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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写作之余，我有两大爱好：一是旅游，二是摄影。
    小时候，很羡慕父亲常常拎着个皮箱从温州乘船出差到上海很希望自己也能有机会到温州以外的地
方旅行。
父亲说，那很简单，在你的额头贴张邮票，把你从邮局寄出去就行了。
    可惜，我直到高中毕业，还没有从邮局寄出去，没有离开过小小的温州。
直至考上北京大学，这才终于远涉千里，来到首都北京，大开眼界。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电影制片厂工作，出差成了家常便饭，几乎走遍了中国大陆。
    随着国门的开放，我有机会走出去，周游世界。
光是美国就去了七趟，每回去都住一两个月的时间，从夏威夷直至纽约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我曾五次来到祖国宝岛台湾，2010年是在台湾过的春节，还特地从台北飞往澎湖和金门这两个离岛。
    我的旅行常常是“自由行”，比如应邀到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讲学，就顺便在澳大利亚自由行，
走了很多地方；美国爆发“9·11”事件，我特地从上海赶往纽约进行采访，撰写了50万字的纪实长篇
《受伤的美国》；也参加各种各样的旅行团，我总是选择那些行程较长的旅游团，以求能深入地了解
那个国家。
    记得在朝鲜旅行的时候，我问导游明天（7月27日），你们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庆祝活动？
那位导游马上很“警觉”地反问我：“叶先生，你以前是否来过朝鲜？
”此后好几次，每当跟他交谈时，他都这么问我。
我确实是第一次去朝鲜。
但去每一个国家之前，我都会事先充分“备课”。
例如去朝鲜之前，就十分详细地研究过朝鲜的历史和文化，才知道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
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就把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日”，此后年年庆祝。
这在朝鲜导游看来，一个对朝鲜情况如此熟知的游客，势必是此前来过朝鲜的。
    很多人问我，在上海住了将近半个世纪，为什么只写过几篇关于上海的散文，却没有写过一本关于
上海风土人情的书。
我的回答是：“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总在一个地方居住，目光会被“钝化”，往往“视而不见”。
当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或城市，就会有一种新鲜感。
这种新鲜感是非常可贵的，能使我的目光变得异常敏锐。
出于职业习惯，每到一个国家我都会以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观察，“捕捉”各种各样的细节。
在东京，我注意到在空中盘旋着成群的乌鸦，肆尢忌惮地在漂亮的汽车上投下“粪弹”，而东京人却
对此熟视无睹。
回国之后我便写了《东京的乌鸦》一文，介绍中日两国不同的“乌鸦观”。
为什‘么乌鸦在中国被视为不祥的象征，而在口本却被奉若神明。
这篇阐述日本“乌鸦文化”的散文发表之后，被众多的报刊转载，原因就在于写出了“人人眼中有，
个个笔下无”的美妙。
    另外，我还十分注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观察每一个围家，把旅游视为一种特殊的考察和采访。
在祖国宝岛台湾日月潭旅行时，我住在涵碧楼。
在事先做“功课”时得知，涵碧楼原本足蒋介石父子在台湾的行宫。
因此特地跑到当地旅游局，希望查阅“两蒋”住涵碧楼时的历史资料。
他们告诉我，在涵碧楼里就有一个专门的展览馆。
于是，我到涵碧楼总台打听展览馆在哪里。
总台小女Ⅱ很惊讶地说：“那个展览馆已经关闭多年，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客人前去参观，难得有叶先
生这样喜欢研究历史的人。
”她打开尘封已久的展览馆的大门，我在那里“泡”了两小时有了重大发现。
那些尘封已久的展篇品记载了蒋介石父子在涵碧楼多次接见营聚仁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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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乃是奔走于海峡两岸的“密使”，但是台湾方面从未提及此事。
我把这一发现写进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文章里，引起海峡两岸的关注⋯⋯    我爱好摄影。
在电影制片厂做了18年编导，整天跟摄影打交道，所以很注重“画面感”。
在旅行时边游边摄，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在我的电脑里，如今已保存了十几万张照片。
除了拍摄各种各样的景点之外，我也很注意拍摄一些“特殊”的照片。
比如，在迪拜的路边发现有一种封闭式的特殊公共汽车站，立即“咔嚓”一声拍了下来。
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安装了冷气机的公共汽车站。
这一细节充分反映了迪拜人先进的观念以及迪拜的富有和豪华。
在韩国一家餐馆的外墙，我发现一堵墙上有一个个泡菜坛子嵌在里面，十分有意思，于是也把它摄入
镜头。
这充分体现韩国人浓浓的泡菜情结。
照片是形象的视觉艺术，一张精彩照片所包含的信息量是十分丰富的，是文字所无法替代的。
    每一次出国归来，我要进行“总结”。
这时候，我的本职——作家，与我的两大爱好旅行、摄影“三合一”——把旅途的所见所闻写成文字
，配上图片，形成了一本又一本图文并茂的书。
日积月累，竟然已出版了14本这样的“行走文学”图书。
    我的“行走文学”，着重于从历史、从文化的视角深度解读一个个国家，不同于那些停留于景点介
绍的浅层次的旅游图书。
其实，出国旅游是打开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只有善于学习各国的长处才能使自己进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旅游是开阔眼界之旅，解放思想之旅，长知识广见闻。
所以，旅行者不仅仅是观光客。
    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美意，在策划编辑刘佩英小姐的鼓励下，计划出版一套《叶永烈看世界》
丛书，先出近期刚完成的三本新作，然后随着我一边“漫游”一边再继续出下去。
在此作一预告，我的下两个旅行目的地是英国和印度，一个是老牌的“日不落帝围”，一个是跟中国
比“苗头”、正在崛起的“金砖之国”。
期望在继续完成一系列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同时，能够不断向广大读者奉献轻松活泼的“行
走文学”新作。
    叶永烈    2010年6月28日    于上海“沉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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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明古国，同为人口大国，同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国家，又同处于亚洲大陆。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仅印度人对中国现状所知甚少，中国人对印度也并不十分了
解。
印度在中国人的眼里，仿佛浑身裹着纱丽一般，看不清，看不透。
作者夫妇组成“两人团”，在印度朋友乌玛桑戈的陪同下，深入印度，为众多读者撩开纱丽，写出一
个真实的印度。
作者向来注重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解读世界，以充满细节、花絮的笔触描写异域风情。
《神秘的印度》既具很强的可读性，又包含大量的信息，帮助你在纸上走进今日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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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教授。
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
游未来》。

主要新著为150万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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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多角度反映
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180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以及《陈伯达传》、《工力风
波始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
《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详细记录。
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m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陈云之路》、《中共中央一
支笔——胡乔木》、《钱学森》、《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俄罗斯自由行》、《欧
洲自南行》、《澳大利亚自由行》、《真实的朝鲜》、《今天的越南》、《樱花下的日本》、《我的
台湾之旅》、《第三只眼识台湾》、《梦里南洋知多少》、《这就是韩国》、《从金字塔到迪拜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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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找心目中的印度
我成了“半个印度人”
《西游记》·“印度阿三”·《流浪者》
美国硅谷成了“印度乐园”
印度成为“金砖四国”之一
我和妻“两人团”访问印度
印发印象
飞往新德里
靓丽的国门——新德里机场
我的陪同乌玛桑戈
“塔塔”的启示
“猪头”与两只“大耳朵”
印地语·梵文·季羡林
印度与中国山连山
英国王冠上最耀眼的宝石
与巴基斯坦的恩恩怨怨
美印关系的“3．0时代”
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
印度的“两弹一星”
印度的“钱学森”
印度人看中国
首都巡礼
新旧德里及其“界碑”
气派而豪华的新德里
美丽与脏乱并存
拜谒圣雄甘地之墓
开国总理尼赫鲁
尼赫鲁家族的历史烙印
步入莲花庙
锡克教金寺
印度改革的起点：1991
异域生活
奔驰在印度的公路上
火车之旅所见所闻
乘坐印度国内飞机
体验印度的宾馆
领教咖喱
“拉”来“拉”去的拉茶
轻纱下的美丽
感受印度物价
走访印度社区
瑜珈王国
大象的趣事与传说
横行霸道的神牛
与蛇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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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印度风情
尾声：告别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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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下午强烈的阳光下，白得耀眼的泰姬陵倒映在长长的喷水池的碧波之上，如同两座
上下对称的泰姬陵。
我不由得佩服设计者的超一流的匠心。
我一边慢慢地沿着喷水池旁的步道向泰姬陵走去，一边沿途不断拍照。
我发现，如果在泰姬陵前留影，站在门楼入口处拍摄，泰姬陵显得太小；站在泰姬陵跟前拍摄，只能
拍到泰姬陵的局部；最合适的地方，是在喷水池二分之一处，那里能拍摄到泰姬陵的全部，不大也不
小。
泰姬陵是典型的伊斯兰建筑，主体建筑呈八角形，中间是一个洋葱头式的大圆顶，两边是两个洋葱头
式的小圆顶，中央圆顶高达62米。
四角矗立着四个各为41米高的宣礼塔。
只有伊斯兰教才有宣礼塔。
这四个宣礼塔都向外倾斜12度，这是因为设计师考虑到万一遭遇地震，宣礼塔只会向外倒下，而不会
倒向泰姬陵主体，以免给陵墓主体造成损伤。
这也可以看出当年设计师的设计是何等的精心，虑事是何等的周密。
一个漂亮的姑娘，不论从什么角度看过去，都是楚楚动人的。
泰姬陵就是一位天仙般的姑娘，不论从什么角度拍摄，造型都是那般美丽动人。
泰姬陵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全部用纯白的大理石砌成。
白色，是纯洁的化身。
蓝天映衬下的纯白的泰姬陵，如同飘在碧空的一朵淡定的白云，如同浑身裹着白色纱丽的仙女，充满
诗情画意，所以泰姬陵被誉为“大理石上的诗”。
我是在阳光最强烈的时候来到泰姬陵的。
据说，在清早日出时或者傍晚日落时观赏泰姬陵，又会给人另一种美感。
因为在旭日或者夕阳的照耀下，泰姬陵会被镀上一层明亮的金色，比白天更加妩媚，更加娇柔，别有
一番情景在前头。
正因为这样，不少游客在白天游览泰姬陵之后，又特地在黎明时分或者黄昏时刻赶往泰姬陵，欣赏穿
了金光闪闪的睡袍的泰姬陵。
其实，白色的美女是最容易打扮的。
狂风暴雨中的泰姬陵如同擎天柱，月夜的泰姬陵则冰清玉洁，雾蒙蒙时节的泰姬陵成了“犹抱琵琶半
遮面”的羞涩少女，又如同在云雾中飘渺的海市蜃楼，春夏秋冬的泰姬陵各有不同的美的意境。
在不同的光线下，泰姬陵分别呈现白色、琥珀色、灰色、银色、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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