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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撒哈拉沙漠西部的尽头，有

个伊斯兰国家毛里塔尼亚（图1）。狂野

的海岸和撒哈拉沙漠相遇，光这一点

就令您怦然心动了吧？其北部与阿尔

及利亚和西撒哈拉接壤，东部和东南

部与马里交界，南部与塞内加尔为邻，

西濒大西洋，原生态的海岸线一望无

际。3/5以上地区为沙漠和半沙漠。公

元3世纪 始，柏柏尔人就建立起从南

摩洛哥到达毛国的黄金和食盐的西非

商贸网络。公元3世纪阿拉伯人进入，

当地的摩尔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和阿拉

伯语言文学，逐步阿拉伯化。15世纪

起，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者

相继入侵。1920年被划入“法属西非

洲”，1958年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

的自治共和国，定名为毛里塔尼亚伊斯

兰共和国。1960年11月28日宣布正式

独立（图2）。实际上毛里塔尼亚这个名

称意即 “摩尔人的土地” 。 

该国人口有260万，总体上可分为

摩尔族和黑非民族两大类，前者具有阿

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血统（图3），莎士

比亚经典悲剧《奥赛罗》中的那个愤

怒、血性、悔恨共存的男一号就是个摩

尔人。毛里塔尼亚约96％的居民信奉

伊斯兰教（国教）。骆驼、帐篷和椰枣是

该国的“吉祥三宝”，也是经常出现在

该国邮票上的主要元素。身在沙漠，当

然离不 骆驼（图4）。连旅游年的推介

也要请骆驼出场（图5）。驼奶是当地老

百姓主要的蛋白质来源，由于他们信奉

伊斯兰教，所以进餐时不喝酒，主要喝

驼奶。每当有贵宾光临时，主人不是打

冰箱，而是当场牵来骆驼，挤出大碗

大碗的鲜驼奶，让客人轮流尝鲜，以示

尊敬。由于毛里塔尼亚是传统的游牧国

家，气候极为干燥，温度较高，一般房

屋散热效果又不好，所以这个国家就大

力发展散热较快的帐篷。老百姓世世代

代住惯了帐篷（图6）。连学校都设在帐

篷里（图7）。普通人家的帐篷是用布做

成的，特别有钱的家庭则从国外进口帐

篷。他们常常把帐篷支在黄沙上，骆驼

拴在帐篷旁，在黄沙上生活、睡觉，连洗

脸洗手都用黄沙。即便在首都，也有在

院内另搭帐篷，作为乘凉的休息场所。

游客花6美元就能租到一顶帐篷过夜，

还能在里面上网。毛里塔尼亚人把在帐

篷里招待宾客视为高雅之举，即使国家

元首主持的国庆宴会，他们也习惯在帐

驼背上的国家
—毛里塔尼亚

■ 广东  陈孝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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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里举行。故此，人们都风趣地把这个

国家称为“帐篷之乡”。

毛里塔尼亚人在招待客人进餐后，

常常还要再请大家喝上三杯加糖的薄

荷茶，所用茶具极为考究（图8）。此举

是希望客人记住一个富有人生哲理的谚

语：第一杯是祝福爱情如蜜一样甜美，

第二杯忠告生活如薄荷一样苦涩，第三

杯则提醒死亡如沙漠一样无情。其实喝

薄荷茶的风俗来源于他们的生活习惯。

人们常年住在野外帐篷里，薄薄一层羊

皮下就是黄沙。因日夜温差而造成的湿

气常使他们腰酸背疼。而茶能提神醒

脑，糖能提供热量，薄荷则有解热祛寒

的功效。所以薄荷茶是他们 好的养生

饮料。

北非地区盛产椰枣，在沙漠绿洲

里，过去人们用羊皮袋和轱辘取井水

（图9），现在只需挖掘两米深的水井

便能利用中国产的水泵抽水灌溉椰枣

林。郁郁葱葱的椰枣林绵延在沙漠绿

洲里，其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帐篷旅

馆，一些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旅客在那

里悠闲地享受着“世外桃源”的生活。

椰枣含 糖率高，营养丰富，既可作粮

食，又是制糖、酿酒的原料，是穆斯林

喜爱的食品之一。一棵椰枣树长到

三、四米需70年时间。每年8月，毛里

塔尼亚的椰枣熟了，人们在喜摘椰枣

（图10）的同时，还举办丰富多彩的文

体活动，如跳舞和射箭比赛。此时也是

青年男女喜结良缘、操办婚姻大事的

时节，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毛里塔

尼亚的居民，无论摩尔人还是黑人，无

论老人还是孩童，个个能歌善舞。男的

身材硕长，歌喉圆浑，爱跳强有力的土

风舞，甚至拿着来福枪也能劲歌激舞

一番（图11）；女的都很健壮，令人称奇

的是她们居然能一边引吭高歌，一边

扭动腰肢和臀腹坐着舞蹈（图6），舞

姿各具风韵，精彩动人。

毛里塔尼亚人中盛行新婚后分居

的习俗，同这个国家沿袭的早婚现象有

关。热带沙漠地区的女孩子大多成熟较

早，十来岁便基本发育完全。这时，女孩

子的母亲将她精心打扮一番，带着她出

入公众场合炫美。说媒者、求婚者便纷

至沓来，精美的镶银工艺箱是必不可

少的嫁妆（图12）。由于大多数的新娘

基本还是一个孩子，举行婚礼之后，新

婚夫妇在一起共同生活一个星期，便

各自返回自己父母身边去。两个月后，

新郎新娘再度共同生活几天，随后又各

自分 。新娘回到娘家后将新婚中遇

到的各种事情讲述给母亲听，母亲则

面授机宜。待两年过后，新娘已经长大

成人，新郎佩带银腰 （图13），吊着

烟袋（图14），同亲朋好友一道，牵着

数头装扮得花花绿绿的骆驼来到新娘

家，将新娘接回去，从而结束“婚后分

居”的生活。

毛里塔尼亚人路遇客人彼此要热

情握手，要先问候对方的牛、羊或骆驼

好不好，然后再问候亲人，还要按他们

的民族习惯互咬对方手臂，咬痕留作纪

念。分别时，还要相对下跪虔诚祝愿，

后挥泪道别。

毛国沙漠、绿洲、稀树草原和海

滩均有，造成了动物的多样性。每年在

走大西洋迁徙路线的700万只鸟中，约

30％在该国邦克德·阿让国家公园越

冬，那里便成了世界上 佳的观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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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边飞着长喙鸥（图15），沙滩处有

长尾鸬鹚（图16），绿洲上空翱翔着苍鹰

（图17），沙漠中则扑腾着横斑沙鸡（图

18），稀树草原中活跃着鬣狗（图19、

20）、大耳小狐（图21）、印度豹（图

22）等。毛国的渔业较为发达（图23），

较名贵的有锯鲉和金头鱼，它们主要分

布在撒哈拉西海岸一带（图24、25）。该

国的手工艺品享誉北非，如琥珀和银质

珠宝、驼毛小地毯，图26是一位民间艺

人正在钻孔加工，图27是鞋匠正在做考

究的舞鞋。诸位如以后有机会去这个驼

背上的国家，在购买邮品的同时，可别

忘了选购一些摩尔人的工艺品回国作为

礼品送送亲朋好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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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曹源福

1957年1月16日，美国路易斯安那亚芬达船厂下水了一艘

“埃尔塔宁级”破冰货船，该船名取自天龙星座（巨蟹座）中的

一颗恒星。1957年10月作为非现役船只移交给美国海军用于军

事服务，编号为T-AK-270；1962年8月23日移交给美国南极委

员会改造成海洋调查船在南极水域考察，编号为T-AGOR-8。

在美国科学基金会指导下，该船从事军事海上运输服务，

在南极海域成为第一艘南极海洋调查船。该船进行了一系列

科学考察工作，使它成为广为人知的船名和巡逻号码。

其后，在一个不明日期，埃尔塔宁号被移交美国海运局，

作为国防储备的船只，停止工作，并被遗弃在基地。1974年移

交给阿根廷海军，改名为“奥尔卡达斯（Orcadas）”号；1979

年被阿根廷海军处理掉。

附图是埃尔塔宁号于1968年8月5日从澳大利亚寄发的实

寄封，贴澳大利亚5分邮票。封左边上部是埃尔塔宁号图片；下

面是它的调查学科和项目：海底摄影-精密深度录音-高空大

气（射线-无线电测风仪-臭氧无线电探测仪）-地震波反射录

音-宇宙射线检验-极光观察-海洋生物研究。右边是参加考

察的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机构名单。

该实寄封左上端印有船名，船名前的数字原先印为

“4933”；后手工改为“1933”，并有船长签名。该船的实寄

封由于比较少，因此非常受极地集邮者的喜欢。

漂浮的科学实验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