一页都仔细看过，美得让人惊心动魄。
其中有两幅，是黄昏，紫色的天空，绮丽的晚霞，恍如梦境
8、昨晚，从澳大利亚回来。今天，找出《旷野的声音》重读。这本书，是在2006年的时候，ivy推荐
给我，并把手里的书借给我读，我读后，非常喜欢，并在2006年11月26日21:22:41写下感想《倾听⋯⋯
来自心灵的声音⋯⋯》（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review/1094180/）书还回去后，仍念念不
忘，没有在网上找到可出售的书，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有些书，想要拥有，放在手里，
不是出于贪念，而是因为感觉对书中所述还需要加深理解，需要在不同的时间阅读。中间，我也读过
两遍，和其他书、我自己的感悟相印证，每次都会有新的理解——语言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的思
想，有些内容，我以前读不懂，随着年岁渐增，能够读懂，而这个历程，会不断循环。现在，当我去
过了澳大利亚，再从头到尾重读这本书，有不同于前的体验。也许，只有在看过了澳大利亚的空旷原
野、广袤天空，即使未曾触及内陆沙漠，毕竟，也与那片土地建立了真实的联系，声息相闻，对于那
片大地上发生的事，从自己记忆库里调出来的种种，重新组合，于是，新的感受产生了，旧的门槛迈
过了。虽然有点遗憾临行时没把这本书带上，但是，曾经读过、并且还拥有，想读时能够找出来，已
经是很幸运的事。这次重读，也更能感觉到，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之深。相比物质的渴求，我更看重精
神的成长，就有这本书的影响在内。一直都还记得，原住民邀请玛洛徒步前，把她的珠宝等付之一炬
，带给我的震撼感。我后来想过，为什么不可以先放在一边，等分别时再给予她，但是后来明白，如
果是那样，就不是很好的一课：失去，和失而复得不是一个概念，唯有付之一炬，才会让人真正割舍
，因为不再有得到的希望，也会从中明白，物质的非必要性，即使是有纪念意义的物质。那些旷野行
走时的所见、所闻、所思，当初曾经觉得匪夷所思的，现在也能够接受了。心智成长，就是明白，在
知识的领域内，未触及的，不等于不真实，不急着去否定和嘲笑，不用结论封闭了自己的认知，在时
光里、在自然中，它们将获得检验。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担负，意味着很多的付出
，而这就是生存的价值之一，人类是一个整体，不分人种和地域，玛洛被选中，看上去是前生的盟约
，但如果她不曾开启自己的心智，对于原住民不曾关心过，那么，门也许始终不会开启，在冥冥中错
失了机会。澳大利亚的美丽，也许必须身历过才能真正明白。我当初深受书中的图片吸引，涉足到那
片大陆，心情都有些激动，因为是和想像中的风景相遇，虽然，我并不曾真正目睹图片中的风景，然
而我看到了其他，那既是同脉相生的壮丽，也让我仍然怀有期望。我并非需要寻找原住民的踪迹，我
需要领悟的，是原住民的精神，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真谛。生活于工业社会，我并无意于摆脱，我并
不相信，只有离群索居，才能够恢复真我。我所寻求的，是在工业社会如何与自我相处、与社会和自
然相处。我能够做到的，起码是约束自己、完善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兼济他人。这本书引导我的
，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许多年来，如同明星，照亮前路。我仍然如此喜欢书中我很多句子，它们给
予我启发，在阅读的时候，充满快乐，如泉水流过心灵。“人生就是自我满足，我们可以丰富我们自
己的生活，充实自己的生命，尽量让自己感到快乐，让自己充满创造力。”我一直在这样做着。
9、我们喜欢堂而皇之地称自己为文明人，仿佛这真是一个铁定的事实，虽然文明的涵义来得并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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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就像我们不能以雄性孔雀亮丽的羽毛来断定它们的整个族群那般，当然，也许对于大多数的文
明人来说，自满和自负的情绪使得换位思考的本领已经遗失殆尽，当我们得知，自己在那些被称为土
著的眼中，只是一众疾病缠身的“变种人”的时候，比较适合的方式，不是笔诛口罚，而是翻开《旷
野的声音》，放弃那喋喋不休的牢骚，听一听那些最“纯净”的地球人的声音。“你只顾自己说话，
就听不到上苍的声音”。来自真人部落的土著，用得最多的沟通方式不是语言、不是文字，而是心灵
感应。这一次，他们将一个转世为“变种人”的美国医生玛洛.摩根因召唤回部落，向她告解了关于人
类的“非典型文明认知”。首先“‘变种人’这个称呼，指的是一种心态，并不是指肤色和种族；它
代表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变种人”是丧失或丢弃古老记忆和永恒真理的人’”。没错，变种人无疑
就是我们这些文明人，迷失在物质世界，被眼耳鼻舌身所左右的外相型人类，相对的，真人部落则是
一个物质落后－实质是主动放弃，心灵敏感－顺应天时地利的族群，他们与天对话、与地交流、与宇
宙中的各种能量交汇，他们相信灵魂才是自己的本体，人与自然的万物是合一的，我们不是世界之王
，不过是一份子而已。“变种人似乎很迷恋形式。他们不能接受肉眼看不见的、不具形体的任何东西
。上帝、耶稣、上苍，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环境的一种精气，也不是存在于万物之内的东西——他就是
万物！”这就是问题，眼见的不一定为实，心念的不一定是梦幻。因此，你必须带着谦虚和感恩之心
对待自然中的一切，一如玛洛.摩根“被迫”跟随真人部落徒步在浩瀚的沙漠，这是真人部落特别为玛
洛安排的一堂课，带着虔诚确信之心空手进入荒芜边际的沙漠，并不是仅仅的一场生存大挑战的户外
运动，而是彻底体验天人合一的历程。所以你可以看到真人部落如何诚心地祈祷上帝会带来食物，而
且是屡屡得应，当获得食物时是如何的抱着感恩之心，而非理所当然或不可思议。仿佛就是这样的一
个真理，宇宙中已为我们准备好了所有需要的东西，只看我们是如何去索取。这是很简单却又很复杂
的命题，因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和我们想要的东西，在现时中往往变得本末倒置。我们需要的被我们想
要的所掩盖，我们想要的创造了外在的世界，却是以牺牲我们需要的为代价。“如果我们不再发明新
的东西，转而将才智运用在弥补以往的缺失上，也许世界会有比较美好的未来”。这正是真人部落所
为我们指出的。这些“原始”的智慧触动着我，我愿意将此视为一本变种人的启示录，末了，真人部
落告诉玛洛他们选择“离开”，不是离开沙漠，白人政府当初将他们从海边驱逐到沙漠，只是一场身
体的迁徙，他们从有人类开始就一直“在”着，所以他们的离开是——不再繁衍部族的下一代，让肉
体逐渐彻底消失、融解于自然中，而灵魂将回到宇宙，那个源来的地方，因为，地球已不再是那个适
合灵魂守候的空间了。经济领域里有个现象叫做“劣币驱除良币”，那真人部落的离开，是否亦是这
个人性的负面在地球的逐步上演呢？
10、赏阅此书，正逢在自己的生日之际，里面正好也是有一个章节描写“非生日乐”，有些触动。“
他们庆祝的并不是年岁的增长或生日，而是这个人的才智和他对群体的贡献。他们认为，年岁的增长
，目的是让一个人更加成熟，更有智慧，更能表现他的自我。因此，如果你自认为今年比去年更成熟
、更有智慧，你可要求举行一场庆祝会。”书本的附录一里，提到米奇·阿尔博姆的《相约星期二》
，让我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摘录：“所有年轻人都应该懂得这个哲理：如果你一直不愿意变老，那你就
永远不会幸福，因为你终究是要变老的⋯⋯拒绝衰老和病痛，一个人就不会幸福：你应该发现你现在
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回首过去会使你产生竞争的意识，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当我
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
接受自己赋予我的一切权利。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与生活讲和。”接受时光的馈赠
，与自然大握手言和。该书虽然是通过描写一位美国女医生与澳洲原住民徒步走过内陆沙漠的经验，
来解释一些人类最初最原始也是最纯洁的本能。且不说宗教信仰上的冲突，仅仅就社会环境的不同而
言，真人在纯自然环境中维持的一些价值，也许就难以让现代人接受。即便接受了，亦是难以秉持。
但我始终认为，一些最本源的呼唤与真理是相通的，不受宗教与任何环境的阻碍。不得不承认，我们
随着摩根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洗涤。谁都不可能通过一本书来获得真知，但至少，书能让我们暂时离开
世俗，让在物欲纵横世界拼命驰骋和奔波的内心，放慢一下匆匆的脚步，审视一下“肩上的行囊”。
11、再次补充笔记。这本书存在硬盘里很久了，读完之后也想了很久才写出感想PO上来。感想是补来
的。我记得有一次在BONN开讨论会，题目是请大家认识非洲。从非洲来的小伙子跟大家说他们部落
所信奉的神灵存在于我们讨论的房间里，存在于你的体温，知觉中。我和一帮德国人当时一直在笑。
一本书里写过，笑可以代表知觉，明白或者是无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属于后者。当
我们不同意一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是不存在的。我的一个朋友，她一直说我是抱着天下大同
的想法去看世界。对，我是。所以，我不知道用有意义来形容一本书是不是合适。但我还是要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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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有意义的书。小说是有亲和力的，虽然比不上学术书籍的严肃。可是，并不是所有的道理，都
要用“野蛮”的方式来讲。起源于这个台湾女生的推荐。她本身是原著民，对于这一类话题的书与讨
论非常关心。台湾在保留原著民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似乎比书里所描写的澳大利亚的状况要好一些
。接受边缘群体的存在，是一种气度。想起一句悲壮的话，我可以不认同你的文化，但会去捍卫你生
存的权利。我向喜欢旅行或是喜欢人类、人种学的童鞋们特别推荐这本书。以下是一些书中我个人觉
得比较有趣的观点：生意并不是真实的。生意只是一种观念、一种协议，但你们却把做生意当作做生
意的目的。通过考验的唯一办法，就是面对考验。关于生日： 他们庆祝的并不是年岁的增长或生日，
而是这个人的才智和他对群体的贡献。他们认为，年岁的增长，目的是让一个人更加成熟，更有智慧
，更能表现他的自我。因此，如果你自认为今年比去年更成熟、更有智慧，你可要求举行一场庆祝会
。
12、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个人相信真人部落的存在。惋惜与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我们失去了什
么。第一次看过之后，有一种想要抛弃世俗，退掉所有牵绊，跑去狂野，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冲动。第
二次看过之后，从痛不欲生的感情纠葛中挣扎了出来，重新又得到了生活的平衡。建议迷失方向，需
要信仰的人仔细阅读。会对生活有很大启示。
13、真人部落--《旷野的声音》 最近朋友推荐我看了几本好书：《旷野的声音》便是其中之一。是一
名美国妇女在澳洲沙漠的心灵之旅。由于受到澳洲原住民，（真人部落）的召唤，玛洛·摩根加入了
原住民徒步穿越澳洲大陆的旷野漫游。在途中她不断地学习该部落以心灵及实际体验的方式来传达理
念，并汲取宇宙与生命意义的启示。真人部落尊重自然界万事万物存在的价值，各尽本分而每人只取
其所需；彼此均敞开胸怀进行心心相传的沟通，珍惜他们所拥有的简单物质及文化遗产。此书要传递
的讯息是;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尽管普遍是各以独立状态存在，其实却是一体的。此书分享（原始人
）纯净的心灵，也让人学习如何接纳，领受，开发人的善意与潜能。
14、终于看完这本书的电子版，朋友的推荐让我产生了好奇感，时断时续地用了一个多月，才看完全
书。“真人部落”是否真的存在，无法证明，但他们那种和自然和谐为一的生活，确实很具感染力，
但我对书中说的“动物是自愿充当他们的食物”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任何动物都是想生存的，被
人吃掉绝不是什么好事。这很像基督教常说的：万物都是为人服务，很明显缺乏众生平等的观念，是
为人类的残忍找的合理借口罢了。我觉得此书应该属于新时代思想的范围，和唐望系列有相似之处，
都是西方人口述自己的奇异经历，都是对原始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智慧的向往，抨击了现代文
明的弊端，对人类的异化给予了揭露，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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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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