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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寄情山水辩（代前言）人在困顿时往往或登高眺远或临渊羡鱼，以山水之真气求精神之解脱，所谓寄
情山水也。
近几年，已逾“天命”之年，既无功名之累，亦无身家之拖，也就越发想出去走走。
同仁责之，“正当年富，何以玩物丧志？
”答曰：“人生何不是一场大玩？
能天真，能率性，能本色，自风流也，何来丧志？
”志者，士之心也，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临危受命勇于任事，放浪江湖心存高远
，俱是“志”也。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当今之世，除旧布新。
旧有价值崩颓，“礼崩乐坏”；新生价值萌生，“式微纷杂”。
精神失去依托，生命丧失意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泛滥，勤劳致富、社会保障缺失，竞争与危机同
在，压迫与恐惧共存。
当此之时，遁迹于江湖，寄情于山水，在真山真水的恒定与平静中寻求心灵的宁静，何怪之有？
我经常远足，到大山大水中徘徊，深感人渴求自由与安定的情致会赋予山水以灵性。
“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那是诗人的化境，化到浓酣忘我，境与神会，怎不神纯意静，真气扑
人？
真诚是人的第一心理需要，也是人类社会一切真道德、真情感的源泉。
当人失去真诚，失去相互的信任，便会走向自然，走进山水，从那里寻求“洗尽沉渣，独存孤徊”，
寻求“清风朗月，玉洁冰清”。
沐浴在心灵的洗礼中，一股爱的无名哀感膨而涨之，超然于功利争斗的压迫之上，也就升华出一种无
畏的镇定与宁静。
晋人王羲之有诗曰：“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
”能于此物欲横流，名利淹泛之际，“勿为物喜，勿为己悲”，处功利堆中不争，淹利禄围中忘求，
怎不是一种大境界？
能动荡中“独静其静”，变乱中“忘求守一”，才真人也。
当人为社会所滞，为情志所困，走向自然，踏进山水，从远古的真意中寻求精神的解脱，能不大乐乎
？
此身逢变世，人生大复翻。
少年虚立志，老大无报还。
主义成虚伪，社会大标签。
唯求真与诚，友爱或虚烟。
浮华盛风气，但余权与钱。
人心伤如此，何处随遇安？
弃别流与俗，超拔出淡然。
世外有真气，潇洒山水间。
郭五一201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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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郭游记之三：青山万里多情》是作者郭五一2007年游历西藏和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精神遗痕。
作者自写自拍，精选了200多幅照片。
既有风土人情的忠实记录，又有纯唯美表现的山川景物。
感性的文字与精美的图片相得益彰，引领我们领略辽阔大地的每一个细节。
《老郭游记之三：青山万里多情》不是一本走马观花式的普通游记。
并不只是对风景、地理、民俗的描摹，还融入了作者一路走来触景而发的哲学思辨，作者的情怀和思
想于荒原大川、冰天雪地中处处可见。
作者以质朴、直白的文字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令人读后大获裨益。
作者还别出心裁地列出西藏之行的花费账单。
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份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匠心独运，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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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五一，1951年5月1日随军生于四川雅安，祖籍山西。
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工人参过军，接受了迟来的大学教育，最后从机关下海经商至今。
爱好：读书、摄影、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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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点我们到了然乌镇，这是一个真正的旅游区小镇，接待设施很齐整。
我们沿然乌湖向冰川方向前进。
这是一条省道，说是公路不如说是一条山野小道。
路面粗糙，道路狭窄，上上下下，曲曲折折，一面临山，时时有碎石滚下，一面向湖，处处是悬崖绝
壁，路窄的仅够一辆吉普车走，大点的客车绝对不敢行，更别提会车。
在这种路上走，别说是司机，就是游客也个个提心吊胆，捏一把汗。
好在这里风光绝美。
这是一座大湖，湖水清清凛凛、飘飘荡荡。
听当地人讲，今年水大，往年水少时，湖水清澈见底，湖底的岩石、水草会编织出各种图案。
湖的边缘是沼泽和一望无际的农田，此时青稞正收，油菜、苜蓿正在扬花，沼泽地百花齐放，挤在一
起，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五彩缤纷，目不暇接。
湖四周是高山，东南方向山顶积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就是“来古冰川”。
然乌湖的山是裸露的，裸露得黑灰凝重、峥峥嵘嵘，一线排开，把个湖面衬托得更显妩媚秀丽。
然而就在此自然美景下，我们却看到了更多的人文困惑和辛酸。
我们来到省道201线道班所在村。
这里的藏民并不很穷，我们到了一户藏民家，房屋的中心是佛龛，纯铜装饰，擦得金光闪闪一尘不染
，旁边的衣柜、碗橱看上去也很华丽。
虽然这里经常停电，但电视机、放录机、音响设备都很齐全。
院子里有拖拉机、摩托车，房子也不错。
这样的人家，在村子里是大多数。
但这里的男人们并不做事，一排排蹲在路边发呆。
我们上去攀谈，他们几乎都不会说汉话，但却懂得照相要钱。
女人们在种田，村庄里几乎没人。
三个男孩子围着我们转，说着半生不熟的汉话：“你们钱多多的，我们没有，一个一个的给”，我们
躲着他们的纠缠。
突然一个背孩子的小女孩告诉我们：“那是我们的学校，去看看吧。
”循声望去，我当时就呆了。
这是一处塌了一面墙的土围子，里面有两排低矮残破的土房，院子里堆着半院子的破砖陈土，一派荒
芜。
其实这处院子就离路边不远，我们早已看到，只是以为是一处被丢弃了的农宅，没有在意。
听到孩子们的介绍才发现，这里和普通民宅还是有区别的，有一面升起的被太阳晒得发白的国旗。
这是一上午我们在此地仅见到的一面国旗。
破院有门，上着一把锈锁，直接跨过残墙进院，这里有三间露着天的泥土建造的教室，教室里低矮昏
暗，没有窗户，照明靠打开的门和露天的顶。
每间教室仅有两排四张桌椅，大概可容十个孩子。
就是这样的教室，几根柱子上却题有“卫生角、美术角、数学角”的字样。
墙上还展有孩子们的模范作业。
孩子们围观自己的作业，纷纷向我们介绍哪篇是自己的，他们很以此为荣。
他们的作业大多是汉字写的，但他们的汉话却说得很差。
校长室是一个吃、住、办公兼用的小屋，已是人去屋空，满地垃圾灰尘。
孩子们说不清他们是因为放假而休学还是因为学校坍塌，老师离去而失学。
在如此秀丽的湖畔，如此丰腴的农村，看到的却是一座坍塌的学校。
这里的孩子们大了，男孩每家都会选一个送去寺院受教育，可就是没钱办学？
藏民们经过50年新制度磨合，还没有接受现代文化。
学校是生产未来和希望的场所，难道这残破的校园就是然乌湖的未来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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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面孤零零飘动着的国旗，像在呼吁着人们的良知。
这里还是太闭塞，我们在这里见到一个民工，青海人，他们一行16人来自甘、青、川三省的农村，由
一个包工头带领。
他们在这里栽电缆杆安装手机全球通设施。
一根水泥电杆800斤，8个人抬，上100多米的高坡，在高原施工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每人每天不过80元钱，下雨歇工就停发工资，而且没有社会保障。
就是这些在城里人看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工在这里充当着文明传播的使者，我们和当地藏民有限的
沟通全靠这位青海民工翻译。
他告诉我们这里藏民女人种地、养牲畜，男人无事可做，主要靠挖虫草、天麻、白术挣点钱，一根虫
草可卖50元钱，但很不好找。
男人们没其他的谋生手段，每天除了转经祈福就是坐在路边看来往车辆。
然乌湖是美丽的，但然乌人呢？
离这里仅二十几公里的然乌镇，已经接受了商品文化的汉族人在那里忙着建设、开发，忙着推销藏家
文化赚钱。
可这里的人们却在发呆，在发呆中等待着政府的施舍。
他们似乎还沉睡在中世纪的梦境里。
文化和传统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影响几乎是至关重要的。
不仅我们眼前看到的藏族同胞，中华民族近代史的发展也非常能说明这个问题。
150年来，几代中国人追求民生安康、富国强兵，然而我们却一直在走弯路。
先是追求船坚炮利，搞洋务运动；当洋务运动失败后，经过总结，又提出变法，试图引进资本主义制
度；可变法阻力太大，于是有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仍然无法解决面临的民智弱、国家穷，西方列强
和后起的日本侵压，就有了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和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革命；但是我们的历史包袱太重，改造国民性岂是一日之功？
于是就有了效法苏俄的无产阶级革命。
几经挫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至今仍在不断的寻觅中。
何以如此？
文化传统使然。
中国人走得不顺。
从根上说，制度选择的对错只是现象，文化传统才是本质。
长期的大一统、一元化的专制文化是走得不顺的根本原因。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国人总结教训，严复提出国家兴衰的关键在“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新
文化运动中胡适又提出救国先救己。
只有把每一个人从传统的奴役状态下解救出来，成为有独立人格，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才会有普
遍的积极性，才会国家兴盛。
可惜这种新生的文化力量太弱，一直到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今天才引起普遍的重视。
然乌湖的美，并不亚于波密的美。
但一个停滞在古代，一个则成为现代的“桃源”，几乎是同样的自然环境，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如此大
的审美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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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2007年我在西藏和加拿大北极地区旅行的真实记录。
    西藏我曾去过三次，这次是从甘肃甘南草原进入，经四川阿坝进青海，再走黄河源、玉树进藏。
在西藏主要走了昌都、林芝、山南、拉萨和可可西里，日喀则和阿里本书并不涉及，留待日后再用文
字去亲近。
返京途中在黄河三峡和黄河石林短期逗留。
    加拿大北极行只涉及从白马市到因纽维克一带。
那里的冬天每天日照不足3小时，且所谓“日照”也仅见半个太阳，这颗火红球体的下半截在这个时
令永远藏在地平线下的黑暗里。
这就给我室外拍摄带来极大的挑战，色调大多灰蒙单一，色彩也难得艳丽。
所以，并非是我故意只把镜头在夜晚打开，这是要向没有去过加拿大北极的读者朋友特意交待的。
    两次出行，累计走了几十天。
行色匆匆，边走边记，只能是对当时的所见所闻做肤浅速记，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则难概万一。
它们的阔大壮美多有遗漏，成稿之后，方始觉悟。
这次虽然“觉”并“悟”了，下次再出游，仍会有缺失。
这种遗憾将伴随我终生了。
因为人在大自然面前，永远是渺小、卑微的，我的这种敬畏之心，使我每次拿起笔来，端起相机，都
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
战战兢兢之下，怎能状其全貌！
另一种极端，则是每当我置身于天地造化生成的瑰丽场景之中时，我义会痴狂得像个偶然撞入了伊甸
园的孩子，东抓西拾，全然不得要领。
    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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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山万里多情》作者以质朴、直白的文字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令人读后大获裨益。
随老郭走西藏，行北极，畅游多情万里青山，回归自由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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