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拉巴特市的一个典型的阿拉伯集市上
,

凯里木
,

一家大众餐馆的服务员
,

此刻正站在餐馆

「1 口
,

热情地欢迎着络绎不绝前来吃饭的客人
。

阿拉伯国

家的集市不仅很有特色
,

还是当地人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
,

要想在城市找到柏柏尔人
,

集市是个不错的选择
。

刚到集市
.

我就发现了这个生意兴隆的餐馆
。

为

了能跟那里的顾客搭上话
,

我要了一份浓番茄汤
,

可以蘸着吃面包
,

一份蔬菜沙拉和一份阿拉伯烤

肉 (带土豆条和一撮米饭 )
。

桌上摆着咸橄榄
、

阿

拉伯沙拉 (青椒和西红柿烤熟
、

切碎
,

拌上小辣

椒
,

浇上橄榄油 ) 和一碟辣酱
,

这些都不需付费
。

这是最常见的阿拉伯饭
,

但老百姓不常吃肉
。

吃过饭
.

我 了解到凯里木是一个大学生
,

现

在是放秋假期间 到亲戚开的这家餐馆帮忙
。

由

于这个餐馆离集市很近
,

经营的又是大众饭
,

所

以生意不错
,

经常是顾客盈门
.

很多附近的摊贩

还订餐
。

餐馆的顾客都是当地人 很少有外国人

特别是亚洲人来这里用餐
。

他对我的到来很新奇
,

几个在旁边吃饭的人也围拢过来
。

我知道中国的人口最多 还有万里长城
。

有

机会
.

我很想到中国去看看
。 ’‘

凯里木说
。

一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

与德国
、

美国关

系都很不错
。 “

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抢着发表他的看

法
,

似乎想证明他了解得最多
。

也不是这样的吧
。 ”

由于对待中国同西方国

家关系的看法上存在不同意见
,

一位稍微年长的

人还跟那个小伙子争论起来
。

但是
,

他们都希望

中国能够强大起来
,

做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

我说

再等十年吧 他们说十年太长了
.

有人说五年
.

还

有人说三年
,

惹得哄堂大笑
。

我感到这是一群纯

朴善良的人
.

他们真诚朴实 既有应有的礼貌
,

思

想也不保守
。

他们之中会有人是柏柏尔人吗 ?

从相貌上来看
.

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分属两

种类型
。

阿拉伯人的相貌特点是栗色椭圆形的脸

庞
.

不高的颧骨和微陷的眼部
:

柏柏尔人则有着

深棕色的皮肤
、

长脸
、

尖下巴
、

高颧骨
、

高鼻梁
、



凹凸鲜明的眼部
。

他们在相貌上区别还是很大的
。

我仔细观察身边这些当地人的相貌和衣着打

扮
.

却无法分辨出哪个可能是柏柏尔人
。

看餐馆

气氛很好
.

我忍不住向他们打听
: “

你们哪个人有

柏柏尔血统 7
“

谁知 一时间竟没有人说话
。

等

人走得差不多了
,

凯里木告诉我
: ‘’

这里的人都不

愿谈论这个话题
,

而且也说不清楚
。

官方统计 全

国现在有 6 0 % 的人有柏柏尔血统
。

而且
,

柏柏尔

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相互融合
.

很难讲到底有多少

人是柏柏尔人
。

尤其在城市里
,

更是不容易分清
。

只有那些生活在高地的柏柏尔人 他们的民族特

性和语言才完整地保存下来
。 “

摩洛哥人口中阿拉伯人占 8 0 %
.

柏柏尔人只

有 2 0 % 左右
。

阿拉伯人是随着 7 世纪伊斯兰教徒

第一次征服摩洛哥开始进入这片土地的
,

许多柏

柏尔人因此不得不离开平地前往偏远的高山地带
,

寻找适宜耕种的土地
.

能够喂养家畜的高原
.

以

及追求自由
。

也许 后者对他们来讲更为重要
。

当

然也有留在城市的 但他们大多已经阿拉伯化
.

不仅接纳了征服者的文化宗教
,

还在相当程度上

接受了阿拉伯语言
。

这也是造成今 日阿拉伯人与

柏柏尔人难以区分的主要因素
。

我在拉巴特热闹的集市上没有找到柏柏尔人

在老城区的深巷里也没有找到
,

来来往往的人全

都是阿拉伯人
:

上了岁数的阿拉伯老头儿
.

坐在

一起抽阿拉伯水烟袋
,

那么悠闲自在
;

身着长袍
、









赤脚穿拖鞋的阿拉伯中年妇女
,

头顶一大堆东西
,

在小巷里扭扭搭搭地走着
;

阿拉伯男人为一件小

事争得面红耳赤 经旁边的人劝几句后就缓和下

来
.

最后竟然互拍肩膀开始称兄道弟⋯⋯我不停

地走上前想印证他们中某一个或许拥有柏柏尔血

统
。

然而
,

我一次又一次失望
。

难道占人口 2 0 %

左右的柏柏尔人 这个国家的原住民
,

就这样淹

没在众多的阿拉伯人中
,

在城市里消失了吗 2

“

我
不是柏柏尔人

,

我是阿马奇人
。 ’‘

穆罕默德
·

哈桑表情严肃
,

语调中

含有不容驳 回的肯定
。 “

柏柏尔这

个名字是别的民族对我们的称呼
。

我们一般是不使用这个名字的
。 “

穆罕默德
·

哈桑

是一位摩洛哥学者
,

身材魁梧 直爽幽默
.

私下

里我叫他大穆
。

我跟他开玩笑说
,

他的名字很是

了不得
,

与先知 (伊斯兰教创始人 ) 和原国王同

名
。

他大笑说
: “

我是将信仰和国家结合于一身

了
。 ’‘

他说 自己其实是一个已经阿拉伯化的柏柏

尔人 在外面同其他摩洛哥人一样
,

等回到家乡

他就要说柏柏尔语 遵守本民族的风俗习惯
。

大穆旅欧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
,

现

在从事人口问题研究
。

他告诉我 柏柏尔人都偏

爱
“

阿马奇
’.

这个名字
,

是
“

自由人
’‘

的意思
,

柏

柏尔是外族人对他们的称呼 但是只要出了柏柏

尔人聚居的地方
, “

柏柏尔
“

的名称仍最为通用
。

柏柏尔人在北非居住的历史非常复杂
。

祖先

居住在埃及以东地中海沿岸的内陆地区
。

许多民

族 (包括罗马人
、

希腊人
、

膝尼基人等 ) 的文献

中都记载着在北非曾经存在聚居的柏柏尔人
。

事

实上
,

柏柏尔人泛指一大批具有相似的文化
、

政

治
、

经济背景的不同民族
。

他们多居住在高山地

区和部分沙漠地区 按方言和分布区域可以分成

里夫人
、

塔马齐格特人和施卢赫人三个族群 但

风俗习惯一致
,

母语都是传统的柏柏尔语
.

而且

都信奉伊斯兰教 还有很多人都严格地遵守教义
口

柏柏尔人也庆祝主要的伊斯兰节 日
,

但是斋月禁

食的规定对经常出行的人不起作用
。

像北非其他

,口曰 . . . . 百目目 目.
一

口 . . . . . . . 口. . . . . . .

达德斯山谷是柏柏尔人聚居的地区之一
。

每年 5 月底举行的玫瑰节是当地人的节日 (上 )
。

靡洛哥的阿拉伯人大多穿白

色的阿拉伯大袍
.

但也有例外
,

图中即为一名身着蓝色纱衣的阿拉伯妇女 (左 )
。

相比之下
.

柏柏尔人服装则更为亮丽
。



大多数柏柏尔人接纳了征服者的文化宗教
,

伊斯兰教徒一样
.

柏柏尔人也相信神灵的存在
。

现在
,

柏柏尔人分布在北非的许多国家
。

在

摩洛哥
.

柏柏尔人大多聚居在大阿特拉斯山的腹

地
。

那里的柏柏尔人非常封闭
。

山路崎岖
,

交通不

便
,

加上自我保护意识很强
,

他们几乎与世隔绝
,

生

活水平与城市差距悬殊 极其贫困 很多人为了

摆脱困境
,

离开家乡到异地谋生
。

大穆说他们家族的族人已经在靠近大阿特拉

斯山的丘陵地带常年定居
,

虽然与现代生活仍有差

距 但是比山里的那些柏柏尔人情况好多了
。

大

穆家族现在一共有几百 口人
,

都住在附近的几个

村里
,

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
。

家族由族长负责

管理
,

另有族老会解决村里大事
,

保证族人和睦

相处
,

相安无事
.

平平安安过 日子
。

但如今古朴

的民风民俗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
。

水
、

电和一些

电器进入了 日常生活 不少人家的房顶竖起了电

视天线
,

带来了很多方便
。

随之而来的是商品价

值观和各种现代意识
.

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城市

活动 小孩子接受现代基础教育
.

大人则为了生

活的富足在外奔波
。

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感受外部

世界的精彩
.

有求学的
、

也有工作的
.

不少人还

去了欧洲和美国
,

甚至有到 中国留学和工作的
。

他还顺 口说了一句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
’‘

求知若

渴 远到中国
“

比喻学无止境
.

学无国界
。

据他介绍
,

他家乡的那些人不论岁数大小
,

做

生意的和搞旅游的都不乏其人
。

村里基本上只剩



非斯古城里一处典型的阿拉伯

人家
。

传统的摩洛哥阿拉伯

房屋与中国四合院极为相似
.

不同的是墙壁更高一些
,

临街的墙上没有窗户
,

为的

是不让外面的行人看见屋里的

情形
.

更不让女眷看见街外

的天地
。

一般屋门都是用优质

木料雕花油漆而成
.

地板使用

陶瓷或大理石碎块拼成各种

图案
.

四面墙围的五彩图案是

用陶瓷片镶嵌而成的
,

天花板

则是用成千上万块雕花细木组

合的图案或石裔粘砌而成
,

看上去极其讲究
、

精致
。

到城市赚钱
,

养活山里的家人
。 ‘’

我能看得出来
.

大穆对自己民族的感情很深
,

他非常迫切地渴望

改善柏柏尔人生活的贫困状况
。

我曾经在哈桑大清真寺的门口遇到一位卖水

的老人
.

他就是这样一位柏柏尔人
。

看来 柏柏

尔人的未来越来越依赖这些外出赚钱的人了
。 “

我

对大穆的话表示赞同
。

那些外出的人生活相当艰

辛
.

柏柏尔人的未来
,

柏柏尔文化的未来都颇堪

l

优虑
。

我遇到的那位老人装束花哨 全身披挂铜

盘
,

腰间挂着一串小铜碗
,

手提一把长嘴壶 就

像老北京小吃中冲茶汤用的长嘴壶
。

当时他告诉

我说自己是柏柏尔族人
.

家乡在大阿特拉斯深山

里
,

来此是专门靠游客赚钱的
。

他说
,

每天赚的钱

不固定
,

时多时少
,

有的时候仅够自己吃饱肚子
。

不过
.

即便是这样
.

也比呆在深山里好 而且他

还要用赚来的钱养活住在深山里的家人
。

不过深山也给予柏柏尔人极大的帮助
,

让柏

柏尔人获得最大程度的独立
。 “

大穆说
。

从公元前

1 2世纪开始
,

柏柏尔人就相继受到麟尼基人
、

罗

马人
、

拜占廷人的侵扰 而且随着公元 7 世纪阿

拉伯人北上
、

西进 大量阿拉伯人涌入摩洛哥
。

这

样 由于屡遭外族侵入 柏柏尔部落逐渐从沿海

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阿拉伯语言
。

下妇孺老弱
。

但是
,

与外界相比
,

那里依然是世

外桃源
。

这时 大穆极目远望喃喃地说
: “

每每回

到阔别的家乡
.

都能感受到自然清新和轻松亲切
,

没有污染
,

没有拥挤
,

没有竞争
.

那种静谧和谐

是任何身陷闹市生活的人都向往的
。 ’‘

说这些话

时 他脸上泛起了对家乡生活的眷恋
.

很是动情
。

“

多
少年来 柏柏尔人都是在大山的养

育下 祖祖辈辈生存下来
。

接近平

原的人靠种地和放牧为生
,

生活略

好于山里人
。

山里人靠放牧
、

打猎
、

砍柴和采集山货为生
,

如今那里的生存境况没有

多么大的改变
.

仍然极其贫困
。

许多人背井离 乡

和平原退缩到大阿特拉斯山一带
,

以这道天然屏

障抵御入侵者
.

并且保护自己
。

此后他们世代依

山而居
,

以山为伴
,

久而久之成了大阿特拉斯山

的子民
。 “

安拉伟大
. ‘’

他说
, “

是安拉赐予了我们

大阿特拉斯山
,

赐予了我们生存下来的权利
.

真

是安拉在天有知啊 !
’‘

除了地理因素外
,

柏柏尔民族的独立性同时

涵盖了重要的历史因素
。

阿拉伯人征服摩洛哥后
.

当地人逐渐被阿拉伯化
,

并臣服于阿拉伯帝国的

管辖
。

但是由于阿拉伯帝国各王朝的中央政府鞭

长莫及
,

什叶派和哈瓦利及派都曾利用柏柏尔人

反对阿拉伯帝国的统治
.

这使得柏柏尔族势力不

断壮大 相继出现了一些地方王朝
,

以至后来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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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尔王朝的建立
。

因而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部落能

够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 后裔人数也比较多
。

但是
,

在柏柏尔人最多的国家摩洛哥
.

我们

民族的身份却遭到 了最系统性的否认
。

摩洛哥政

府宣称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 明文规定阿拉伯

语为官方语言 对我们柏柏尔人却只字不提
。 ‘’

大

穆对这一点非常不满
.

甚至有点愤怒
。

柏柏尔人是这块土地最初的主人
.

经过岁月

的变迁
,

现在却成了少数民族
。

造成这种局面的
,

主要是由于殖民时代摩洛哥曾发起一场阿拉伯民

族主义的独立运动 阿拉伯人以团结统一为名忽

略甚至打压所有非阿拉伯语言与文化 柏柏尔是

其中一部分
。

事实上
.

柏柏尔人曾经为摩洛哥近

现代反殖民主义斗争作出过重要贡献
。

在反对法

国殖民主义战争中
.

柏柏尔人军团更是
’ ‘

摩洛哥

民族解放军
“

的主力军
。

2 0 世纪 5 0 年代
,

赶走法国殖民者
.

摩洛哥

获得独立
。

之后
.

柏柏尔人掀起了争取民族自治

的政治运动
,

但在 5 0 年代末被政府镇压
。

6 0 年

代起
.

柏柏尔人组织经过同政府的和解谈判
,

同

意放弃武装对抗转而走上合法参政的道路
,

在历

届议会中都占有一定席位
。

这样他们可以通过合

法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
.

维护自己的各种权利
。

7 0 年代
,

政治逐渐开放 摩洛哥实行了多党制
,

社会各党派能够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政治参与 拥

有合法的渠道释放政治主张
、

维护正 当权益
。

这

非常有助于解决民族问题
.

一方面能够使柏柏尔

人维护他们相应的民族权利
,

比如普及本民族语

言
.

接受义务教育和摆脱贫困
、

改善生活环境等
.

另一方面可缓解民族矛盾 避免立场较激进的人

闹事
,

形成民族和睦及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
。

2 0 0 3 年9 月 摩洛哥政府首次准许全国将近

1 5% 的小学可以教授柏柏尔语 并计划把柏柏尔

语教学拓展到各级学校中去
。

不管怎样
,

我们没有感到少数民族独立性方

面存在太大的压抑
。

如今我家乡的人仍然过着安

详平和的日子 没有更多外来的人为和政治因素

打搅
。

而且
,

我们拥有相同的信仰
。 “

大穆说
。

摩洛哥东南部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上)
,

这里也居住着少t 的柏柏尔人
。

由于屡遭外族侵扰
.

柏柏尔人不得不离开

平原
.

迁移到偏远的高山和沙漠地区生活
。

摩洛哥盛产酸果 (左)
。

丰收时橘子
、

柑子和柠檬大批上市并出口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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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拉伟大

, ”
他说

, “
安拉赐予我们大阿特

从 8 世纪开始
.

摩洛哥就形成了伊斯兰化的

社会
。

在摩洛哥
,

不论阿拉伯人还是柏柏尔人
,

都

信奉伊斯兰教
。

因此
,

所有摩洛哥人的意识形态

趋同
。

柏柏尔人也不例外
.

他们曾经在 11 世纪和

13世纪建立过两个庞大的柏柏尔王朝
—

穆拉比

特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
,

但都是打着伊斯兰的旗

帜来反对统治者而创建的
。

两朝创始人分别是伊

斯兰教长和神学家
。

统一的宗教信仰延续至今
,

这

使得摩洛哥的各民族能够和睦相处
。

同时
,

摩洛哥虽然实行君主立宪制 但在阿

拉伯国家 中是一个较开放的国家
,

社会多元化
.

实

行多党制
。

摩洛哥人之间有这样的说法
:

在摩洛

哥只要不违背伊斯兰教
,

不反对国王
,

其他的就

无大碍了
。

在这样一种 自由度比较大的环境中
,

摩

洛哥的民族矛盾不太突出
,

而且也没有构成影响

稳定的严重政治问题
,

柏柏尔人能够保持自己的

风俗 习惯
.

同时也能够融入这个社会
。

大穆基本同意这个看法
.

但是他又补充说
,

柏

柏尔人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相比
,

确实有很大差

异
,

不仅因为是偏远山区
,

因为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人

在偏远地区生活都非常艰苦 还因为作为少数民

族
,

政府政策的倾斜度还很不够
。

因而柏柏尔人肯

定对诸如民族权益等原则问题和现实中的巨大差

异产生不满
。

从 目前来看 民族问题 尚未构成对政

局稳定和社会安定的严重影响
,

但是未必不存在

问题和隐患
.

要看今后的政府政策和形势发展
。



这
是拉巴特乌代雅古城的一户家境

殷实的中等阶层家庭
,

男主人叫

做穆希米尼
。

他全然没有因为我

不请自来的唐突而感到丝毫不快

柏柏尔妇女在达德斯山谷的

玫瑰节上载歌载舞 (左 )
。

柏柏尔族对妇女的禁忌比

阿拉伯妇女要少
,

她们外出可

以不戴面纱
,

行动也比较自由
。

柏柏尔人实行父系氏族制
.

父亲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

权利
.

女人在家庭中主持家务
。

在婚姻方面
.

柏柏尔人一般

实行一夫一妻制
。

非斯古城的皮革工人正在

进行皮革处理 (下 )
。

非斯是

摩洛哥古老的皮革制造业之都
。

和诧异
。

也许对不速之客的来访
,

他早已司空见

惯
。

他家屋内完全是阿拉伯风格的布局和陈设

外墙是纯白的颜色
。

触摸着平平的白墙
,

看着探

出墙外
、

竞相绽放的蔷薇花
、

月季花
,

带有雕刻装

饰的蓝木门和各种形状的黑门把 真有一种在历

史的沧桑中驻足静立的感觉
。

穆希米尼告诉我这房子历史很长
,

是祖上传

下来的房产
。

他家是地道的阿拉伯人
。

房屋的翻

建装修都是自己动手
。 “

这里的人都是这样
。

已经

习惯成自然了
。

我们每个人都自觉保持这种蓝 白

相间的传统建筑风格
,

这样才能维护古城风貌
。 ’‘

“

那这些油漆都是你们自己特别配制的吗 ,
’‘

看到墙壁
、

木门颜色的纯正
.

我十分好奇
。

“

这个嘛
,

不是
。

我们都是在集市上购买的
。

如果一时缺货 我们宁愿多跑点儿路到附近的城

市去买 也不会买其他颜色的油漆
。

这也是我们

这里祖祖辈辈继承下来的传统
。 “

穆希米尼说
。

拉巴特乌代雅古城临海
.

民居多保存完好
.

而

拉斯山
,

赐予我们生存下来的权利
。 ”

与日卜百 几 分胡口咬
.

, 曰. 甲 . 月 ‘, 曰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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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房屋都是以白蓝为主色调
。

像穆希米尼所说
,

可

能正是由于当地人对历史的认同和对古迹的刻意

保护 才营造 了这种浓浓的北非阿拉伯风情
。

如果说白色立面和以防锈锻铁为装饰的小窗

带有西班牙阿拉伯移民的遗风
,

那么见棱见角的简

洁建筑形式
,

则体现了阿拉伯风格
.

确切地说
,

这

是两种风格的混合体
。

8世纪初
.

阿拉伯人的矮马

亚王朝不仅征服了摩洛哥
,

也踏上了地中海西北岸

的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
,

并于8世纪中叶建立了后

楼马亚王朝
,

直到 11 世纪初灭亡
,

在那里留下了大 两位生活在摩洛哥里夫区的

t 阿拉伯风格的历史印迹
。

15 一 16 世纪初
.

西方 柏柏尔妇女身着亮丽的服装
。

列强利用摩洛哥马林王朝的没落衰败开始入侵
,

柏柏尔人按照方盲和分布

大西洋沿岸地区几乎被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占领 区域划分为里夫人
、

塔马

经过摩洛哥人的顽强抗争才收复失地
。

19 世纪西 齐格特人和施卢赫人三个族群
.

方列强的蚕食
、

割据使摩洛哥沦为半殖民地
。

各族群的风俗习惯一致
.

, 9 11 年法国占领了非斯和其他重要沿海城市
,

西 母语都是传统的柏柏尔语
.

班牙占领了北部港口城市
。

191 2 年 3 月摩洛哥被 但是
.

只有那些生活在高地及

迫签订《非斯条约》成为法国保护国 西班牙伙同 沙漠地区的柏柏尔人才真正

法国瓜分摩洛哥 11 月两国签订 《马德里条约》 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的民族

规定摩洛哥领土 4巧归法国
.

1/5 归西班牙
。

沿海 特性和语言
。

城市里的

一带成为殖民者居住地
,

城市建筑也随之西方化
。

柏柏尔人离他们的传统越来

历史就是这么捉弄人 东西方在相互侵略中 越远
.

很难与阿拉伯人相区分
。

历史的遗存已经打上了无法抹去的烙印
,

达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相互影响
、

相互渗透和相互

融合
。

因此无从考证这白蓝相间风格的房屋是阿

拉伯后裔还是西班牙人建造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

它们都属于阿拉伯色调
。

摩洛哥地理位置北临地中海
,

西濒大西洋
.

在

海与洋的交界处
,

这种白蓝两色的房子除了体现

阿拉伯风情外
,

也是
“

海天一色
‘’

的体现
,

白色

是岸边的沙滩和空中的白云 蓝色则是大海和天

空
。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穆希米尼时
,

他会心地

笑了 他说只有在大海边生活和深深感受大海的

人才能有这样的浪漫创意
。

我 明白了
,

难怪这种房

子只在摩洛哥的沿海城市才有呢
。

“

一尘不染的白
、

纯净的蓝是属于摩洛哥的颜

色
。

突尼斯
、

阿尔及利亚也有
,

但远没有这里集

中
.

没有这里常见
。

另外
,

摩洛哥还有一种颜色

是不能忽略的
,

那就是砖红色
。 ”

穆希米尼告诉我
。

从北部向南来到靠近中南部的马拉喀什
,

我

找到了摩洛哥的另一种颜色
。

我登上最佳位皿
.

居高临下远望
,

在阳光的映照下
,

白雪皑皑的大

阿特拉斯山衬托的马拉喀什红装素裹 俨然就是

一幅色彩和谐的油画
。

不得不承认砖红色是这座

历史名城独具 匠心的风采
。

起初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
,

这种风格源于摩洛

哥历朝历代的王者风范
,

王公们选择这种颜色装饰

自己的宫殿和清真寺是要突出皇族的尊贵显赫及

宗教的神圣
。

威严的城堡和清真寺被散落四周的



柏柏尔人是这片土地最初的主人
。

民居包围
,

确实给人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

拉巴特

的哈桑大清真寺和乌代雅古城也同样是砖红色
。

城里的民居选择这种颜色
.

可能是效仿 是为了顺

从和景仰王者
,

也为了沾一些皇家的福气
。

后来知道了由此往东
,

便进入大阿特拉斯山

区域
,

也就是柏柏尔人聚居的地方
。

那里的民居使

用了同样的颜色装点住宅
。

马拉喀什的砖红色风

采就寻找到了历史的源头
,

原来砖红色是从柏柏

尔人那里传承下来的一种习俗
。

近期摩洛哥媒体报道
,

在西撒哈拉沙漠发现

了一处遗址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
.

5万年前柏柏尔

文明的时期
。

事实上
,

摩洛哥以至北非整片广裹的

土地都曾经是柏柏尔人的家园
,

他们是那里的原

住民
。

柏柏尔人首次使用当地的砖红色石料和土

质建造房屋
,

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传统
。

马拉喀什

建于 11 世纪初
,

是中世纪时期两个强大的柏柏尔

王朝及其他几个地方王朝的所在地
,

因而所有的

古迹都打上了砖红色的烙印
.

当地居民因此千百

年来承袭了这种砖红色外墙装饰的习俗
。

尽管我们已经很难从相貌或语言上区分柏柏

尔人和阿拉伯人
.

但是历史的遗存打上了无法抹

去的烙印
.

柏柏尔人是这里最初的主人
。

历经岁

月的变迁 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的柏柏尔人如今不

仅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

还要努力维持生存
.

与此同时
.

他们是抛弃柏柏尔文化
.

还是再度创

造柏柏尔文化的辉煌 7 这是一个疑问
。

. 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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