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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路上

——写给《人在旅途》的读后感

作者：张智高

我和海派金融作家王冬在网络上相识纯属一个偶然，记忆很清晰，二〇二二

年的一天，在一次翻看手机时，看到我的文友刘思贤的微信公众号上刊发的一篇

关于《人在旅途》一书的文章。随后，我和思贤取得联系，在她的引荐下，我和

王冬互加了微信，从此以后，两颗为了文学而滚烫的心便连在了一起。我常年在

新疆石油单位工作，王冬常年在上海金融行业工作，因为喜欢写作的原因，我们

就这样相识了，能够认识王冬很荣幸。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王冬签名寄赠给我自己出

版的书籍——《人在旅途》，这是一份从远在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魔都大上海到新

疆塔里木的珍贵礼物。阅读之后，发现此书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故事真实、字

字含情，而且全书足足有 23 万余字，让我的二〇二三年都在这本书的陪伴下走

过，增添了很多乐趣，借助王冬的脚步和手中的笔观看了博大精深、色彩斑斓的

中国。

首先要说一下新疆和上海的缘分，我和王冬从相识到慢慢相知，更加坚定了

这两座城市之间的缘分。一九九八年，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克拉 2气田，直接

促成了西部大开发重大战略工程之一的“西气东输”大项目，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建设一条长达 4,200 公里的管道，把新疆塔里木生产的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中

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一条地下油气大动脉就这样诞生了。从二〇〇四年九月一

日开始，塔里木油田开始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直达上海，一直到今天，已稳定

供气近二十年，上海普通市民家庭用上来自新疆的天然气。

一条能源大动脉将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国家经济中心

上海市连接在了一起。同样，因为喜欢文学和读书写作的原因，将我和王冬连接

在了一起，这就叫缘分。

在品读《人在旅途》一书时，我的思维一直紧跟王冬的足迹，似乎一直在旅

行中。在《上海记疫》系列作品中，王冬认真书写了战疫故事，文中印象深刻的

一句话：“对于病痛，包括疫情，能治愈的从来不是药，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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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王冬所说，希望能够治愈很多药物治疗不了的疾病，特别是人心里和思

想上的。看似平淡的生活，其实每个人都不平淡，谁的生活不是一边含泪，又一

边在努力奔跑，只要能看到希望，每天努力进步一点点，向着目标前进一小步，

我们就没有虚度这一天。

因为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原因，王冬特别在书中写到《“上海银行”的前

世今生》《栉风沐雨的永隆银行》《外资银行的春天》等关于银行的文章。我是学

石油干石油工作的，隔行如隔山，对于金融行业懂得很少，但借助《人在旅途》

一书，让我逐渐了解了从上海到台湾，再到香港，两岸三地的“上海银行”见证

了的家国的历史变迁，学到了很多银行知识。通过这些文字，更加坚定了我的想

法，我们要持之以恒努力奋进，努力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终目的都是向善向好

的，为了脚下这片土地，为了新疆的社会长期稳定、长治久安和早日把上海建成

国际金融中心，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阅读《人在旅途》一书，发现王冬是一个一直在路上行走的人，他不安于现

状，有目标、有动力，肯钻研、肯思考，善总结、善记录，没有巨婴思维、躺平

姿态和佛系人生，他坚持走到哪里、思考到哪里、写到哪里，似乎每一个地方都

能让他有学不完、思不完、写不完的东西，他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

去发现别人熟视无睹的事物，特别是他在江南宁波、宝岛台湾等地旅行时写作的

一系列游记，能读到他内心深藏的积极向上和刻苦求知精神。

在《秀美江南宁波记三部曲》中，王冬分别写了梁祝文化园篇、天一阁篇、

中城往事篇，再到《京口三弄》之北固山篇、赛珍珠故居篇、金山传奇篇等多达

十三篇游记，都是王冬根据自己实际旅行所思所想写作而成，让读者跟随着他的

足迹去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

《人在旅途》一书篇幅最多的是写宝岛台湾的内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

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书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台北这个

城市，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 16 公里，直走 17

公里，就是一张 272 平方公里大的地图。”台北城这张街道地图上的中华民国，

是一个时钟停摆在民国 38 年的历史地图。台北城是一幅中国地图，东南西北的

每条街道用的是中国东南、西南、西北、东北的城市命名，那是一九四五年光复

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而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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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西北人，出生在甘肃，工作在新疆，除了在四川上大学的几年时间，

还有去过几次湖南株洲看望初恋，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西北度过，看惯了西北

地区的广袤无垠、高山大川和戈壁荒漠，对南方的绿树成荫、青山绿水和四季如

春感到很难想象，甚至很难融入，更别说去宝岛台湾了。如今，走过万水千山，

归来仍是少年，宝岛台湾迟早会回归祖国的怀抱，我也一定能实现在我们自己国

家的领土上走走看看的愿望。

通过《人在旅途》，让我更多的了解了关于宝岛台湾的细节知识，比如说台

湾满大街“古早味”的招牌、士林夜市、“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日月潭、国

立台湾大学、国立中正纪念堂、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国父纪念堂、“总统府”

等，还有很多提到的台湾地名和著名景点，王冬对每一个景点都有很详细的介绍，

读者会通过这本书对宝岛台湾有更详细地了解和理解，去品味宝岛台湾的深度和

温度。

王冬赠送《人在旅途》一书将近一年时间了，因为平时公务繁杂和其它书籍

要读等诸多原因，我把此书作为枕边书，每天晚上临睡前深读细品几页，希望通

过这样细嚼慢咽的阅读能够对此书真懂真悟。读书的意义不在数量，而在质量，

主要是要从书中学到真正的知识、品味书中的哲理、感悟作者的思想，见贤思齐、

学以致用，我认为这是读书的意义所在。

如今，书中大笔墨书写宝岛台湾的篇幅已经读完，跟着王冬的足迹和笔迹游

览了宝岛台湾，详细了解和更深入的理解了我们的宝岛台湾，单从这方面来说，

《人在旅途》这本书就值得慢慢去品味，因为王冬真的是用心在写作。

写完宝岛台湾之后，书中又写到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篇、珠海篇）、双城记

——从上海到香港，以及厦门行记、都江堰之行、杜甫草堂、天府之国、重庆之

旅、北京印象、武汉初印象、刘少奇故里、长沙行等游记，让人在阅读中了解历

史、增长见识、提高认知、开拓眼界，我认为《人在旅途》一书的价值就在这里，

但又不仅限于此。在这里，我只能聊表心意，浅谈一下阅读此书的浅薄见解，希

望读者以后有机会细品此书，跟着王冬的足迹去旅行，品读王冬眼里的世界，真

正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

如同王冬在书中借助中国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老先生的话：“旅行之意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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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

更加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

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这样，人的心胸才会变得更宽广，我们才会以更

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想说的话太多，但夜已深，只能就此搁笔。总之，能够读到此书，感觉自己

很欣慰，但更荣幸的是，认识了一位热爱学习、热爱旅行、热爱写作、热爱生活

的作家朋友，希望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多出现几位像王冬这样的作家朋

友，带我们去旅行、去思考、去感悟、去领略更深的生活哲学 。

最后，祝愿王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写作方面取得更大成就，也祝愿和王

冬的友情历久弥新，相互学习、互相勉励、彼此珍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用

自己的脚步丈量中华大地，用各自手中的笔书写可爱的中国。(完)

张智高

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日凌晨新疆库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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