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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就能环球旅游
25岁的荷兰姑娘Zilla告诉家人“我要去东南亚旅行

五周，勿念”，但实际上她一直躲在阿姆斯特丹的家中靠

PS制作出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高大上照片，发在社交网

络上，默默观察旁人羡慕嫉妒恨的反应。为了真实性，妹

子还在家用亚洲纸伞等装饰物将自己房间布置得像东

南亚酒店，每天半夜和家人视频，甚至网购旅游纪念品

和寄明信片送给亲朋好友……

维森布伦 Vicen Brun

喜马偕尔邦 Himāchal Pradesh

真实版“天上掉馅饼”
在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府希姆拉的一片

松树林里，很多游客近日感受了一次“天上

掉馅饼”的好运气，林中一只猴子向游客撒

下很多钞票。这只猴子从附近的一个人家偷

走了一万卢比（约合165美元）。当时，这只猴

子进房子寻食，但是却一无所获，索性顺手

牵羊偷走了许多钞票。有目击者说，·大为吃

惊的游客们四处奔跑去捡钞票，整个过程

长达一个小时。

兔子跨栏大赛
当地时间9月7日，在德国维森布伦举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兔子跨栏比赛。参赛的兔子大多数

是久经训练的跨栏好手，它们被分成三列小组展

开竞逐。它们面临的栏高分别从25厘米至40厘米

不等。兔子跨栏比赛这项活动并非德国原创，但

很受当地民众欢迎。一些镇里也会自己举办兔子

“跨栏”比赛，吸引多达上千只兔子参赛。

龙虾也看“脸”
美国缅因州两名渔民捕获两只

白龙虾，出现概率约1亿分之一！此

前，有人捕获了一只黄色龙虾，概率

3000万分之一。上个月，还有两只

蓝色龙虾被捕获，概率为200万分之

一。这些龙虾吃起来和普通龙虾没

差，但因为长得好看，现在都在水族

馆颐养天年。

25年收集30000个水果标签
一般人吃水果时，不会太留意水果

上贴着的标签，但英国水果小贩克劳库尔

却对这些标签很着迷，收藏了逾25年来

卖水果时剥下的3万个卷标。他自称是全

球第二大水果标签收藏家，仅次于另一位

法国的爱好者。然而，欧盟去年宣布将在

水果上实施激光标签，取代贴纸，使克劳

库尔担心无法再继续收藏。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第二理性时代
《时代周刊》

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早

就预言未来2000年内的信

息超载，而法国学者阿德

里安·贝利特在1685年警告

说：“书籍每天以惊人的方

式大量增长可能会导致文

明走向野蛮。”

大公司赖账
《美国新闻周刊》

合并只是跨国公司逃避

税收的方法之一，而联邦政

府鼓励这样的行为。对于苹

果、通用电气、谷歌或是微

软，税收从来不是他们的负

担，反而让他们拥有更肥的

钱包。

北美猫头鹰之王
《鸟语花香》

通过阅读本期的《鸟

语花香》，你将走入北美

珍稀猫头鹰的世界，在北

美大陆上找出这个难得一

见、但绝对惊人的物种。慢

着，别误会，这可不是捕猫

头鹰指南哦。

看点 Scan我闻 Blog

满溢的咖啡香
Shadow（河内）

猜猜越南街头最寻常的饮料？是咖啡！不管是河内还是胡志明市，左一家右一家的咖啡馆，总是占据街头最

显眼的位置，走在街上好像都能隐约闻到淡淡的咖啡香味，想必是因为多少有些法国殖民地的遗风吧。越南人民

对咖啡的热爱程度绝对一绝。从早餐到消夜，咖啡不间断供应。大街小巷的餐馆里，桌子上都摆着几个玻璃杯，里

面已经放好厚厚的一层炼奶，杯子上面架着一个越南独特的咖啡滴滤壶，放好咖啡粉，旁边一个暖水瓶，随便续

杯。加上水，就看见浓浓的咖啡一滴一滴地落入杯中。再看那些喝咖啡的人，一点儿都不急，就坐在那儿慢条斯理

地聊天，一个话题聊完，咖啡刚好滴完。末了把炼奶与咖啡混合，就着咖啡继续聊天，这也是越南慢节奏的一种。

可别以为喝个咖啡都得带着点儿小情调。除了那些或露天或室内的正儿八经咖啡馆，最具本土风情的，当属

路边咖啡摊。河内的老城区，误打误撞窜到生活区里，看见有人在路两边随便摆了几张最简陋的塑料凳子，就有如

织的人群围坐着喝咖啡。问他要餐单，告诉我们说，没有，我们这里只有黑咖啡和牛奶咖啡。过了几分钟，店家用大

铁盘子托着几个塑料杯就上来了。不需小资的调调，无需讲究花式与材料，炼奶一倒，咖啡一斟，小勺子一插，“上

菜”完毕，面前这杯就是甜得发腻的牛奶咖啡。不知当地人口味如何，反正我这个“老外”可是喝得快要呲牙咧嘴

了，此后再进餐馆，还是老老实实地点杯黑咖啡的好。

车窗内的坦桑尼亚
暄夜（坦桑尼亚）

去非洲前，在坦桑尼亚工作的好友七姑娘写了满满一张A4纸的注意事项给我，包括签证、常用药、疫苗还

有自我保护手段等。我笑她，“我们好歹也是一起背包走过东南亚的人。”她怪嗔道，“别搞错了，这里可是非洲

啊！”于是一下飞机，就立刻被她塞进车里，接着开始为期两天的车窗内小旅行。这个词让我想起阿兰德·波顿

的《机场里的小旅行》，可人家是受邀担任机场的驻站作家，以一种实验性的视角去探索那片场所。而我的“车

窗内小旅行”则显得有些无奈，除了不发达的公共交通，安全因素才是最首要的考虑。长驻坦桑尼亚的朋友全

都有被枪指着的经历。前不久，一朋友在车里被抢劫，中了两枪幸运地大难不死；也有中国背包客姑娘对我哭

诉，在达市问路时被拖进小车，对方又打又搜身，并抢走了所有的财物。这些真切的事件给我非洲行的开端蒙上

了沉重的色彩。更别说七姑娘轻描淡写的一句，“最近这里的武装力量好像没那么活跃噢。”

就是这种小心翼翼，导致我在达市几乎所有照片都是透过车窗拍摄的，带一点错乱重叠的玻璃影子。我不

能像东南亚一样去混迹当地市场，去大大方方接受热情的留宿邀请。对习惯背起包满大街小巷乱窜的自己来

说，这种旅行方式太束手束脚，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句话又可以搬出来使用了，“It’s Africa！”只能借此来缓

和对这份拘束的不甘心了。

一周 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