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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贝 兽特
(回族 ) 马 强

贝普特是阿拉伯世界黎巴嫩这个国家的首都
,

它西
、

北两面环海
,

好像是地中海怀中的婆儿
。

贝普特人口一百

七十多万
,

但即便是周末在市内最重要的购物中心
,

也看

不到像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头攒动的场面
。

由于临海
,

贝香

特城市空气湿润
,

云层很低
,

下雨是最常见的事情
。

更妙

处在于可以看到某一处云层遮盖楼顶
,

大雨如注
,

而其他

地方却晴空万里
,

海天一 色的景象
。

贝普特虽然环海
,

但也可算是 山城中的精品
。

城市由

大大小 小很 多个 山 包组成
,

山海相依
,

水光山 色
,

无形中

增添了城市的灵气
。

山城的风格可谓自成一体
,

穿行在城

市中
,

其实就是在多个山 包中绕行
,

不断地上 山 下 山
,

映

入眼帘的也总是不 同的风景
。

距 离市区不远的高山顶部

常年有积雪
,

为这座城市提供了纯净的水源
。

为了保护水

质
,

政府禁正人们到山上游览
。

如果乘飞机旅行
,

就会有

幸看到 山峰中的积雪白茫茫如云海堆积
,

连绵不绝
,

巍魏

壮观
。

相对于周边其他阿拉伯 国家
,

黎巴嫩算是较为开放

和现代化的 国家之一
,

海滨
、

旅馆
、

咖啡
、

阿拉伯风情
、

各

种宗教建筑和文化活动⋯⋯贝鲁特将传统与现代尽收其

中
,

吸引了中东各国及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旅游消遣
,

因此

回学族文

胜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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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誉为
“

中东地区的小 巴黎
” 。

聪明的黎巴

嫩人 自19 43 年获得独立以来
,

就开始在这片

土地上勾画蓝图
,

虽然 已历经半个多世纪
,

城市总体结构依然不显陈 旧
。

除了靠山依

海
,

空气宜人
,

雨量丰沛等自然条件之外
,

贝

香特市的现代化过程起步较早
,

即便在今天

看来也并不落伍
。

但因各种原因
,

城市迄今

没有铁路
、

地铁和合理的公交体系
,

私人汽车

过多
。

每当夜幕降临
,

市内各条街道就成为

天然的停车场
,

外来车辆很难找到一席之地

停车
。

但在如此狭小的城市空间中却很少看

到严重塞车的现象
,

四通八达的街巷
、

多处地

下通道和高架立交桥为绕道而行提供了多条

通途
。

贝香特的排水设施也让人惊叹
,

如此

靠海多雨而人口 密集的城市
,

即便在暴雨如

注的时候也看不到街上有大面积积水
。

由于 同多年来的对手以 色列为伴
,

对 西

方 大国势力和 以 色列的 态度成为影响这个

国家最为敏感的神经
,

作为一 国首府的贝鲁

特弥漫着紧张的政治空气
。

从地缘而 言
,

即

便是一衣带水的叙利亚也常常与之貌合神

离
,

对 以 色列的态度强硬与否成为测试黎巴

嫩与他国关 系的晴雨表
。

然而
,

如果没有政

治纷争引发的各种冲突
,

在贝鲁特生活其实

很 自由
。

家庭仍然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联系

纽带
,

人们希望衣食无忧
,

亲人团聚
,

家庭和

睦
,

过安静而惬意的生活
。

虽然存在宗教分

竣
,

但并没有信仰强迫
,

不 同宗教信仰者之间

的通婚也屡见不鲜
,

多元信仰家庭亦不足为

奇
。

街上很 少有游手好闲的青年
,

没有听说

过偷盔的情况
。

同世界其他城市一样
,

随着城市化的急

剧发展
,

贝普特也面临人 口增长速度过快
、

交通阻塞
、

电力缺乏
、

食品供应 紧张
、

就业压

力过大等多种社会问题
。

青年人中既有西化

倾向严重
,

放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者
,

也有

重 归传统
,

满怀抱 负和理想的青年
。

因多种

信仰者混合居住
,

人们的衣着打扮往往体现

出巨大差异
,

很多人都说只要看一个人的装

束就知道他属于什么宗教和社团
。

例如什叶

派和逊尼派的伊玛 目一般穿着严谨
,

戴帽子
、

缠头 巾
、

穿长袍
、

留长须
,

举止优稚
,

引经据

典
,

言传身教
。

而虔诚的穆斯林女性一般披

戴各色头 巾
,

长袍裹体
,

也有爱美的青年穿

着牛仔裤
,

或陪衬上五颜 六色的外衣
。

对于青年人而言
,

婚姻 问题 已 经成为这

座城市最为棘手的痛疾
。

因住房紧张
、

日用

生活品 昂贵
,

主要靠进 口来满足消费
,

男子

一般要有独立的两室一厅住房
,

有固定的收

入才会有姑娘入嫁
。

粗略算来最少也要八十

万元人民币
,

而 贝香特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收

入一般多在三四百美元
,

学校教师 大致为七

八百美元
。

贝鲁特的总体消费水平却大致相

当于广州
,

很 多日用品和食品比广州贵出很

多
。

因此
,

贝普特男性大龄青年随处可见
,

渴

望结婚是很多人的梦想
。

由于人口过度集中
,

安全存在隐患
,

除 了

楼房和狭窄的街道外
,

整个城市几乎看不到

休憩
、

锻炼等各类公共设施
,

因而
,

在贝鲁特

很少看到打球
、

跑步或晨练的 市民
。

除 了每

条街道上 的小吃店和食品店 经常有人光顾

外
,

水烟 (施沙 )店就是最重要的聚会和社交

场所了
。

街头青年或者休闲聊天的长者往往

边抽着水烟边高谈阔论
。

贝普特的电影院一

般很小
,

大多位于大型的商业中心 内
,

主要播

放带有阿拉伯文字幕的西方影片
。

电影院周

围出售糖果
、

冷饮
、

薯条等
,

同时也有电子游

戏室
,

这里往往是青年人周末晚上 消费的地

方
。

市南郊有一处空旷的公园
,

因担心安全

问题实行有限开放
,

只有办理了严格的审查

手续后才能进入
。

很多人甚至 已经淡忘 了它

的存在
,

内部虽然荒芜
,

疏于管理
,

但各种树

木仍枝繁叶茂
,

掩饰不住海滨城市的妩媚
。

至于公园一侧 用铁丝网围成的 小足球场和

篮球场
,

则显得破致不 堪
。

即便如此
,

仍有个

别好动的青年人在闲暇时来此释放体能
,

至

于稍有不懊足球飞到马路上的情况常有发

生
。

位于市郊东部D o ra地区

—
黎巴嫩最大



的购物超市都市商厦(ci ty lllall )
,

也许能够代

表目前黎巴嫩国人最前沿的消费理念
。

超市

背靠大海
,

登临地上三层
,

贝香特海港便尽收

眼底
,

因此也是市民业余休闲的好去处
。

因

距 离市区较远
,

市民往往全家驱车前来购

物
。

这里集中了国 内外很多产品
,

包括电子

产品
、

图书
、

服装
、

食品
、

饮料
、

蔬菜等
,

但国内

产品明显不多
。

就单一产品 而言
,

可供选择

的品种也显得很少
,

同中国部分地区的专业

市场简直不可同 日而语
。

贝鲁特拥有手机的人较多
,

但款式陈旧
,

因电信价格较高
,

使用率并不是很高
。

电视

节目往往通过卫星接收器收看
,

每栋楼顶都

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各种电视接收器
。

家庭和

公司办公网络通过电话线传输
,

即便是大学

校园局域网速度也很慢
,

掉线和网页不 能浏

览的现象很普遍
。

各种大的派别都有自己的

广播电台
,

整个贝鲁特大概不 下十五家广播

频道
,

既有公共娱 乐节 目
,

也有只 以传播宗

教为主的社团电台
。

阿拉伯人以 开车快而 闻名
,

贝普特人无

论男女老少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
。

在狭

窄的街巷中
,

行人总是被挤到停满小车的街

边穿梭
,

以避开疾驰而过的车辆
。

然而一旦

行人要过马路
,

往往又是汽车让着行人
,

只

要提前做好过街的手势
,

再快的汽车都会在

瞬间戛然而止
。

或许这也体现了贝鲁特人在

精神重压之下
,

激发的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
。

贝香特美国大学(A U B )创建于 18 66 年
,

位于贝香特市西北 角的H a

mx
a
地 区

。

它与地

中海相依相伴
,

碧海蓝天
,

风景旖旎
,

水光 山

色浑然一体
。

校园整体设计类似于香港科技

大学
,

依山而立
,

建筑古典幽稚
,

形成群落
,

曲

径通幽
,

错落有致
,

是贝香特市内现存二十世

纪前后建筑遗迹最为集中的地方
。

玲珑别透

的小教堂
,

风姿婆要的百年古木
,

构思奇特的

结构设计
,

让人能够从这里领略到东西方建

筑特点相互结合的典范
。

最可贵的是这所大学在教育方面做出了

突出贡献
,

现有本科生四千多人
、

研究生两千

多人
,

成为文
、

理
、

农
、

工
、

商
、

医等各科齐全的

综合性 大学
。

其国际政治专业享誉世界
,

西

方 国家的 中东问题专家和中东外交人物往

往曾在此就读
,

培养了很多优 秀的外交人

才
。

此外
,

医学
、

生物
、

建筑
、

农学
、

地理学等

学科为黎巴嫩及周边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
,

因此是现黎巴嫩
,

甚至整个中东地区也非常

著名的综合性大学
。

即使如此
,

学校在复杂的政治
、

宗教
、

教

派
、

族群及社团冲突中也不得安宁
,

时常有人

从校园外施放冷枪
。

多年前
,

为 了医学专业

的学生能够安全地到达一墙之隔的肿瘤 医

院上课和实习
,

学校专门开辟了地下通道
,

无数的冲突让这 所大学为谋求生存也费尽

周折
。

即便是多年来为黎巴嫩培养了诸多人

才
,

但在很多人的心 目中
,

这所大学的靠山就

是美国
,

代表了西方的文化 殖民
,

而美国人支

持以色列
,

制造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和分歧
。

美国领事馆原来就位于校园底侧的海岸边
,

后 因遭到海湾战争时的创伤 迁移到另一处

海岸
。

学校的教育活动深受诸多因素的制

约
,

看来如何保持大学教育的独立性应该是

管理者较为棘手的问题
。

黎巴嫩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
,

一提到中

国
,

说的最多的就是 中国商品和中国功夫
。

贝普特大街小巷都充斥着中国商品
,

尤其是

衣服鞋袜
、

家具器皿
、

佩戴的首饰等
,

从精品

店
、

大超市
,

到普通的百货店
、

周末巴扎
,

随处

都可以发现中国制造的产品
。

据当地的商人

介绍
,

黎巴嫩也有很多工厂
,

制造技术也过得

去
,

但人工工资很高
,

效率低下
,

产品的成本

较高
。

因此与其在黎巴嫩制造
,

反 而不如直

接从中国进 口
,

中国商品质量上乘
,

种 类繁

多
,

而价格低廉
。

贝鲁特男人很少戴头巾
、

穿

大袍长衫
,

以休闲装为时尚
。

中国板型的便

装便不胫而走
,

近年来成为这个一度西化严

重的国家的另一种新潮
。

在贝鲁特遇到的人

们
,

往往都会给我一再强调他们的衣服鞋帽

回族文学
.月,....日日日,日日,,.,山趁..门.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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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来自中国
。 “

昆录随尼 ,’( 一切都来自中国 )

既是对黎巴嫩人消费现状的说明
,

也是对两

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浮朴表达
。

贝香特穆斯林

用品店中的大多数商品也来自中国
。

人们对中国功夫的崇敬来自于媒体的传

播
,

武打影片几乎将中国功 夫神话
。

李连杰
、

成龙
,

以及前武侠影星李小龙等在黎 巴嫩年

轻人中可以说尽人 皆知
。

在黎 巴嫩人的眼

里
,

每一个中国人都多多少少会功 夫
,

越是

表明自己不会功 夫的人
,

越会引起他们 的怀

疑
。

因为从功夫片中他们 了解了真正的高手

往往深藏不露
,

其实却身怀绝技
,

一鸣惊人
。

由于国家权力赢弱
,

各种社会力量相互 牵

制
,

冲突随时可能发生
,

崇敬功夫并希望中国

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 内授 以绝技以备急需
,

这是大多数黎巴嫩人的梦想
。

一旦 了解了功

夫需冬练三九
,

夏练三伏
,

鸡鸣舞剑
,

夜晚用

功
,

岁岁坚守
,

昼夜不辍
,

随之便 大为感怀
,

望洋兴叹
。

随着中国产品在市场上 占有率的上升
,

中国文化也得到部分黎巴嫩青年人的青睐
,

孔子学院 已经成功进入贝普特
。

学习汉语
,

了解中国文化
,

希望 同中国进行商业 贸易和

文化交流是很多黎巴嫩人的梦想
。

如果从文

化上设想
,

是否缺乏一种中和的文化扮演各

种 文化之间的桥梁
,

能够让这里的多元文化

抛开政治的干扰而和谐共生? 除 了中国商品

和 中国功夫之外
,

以儒
、

佛
、

道为核心的 中国

文化将来也许会随着贝鲁特社会治安情况

的好转
,

中国移 民的进入而落地生根
,

在 贝

鲁特市郊也许会形成唐人街
。

不知道在这片

一神体系宗教长期胶着的土地上
,

通过移植

而来的远 东文明
,

是否会成为阅墙兄 弟之间

兼容并包的容器
,

吸引当地人的眼球
,

改变

目前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和矜持的 目光
。

贝鲁特是人们能够
“

享受
”

到部队值勤的

城市之一
。

如果按照 宗教及派别划分
,

城市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 区
: 西部是逊尼派穆斯林

社 区
,

东部为基督教区
,

南部为什叶派穆斯

林居住区
。

在不 同教派之间的边缘地带通常

是冲突频繁发生的地方
,

因而那里也是部队

严密监视的地区
。

行走在主要街道
,

到处都

可以看到荷枪实弹
、

身着迷彩服的军人
,

或

者在小型掩体中留守
,

或者在大街上巡逻
。

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装甲车队隆隆驶过
,

夹杂

在疾驰的车流中显得格外瞩 目
,

成为这座城

市的另一种风景
。

即便如此
,

街巷中仍常常

能听到紧密的枪声
。

适值黎巴嫩举行纪念前总理哈里里遇刺

三周年纪念活动
。

在三 日的悼念期间
,

逊尼

派居住的街区里不时传来哀歌和鞭炮声
,

哀

歌定时播放
,

以一段为限
。

鞭炮声不同于我

国庆祝新年的爆竹声
,

而 类似将整个冲锋枪

弹夹中的子弹在瞬间尽数发出
。

既表达 了哀

悼
,

也造成了恐怖声势
,

期间夹杂着年轻人故

意鼓噪的 口 哨声和咄喝声
,

一直持续到深夜
,

让外来的访客心生几分担忧
。

白天也有车载

着大喇叭在街上巡游
,

不断播放哈里里生前

的言词
,

如
“

我永远记着黎巴嫩人民
”

等等
,

以增加纪念的气氛
。

纪念前一 日夜幕降临时

还有学生游行活动
,

队伍散乱但人们情绪高

涨
。

哈里里埋葬在贝普特著名的穆罕殿德
·

艾米乃 大清真寺侧
,

纪念活动就在清真寺前

的广场上
。

说是广场
,

其实面积并不大
,

但对

寸土寸金的贝鲁特来说已经非常不易
。

多日

来因悼念活动的安全问题
,

附近军警密布
,

到

处安 1 了铁丝网
、

防爆设施
、

装甲车
、

阻车装

备等
,

纪念会堂就搭建在哈里里和 当年与其

一同遇难的保镖墓园上
,

黎巴嫩国人将他们

奉为烈士
。

悲凉气氛充满墓地
,

此情此景
,

面

对人们心 目中的烈士
,

许多悼念的人都咬咽

难耐
,

不禁痛哭失声
。

在城市北部的商业 区当年哈里里遇刺的

楼宇附近
,

专 门竖立了纪念碑和哈里里雕像
。

背景中曾经遭遇枪炮袭击而面 目全非的楼房

和现代化的汇丰银行形成鲜明对比 ;周 围著

名的假 日饭店在战争中千疮百孔
,

今天暂时



成为游人亲历历 史的见证物
。

而更多的冲突来自国内不 同的党派教

派
。

贝普特到底有多少党派可能谁也说不清
。

一些楼宇墙壁上经常能看到不同党派悬挂的

横幅和 办公标牌
,

而 那些活动在地下的党派

组织更是难以察觉
。

国家行政管理力量的混

乱无序
,

很难让黎巴嫩人形成统一的国家观

念
。

在党派分歧严重的黎巴嫩
,

国家十足是

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

即便是对哈里里之死
,

不同的政党和宗

教派别在态度上可谓浸渭分明
。

既有认定其

为烈士
,

壮怀激烈
,

开车游窜在各条街道痛悼

的青年
,

也有袖手旁观
,

置若阁闻的群众
。

至

于反对党和什叶派群众
,

更是对其愤恨异常
。

在贝鲁特
,

不仅不同宗教之间关系紧张
,

而 更

为紧张的是同一 宗教 中的不 同派别
,

相互指

责和攻击是每个派别取得生存权利及民众

支持的不二法门
。

因宗教派别与教义解释体

系和政治派 别等紧密相关
,

力 图进行调和 实

属痴人说梦
。

比如有一个穆斯林社团对沙特

的瓦哈比派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等派别多

有批评
,

指责其对真主人格化
,

如赋予真主

头
、

手
、

腿
、

视力
、

方位等
,

在穆斯林中制造分

歧
。

认为这是罪草
,

强调认主独一
,

坚持正统

信仰
,

听从真正有学识 的学者解释教义才是

正道
。

他们选择性地采用筛海筛选过的读物

作为课本
,

而且有详细的解释
,

每段解释前都

加上
“

编者按
”

字样
。

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在强

调 自我的正统性
,

然而很多派别无法逃避与

政治结盟的命运
。

民间和上层的信仰向来存

在鸿沟
,

跨越教派的鸿沟甚至比跨越不同信

仰的按界还难
。

在国际势力插手本国事务的

前提下
,

党派
、

教派和社团力量将黎巴嫩作为

统一国家的概念撕扯得粉碎
。

其实多数宗教派别之间的纷争和分歧
,

往往缘起于只顾 自言 自语
,

唯我独尊
,

却很

少学会倾 听和宽容
。

在很多时候
,

不同派别

都是他者眼中的另类和异端
,

因为他们挑别

别人
,

标榜自己
,

并将他者作为另类和异端而

沾沾 自喜
。

终于找到了自我炮制和想象的敌

人
,

将傲慢与偏 见尽数泼洒在自家兄弟身上
,

自己可以在重复的愤恨和对峙中耗尽精力
,

再没有放眼世界的雄心
。

把亲者痛仇者快的

自我扭曲又常常贴上纯洁精神的标签
。

如此

偏执的虔诚
,

其实是对信仰的轻残
。

总是在 自己人中寻找异端和 另类
,

借以

批驳他者而标榜 自我
,

这是很多宗教发展史

上历 经的宿命
,

无论是早期的扰太教和基督

教
,

还是今天不 同的伊斯兰教派之间
。

革新

往往伴随着激进的革命
,

前人面临来者对异

端和另类的重新解释
,

必将成为他者眼中潜

在的另类
,

而最终找到革新的 口 实
。

当我们在和 平中搜寻异端的时候
,

大半

都是矫枉过正地炮制异端
,

而且将 自己置 于

窘迫的境地
,

从而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端
。

其

实
,

如果不是一味偏执地将他者打入异端的

行列
,

我们 自身也不会陷入另类的境地
。

回族文学

簇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