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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刘景琳、唐建福先生的策划下，推出了这套“叶永烈‘世界观”’丛书
，即《美国自由行》《俄罗斯自由行》《欧洲自由行》《今天的越南》《中国自由行：东部卷》《中
国自由行：中西部卷》以及《中国自由行：台港澳卷》等。
　　我喜欢旅游，同时也喜欢边游边摄影，并把旅途的见闻不断敲进手提电脑。
没想到，我的这些“行走文学”作品，竟然会积累这么多。
　　大约是出于职业习惯，多年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我，在旅行之中特别注意捕捉细节，观察民情，
注重文化，关注历史。
也正因为这样，我的“行走文学”不同于通常的以介绍风景名胜为主的旅游图书。
　　我小时候特别羡慕父亲出差，看着他拎了一只外边套着灰色布套的皮箱去码头，踏上温州到上海
的轮船，随着东流而去的瓯江水消失在天际。
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真想跟随父亲去看看上海是什么样的。
可是，小小年纪的我，哪来“出差”？
父亲称我是“小溜溜”——温州话的意思是喜欢到处游荡的孩子。
父亲摸着我的脑门说，在这里给你贴上一张邮票，把你从邮局寄出去，你就可以到处旅游了。
后来，我长大了，写了一部长篇童话，叫《“小溜溜”溜了》，写的是一个孩子在脑门上贴了一张邮
票，游遍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王国。
其实，这“小溜溜”就是童年的我。
　　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在高中毕业之后，考上北京大学。
17岁的我从温州乘坐长途汽车来到金华，我见到冒着黑烟、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火车头，连行李都扔
在一边，奔过去看这从未见过的庞然大物。
我途经上海前往北京。
记得，父亲曾经笑着叮嘱过我，看上海国际饭店的时候，千万要把帽子戴好，因为仰起头看高高的国
际饭店，帽子会掉下来！
幸亏我来到国际饭店前没有戴帽子。
在温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楼，尽管现在国际饭店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之中只是个小弟弟而已。
　　我终于也开始出差。
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在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天南地北地跑，出差成了家常便饭。
我几乎跑遍全国。
不过，毕竟公务在身，总是来去匆匆，何况那年月把旅游说成是“游山玩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
式”。
妻则忙于上班和照顾婆婆、孩子，很少有机会旅游。
　　一直到妻退休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四处云游，从“小溜溜”变成“大溜溜”。
如今的我，虽然年已花甲，虽说去过那么多的国家和城市，但是对于没有去过的地方永远充满好奇心
。
旅游成为我的兴趣和乐趣。
有时候，我们也参加旅游团，以为那样更加省心，而且高效率。
不过，“赶鸭子”般的旅游使我无法自由采访。
更多的时候是我与妻组成“两人团”，自由自在地漫游于异国他乡，细细地访问，细细地品味。
尤其是美国，我与妻已经去了七次，很快又要第八次去那里。
在美国，我既是旅行者，从最西面的夏威夷到最东面的纽约都留下我们一次次游历的足迹，然而我更
是采访者，在美国进行广泛的采访；我又是美国的居民，因为我去那里每一回都住一段时间，可以深
入体验星条旗下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摄影记录了旅途的见闻，凝固了难忘的瞬间。
每逢外出旅游，我便成了“好摄之徒”，随身小包里总是放着相机，一见到值得拍摄的景物，立即掏
出相机，咔嚓咔嚓，那“时刻准备着”的架势就像一位很专业的摄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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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我用的是胶片照相机。
自从用上数码相机，远比前者方便，那些胶片照相机就“退休”了。
从此，数码相机成了我的亲密伙伴。
我不断改善我的“装备”，买了更新更好的数码相机，还买了数码伴侣，每一次出国都能带回几千张
数码照片。
　　边游边摄，日积月累，我拥有庞大的照片资料库。
在闲暇时，我与妻一起在电脑屏幕上欣赏这些风光旖旎的照片，仿佛又回到美好的旅途。
没想到，这套丛书出版的时候，配上我自己拍摄的这些照片，图文相得益彰，成了一套图文并茂的书
。
　　叶永烈　　2008年7月1日　　于上海“沉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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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本书是作者游历中国中西部时所创作的旅行纪实的选集。
　　走马古道、扬鞭沙漠、徜徉山水、信步古城，作者带着炙热的眼光和深沉的热爱，一次次踏上中
国中西部大地。
在他的镜头里，西部的天，是蓝色与白色的不朽交织；西部的地，是红色与黄色的激情碰撞；西部的
人，是历史与现代的奇妙组合。
西部的山山水水，都因它的人文历史而凝重、隽永；西部的古往今来，也得益于它的地理风貌而丰满
、深厚。
走马西部，不仅要做个山水的仁智知音，更要领悟和感受在黄土白沙的起伏变迁中，西部人那一股斗
天争地的倔强和一种适者生存的智慧。
本书所记录的，正是这么一段穿梭在历史的光影与文化的风情、自然的旋律与天地的和声中的时空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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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1岁发表诗作，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l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至今，《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已超过一亿册。
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　　《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客观
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反右派始末》，全面反映1957年“反右派运动”；“‘四人帮’兴衰
”系列——《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以及《陈伯达传》，真实写照中国十
年“文革”；《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全景纪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此外，还有《追寻历史真相一我的写作生涯》《用事实说话一我的采访手记》《陈云之路》《中共中
央一支笔——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追寻彭加木》《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等。
作品曾获奖80余次。
1989年被收入美国《世界名人录》，并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
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之“最佳传记文学家奖”。
新版《小灵通漫游未来》于2002年12月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2005年10月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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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西部风貌黄陵祭祖记奔赴延安的红色通道延安的窑洞延安一日延安印象延安巨变四方城两安今日咸阳
桥触摸汉景帝走马山西在平遥古城住客栈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大院海陆空游兰州天下雄关——嘉峪关千
里飞沙走敦煌飞天情甘露赞绿色，沙漠的灵魂重游乌鲁木齐从细节看新疆吐鲁番之“最”蓉城热流雾
锁成都三进山城山城美景在大熊猫研究中心大渡河畔的欢歌我从青海来西宁印象访青海女子柔道队过
了日月山酥油花贵州新貌贵阳新机场一瞥贵阳不堵车中国第一瀑在革命历史名城遵义我当送书大使到
贵州昆明无处不飞花翠湖飞鸥精品城市——个旧锡的故乡美丽的丽江“冰海之皇”出高原皑皑雪山似
玉龙骑自行车游桂林清清漓江水美丽的北海中部览胜暑中武汉高峡出平湖纤绳荡悠悠古城襄阳春色走
出深闺的张家界才饮长沙水今日韶山郑州在起飞七朝古都——开封名震华夏的少林寺黄山可游不可留
徜徉皖南吉镇宣城的明珠合肥的粥火炉南昌行喜登新滕王阁庐山风雨云雾中美庐沧桑天下第一山——
井冈山访红都瑞金古风犹存婺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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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上海，不知去过多少回瑞金一路、瑞金二路，我却未曾有缘一睹中国革命的圣地瑞金。
最近，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钦慕已久的“红都”。
　　那天，黎明时分，我从井冈山东行，汽车在赣南起伏的斤．陵地带颠簸了。
一整天，到达瑞金时已经暮霭浓重。
车入县城，我见到许多商店以“红都”为名。
过了贡水上的一座水泥大桥，我住进瑞金宾馆。
想打电话给县委宣传部，我习惯地拨“114”查号，可是电话机上竟没有拨盘。
一问宾馆服务员才知，瑞金是个小县城，电话不多，不编号码，拿起话筒时只需向总机说句打到哪里
便可接通⋯⋯　　瑞金虽小，当我在瑞金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钟书棋陪同下前往各处参观革命旧址，却
深深地被她博大的内涵所感动。
钟书棋是位“瑞金通”，在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一书中，便多次提到他的大名。
他如数家珍一般向我介绍这片红色的热土。
　　瑞金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古代建县时掘地得金，遂称“瑞金”。
然而，瑞金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的所在地，人称“瑞京”，而“红都”、“赤都”之誉也由此而来。
　　老钟带领我来到郊区叶坪，步入建于明朝的谢姓宗祠，60年前的十月革命节——1931年11月7日，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毛泽东在这里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
之称便始于此。
大会之后，这个祠堂成了临时中央政府办公所在地。
我见到祠堂里15间用木板隔成的小房间，每间不足10平方米，内放一桌、几条板凳。
每问小屋便是人民委员会的一个部的办公场所，如外交部的王稼蔷(即王稼祥)、财政部的邓子恢、教
育部的瞿秋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邓发等均在这些小房间内办公。
特务密报了叶坪的动向，蒋介石派出飞机前来轰炸，中央机关迅即秘密转移到瑞金西侧的沙洲坝。
在那里的毛泽东旧居旁，我见到一口不平常的水井。
沙洲坝确是“沙洲”，当年缺水，老百姓喝池塘水，污浊不堪。
毛泽东主席关心群众生活，亲自踏勘并带领红军挖了这口深达5米的甜水井，老百姓誉之为“红军井
”。
如今，这口井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旁竖立石碑，上镌闪闪发亮的金字：“吃水不忘挖
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　　在瑞金，我还寻访了邓小平的旧居。
1931年8月至1932年6月，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瑞金是当年中央苏区的心脏。
瑞金那时流传民谣：“南宋北宋，唔斗瑞京。
”“唔斗”，瑞金方言，意为不如。
　　我住在瑞金宾馆时，赣州地委的领导们正住在楼上，忙着召集会议，研究部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诞生60周年纪念活动。
届时，许多饱经风霜的老红军战士将重返故地，满怀深情话当年⋯⋯　　1998年初冬，我在北京住了
十几天，正遇上初降瑞雪，一片银装素裹，树梢、屋檐挂着长长的冰凌；飞回上海，行魂未定，义飞
往江西。
从空中俯瞰，青山绿水，生机盎然。
　　只飞了一个小时，飞机便降落在景德镇机场。
环顾机场，除了我所乘坐的这架飞机之外，没有见到第二架飞机。
景德镇机场是个小机场，旅客不多。
上海到这里的航班，每周才两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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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建设机场，全然因为景德镇是世界闻名的瓷都，为了给外商来往提供方便，才开通了空中走廊。
　　我下飞机，没有在景德镇逗留，上车直奔赣东北的婺源县。
汽车穿过景德镇市区。
沿途见到瓷器铺接二连三，那齐腰高的火花瓶成排陈列在公路边上。
这里的广告要么是“餐具瓷器”，要么是“灯具瓷器”。
这里是瓷器世界。
　　婺源与景德镇紧邻。
出了景德镇，顿时变得清静。
一条水泥公路，直通县城。
公路两侧，绿树丛中掩映着一幢幢白墙黑瓦的民居，显得古朴而整齐。
白墙上偶尔可见刷着黑色斗大的字，我以为一定是什么大标语，细细一看，却是“大哥大在手，任君
天下走”之类广告同。
在成片的林子前，我见到“联合国××项目”横幅。
　　从景德镇出发约莫开了两个小时车，来到了婺源县城。
县城不大，只有3万人口。
一条大河在县城拐了一个弯，以“s”形穿城而过，使这座傍水小城显得格外漂亮。
我从跨河大桥上望下去，河水清澈见底，一艘艘捕鱼小舟正在碧波之上追逐。
　　大桥边，矗立着浅绿色玻璃幕墙的邮政大楼，是全城最富丽堂皇的建筑。
我下榻的友好宾馆，大堂里挂着双星标志，表明是二星级宾馆，算是全县最高档的宾馆了。
　　以今日的目光来看婺源，这里交通闭塞，只通汽车，没有火车，更没有飞机。
公路向西通景德镇，向北通屯溪、黄山。
　　婺源，因是婺水之源而得名，地处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
婺源过去属徽州，这里的文化传统、民风都表明是徽州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婺源划归江西。
　　婺源过去相当辉煌，因为这里当时水路交通发达，向东可以去浙江，向西则去江西，向北则可以
去安徽。
这里保存了大量完好的明清建筑，古风犹存，既是过去辉煌的见证，又是今日封闭的象征。
　　婺源以出产“绿、红、黑、白”四样货而著称：　　所谓“绿”，就是婺绿，中国的名茶之一。
过去曾被列为贡品。
我走在婺源街上，随处可见巨大的“茶”字，那便是出售婺绿的茶铺；　　“红”，则是当地所产的
一种红鱼。
这种鱼，长着一身红鳞，肚大，呈饺子形，肉白而鲜。
当地宴请客人，必上红鱼，以为吉利；　　“黑”，是指当地所产的砚台，与徽州的墨相匹配；　　
至于“白”，则是木材。
这里盛产木材。
如今为了保林护木，保持水土，严禁滥伐。
我在出县境的公路上，见到设有木材检查站一一没有获准，是不许运送木材出县的。
　　在婺源，我见到一所中学门口挂着“天佑中学”的牌子，一打听，得知是以詹天佑的名字命名的
，婺源是他的故乡。
　　婺源有着悠久的文化。
朱熹也是这里的文化名人。
　　笔者离开婺源，坐汽车北行，前往安徽屯溪。
屯溪与婺源的距离只比景德镇离婺源稍远，但是车行时间却多了一倍，因为这条公路路面很差，而且
正在修路。
　　屯溪附近的机场，比景德镇机场大，而且飞机班次也多。
这个机场主要是为来黄山的游客修建的。
黄山是中国著名景点，游客众多，所以航班也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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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那里曾经有过一座木桥，戍边的战士从桥上经过，人多车挤，浮尘蔽日，于是就有了“尘埃不见
咸阳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中国自由行：中国西部》是作者游历中国中西部时所创作的旅行纪实的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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