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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人、一个国家因为经历了一段特殊的路而发生根本改变的事例不寻常，但也不鲜见，这就是路的
神奇。
    上路，不一定怀抱什么远大理想，只是走在路上，烦恼的人变快乐了，空虚的人变坦然了，无聊的
人变积极了，虚弱的人变健壮了，就知足了。
        为了这个目的，作者选择了几条曾经神奇过的路，现在走起来既有刺激性也有起码的安全性，路
上有不断的风景，作者会介绍路上的信息，但我们渴望这本书不仅仅是准备出行的人用来查资料的，
而且是愿意拿来读一读的。
    作者想和大家聊路上曾经遇见的人和发生的事，路因何神奇又如何缔造了神奇。
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选择出行的路线时，有一种新的走法，带上一种新的心情。
    旅行的心情一定要是轻松的，而带上一个主题出游或在路上顺便了解一个主题，相信不会给人带来
什么负担和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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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出行准备路况信息路况信息对于计划长途出游和习惯制订出游线路的人是至关重要的，
但目前想准确获得路况信息又是那么的不易。
根据目前的情况，去西部务必找底盘高的车，最好是越野车，而且要四驱车。
尽管现在西部的路越来越好了，河上也在陆续架公路桥，但洪水、流沙、落石、泥石流、塌方、滑坡
等事情仍会经常发生，修好的路经常会局部被毁坏，比如现在的川藏线，平目无事时，长安、夏利都
可以顺利通行，但如2007年7月我们遇到的波密至林芝间的古乡滑坡事件，这些车就有麻烦了。
据说有规定要求国道应在4小时内排障保通，但肯定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养路单位或是已尽全力但无
能为力，或是工作没那么尽心，很多时候4小时内路是通了，但只有大卡车、越野车过得去，你过不
去似乎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除非你有充足的时间不在乎等。
那么，我们就应考虑一下，如果用买长安、夏利同样多的钱去买辆北京212，就会使旅途更顺利些。
当然，平时在城市里开212比较费油，这就要看你如何权衡了。
四驱越野车也要换上越野轮胎，爆胎一来危险，二来换胎消耗体力，特别是在高原，比如在新藏公路
的死人沟一带，路面上都是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切削器那种石头，加上海拔高气压低极易爆胎，在
此换胎蹲得时间长了要注意慢慢起来，不要用力过猛，否则真可能出危险。
死人沟现名泉水沟，但人们还是习惯用老称呼，据传20世纪60年代中印边境冲突时，新疆军区一队人
马由此进军阿里，中途夜宿于此，因缺氧窒息，整队人马长眠于此。
这一整队人马到底是多少人，从一个班、一个排传到最新版本的一个团。
谣言就是这么产生的，没有公开的官方数字，谣言就越传越邪乎。
路况信息也是这样，目前公众获得较全面、较及时、较准确的路况信息很困难，交通部有一个网站，
但打开这个网站却看不到什么实用信息，电视新闻报道路况信息只是偶然性的，而且多是报道几天前
什么地方路断了，经同志们奋力抢修已于日前通车这类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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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曾读过美国诗人惠特曼《伟大的历史乞丐》中的一句诗，非常喜欢：我就是一个孤寂的旅行者，
一个伟大历史的乞丐，从我走过的历史中，我接受了深刻的教育。
走在历史的长路上，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乞丐，无知、幼稚，而自然美景和历史又是那样慷慨，总能
让人满载而归。
在本书即将完成时，中国国家旅游局推出首批“中国国家旅游线路”备选名单，令我们高兴的是，本
书中的10条线路与其基本吻合。
以线路，特别是有历史故事、文化符号的线路来推广旅行资源的做法许多国家早已实行，因为这样做
不仅可以达到更好的经济目的，同时对展现国家文化形象也有颇多好处。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林栋、李茹两位老师，通过他们的梳理，才使得我们原来
混沌的文字有了条理；我们还要感谢张胜在旅途中的贡献，难路、险路都是他开过去的。
当我们还不知道“驴”有更多意义的时候，其实已经当过“驴”了。
2 0世纪90年代，我们拿着一张火车证，背着大包在欧洲各地狂奔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驴”相遇，
互致问候。
在车站休息时，翻看当地的旅行指南，发现他们对历史文化线路的热情超过对景点的兴趣，这给我们
留下深刻印象。
数年后，偶然走在重庆乡间的几条石板路上，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就是渝黔古道或成渝古道，我们于
是想起在欧洲留下的印象，中国的古道名路也确实应该有意识地重新走一走了。
又过了几年，就有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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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炫色古道:10条历史名路游》讲述了：重走先贤之路，梦回历史星空，唤醒人文记忆，感悟天地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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