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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段 时 间 ， 北

约不断空袭利比亚，

而 与 利 比 亚 相 邻 的

突 尼 斯 也 频 频 被 媒

体 提 及， 一 时 受 到

人 们 的 关 注。 突 尼

斯， 一 块 在 大 海 和

沙漠夹缝里生长的神秘绿洲， 它汇集了地中

海地区所有的古文化遗迹， 它有着怎么样的

风土人情呢？ 走吧， 和乐乐一起踏上这神奇

之旅吧。

飘香突尼斯，男人爱戴茉莉花

位于非洲北端、东临地中海的突尼斯，

沿海的大小城镇像一串串闪亮的明珠，把这

个以旅游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国家打扮得

格外秀丽。

凡到过突尼斯的人，都会被它宜人的气

候、碧蓝的海水、盛开的鲜花和宁静的小镇

所吸引。而令人称奇的是，当地男人十分爱

花，大街上时常可以看到年轻的突尼斯男人

耳后夹着一朵白色的茉莉花在人群中漫步，

他们那种悠然自得的表情让人感到亲切、和

善。在节假日，一些身穿白色民族服装、头

戴深红色毡帽的突尼斯老人，也会在耳后夹

上一朵素雅的白茉莉花，使周围的气氛显得

祥和而安逸。

每当夜幕降临，首都突尼斯市的咖啡

馆、饭 店 附 近 ，

特别是主要街道

上，总有一些人

手托装满茉莉花

蕾的大草盘，向

路人兜售。几朵

或十几朵洁白的

茉莉花蕾被色彩鲜艳的小绳扎成颇有艺术特

色的花束，人们花上1第纳尔 （约合1美元）

就能买两三束。

如果你看见一个彪形大汉戴着香气馥郁

的茉莉花，抱着胳膊站在小院门口，是不是

觉得很滑稽？不过，这种情景在《水浒》等

中国古代小说中也能看到。若是到突尼斯人

家里做客，你会发现茉莉花几乎无处不在。

人们把茉莉花摆成花坛或做成花篱，许多人

家还在居室、窗台、阳台和走廊等处，摆放

上盆栽的茉莉花。城里的花店通常不卖茉

莉，要买只能去街头找小贩。按照当地人的

说法，茉莉是“自家的花朵”，卖花郎都是

从自己家的院里摘来卖的，而花店的花则都

是成片种出来的。

严格地说，突尼斯的“茉莉”并不都是

真茉莉，大多数是同属不同种的素馨花。素

馨和茉莉的区别，一是大小不同：茉莉花的

形状大一些；二是花瓣不同：茉莉都是重

瓣，而素馨则大多数是单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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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爱戴花，突尼斯男人也是阿拉伯国

家中出了名的尊重妇女的典型。突尼斯是阿

拉伯世界第一个废除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在

平时的工作、生活和社交场合中，“女士优

先”已成为突尼斯男人约定俗成的日常习

惯。乘公共电车、进商场饭店、在马路上行

走，都会看到男人自觉礼让女士先行的举

动。甚至驾车在公路上行驶，也经常会看到

突尼斯男人主动为女士驾驶的汽车让路的情

景。在家庭中，突尼斯妇女受到充分的尊

重。夫妻共同操持家务、教育子女，男人每

天接送妻子上下班、孩子上下学，每逢假

日，提篮买菜、下厨做饭，处处体现出突尼

斯男人的绅士风度和爱家风范。

浪漫的“蓝白小镇"

我们到达首都突尼斯市时已是夜晚，夜

幕下的城市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景致和韵味。

高耸的钟表塔屹立在市中心，由东往西的大

道是用突尼斯独立后第一任总统的名字“布

尔吉巴”命名的。因为浓郁的商业气息，它

又被称为突尼斯的“香榭丽舍大街”。很多

建筑古色古香，在各色灯光下充满穿越时光

的魅力。天主教堂和清真寺在不远的地方遥

遥相望。如果越过那个规模略小的凯旋门，

就可以进入到突尼斯市的“老城”麦地那，

这里是阿拉伯人聚居区，它是突尼斯现代文

明的源头。

在突尼斯市北部18公里处，有个名叫西

迪·布·赛义德(s idibousaid)的小镇，是突尼斯

境内最美丽的地中海村落，有“蓝白小镇”

的美誉，被誉为“地球十大浪漫小镇”之

一。这个位于地中海边峭壁上的镇子，所有

的房屋只有两种颜色，白色的墙、蓝色的门

窗。小镇始建于13世纪，曾为法国殖民地，

欧洲风情依旧，处处都是蓝白相间的安达路

西亚风格小屋，圆顶房屋，从山脚到山顶依

山而建，错落有致。狭窄的巷子悠长曲折，

石板路旁五颜六色的陶瓷和挂画，与蔚蓝色

的地中海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画卷。

整个小镇沿山势蜿蜒而上，布局简单，

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两边是在阳光下闪

闪发亮的白色房屋，也有些小巷从屋子内伸

出去。房屋都只有二三层高，那白色墙上镶

嵌着的蓝色铁窗和蓝色木门，让人感觉仿佛

置身于童话中。阿拉伯式的蔓藤涡

卷展现在铁窗窗棂上，对称而迷幻；

木门上半部的穹顶代表清真寺的建

筑，门上的蓝色铜钉则拼合出星星

和月亮，还有弓箭、花卉等图案。

小镇不仅风景迷人，物价便宜，

当地人还非常友好。当你带着自己

的小孩儿在街头散步时，如果对面

走来一个年轻姑娘，她会很自然地

拥抱一下你的孩子，然后塞给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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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苹果，再含笑离去……这就

是突尼斯，温情而文雅的国度。

来到小镇，首先得尝尝地

道的突尼斯美味。开餐是各种

青菜水果混合的沙拉，有西红

柿、洋葱、青椒、红椒、黄瓜、

苹果等，味道清新可口，再点

缀一些金枪鱼碎，特别鲜美。

主菜是传统的Cousecouse，以

羊肉或鱼肉为主料，搭配煮制

的胡萝卜、土豆、羊肉、西葫

芦、肉肠等，再与蒸好的小麦

或大麦制品混合在一起，美味可口。突尼斯

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因此融合后的突尼斯

菜也带有法国饮食文化的烙印。法式地中海

狼鱼就是最典型的菜肴。地中海狼鱼被法国

人誉为“地中海最好的鱼”，肉质细嫩，口

感顺滑，用橄榄油煎过之后，表皮泛着微微

的金黄，搭配有青椒和小香菜的番茄汁，不

仅卖相好，味道也很诱人。

享用过地道精致的美味，沿着小路往前

走，一路相伴的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路

上。这里曾是西班牙人逃离宗教迫害的天

堂，深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在小镇中穿

行，好像时光幻化，空间转移。

午后的小镇很安静，一切仿佛还在安

睡。只有绿色的树和五彩的花贴着白墙肆意

地在生长。九重葛是突尼斯最常见的一种

花，它的茎长得奇形怪状、千姿百态，或左

右旋转，反复弯曲，或自己缠绕，打结成

环，散散漫漫的枝丫，把蓝白小镇装点成斑

斓流泻的花园。在窗棂上、木门上，随手可

以触摸阿拉伯式的蔓藤涡卷，以及伊斯兰的

星月装饰图案。恍惚之间，不知身在何方。

就这样在慵懒的时光中走走停停，有时安坐

在草席咖啡馆的长凳上，有时又斜倚在宛若

画框的台阶旁，直到黄昏。

此时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像突尼斯人

一样，在临海的咖啡馆手捧一杯咖啡，静静

等待夕阳落海。这里视野开阔，海面波光粼

粼，碎金闪闪烁烁。每一个白色的圆屋顶都

被巨大的光环笼罩着，又渐渐暗淡。海浪的

每一次起伏，都是与柔美夕阳相吻。

由于这个小镇建在崖壁上，所以不管从

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地中海，如果

能和家人一起在这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

吃着可口的美食，一定非常快乐、温馨！

撒哈拉奇观：柏柏尔人的“地下村庄”

从突尼斯市坐大巴南行，经过六七个小

时后就到达了马特玛塔山区。这时，眼前的

景象逐渐从海边的浪漫，过渡到三毛笔下的

撒哈拉的荒凉，不时还有成群结队的非洲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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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驼从这里经过。

在这片广袤的沙漠中，生活着充满原始

和神秘色彩的柏柏尔人，他们是居住在撒哈

拉的土著，祖祖辈辈在沙漠里辛勤劳作、繁

衍生息。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至今仍然居住

在洞穴中，形成一条独特的风景线。有趣的

是，这一地区很像月球表面，因此受到好莱

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青睐，他在这里拍

摄了很多《星球大战》厮杀战斗的场面。至

今，这里还保留着当时建造的外星人小屋、

火箭等布景，令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们惊喜

万分。

在这个巨大的高原上到处可见有一些凹

陷之地，在凹陷地的峭壁上挖出了很多洞

穴，这就是当地人居住的房屋，这些房屋冬

暖夏凉。站在地面上放眼望去，只能看见一

个坑连着一个坑，根本看不见房屋。聪明的

柏柏尔人居住这种房子已经有800多年的历

史，他们之所以选择这种居住方式，主要是

因为该地区受撒哈拉沙漠的影响，终年干旱

酷热。古代的柏柏尔人为了生存，依丘陵地

势先向下挖一个大坑，大坑直径约10米，深

六七米。然后他们再沿坑壁挖一个个

类似窑洞的洞穴，坑底的中央便成了

一个露天大院。马特玛塔柏柏尔人典

型的洞穴式建筑分为两层，每一层的

功能不同。底层是卧室、作坊、厨房

和储物间；二层是用来存放粮食的仓

库，人们必须攀着绳索才能进去。由

于这里属沙漠性气候，难得下雨，因

此不必担心房屋被雨水冲垮。与都市

相比，柏柏尔人的“地下村庄”不仅

环境安静，空气清新，而且住在里面既凉爽

又舒服。

据专家考证，这个古老的北非民族，主

要分布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

尼斯和马里等国，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

型，使用柏柏尔语 （闪含语系的一支），现

在，多数柏柏尔人信奉伊斯兰教。

“berber”，在古罗马语中的意思为“野

蛮人”，而现实中的柏柏尔人恰恰相反。我

们造访一户柏柏尔人家时，家庭中的长辈男

主人都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口迎接，女主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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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厨房中忙着做柏柏尔面包给我们品尝。这

种圆形面包在突尼斯满街都有卖的，当地人

叫它“突尼斯面包”，是柏柏尔人的主食，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面包采用大麦磨成的面

粉，很有嚼劲儿，刚出炉的面包，蘸上点橄

榄油，是最健康的食物。品尝过后，主人还

不忘给我们送上一杯清爽的薄荷茶。

柏柏尔人喜欢穿一种类似斗篷的长袍，

颜色鲜艳，布料种类丰富，披在身上感觉厚

重。有的礼服也被设计成柏柏尔长袍样式，

上面镶满了亮晶晶的装饰物。如今这种长袍

也成为一种时尚，突尼斯一些旅游城市的老

城区都有出售，阿拉伯时装发布会上，也经

常见到柏柏尔长袍的影子。

在生活的不断变迁中，柏柏尔人逐渐变

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民和以畜牧业为主的

游牧民及半游牧民。定居民主要种植小麦、

大麦、黑麦、葡萄等；游牧民主要饲养牛、

羊、驴等。他们的传统手工业有制陶和编织

等，能烧制各种储粮盛酒的大型容器以及各

种小巧玲珑的杯盘、烛台等，能编织地毯、

帐幕以及褡裢等用品。

好玩的是，柏柏尔人家中的所有屋子都

没有门，远看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洞口。洞口

处都画有鱼和手的图案，这是柏柏尔人的

“护身符”。鱼的图案代表“吉祥”，手的图

案表示“平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如果

谁家的孩子长得漂亮，父母就会说因为孩子

吃鱼了。

如果客人愿意，住在柏柏尔人家里也可

以。不过，游客在这里可能会感觉枯燥，因

为这里没有广播，没有收音机，当地村庄有

手机的人也很少。游客一般只住一晚，而很

多欧洲游客常常从大老远赶来，专门体验这

种近乎原始的简朴生活。

尽管柏柏尔人款待客人非常热情，也许

是久居沙漠与外界隔绝的原因，他们并不像

城里人那样每天都想着如何赚大钱。在这里

住上几天，随便付给对方十几个第纳尔，女

主人脸上的笑容就比外面的阳光还灿烂。你

不得不承认，这里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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