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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故事从哪里开始呢？
   从拉萨吧。
是的，从拉萨。
这是发生在几年前一个夏天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阿驴——我——那年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却因在细节上的纰漏而致使一波
三折。
在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北京英语培训后我返回拉萨静候音讯，等待一封留学国家未明、学校未明的录取
通知书。
孰料回拉萨后却发现我那亲切的小窝——站在阳台能看到远处拉萨河边的宝瓶山，推开窗户能感受春
夏秋冬的小窝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已成他人居室。
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者，抱歉的是我还带了一个准备到西藏为而立之年庆生的邯郸女友。
让人唏嘘的是，在落魄时，接纳我的是一个更落魄的朋友。
在哲蚌寺一个流浪画家百元租住的乡间院落里待了七天，待从罗布林卡路的尼泊尔领事馆拿到了签证
后，走！
    走得相当狼狈。
手里仅有皱巴巴的2000元，想取点钱，可银行卡的账户显示只有三块五毛三，余粮全砸进了股票，又
被狠狠地被套牢。
拉萨民族商城的一个阿佳（藏语：大姐）告诉我，2000元足可以在加德满都待一个月了。
我想，这一个月，我的国外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也应该有下文了。
于是带着那个到西藏来庆生的姐们儿头也不回地往西南的方向出发，因为那里有郁郁葱葱的森林，那
里有印度洋的暖气流的滋润，也就是葛优在电影《不见不散》里曾经梦想的喜马拉雅山的那一头。
    往南，再往南。
脑里萦绕的一首歌是朱哲琴的 “牛儿，往南走”。
途经日喀则，途经定日，珠穆朗玛在路上犹如一个撒了淀粉的白色小馒头。
车上的一个在香港读博的巴西人和一个北京网络编辑美眉欢欣雀跃，还有我那以晕车为由坐在副驾驶
座的姐们儿。
路边的壮阔之景填补不了我心中的无奈和疲惫。
我是在出走，没错，是窝居被没收后无助的出走。
没有眼泪，只有委屈，还有倔强。
走，像罗拉一样坚决。
    走了两天。
从一个褐色的平面世界到了一个郁郁葱葱的，高低错落的植物王国，我那疲惫的心被滋润了，如同久
旱逢甘露。
我笑了。
在大桥上，我举起了一罐青稞酿的拉萨啤酒。
干，为再见拉萨干杯！
    到了尼泊尔，“印度就在山的那边”，我听到了心的召唤。
    没有盘缠，没有指南，能成吗？
谢天谢地！
我结识了一个完美的旅伴——阿华。
是在尼泊尔南部的博卡拉那家“甜蜜的回忆”咖啡屋遇上的她。
她来自广州，老乡；她1980年代去过拉萨，我刚从那出来。
“印度在那嘢！
”不用太多言语，我俩心有灵犀，结伴一起走吧！
    返回加德满都当晚，我在落脚的龙游旅馆II认识了两个从广州骑自行车过来的老人——靓伯和胡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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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萍水相逢的两位老人把剩下的400美金借给了我。
在关键时刻，阿华的朋友阿秋在返回深圳时留给了我们一张空白的VISA卡。
就这样我和华姐带着这点盘缠上路了。
    在佛陀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我抱着那本厚达1140页、被全球旅行者们奉为“圣经”的英文旅
行指南书《孤独星球》（LonelyPlanet）“啃读”了三天。
大致勾勒了这么个线路图：先去朝觐四大佛教圣地，然后沿着东海岸线到达印度半岛最南端的肯尼亚
库玛丽，绕西海岸线北上到德里，经拉贾斯坦邦抵达旁遮普邦，最后由闻名遐迩的金庙城市阿姆利泽
进入巴基斯坦。
有几个地方是必须要去的：瓦拉纳西、加尔各答、肯尼亚库玛丽、孟买、德里、泰姬陵和达兰萨拉。
其实，这些“必去”的地方只是因为听说过，对于一个像“小马过河”般的旅者，“听说过”的地方
往往成了没有头绪时的必然选择。
    这是一趟让我今生难以忘怀的旅行。
如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这趟印度之旅也是让我吃尽了苦头。
初始两周，潮热的天气、糟糕的卫生、不洁净的水、不可口的食物让我几近天天拉肚子，手脚被蚊虫
叮咬感染了细菌长了脓疮，举步维艰。
我也曾泄了气，动了提前结束行程的念头。
但随着旅程的深入，这个国家展示的魅力让人欲罢不能。
它如此多元、复杂、缤纷、与众不同。
以至于旅程越走越远，越走越欢。
我们从佛陀的生死之地进入，从北到南又到北，从东到西，竟然环绕它一圈，途经将近三十个城市和
村庄。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徒步进入了这个国家。
有人赞有人弹。
对于我而言，这个国家很难用一言两语来概括它。
身体会抗拒它，但心灵会贴近它。
 虽然差不多环绕了印度一圈，但感觉还是不够。
    现在想来，这是一趟不可思议的旅行。
我想，这可能是我和这个国家的缘分。
不管有没有钱，有没有计划，缘分到了，水到渠成。
几年过去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国家和这段“不可思议”的旅行时不时跳进我的脑海。
在北京的这段日子似乎又听到了它的召唤。
于是乎，我重新打开记忆库，厘清头绪，把那一段印度的旅行故事记录下来，希望能把这段缘分继续
下去，希望更多人走进这个神奇的国度，去认真地感受它。
   它或有偏见、或有情绪，但毋庸置疑，它很真情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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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揣着2000元钱，带着一本厚达1140页的英文版LP
INDIA，本书作者阿驴从拉萨出发，经尼泊尔，开始了神奇的印度之旅。
为期两个月，行走了将近30个城市和村庄，在路上结识了各种神奇的人物，有来自日本的国际志愿者
，来自缅甸的华裔和尚，80岁的独行的以色列老太太，也邂逅了流亡海外的藏人，也路遇来自台湾的
年轻人，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什么样的人都可能遇上，各种相遇和相识的故事中，有惊喜、碰撞，
也有交流、理解。

　　印度，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家，阿驴的经历里，为了找回一双鞋，领教了印度人的各种忽悠
，但却是好脾气的忽悠；在佛陀初转法论的鹿野苑，却遭遇一夜情邀约；搭车，见识了足以申请吉尼
斯世界纪录的超载；急着上网，却被反复跳闸停电搞得几近崩溃；高温酷暑，滂沱大雨，作者把所有
能经历的关于印度的所有坏情况都经历了个遍。
但即便如此，在离开的时刻，以及离开后的时间里，作者却无法忘怀，难以言说这个国家。

　　“这是一趟让我今生难以忘怀的旅行，如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这趟印度之
旅也是让我吃尽了苦头。
⋯⋯但随着旅程的深入，这个国家展示的魅力让人欲罢不能。
她如此多元、复杂、缤纷、与众不同。
以至于旅程越走越远，越走越欢。
”
　　本书附有作者亲自绘制的路线地图，书末有详尽的关于在尼泊尔取得印度签证，如何从尼泊尔由
陆路进入印度，以及在印度的交通方法和费用。

　　印度，这个一言难尽的国度，背起行囊，此刻就出发前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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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驴，原名谭斯颖。
原西藏媒体工作者，后去了被誉为“微笑国度”的泰国游学两年，今北漂大军中的一员。
一个坚定的梦想追求者。
在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秉持“阅透人生知纸薄，踏破世路觉山平”的父训，努力探索一条张弛有度
的自在生活之道。
自十五岁开始爱上独行，迄今行走足迹已触及祖国大陆的东南西北之最；徒步过梅里雪山、虎跳峡和
墨脱；游走过东南亚各国，也去过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不是装备派，是感悟派。
爱陌生、爱自由、爱体验不同的文化生态。
希望未来的人生路走得更加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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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是围城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迷途的羔羊
　图像琐忆
第二十一站 斋浦尔
　在这里，我看到了最美的落日
　
　印度也有长城
　图像琐忆
第二十二站 普诗噶尔
　遭遇莲花居士
　图像琐忆
第二十三站 达兰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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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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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来的爱情表白
　图像琐忆
第五站 科纳克53“我必须买到明天到浦里的票，我
　是联合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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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站 布巴内斯瓦
　在“神庙城市”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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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站 玛玛拉普仑
　海边小镇的景趣
　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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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站 哧驰
　一石当关的小城
　图像琐忆
第十站 坦焦尔
　看多了荤的，便觉得还是素
　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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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站 特里凡德仑
　“罗摩之治”的模范？

　图像琐忆
第十四站 科钦
　一个绅士的小岛
　图像琐忆
第十五站 果阿
　路 上
　遭遇大卫
　Season Has Gone
　图像琐忆
第十六站 憨皮
　石头在歌唱
　陪我看夕阳的朋友
　猴神哈努曼的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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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7月23日，我们是在这一天之内从佛陀的生地到死地的。
 一般游客从尼泊尔进入印度边境后，多是选择坐火车到瓦拉纳西。
可出行本没有计划的我们，受了一张搁置在蓝毗尼韩国食堂的手绘地图的启发加上中华寺的释容一师
傅的指点便上路了。
我和华姐在出发前做了个决定：朝圣之旅。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离开蓝毗尼。
那一天，雨很大，砸在简易三轮车顶棚的声音如豆子倾泻下来。
三轮车夫告诉我们：进入7月底，雨季开始了。
不一会儿，鞋湿了，水痕由牛仔裤的裤脚漫延到了大腿。
倒也不恼，贵人出行风雨多嘛。
 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边境。
两个国家长得太像了，到了边境也分辨不出哪边属于尼泊尔哪边是印度，以至于过了尼泊尔关卡忘了
盖一个出关的戳，走到印度移民局才被人叫了回来。
 坐上了开往离口岸最近的格拉普的汽车，路边景象让人难过，好一派“发展中国家”的面貌，雪上加
霜的是，贫穷和破败在这个季节还得加上一个洪水。
在车上，窗外的凉快没能惠顾湿热的车厢，湿漉漉的牛仔裤让我如坐针毡。
两个半小时终于抵达目的地。
 格拉普是北部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有火车直达恒河圣城瓦拉纳西和首都德里。
去瓦拉纳西的火车早晚各一班，五个半小时的行程。
我看了一下地图，苦思纳迦离格拉普仅二十多公里，如果先去了瓦拉纳西，很容易就会错过这个佛陀
的涅槃之地。
汽车站离火车站不远，但对于初来乍到者要找到开往苦思纳迦的班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里的巴士没有英文标记，问了好几个人，多数人不懂英文。
一个拎着公文包经过此地的中年男人主动停下问：“女士，你要去哪？
”我说苦思纳迦。
他笑着摇了摇头（在印度，摇头表示“是”“听明白”的意思），用手指了指马路对面停靠的一辆白
色大巴，“那就是。
”车号经过年月的洗礼忘了，但车价仍记得，29卢比。
 在车上，我被迫与华姐分开坐。
太疲惫了，刚坐下不久，脑袋就已经歪了下来，迷迷糊糊打起了瞌睡。
车一晃动，脑袋就撞到同座位的印度男人肩膀上，睁开眼，只见那可怜的男人右肩膀的白衬衫沾了一
大块并不熏香的口水印。
赶紧一句“Sorry”（对不起），又把眼睛合上了。
尽管眼睛是合着的，但还是能感觉一种过分“被瞩目”的光芒，这道光来自同座的印度男人的目光。
中国女人骨子里“非礼”的观念不自觉地涌了出来。
忍无可忍，我索性把眼睛睁开，投以怒视。
结果对方也不避嫌，还是直愣愣地看着我，我被打败了。
无可奈何抛出一句：“sir，what'smatter?!”（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对方面无表情地耸了耸肩膀，不语，但目光仍是“直”的。
浑身起鸡皮疙瘩，奈何身体疲惫不堪，把眼再合上。
心中默默祈祷：“车啊，你快点到，快点到。
” 这是一辆倒霉的车。
没走多远，听见“扑哧”一声，本来缓慢的车子突然不动了。
不在意，以为到了某个小站等人上车，可半天也不见走动，不一会儿，皱眉的司机让所有人都下了车
，原来车胎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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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笑，不由唱起了一首解嘲的歌曲：“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大约一个小时，车再次发动，人群
发出一阵欢呼，走咧。
剩下的二十多公里路，这辆车竟然跑了一个小时。
印度的车都是这样的速度吗？
我充满了好奇。
 车只到镇上，到村里还得坐一辆人力三轮车。
车夫初始要五十卢比，来自讨价还价故乡的我们最后给了他二十卢比。
他挺不容易，我也希望他能多赚点，但这次印度之旅我囊中羞涩，唯有收起我的同情心。
这个车夫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那两条蹬车的腿比起拉萨蹬三轮车的四川车夫差得太多了，不知是不
吃肉的原因还是人种的原因，这里蹬车的“祥子”们的小腿只见骨不见肉，让人不忍心坐。
 在村里，一条我出生后在中国就已经被水泥填埋了的泥路贯通南北。
车夫带着我们在街上兜了大半程也没找到所谓的家庭旅馆。
最后我们让他停在了中华双林寺门前，名为中华寺实则是个越南华裔建立的兼有经堂和休憩的庭院。
 关于住宿，在村一级的住宿费，我俩的预算是二百卢比左右。
很不幸，进去一打听，是可以住人，但最低要四百卢比。
这么贵，才刚上路呀。
我没有钱，顾不上品质，我要的是价廉。
我们说再找找吧。
经过一些好心人的指点，说缅甸寺庙有宿舍，很便宜。
二话不说，背起包离开干净的越南寺到了阴暗潮湿的缅甸寺。
 巧，寺里的主持也在。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很和善地接待了我们，听说我们是中国人，他非常高兴，表示欢迎，我说“感谢
你们的款待，让我们今晚不至于露宿街头。
” 在住宿人员登记表上，我的签名是一个草写繁体的“飛”，地址一栏厚颜无耻地写上了“北京大学
”。
为什么自己在这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欺骗人家？
潜意识里我要自由，飞翔的飞是最契合我骨子里对自由的那种渴望；而填北京大学，是因为我在应付
“你是干什么的？
”问话时，我的答案总是“学生”。
貌似年轻的脸庞让别人也毋庸置疑。
这样一方面省却了我告诉了我的职业身份后别人的刨根问底；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我是失业青年，
我没有心情长篇大论给陌生人讲我的故事。
为什么是北京的大学？
因为在国外大多数人只晓得北京和上海，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我挑了更加喜欢的北京。
 我承认，在一个签名和地址上我是费了心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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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结束印度之行，进入巴基斯坦后，我和这趟印巴之旅结识的好朋友华姐在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首都伊
斯兰堡的姊妹城)分手。
她往白沙瓦方向西行，我则一路沿着喀喇昆仑公路北上，经红旗拉普口岸回国。
    与在印度的身心俱累的旅程相比，在喀喇昆仑山区的旅程是一段梦之旅。
在那个像仙境一般的地方宏扎(Hunza)我待了七天。
出生于南海边，也曾在雪山之巅的地方工作生活过的我游走过不少大好河山，巴基斯坦宏扎山谷是我
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的地方。
这个河谷被五六座雪山包围，时值秋天，路边的树叶闪着金色的光芒，漫山遍野的苹果树任你采摘，
迎面走来的村民友好地向你微笑。
孩子们尽管对你好奇，但非常懂礼貌；老人们很好客，他们时常会邀请你到他们家喝杯茶吃个果⋯⋯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大帮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冒险家和环球旅行者。
奥地利的安迪这几年去了阿拉斯加还去了南极；阿根廷的帕特里西这些年仍骑着他的自行车环游世界
；日本的彻平进人中国后沿着丝绸之路到了中亚最后到了欧洲，这些年一直在欧洲漂着。
他是个了不起的行者，在过去的十年他一直在路上，靠着那高空抛球的小把戏游走了整个世界，交了
全世界的朋友，也学会了好几十种语言‘⋯⋯在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上我还碰到一些勇敢的女
孩子，她们来自韩国和日本，她们的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到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去宣扬和平和基督教教
义。
让人难过的是，回国后不久在一条国际新闻上看到这个组织的几名韩国年轻人被塔利班劫持了。
我按着她们给我的电邮地址给他们写了封“伊妹儿”，可惜没有任何回音，生死未卜⋯⋯    关于我出
国留学的问题，后来的故事是一个美好的结尾。
从巴基斯坦回国后，在奖学金办公室，我以“不抛弃不放弃”的努力，终于收到了一家著名的区域性
研究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并顺利地办理了出国留学手续。
在那个被称为“5S”(阳光Sun，大海Sea，沙滩Sand，服务Service，微笑Smile)的国度，我度过了人生迄
今最惬意的两年零两个月，并顺利取得了硕士文凭。
    结束愉快的泰国游学生活后，一年半前，我来到北京讨生活。
相较于单纯的旅途，这次是为未来的人生路打拼，这段路更不好走。
坦白讲，在北京的日子过得不那么顺心也不那么随意。
或许是这个城市的皇权气息太重，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压抑，这与我爱自由的性情产生了冲突，迄今未
能很好地融合。
在这个城市，我面临着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这里的人际交往中带有更多的“利”的成分，而且还有
股不包容的气息，这与我之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大相径庭。
在这个城市里，时常觉得活得不够畅快，不够淋漓尽致，不够恣意。
这个城市那么大，却又那么小——人们越来越把自己关在自家的笼子里。
我是感觉到孤独的，多次想离开，但又舍不得。
这个城市有一群人很可爱，他们是各式各样的梦想家。
他们大部分人的日子虽然过得不算舒适，但他们精神上的那种张力时常感染着我。
这些梦想家们让我觉得自己的视野正在变大，头脑亦更加鲜活，仍在天天向上。
当人觉得自己仍在进步时，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记得当初是唱着歌儿“再出发不要问那路在哪”来到北京的。
在我人生剩下的旅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同志我才刚上路嚼！
加油吧，阿驴！
    最后，阿驴要说：这本书能出版要感谢的人很多，不一一叙述。
以名单形式记录这些贵人们：我的旅伴——吴锦华女士、博茨瓦纳里程公司的南庚戌先生、达尔问自
然求知社的冯永峰、亚理工学院的导师菲利普先生、好友周敏驰、马燕、林海虹、李晓红、杨永春、
林莉、张敏、陈雄珍等，当然少不了我的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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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2012年春节前夕于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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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呀!印度》编辑推荐：一个小女子，天不怕地不怕，怀揣上几个钱就去印度走了两月，吃尽苦头，倒
也苦尽甘来，喜欢上了那个纷乱的地方。
那个国度太多彩，太丰富，与她的性格太合拍。
小女子有火冒三丈跟当地人吵架的时候，有跟当地人静静看夕阳西下的时候，还有感情的火花一闪的
时候⋯⋯跟着阿驴的喜怒哀乐，你也就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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