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 「哈佛來信 」 到 「里弄東
京」 ，從 「非洲之心」 到 「瑪雅叢
林」 ，從 「昂山素季的國度」 到 「尋找
德約科維奇」 ，《可能的世界》堪稱作
家在一個時期內的 「足跡史」 與 「心靈
史」 。恰如許知遠在為該書作序時所寫
的那樣── 「《可能的世界》，這標題
再恰當不過地反映出這多姿多彩的遊
歷，及作者的個人哲學。」

在隱喻裏思考 在遊思中悵然
楊瀟曾在《南方人物周刊》《時

尚先生Esquire》等媒體供職。從2010
年起，他告別媒體行業，開始周遊世
界，並嘗試一種融合時事、歷史、智識
討論與人文地理的敘事文體。從《子
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
找西南聯大》，直至此次的新作《可能
的世界》，楊瀟將自己對世界的關照與
體悟，融合進這種具有強烈個性色彩的
文體與筆觸之中。

《可能的世界》收錄的文章創作
於2010年至2019年。那些年，楊瀟前
往美國、埃及、緬甸、德國等十多個國
家與地區，在採訪與閱讀中記錄下時代
光影變化下人與社會的面
貌。在這本書中，楊瀟在
曼德勒皇宮外散步，依靠
奧威爾的指引，想在緬甸
的往昔中看到今日；他闖
入夜晚阿斯旺尼的診所，
傾聽這個牙醫出身的作家
對埃及社會的分析；他還
試圖在短暫的東京之行
中，塞入戰後的日本史；
他還在哈佛的懷德納圖書
館，想像一對情侶恰被波蘭
與羅馬尼亞的書架夾住……
廣泛的遊歷，細膩的觀
察，生動的描述，
將你的喜悅、我
的悲痛、他的
遺憾，統統
關聯起來，
情感細膩但
又 給 讀 者
留 下 了 充
足的思考空
間。

在新書
的封底頁，印
着這樣一段話：
「歷史鐘擺總是在
船與牆之間搖擺。船是
移民，是流亡，是奧德賽；
牆是原鄉，是終老，是美杜莎。船是
自由的戰栗，牆是安全的風化。船是
冒險的，也可能是瘋狂的；牆是穩重
的，也可能是麻痹的……」 在 「船」
與 「牆」 的隱喻和思考裏，楊瀟式的
遊思與悵然，再次一遍遍地撥弄起讀

者的心弦。

旅行文學像是低空略過
楊瀟曾經憑藉《重走》

獲得單向街書店文學獎
2021年度旅行寫作獎。
而《可能的世界》恰是這
一寫作脈絡的延續。當被
問到 「為什麼世界在你的
筆下那麼重要」 時，楊瀟
笑言， 「雖然我曾經做過
時政記者，但其實我對政
治並不感興趣。相反，我
對自然風光和旅行很有興
趣。」 在楊瀟看來，旅行

中，自己的想法和觀念就像
岩漿，會一直奔湧。

除了迷人的文
字，在《可能的
世界》中，幾
乎每篇文章
的結尾都有
一個 「參考
文獻 」 ，
下面列出
了大量的書
籍名目。從
《察沃的食

人魔》到《天
真 的 人 類 學

家》，從《檔案：
一部個人史》到《椰

殼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回憶錄》，再從《不平等的日
本》到《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這些
參考書目不僅讓讀者可以按圖索驥追尋
作家的思考脈絡，更彷彿搭起了一座座
浮橋，讓人們可以獨自去探索一個個遠
方的世界。

「旅行文學的質地仰賴你會遇到
什麼樣的人。」 楊瀟說， 「旅行文學很
多時候都像是低空略過，作家沒有辦法
在當地生活很久之後再動筆，因此遇到
什麼樣的人顯得很重要。而在文尾列明
那些書目，就是希望讓我文章裏的每一
句話都有出處。」

在沙龍現場，有人提出一個有趣
的問題 「可能的世界，究竟意味着什
麼？」 楊瀟略作思忖後言道， 「萬事萬
物多有可能。當說到可能的世界會怎樣
時，我會想到兩個智者。一個是宗薩仁
波切，正如他所說：好事不能持久。反
過來，壞事也不能持久，所以無常是好
消息。另一個是我朋友的朋友，我曾經
問他是否相信來世，他說相信比較好
玩。因此我想：相信是更好的，它讓我
們變得更樂觀更積極。」

往事不可追 此情只可待
新書沙龍現場，作家陳冠中、李

靜睿與楊瀟圍繞 「在世界與我之間尋找
可能性」 進行了一場對談。《可能的世
界》策劃編輯羅丹妮主持了整場對談。

「我看《可能的世界》的時候，
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就是那個世界可能
已經逝去了，可是楊瀟的這些文字還停

留在原先的地方。」 作家李靜睿在現場
說到， 「文字的價值就在於它不是完全
被定性的，也不是單純的、不會變動
的。有時候我們看到舊的文字，它卻能

夠觸發我們新的感受。」
作家陳冠中更看重這本書的知識

性和趣味性， 「旅行文學會涉及非常豐
富的知識，楊瀟的藝術就在於把知識跟
有趣的事情結合得特別好，讀起來特別
順。我們以為某個世界就是唯一的世
界，可能是因為我們小時候沒有看某個
電視台，而不同的歷史背景製造出了全
然不同的可能的世界。」

羅丹妮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書的自序題為 『追上 2019』 ，但
2019明明是一個過去的年份。為什麼
要追上它？」 「 『追上 2019』 這個詞
其實是突然冒出來的。作為過去的年
份，2019肯定是追不回的。我也想追
上更多以前的年份，且不是 『追回
去』 ，而是 『追上』 ，因為我想找回那
種更加開放的、更加不害怕的心態。」
楊瀟坦言。

沙龍現場，許多書友都踴躍發
問，其中一個問題涉及到 「寫作的技
法」 。對於這個專屬於作家的 「小秘
密」 ，楊瀟的回答充滿智性，又相當坦
誠， 「我想，結構是寫作中最重要的問
題之一。大家經常低估interesting的重
要性。首先你自己要感興趣，也就是先
做到有意思，其他的就會隨意而來。」

在諸種可能間尋找真實的自我，在不同世

界裏放飛自由的靈魂。近日，楊瀟新著

《可能的世界》在北京舉行新書首發及沙龍活動。

活動現場，作家楊瀟表示， 「當說到可能的世界會

怎樣時，我會想到兩個智者。一個是宗薩仁波切，

正如他所說：好事不能持久。反過來，壞事也不能

持久，所以無常是好消息。另一個是我朋友的朋

友，我曾經問他是否相信來世，他說相

信比較好玩。因此我想：相信是

更好的，它讓我們變得更

樂觀更積極。」

──走進楊瀟新作《可能的世界》

在足跡裏叩問心靈
在可能間探尋世界

楊 瀟
記者、作家、背包客。2004年畢業

於南開大學中文系，先後供職於新華社、
《 南 方 人 物 周 刊 》 、 《 時 尚 先 生
Esquire》。從2010年起周遊世界，嘗試一
種融合時事、歷史、智識討論與人文地理的
敘事文體。曾出版《子弟》《重走：在公
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

《重走》曾獲單向街書店文學獎
2021年度旅行寫作獎。

作家簡介

▲《可能的世界》，楊瀟著，上海文藝出版社。▲楊瀟新著《可能的世界》日前在北京舉行新書首發及沙龍活動。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
西南聯大》，楊瀟著，上海文藝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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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個
投資
家的成敗自述（繁體版）》

《九
龍城寨簡史》

著名投資家孫強
深度剖析個人成敗，

徐徐展開他個人成長與
中國私募股權投資行業發
展的雙重歷史。精彩可讀
性強的投資案例除了展示真
實資本與企業的博弈、共贏
的故事，也從中看到孫強在
投資決策上表現出的超凡
洞察力。

《

佳
寧神
話─

陳松青的造神毀
神

》

本書以十八個章
節盡可能還原 「佳寧

案」 的來龍去脈，了解
佳寧最後掉進死局的關鍵
所在，同時亦嘗試從代理人
理論的角度，分析幕後或者
另有操盤力量的可能性。

魯金以其研治香
港地方史的功力，透

過大量古籍文獻、歷史
檔案，輔以實地考察，追
溯城寨變遷的歷史軌跡，由
九龍之得名、城寨戰略地位
及建城始末，縷述至城寨在
黑暗時期的實貌、各街道命
名的緣起，層層揭開其神
秘面紗。

好書同讀

作 者 孫強
出版時間 2024年4月

作 者 魯金
出版時間 2023年8月

作 者 鄭宏泰、李潔萍
出版時間 2024年4月

▲肯尼亞的斑馬。 楊瀟攝 ▲埃及法老墓的狸花貓。 楊瀟攝

書海漫遊

▲緬甸仰光的舊書攤。 楊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