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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讀理由 

1. 林懷民、施振榮、郝譽翔、陳義芝、劉克襄、 

駱以軍推薦。 

2. 蔣勳專文推薦。 

 

二、背景搜索 

    謝旺霖，一九八○年生於桃園中壢，東吳大學政治、法律雙學士畢業，現就讀清華

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二○○四年得到雲門舞集「流浪者計畫」贊助，因為流浪，才開

始邁出文字創作的生涯。曾獲文建會「尋找心中的聖山」散文首獎、桃園文藝創作獎、

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文學類創作及出版補助。 

 

三、內容提要 

    二○○四年，作者得到雲門舞集「流浪者計畫」贊助，以騎單車的方式拜訪西藏。

這本書就是他在旅遊途中的所見所感。 

    不同於一般的遊記，本書除了紀錄西藏地區壯闊的景色、各地風土民情、旅途中各

式的艱難和挑戰，更多的是作者對自身深刻的反省。誠如蔣勳所言：「許多最動人的片

段都是旺霖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走到大山之間，到了孤獨的極致，與自己的對話變得很

純粹，那使旺霖從一個稚拙的的青年一下成長起來，有一種男子的沉穩。」 

    因此，這本書不僅有自然的山水，也有人文、心靈的山水。誠摯希望這本書能為生

活在侷促台北城的我們，打開一扇巨幅的窗口，讓我們有遼闊的視野和超越地域的關懷。 

 

四、名家導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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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專文推薦：「我們都有出走的理由了——序謝旺霖新書」 
林懷民、施振榮、蔣勳、陳義芝、郝譽翔、劉克襄、駱以軍、馬世芳、楊照，感動推薦！ 
 
（一）林懷民： 
    「轉山」是這幾年來最撼動我的本土書寫。因為內容的能量，因為作者的誠實與質

樸。  

    自行車雪季攀行西藏高原兩個月，有時「前輪卡在岩縫下，而後輪和雙腿完全懸盪

在斷崖之外」，二十四歲年輕人挑戰自我的壯遊，高潮迭起，謝旺霖寫來卻是一路的自

問自答。他把自己赤裸裸地展示，讓我們看到他的脆弱，他的眼淚，他的奮起與毅力，

使我們跟著他拚搏，為他緊張，為他歡呼。出發時他說，這趟旅行「可能失敗，但至少

我應該在失敗面前看到自己究竟如何就範的。」抵達終點後，「才發覺這一切無非盡是

過程。」  

    ——許久沒聽到這樣誠懇，內省的聲音了！ 

    這是謝旺霖的第一本書，開始只是平實的記事寫景，到了最終幾章，成熟的佈局經

營，交響樂似地釋放出龐大的感動。 

「轉山」宣告一位傑出作家的誕生。 

 
（二）駱以軍： 
    這個人靈魂中藏著冒險遠行、類如候鳥腦葉中松果體那樣的神秘音叉。  

    他隻身單騎，挑戰海拔五千米以上，空氣稀薄的藏地雪域。我曾分別以搭青藏鐵路、

租吉普車兩種方式入藏。我的心得是：那是神的地盤！人類發展的機械科技在那冷酷異

境顯得無比的渺小，何況敬意雙腳騎自行車入藏，這真令人不可思議。因為這種不可思

議，因為他的質樸之心，我真誠地推薦這本書！ 
 
（三）施振榮： 

旺霖是雲門第一屆「流浪者計畫」的獲獎人，他的流浪計畫是「騎鐵馬到西藏」，

雖然他口中這項「瘋狂」之旅一 開始週遭的朋友大多潑他冷水，認為計畫困難重重，

不過旺霖憑著一股年輕人逐夢的勇氣，依然跨出他的第一步。 
也藉由旺霖深刻的筆觸，隨著他的單車行，帶領著本書的讀者一同跨越過一座又一

座的高山，與他上山、下山，不僅僅對延途絕美的景致有如身歷其境的感受外，也隨著

他體驗這種屬於年輕人才有的流浪勇氣，一種走出去的執著與勇氣。 

我相信在台灣也有許多跟旺霖一樣，對未來充滿夢想與期待的年輕人，旺霖給了我

們一個很好的典範，而身為「流浪者計畫的」贊助人，我也希望藉由這個計畫，將來可

以幫助更多有夢想的年輕人勇敢去實現他的夢想‥‥‥。 
 

（四）蔣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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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霖得到了入選，繼續他的流浪。我偶然聽到雲門的工作人員傳來片段他的消息，

但大部分時間我並不記得有一個年輕的生命一個人在遙遠偏僻的大山裡騎著單車，一直

到我看到出版社轉來的打印稿，十八篇文字，即將出版的《轉山》，我正好要南下上課，

把打印稿帶在身邊，沒有想到一開始看就停不下來，一個上午就著南台灣明亮的陽光，

幾度熱淚盈眶，讀完了旺霖的遊記。 
許多最動人的片段都是旺霖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走到了大山之間，到了孤獨的極

致，與自己的對話變得很純粹，那使旺霖從一個稚拙的青年一下成長了起來，有一種男

子的沉穩。 

我讀著讀著，忽然夢想著，或許旺霖的書會是一個運動的開始，台灣的青年讀完《轉

山》，帶著書，都紛紛出走，走向他們各自孤獨的旅程。 

這本書越看到後面越可以感覺到三個月單車的滇藏之旅，旺霖如何逐漸成熟的心

境，到他寫下〈直貢梯寺的天葬〉時，文字的精簡，敘事的深沉，細節的冷靜，使人忽

然覺得那個原來稚拙的青年竟然從身體中生長出如此厚重身長的生命信仰。 
 

（五）陳義芝： 
沒有等高的閱歷，實難置一詞。讀《轉山》，不由喟嘆：誰能有此不尋常際遇，寫

出這樣一本磁吸閱讀之心的書！ 

近幾年，我三次閱讀謝旺霖新作，沉醉於他筆下的風情、膽識，欣賞他一再捕獲的

視覺驚奇，在峽谷山路村莊或險惡的雪地，他把流浪的眼神、輪迴的召喚、靈魂的電擊，

一一銘刻，筆勢厚重，而情感的控御卻輕靈，人生之旅的象徵極其微妙。 

一千本書裡挑不出一本的好書，我推薦，不讀《轉山》，不能體會生命的幽邃與壯

闊！ 
 
（六）郝譽翔推薦——絕險又絕美的旅行 

這是一本難能可貴的佳作！即使與國外名家的旅行文學擺在一起，也毫不遜色！ 

《轉山》展現了台灣六年級一輩創作者的勇氣、創意與驚人的毅力，也因此，這不

但是一趟深入中國滇藏邊界的冒險犯難之旅，更是一場作者個人的啟蒙成長之旅。在滇

藏——一個絕美、也是絕險的地帶，謝旺霖以細膩動人的文筆，寫出了渺小的個人如何

面對大自然的山川，以及嚴苛天候的考驗。更可貴的是，他還是一個說故事的高手，成

功地將自己對於漢、藏等多民族文化，以及天主教、佛教等多元宗教衝突等思考，都一

一地寄寓在這趟充滿傳奇色彩的大旅行之中。《轉山》時而慧黠，時而抒情，時而幽默，

時而浪漫，時而嚴肅，彷彿帶領著讀者一同經歷了滇藏的美景，親睹到當地的人、事、

物，更讓我在讀畢掩卷之時，也不禁要興起了「有為者亦若是」的壯遊之心。 
 
（七）劉克襄： 

每個年代都有流浪，讓年輕人充滿旅行的夢想。每個年代的流浪，裡面都含有大量

漂泊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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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漂和泊之間，我們不斷地在尋求一個平衡點。或著，摸索一個人生旅途的著力點。 

三四年級的人，年輕時，總試圖在流浪裡，追求著安定，泊中帶漂。七八年級剛好

相反，流浪往往趨於空蕩，常率性地，漂中無泊。 

作者的旅行便讓我充份感受到這種漂的極致，以及教人震懾的艱苦。好幾年前，讀

到其中一篇時就大為驚駭，今日全文閱畢，更如同他騎單車上高山的心境，我這付逐漸

老去的骨頭，似乎也暫時甦醒過來，隨著這樣年輕狂飆的生命，悄悄地死去活來。 

 

五、心得感想 

    我對西藏的人文、宗教一直有高度的興趣。可惜，苦無機會親身造訪神聖的雪域。

於是我只能藉由書籍、影片去了解。但是，我心中有一個遺憾：為何沒有一個台灣人寫

他對西藏的經驗呢？ 

    謝旺霖的書終結了我的遺憾。 

    西藏由於其特殊的地理環境，對來訪者設下既高且嚴的門檻，即使以旅行團的方式

旅遊，西藏都為他們準備了艱苦的旅程。而謝旺霖卻走了一條更艱苦的路：騎車入藏。 

    讀本書時，一直有個念頭揮之不去：作者的西藏之旅，不但不是愜意的愜意，而且

還是時時都有突如其來的險境。有那麼一個人，他對危險與艱難沒有逃避，而且還挺直

腰桿去面對它、處理它，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還有，跟他的危險比起來，我生活中的細瑣的小煩小惱，就如同一顆塵埃，被翻動

的書頁吹走了。 

    期待有著一雙慧眼的孩子讀了這本書，會發現自己的生活環境的侷限，會在侷限中

尋找突破，會有勇氣走出去看看這個也許危險，卻也無比美麗的世界。 

 

六、嘉言錦句 

1. 雖然我仍不知道我要的是什麼，但至少確認我不要的是什麼了。我決定完成政治與

法律雙修學位後，轉往文學的道路，不管這條路是否可行，我想，我已能，也願，

承擔人生重新來過的風險了。（P.11） 

2. 這躁進的舉動，或說機會，也許是人生中一環扣著一環，一波推著一波，逐漸連綴

成的□□，而非你突然要它，它就來了。……我在相信與懷疑之間擺盪：最後的結

果可能失敗，但至少我應該在失敗面前看見自己究竟是如何就範的。（P.15） 

3. 旅途本身不會重複，重複的只是我對它無盡的想像，還有那些曾遭受旅途影響而已

然誕生在我生命的意義。（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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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開始專注地豎起聽覺神經，去聆聽那細語淅瀝的腳步匍匐在窗外的石階，簷角和

風鈴，而後彈躍至窗櫺的眼線上，秘密窺探著；還有些雨水自屋簷的承霤（編者按：

ㄌㄧㄡˋ，置於屋簷下承接雨水的長形器具。一般用鋁或塑膠製成。或作「承溜」。）

聚集引落， 輕盈地歌唱，像是舒伯特的音樂，舒緩，易感，附有節制的想像。（P.33） 

5. 秋天的蕭條之感，扶搖的寂寞，依稀在旁敲側擊你的情緒。可你不知道為什麼從這

一刻起，開始願意相信這凋零後的世界，是隱而未發的生機，你就是讓自己去相信

了，天地山海自有它奧義的安排。（P.78） 

6. 這世上不能太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傷口，人是可以暫時忘掉自己，否則關注過久，它

似乎真的會衍生出甚麼毛病出。（P.102） 

 

七、延伸閱讀 

1. 憂鬱的熱帶                          李維．史特勞斯／聯經出版社 

2. 聽見西藏                            邱常梵／法鼓文化 

3. 西藏記憶                            唯色／大塊文化 

4. 旅行台灣：名人說自己的故事          蔣勳／時報文化 

5. 遠方的鼓聲                          村上春樹／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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