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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其实是一本坊间常见的杂文集子，就是把发表在报刊上的千字文拾掇拾掇，出本书。
但是由于作者的身份不一样，这书就有了独特的魅力。
妹尾河童是日本当代著名的舞台设计家，今年74岁，一直活跃于戏剧、歌剧、芭蕾舞、音乐剧、电视
等表演艺术领域，曾获“伊纪国屋演剧”、“艺术祭优秀”等众多奖项。
所以在写杂文之余，河童也不免手痒，以自己商标式的画风，即一种略显稚拙的工笔素描，为杂文里
涉及的方方面面事物画插图。
这些事物虽然细小，但在河童的文笔和画笔下，显出别样的情趣。
比如意大利自动制面机、伊朗红茶、香港地铁车票、意德法各自的电话卡、东西方的钥匙和锁、印第
安水车、印度纸币、马来西亚风筝、丹麦和巴基斯坦的捕鼠器、英国火柴、墨西哥面具、日本的桥，
甚至⋯⋯莫扎特的大便。
三联同时还推出了妹尾河童的另一部作品《窥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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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妹尾河童，日本当代具代表性的舞台设计家，1930年生于神户，1954年因舞台设计而崭露头角，此后
活跃于戏剧、歌剧、芭蕾舞、音乐剧、电视等表演艺术领域，曾获“纪伊国屋演剧”、“山多利音乐
”、“艺术祭优秀”、“兵库县文化”等众多奖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童旅行素描本>>

书籍目录

制造伪钞 冥纸币值不会因汇率而波动的纸币 试吃 PEAK的口袋型显微镜 用眼睛吃东西 群林堂的豆大
福麻薯 自家做荞麦面 意大利的自动制面机 投桃报李的尴尬 中元赠礼 收藏癖 骑马用的马刺 “病态”
？
 确实是体重计，但是⋯⋯ 立花隆先生也有病 小睡时用的眼镜 怪怪优酪乳 蒙古游牧民族的铝罐 蒙古的
炉子 韩国的瓮和农家 分赠遗物 德国的马克杯 巨大的陶制净水器 茶壶 伊朗的红茶 将棋和西洋棋 展现
各国风貌的棋子 “请不要再算命了！
” 一副二十二张的塔罗牌 DNA真恐怖！
  冲绳的枕头猪言猪语  乍看是普通的电话，但是⋯⋯丧失资格的驾驶  丹麦的停车牌先试吃再说  石烧
锅虽不用锅，但是⋯⋯我想一个人独享！
  热腾腾的蒸汽便当火车餐盒要在波隆那买  意大利的火车餐盒一个人旅行比较好  我想提这个袋子去旅
行会消失的车票  香港的地铁车票把行李撒得满地的坏习惯  行李里的东西  意大利的电话卡  德国和法
国的电话卡钥匙和锁  钥匙和锁，东方和西方一投宿就开始画  意大利中世纪城镇十日行·米兰  在维洛
那住的房间  在席耶纳住的房间  在阿西西住的房间  在罗马住的房间不要掉下去喔！
  巴黎老市区欧德翁附近  嵌在维也纳史提芬大教堂墙壁里的圆板和铁棒是⋯⋯  维也纳的双马拉观光马
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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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制造伪钞　　我从小就有种毛病，只要有人跟我说：“那不能做！
”就会心痒难耐，反而想做做看。
其中最想试的就是制造伪钞。
　　小学四年级时，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零用钱，曾经认真地想向伪钞制作挑战。
朋友都担心：“私制伪钞被逮到的话可是会被关进监狱的！
这罪比窃盗还重，你知道吗？
”　　我花了10天的功夫用水彩描绘出来的纸钞，是一张任谁都能马上识破的“壹元钞”。
　　即使是这样，朋友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的模样让我蛮感动。
一同守着秘密的几个死党彼此不时使使眼色，颇有一种惊险刺激的快感。
　　19岁时，又手描了一张相当精巧的“千元钞”，不过只描了1/4。
将纸币摊开来有3/4是空白的，像是在恶作剧般； 或许当初还有一点“良善市民的罪恶感”、觉得全
部画出来不太妙的缘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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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童心不泯的老玩童──妹尾河童　　两年前我写了《印度在窥视里》，那是我头一回读到妹尾河
童，读到了既极讶异，亦极兴奋。
委实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有趣的老顽童，马上把他和黄永玉归为一类，甚至立即将他在心目中的地
位归置到黄永玉之上，因 　　觉得他更为细腻也更为智慧，和黄的彪悍不是一个路子，性相近，习相
远的缘故吧。
如此写来的书评完全成了一篇百分百的颂歌，字里行间充满了赞誉，且来看看那篇也许言过其实，却
也不无道理的颂歌—— 　　妹尾河童是个男的，是个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男的，是个而今已经74岁
了的日本男的，并且他还是一个很能够画几笔素描画，很能够写一些逗趣性质的活泼文章的日本男的
。
 　　这个1978年、1983年两度造访印度的日本老顽童从来不改好奇宝宝的本色，从来不顾众人的殷殷
告诫，在印度“任意妄为”：喝生水、吃路边摊、净往高处爬，不怕拉肚子、脱水、感冒，拼了老命
只为多看看印度的不同面貌。
 　　两个年头，拢共一起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这个老头在印度由南到北游历十八个城市与地区，搭
乘火车、人力车、包租车，遍览辽阔的印度大陆所独有的宗教、建筑、文化、艺术、风土民情，奢华
与赤贫同时并存的社会现象，都经由他用极力贴近庶民生活的观点与丰富的设计素养以及平实的文字
和亲切可感的素描，向所有对于谜样的印度充满好奇的人们一一呈现。
 　　一个地处南亚的文明古国，历数千年沧桑，辉煌都已成镜像，存留下来的因为得以存留都带着历
史的痕迹，在岁月的长河中浴清了身体，亦淘汰了曾经的滞涩，显露出事物本身固有的光辉。
 　　这样的光辉是最逗引人的，河童说：书中依旧照我一贯风格，把看到或者感受到的事物，用传达
给亲朋好友的心情尽可能呈现出来——文字无法表达就画，图画无法呈现的就以文字表述。
全部用手写也只是想让人有亲手奉上的感觉。
 　　这样做出来的书，就如同一封一封信笺的集合，阅读的每个人都是收信的对象，信纸的那一头那
个先到了异国的人向你娓娓言说那一个你向往中的国家，事无巨细，毫发毕现，让你喜悦着他的喜悦
，惊奇着他的惊奇，也感动着他的感动。
 　　过去的两年中，河童的书陆续由三联出版，出来了《窥视日本》、出来了《河童素描本》。
我是每见必买，每买必读，一路追逐下来，直恨翻译太慢，干脆去学了一年日文。
这样的礼遇实在超过了早年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也超过了热血沸腾年代读村上春树。
 　　妹尾河童究竟有怎样的魅力会弄得我追星族一般地成了“河粉”？
到再见他如今这本最新的《河童杂记本》，我开始暂时消退一些偶像崇拜的情愫来理性地分析那魅力
的根源。
 　　想来想去，我想还是他的无由而来无由而去的随性生成了那股诱惑。
河童真是个活得极自在的人，喜欢的东西太多，感兴趣的东西太多，永远如同小孩子一般对眼前的世
界充满了好奇。
他在这新书后记中说：我喜欢吃幕间盒饭，也喜欢车站的盒饭，因为能品尝到各种各样的食物。
 　　河童确乎就是这样来对待人生的，让他不去好奇，宁不如杀了他。
让他一辈子只拥有一种眼光，大约他会疯狂。
这一本书又是水藤节子催促出来的，她是一点不厌烦河童的“想起一出是一出”，就只想出一本“幕
间盒饭”那样的书。
各种各样的怪念头全罗列在一起，在别人一定是凌乱得不行，在河童倒是相得益彰，他骨子里就是那
样一个“各种各样”的人的嘛！
 　　他是窥视印度，花样百出；窥视日本，繁花似锦；行旅素描，千奇百怪。
到了这本杂记，则更是将那“各种各样”表现到极致，写写画画，忽而谈访书，书倒不花篇幅去谈，
却津津乐道地讲书的运送讲运书车车身上牢牢地冻着的冰雪，进而又去讲运输车车内书籍的堆放；忽
而去谈“河童式”的海外旅行窍门，个中说到开罗的公车，原来抓吊车身的乘客比安坐车内的乘客还
要多，因在开罗抓吊车身的一律免费，河童自然少不得要那样抓吊一回；忽而谈起他名字的由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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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老婆嫁来之日他的回忆，那回忆真是有趣：做我媳妇的人选倒有一个，风间小姐。
可在她辞职后我们便断了信儿，再没有来往，即便向她提出，想必她也要说NO。
弄到最后朋友看不下去，代劳求了婚。
居然真就成就了一段美满婚姻！
 　　我尤其喜欢看第三辑的杂学笔记，说尺寸、汉字、啤酒的泡沫：泡沫能吸附啤酒花的苦味，躲过
泡沫饮用啤酒，能让舌尖免受涩味刺激，品尝到啤酒本身的柔和。
让我们干杯。
说水、咖喱、饭盒、钥匙和锁，从“钥匙和锁”的变化中感受到人类的智慧，让他百看不厌。
还说地图、礼仪、磁石、远近透视图技法和工具，在比较中他认识到“比较，仅仅是了解彼此差异的
手段之一”。
 　　两年四册书，河童一如既往地杂记他多姿多彩的人生，这样的记叙和素描是永无餍足的，因篇篇
是一扇窗，推开了，便能望见更绚烂的世界。
在那里，印度和日本都是美丽的，随性的行旅也是，随意的杂记亦然。
 　　读毕全书，阿川佐和子说“河童确实是怪人，不过他能把复杂的东西如此简单易懂、饶有兴味地
描述出来，实在令人佩服。
河童的幕间盒饭的味道实在令人意犹未尽。
下次他究竟会做怎样的盒饭给我们，期待和震憾共存”。
 　　两年前，妹尾河童74岁，而今，已是76岁的老人了。
真希望他活得更长一些，用他那双上苍恩赐的眼睛引领我们去观望那属于他也属于众人的美好，给这
苍茫的人世加添更多的色彩和乐趣。
 　　文：三皮 《中华读书报》妹尾河童的旅行观　　寂静山谷里一株昂首期盼的树，存在了许多年
，只为等待欣赏它的人。
而洞见生活细节的能力，原本就是少数人的专利。
 　　三联书店推出了妹尾河童的两本书《窥视印度》、《河童旅行素描本》，看过的人一般会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充满欣喜的惊叹：好有趣哇！
另一种则是感觉完全不可理喻的：变态！
因为有趣所以发现作者确实非同常人，因为“变态”，所以才有现今的有趣得已呈现书中，于是有趣
与变态互相纠集，构成了河童文本的最初印象。
 　　亲身体验式旅行 什么都要试试看 　　从来没见一个人这样旅行。
什么都想试试看。
在《窥视印度》中，他不顾亲朋警告，印度人吃的喝的，路边摊上的各种小吃零食，他都要尝试尝试
，结果搞到连续几天腹泻不止，把卫生纸垫在裤子里继续上街“乱跑”也在所不惜。
他从南到北造访了印度十八个城市与地区，印度的各种交通工具，人力车、三轮摩托车、公共汽车、
火车等等，他也一定要乘坐一下。
火车包厢里折叠起来的卧铺，打开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躺上去什么感觉？
也引得他苦苦思索，忍不住想要拆开来尝试一下。
最有趣的是，他乘坐火车到达印度首都德里，看到火车站里很多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那是一种什
么样的感觉呢？
于是这位河童老先生干脆放下手中的行李，也躺下去试试看。
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亲身体验，才是体会印度大陆所特有的生活人文的最直接和最令自己
信服的方式。
而这种身体力行在《河童旅行素描本》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花朵到底能不能吃呢？
不妨试试看，于是河童吃花朵吃到自己肚子痛。
 　　我们不主张完全无知的尝试，但是我们不由得钦佩这种强烈的探知态度。
记得儿童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到手的任何东西都要放到嘴里尝尝，亲身体验，这何尝不是我们从
孩童时代起认知世界的最本初的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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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固守于已经获得的经验和知识而越来越疏离于这种认知世界最直接的手段了呢？
一切都已司空见惯不再新鲜，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真是这样吗？
河童不但以他孩子般的探知心态，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他亲历的印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知世界的
“新”的旅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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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被称为“宛如再次来到地球的小王子一样童心炽烈的人”！
　　☆踏访各地的旅行，大胆试吃的美食、稀奇古怪的收藏⋯⋯，让你拍案叫绝！
　　踏访各地的旅行，大胆试吃的美食、稀奇古怪的收藏⋯⋯，让你拍案叫绝！
窥看高手妹尾河童的旅行，收藏全公开魅力欧吉桑妹尾河童十足的好奇心、广泛的兴趣在本书中一览
无遗！
关于旅行的闲话轶事、老饕食家的奇谈妙闻、友人间互赠的珍稀收藏⋯⋯，窥看高手以惊人的观察力
、细密的手绘图与生动幽默的随笔精彩呈现，读来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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