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哈
,

白色的圣城
到达卡塔尔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半

。

在前往多哈 M A R R 旧T 酒店的路上
.

透

过车窗
,

昏黄的灯光下 整个城市笼罩在一

片静谧的气氛中
,

平静
,

祥和
.

这就是多哈

给我的第一印象
。

不过当我告诉当地朋友

G e or g e我的第一感觉时
,

他还为我补充了一

点
; “

多哈是这里最安全的地方 你可以深

夜在街道上独自漫步
.

而不用担心任何治安

问题
。 ”

住的海景酒店
,

窗户正好临海
。

近处的

棕桐树掩映着海边排排白色的游艇 鸟儿在

棕桐树间和绿色的草坪上嬉戏
。

临海的路上

湿湿的
.

显然昨晚才下了小雨
。

远眺
,

目光

越过蓝色的港湾 远远地看见耸立在海边的

幢幢白色大厦
.

在黎明

的光辉下非常耀眼
。

白

色的楼 白色的塔
.

白

色的游艇 白色的云
.

白色的海鸟 在蓝天大

海和绿树的点缀下 那

么和谐
。

这就是多哈

吗 ? 难道多哈人喜欢白

色吗 7 白色象征着纯

洁 也给人一种祥和和

神圣的感觉
。

难怪多哈

的男人爱穿白色的长袍

和白色的头巾了
.

多哈

人本身就是一种纯洁
、

善良
。

我也带着这种被白

色圣洁所感染的心
.

开

始了多哈一天之旅
。

沙漠的
冲浪游戏
天边第一道曙光出

现时
.

我们的探险旅程

也就开始了
。

进军沙漠

是我们此行的目标
。

陪

同我们进行这次探险的

是一个阿拉伯小伙子

Kh
a lif 。

.

很年轻
.

不过

在沙漠上驾驶四驱越野

车却已经有 6 年的经验

了
。

从多哈的市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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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过街道两旁郁郁葱葱

的树木
,

10 分钟后
.

两边视野所及的翠绿

色逐渐为漫漫无边的黄沙所取代
。

一阵阵

微风 轻轻吹过两边一望无际的沙漠
.

卷起

星星点点的黄沙 在前方的公路上旋转着

飘舞着
。

这时才明白
,

这里所有车辆大多时

候都必须关紧车窗的原因
。

远远地
,

在车子左前方用 铁丝网 围

起的沙山后面出现了几十个冒着滚滚浓

烟和烈焰的高大烟囱
.

在蓝蓝的天空 下

显得那么不和谐
。

这就是卡塔尔经济命

脉所在
—

庞大的炼油基地 了
。

汽车飞

快地从铁丝 网旁 的柏油路上疾驰而过
,

一会儿工夫 就到了 沙漠的边缘地带
。

K h 。Ii f。 将车停在了绿洲旁边
,

为即将开

始的沙漠越野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

沙漠位于卡塔尔和阿联酋之间 是阿

拉伯地区 比较古老的沙漠区域之一
。

占地

120 。平方公里
,

这里常年吸引着沙漠越野

爱好者前来
。

站在沙漠边缘
.

视线所及之处
,

蔓延着

纯净的金黄色
.

无数层层荡开的沙纹 波浪

似的
。

阳光洒在那些曲线温柔的弧形沙丘

上
,

满眼娴静温和的光芒
。

据说这里每天晚

上的阵风
.

会将沙漠表面的浮沙卷起
.

所有车

辆轧过的痕迹都不复存在
.

第二天清晨
.

只留

下层层叠盛的沙纹和不断变换位皿的沙丘
,

就像处女地一般 诱惑普探险者重新留下自

己的足迹
。

Kha lif a
将车胎放好气

,

这样可以增加车

胎与沙地的接触面积
.

加强附若力
.

避免车

轮陷在柔软的流沙中
。

扣好安全带
.

掉转车

头
.

我们的车子一下子扎进了广阔无垠的沙

漠 这里根本没有路
.

面前是一片未被开发

的处女地
.

我们可 以尽情地体验随心所欲
.

纵情驰骋
。

长期与沙漠为伍的人似乎对黄沙有一种

特殊的亲切感
.

虽然没使用 G pS 但是 Kha “fa

却能在沙漠中行进得游韧有余 时不时向我

指出哪里的沙地容易使车轮陷落
.

哪里只能

前行
,

不能拐弯
.

还传授了我们一些沙漠驾车

的小窍门
。

随着车子在沙漠上 画着优美的弧

线 一座座大大小小的沙丘被远远的甩在身

后
。

渐渐
.

我们进入了大漠的深处 这里已经

不是前面所说的沙丘了 而是一座座高达几

+ 米的沙山
。

汽车轰鸣普爬上沙脊 突然一个

转弯 刷地横着车身
.

沿着约 45 度的沙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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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弧线
.

又冲上 了沙脊
,

全车人吓得

喊叫起来
.

在大家还惊魂未定之际
.

车子

又一 头向下扎去
,

沿 着坡面下到 了 谷

底⋯⋯
。

几个回合下来
.

大家由害怕
、

惊奇

到兴奋
.

充分体验了汽车沙漠冲浪的刺激
、

浪漫
。

过足了冲浪瘾
。

Kha lif a

将车稳稳地停

在沙丘脊上
,

打开车门
.

顿时一股热气迎

面扑来
。

我索性拖掉鞋子
.

赤脚踩在细软

的黄沙上 热乎乎的感觉从足底传来 直

达心脏
。

把鞋子绑在背包上
.

手脚并用
.

走

一步退半步的艰难上行
。

风卷替沙粒从山

下往上吹
,

打在脚踩上隐隐作痛
,

不一会

儿满头满耳灌满了沙子
。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大漠景色
。

站在至高点
,

四周起伏跌宕的沙山
.

层层

沙丘形成的盆地
,

光影分明
。

我的影子也

印在沙地山上
,

拖得长长的
,

在沙纹的映

衬下
,

汽车一路轧过的痕迹沿着沙山轮廓

蜿蜒起伏
,

一眼望不到头
。

在沙脊上行走
.

用力踩踏沙丘的陡峭面
,

看沙像水银一般

倾泻而下
。

那一刻 我想我是爱上 了沙漠
。

在沙漠腹中地势平坦的低洼处
.

一户当

地人家饲养着 30 余只骆驼
。

主人家一会儿功

夫就牵来了两只骆驼
,

据说每个到这里探险

的游人都会骑他家的骆驼
,

这忽然让我想起

所有到中国的人都会登长城的情结
。

眼前的

骆驼虽然高大
,

目光却出奇的温柔 长长的

睫毛
,

那么安详地凝视着我
。

骆驼开始不紧

不慢地走在绵绵细沙中 我则坐在高高的驼

背上
,

随着它缓慢的节奏一摇一摆
,

努力保

持着平衡
。

耳边传来阵阵驼铃
.

清脆悦耳
.

闭上眼
,

思绪又飘回到了童年时代的摇蓝
。

在双层游船上享受阿拉伯美食
夜幕降临的时候

,

我们来到码头
,

准备

搭乘
。

从海上看多哈夜景 当一轮明月 从海

上升起时
,

才想到今天是 中国的正月十五元

宵节
.

此时此刻
.

我们体会到了海外游子每

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
。 · · · · ·

一会儿工夫
,

船

上就摆满了各色阿拉伯菜肴
。

我最喜欢的主

食是阿拉伯大饼
,

据说是由特制的炉子烘烤

而成
.

外脆内嫩
.

鲜美可 口
.

当地人吃大

饼时都要沾霍姆斯昔
,

就普酸黄瓜条和青

菜
。

阿拉伯菜系中比较著名的两道烧烤一

一烤羊肉串和切片烤肉
,

阿拉伯语分别叫

K A日A日
”

和
“

S日A W A LM A
“ .

有人根据谐

音戏译为
一

烤爸爸
’‘

和
“

想我了吗
“ .

乍听

令人啼笑皆非
。

K A 日A B 制作工艺简单易

学
,

选用羊腿和背脊上的瘦肉
,

切成拇指

见方的块状
,

再加入胡椒
、

盐
、

葱姜
、

大

料和橄榄油等作料
.

然后串在长约 1 米的

铁钎上 放入烤炉中
.

待肉色变得黄脆
,

出

炉即食
。

而 S日A W A LM A 的吃法却别具特

色
。

在船的一侧竖立普一个烤肉架
.

架子

上重重盛盛地串着一块块肉
,

有鸡肉 羊

肉 但以牛肉居多
。

被炙烤的肉块随铁柱

子不紧不慢地转动普
.

烤熟一层
,

伙计就

往下削去一层
.

然后分发给船上的游客
。

传说中阿拉伯人嗜好甜食
,

果然我在这里

发现了一种广受当地人欢迎
,

但是对于中

国人却太过甜腻的点心一一哈尔瓦
。

小小

的一块点心
.

表面却涂满了一层层的枪
,

糖上还浇上蜂蜜
.

蜂蜜上再加一层糖
.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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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 满嘴流蜜
。

阿拉伯人对红茶的情有独钟也是我始料

不及的
。

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当地人
,

在每杯

红茶里都要放进半杯甚至大半杯的白糖 再

放几片鲜嫩的薄荷叶 阿拉伯国家胖人多
.

这可能与他们过多进食糖类脱不了干系
。

与中国饮食文化
“

食不厌精
’‘

相比 阿

拉伯饮食可就粗线条多了 他们的烹饪方法

流于单一 除了烤
.

就是炸
.

顶多再来个炖

完事
,

要么索性生吃
。

我想
.

这也许源于阿

拉伯人所处自然环境的恶劣
,

也可能与他们

豪迈旷达的性情有关
。

报荡有香气的小巷
和高耸的清真寺塔楼

多哈最能体验民俗的地方大概是小市

场
,

默罕默德将我们带到了这里
.

说是让我

们感受一下真正的阿拉伯文化
。

一踏入集市大门
.

满眼都是身着传统服

装的男男女女
.

男人身着飘逸的白色长袍

头上也裹着白头巾
.

而女人们则从上到下都

裹在黑纱中
,

有的还带着面纱
.

不以真面目

示人
。

一直以来 我就对这种男白女黑的阿

拉伯服饰感到好奇
,

请教过默罕默德后才知

道
.

由于阿拉伯人的祖先多为游牧民族 生

活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
,

为了散热和抵

御风吹日晒
,

男人选择了宽松的白袍
.

而女

人
,

由于经常呆在家里
,

不需要外出
.

所以

穿黑袍
,

在伊斯兰教中
.

女子不得抛头露面
,

因此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当地女性包头 带面

纱 有的甚至头上披一块黑纱遮住面庞
,

旁

人只能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
。

都说犹太商人会作生意
.

我看阿拉伯人

在推销商品方面也毫不逊色
。

在集市上 不少

小贩在向过往的游客吃喝着自己的手工艺品
。

本来没有想买任何东西
.

凑到近前
,

只不过是

为 了将小贩们鲜活的一面拍下来
。

招呼我的

是一位热情的当地人 A U
.

他不但很高兴 同意

我为他拍照 而且还拿起不同的手工艺品让

我为他留影
。

在拍照的间隙 他一边展示他的

商品
.

一边向我讲解每一种手工艺品的不同
。

等拍完后 我也不禁为他的手工艺品迷住了
。

不知不觉中
.

我的手里已经抓了一堆手工艺

品
。

其中最显眼的要属一张四方形的手织地

毡
.

阿拉伯人的巧手赋予 了这块地毡新的生

命
—

在广阔无边的沙漠衬托下
.

几只骆驼

和当地人的表情被刻画地惟妙惟肖
。

这里的香料也是我最喜欢的中东特色
。

一条狭窄幽长的小巷
,

一袋袋敞开的香

料整整齐齐的摆在路边 小贩在货摊旁热

情地招揽生意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上海二

三+ 年代的条条里弄
。

据说阿拉伯香料除

了用于食物调味剂外 当地女性还用它来

熏衣
。

只见一个小

贩将一个陶瓷小碗

放在地上 放入木

碳
、

松香
、

香料粉

末
,

然后用火柴点

燃
.

一会儿工夫
,

一缕轻烟冉冉 上

升 房间里充满了

一种芬芳而含蓄的

香气
。

这时候 小

贩又取来了一件长

衫 悬挂在距离地

面约一米的地方
,

一会工夫
,

衣服上也染

上 了淡淡的甜香
,

久久不退
。

据说用这种

方法熏衣服 只要十分钟
,

就可以将香味

保持一周
。

晚上开车行驶在街头 平均每两分钟
,

就能看到一座伊斯兰清真寺
。

这里的清真

寺大都为白色
,

高高的塔楼益立在那里
,

成

为清真寺的一大标志 因此从很远的地方只

要看到高耸的塔楼
.

就知道那是清真寺
。

默罕

默德告诉我 这里大概有4co 座清真寺
,

而且

每年还有新的清真寺建成
.

如此之多的清真

寺充分见证了

阿拉伯人 对伊

斯兰教 的极端

推崇和忠诚
。

据

说每个穆斯林

每天必须面向

麦加祈祷礼拜

五次
.

即晨礼
、

午礼
、

日甫礼
.

昏

礼和宵礼
。

不过

默罕默德告诉

我
.

由于现在的

工作
.

他和妻儿只是在每天早晚去清真寺祈

祷两次
。

由于听说穆斯林可以最多娶 四个老婆
.

因此在大街上漫步时
.

只要见到白袍飘逸的

阿拉伯人 后边跟着几个裹普黑纱的女人
.

就

会神经质地多看他们几眼 猜测普他们是不

是传说中的一夫多妻家庭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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