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鲁吉亚在外高加索地区是有名的度假胜

地
,

以盛产葡萄酒和矿泉水而闻名于世
。

首都第

比利斯在格鲁吉亚语里是
“

温暖
”

的意思
,

来源

于这里的温泉
,

当地人更是以这里如画的风景

而自豪
。

关于第比利斯的传说有好几个版本
,

但

最经典的传说是这样的
:

上帝在给各个民族划

分土地的时候
,

贪杯的格鲁吉亚人醉在睡梦中
。

醒来时
,

上帝 已将土地分封完了
。

格鲁吉亚人于

是请上帝重新考虑
。

上帝问
: “

你们到底为谁喝

得大醉
,

连土地也不要了 ?
”

格鲁吉亚人回答

说
, “

为了上帝您啊 !
”

上帝一听非常高兴
,

于

是就把 自己的后花园划出一块
,

这就是格鲁吉

亚
。

而首都第比利斯就是这个花园里的明珠
。

我刚到格鲁吉亚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上帝的后

花园有多美
,

可能是因为机场陈旧
,

进城的道路不

平
,

路两边的丘陵没有成片森林的缘故
。

兴建于 5

世纪的第比利斯曾作为连结俄罗斯
、

波斯
、

中亚和

小亚细亚的通商中转站而繁荣
,

然而优越的地理

位置反而成为祸患的根源
。

从6世纪开始第比利斯

就不断受到侵略
,

遭受毁坏
。

先是被波斯征服
,

而

后又委身于拜占庭
、

阿拉伯
、

哈萨尔汗和蒙古等

国
。

到了 H 世纪
,

格鲁吉亚好不容易实现了独立
,

而且经历了约两个世纪的黄金时代
。

可惜好景不

长
,

格鲁吉亚很快又被土耳其和波斯占领
,

一直持

续到 18 世纪
。

顽强的格鲁吉亚人并没有屈服
,

当

时的国王曾向俄罗斯帝国求援
,

赶走了土耳其和

波斯侵略者
,

却在 1 801 年沦为俄罗斯的保护领地
,

20 世纪 90 年代初格鲁吉亚才重新独立
。



这种为捍卫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而不

断斗争的历史是格鲁吉亚人民族性的真

实写照
,

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
。

在采访三位格鲁吉亚部长时
,

我注意到
,

尽管这些部长们会说英语和

俄语
,

但他们不说
,

却只用格鲁吉亚语表

达自己的意见
。

虽然有一段时间格鲁吉

亚属于俄罗斯
,

但他们并不认为自 己是

俄罗斯人
。

为抗议把俄语作为官方语言
,

在 1 9 7 8年首都第比利斯甚至还爆发过大

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

我还记得当年从中国历史课本上读

到的
“

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
”

的文章
。

当

格鲁吉亚司机瓦莱迪带我来到纪念馆时
,

大门紧闭
。

瓦莱迪向看门人说明情况后
,

我们才被允许人内
。

很快院子里来了一

些老人
,

原来这是格鲁吉亚共产党的一

个支部在活动
。

支部书记是位 60 多岁的

女人
。

据介绍
,

她退休前是工厂的厂长
。

听说我是 中国人
,

这些老共产党员很兴



奋
,

不断赞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 中格

友好
。

这位女支部书记说
,

格鲁吉亚共产

党仍然存在
,

但处境 比较困难
,

他们以纪

念馆为基地开展活动
。

第比利斯市政当

局多次想取消这个纪念馆
,

遭到共产党

的拒绝
。

不久前
,

市政当局想利用纪念馆

这块地方建一个快餐店
,

共产党员们随

即开展抗议活动
,

使当局的计划再次搁

浅
。

我们在这些格鲁吉亚共产党员 的引

导下
,

参观了
“

地下印刷所
” 。

纪念馆设在当年地下工作者居住的

住宅里
,

地下印刷所设在宅旁的一 口井

下
,

展品仍在
。

墙上挂着当年参加地下工

作的人的照片和文字说明
,

展室中央放

着当年使用过的印刷机
。

纪念馆数年没

有对外开放
,

许多展品 已经很陈旧
。

由于

没有经费
,

纪念馆已经被断水断电
。

大厅

内有些昏暗
,

文字说明 已经看不清
。

走出

展室
,

来到地下印刷所所在井房
,

我们被

告之井中已经积水
,

根本下不去
。

我们只

能在 附近看看
,

然后与这些老共产党员

合影留念
。

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了纪念

馆
。

这个纪念馆在一定程度上是苏共(包

括格共)命运的写照
。

当政权丧失时
,

历

史也会被重写
。

地下印刷厂被沙皇当局

破获后
,

一些人被处死或被投入监狱
,

这

些为真理而奋斗的人是可敬的
。

即使纪

念馆有一天被取消
,

历史也会永远记住

他们
。

我走访 了当地科学 院
。

格鲁吉亚科

学院建筑很有气魄
。

会议大厅墙上绘有















动人的壁画
。

科学院院长和几位研究所所长与我会面
。

这些在格鲁吉亚德高望重的学者
,

对中国学

者来访感到十分高兴
。

从交流中我得知
,

格鲁吉亚科学院经费紧张
,

由于收人少
,

人员流失很严重
。

在院长的安排下
,

我来到科学院所属的亚非学院
,

这是集教学与研究于一体的机构
。

学院开设

阿拉伯语
、

波斯语
、

日语
、

朝鲜语和汉语等专业
。

汉语专业现有两个年级
,

共 30 名学生
,

有 3 名教

师
,

其中有一名 中国人
。

据说
,

这位中国教师是著名的 《俄汉大词典》编者刘泽荣先生的胞妹
,

当

时她正在中国
。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曾在中国学习过的格鲁吉亚女教师
,

年纪不大
,

汉语说得还可以
,

她告诉我她即将赴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
。

教室墙上挂着绘有中国国画的大扇子
,

看到这个象征中

国的饰物
,

身处异国的我感到了一丝温馨
。







新年将至
,

瓦莱迪告诉我他要回 阿布哈兹

过年
,

于是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

一起踏上返乡之

路
。

经过 3 个小时的汽车颠簸
,

我踏上了阿布哈

兹的土地
。

独立后的这几年
,

内乱使格鲁吉亚国力疲敝
,

尤其是阿布哈兹地区
,

这个前苏联时期的著名度

假地
,

更是受到毁灭性打击
。

格鲁吉亚人在不断

接受国际援助的同时
,

也试着想发展自己的经济
。

但情况并不太好
,

很多人失业
,

就业的人也有拿

不到工资的
。

也许是看惯了国内城市中人潮如涌

的场面
,

初到阿布哈兹
,

我觉得这儿简直安静得

像个小镇
。

老旧的房子和路面上行驶的破旧汽车

让人觉得生机不够
。

一到夜幕降临
,

此起彼伏的

狗叫声更显出阿布哈兹的宁静
。

即便在白天
,

除

了几条主要街道外
,

马路上行人也不多
。

我驾车

经过小巷时
,

常常被突然窜出的猫吓一跳
。

百废

待兴这个词用在阿布哈兹算得上是恰如其分
。

但阿布哈兹人好像并没有因此让生活缺少

情调
。

虽然很多拿工资的人一个月挣到的钱少

得可怜
,

相当于人民币 20 0元左右
,

但阿布哈兹

街头的鲜花生意并不差
,

每条街上都有五六家

花店
,

买一束花大约需要七八块人民币
。

周末的

郊外常常可以看到度假的人们
,

车子虽然破旧
,

但这并不影响心情
。

他们对音乐的爱好也一如

既往
,

据说
,

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都可以弹一手不错的钢琴
。

瓦莱迪证实了这一

点
,

据说他的 5个兄弟姐妹都热爱音乐舞蹈
,

这

全得益于家里那架破旧的钢琴和父母对音乐的

喜爱
。

一天傍晚
,

我和瓦莱迪路过街头小酒馆

时
,

正巧赶上艺人在门口演唱格鲁吉亚民歌
。

那

婉转顿挫的嗓音和丰富的表情立刻吸引 了我的

注意
。

一开始是一个人随意低吟
,

很快周围不断

有人加人
,

一会儿就组成了一支
“

训练有素
”

的

无伴奏合唱团
。

瓦莱迪告诉我
,

这样的即兴演唱

每天都会在酒馆上演
。

尽管这些年由于阿布哈兹要求从格鲁吉亚

独立
,

这里战争的气氛很浓
,

但丝毫不影响当

地老百姓迎接新年
。

在瓦莱迪的家中
,

我受到





了他父母
、

亲戚和兄弟姐妹的热情欢迎
,

这得

感谢中格外交关系的稳定
。

瓦莱迪的母亲塔亚

是当地音乐舞蹈俱乐部的组织者
,

身穿桔红色

上衣
,

罩着有褶的长裙
。

在这里几乎每个男人女

人都有一顶锈花的
“

顶帽
” 。

在传统的新年晚会

上
,

我终于见识到了这里的葡萄酒文化和人们对

音乐的热爱
。

若大的谷仓早已焕然一新
,

到处都

布置着新采的鲜花
,

长长的木桌上摆放着一坛坛

的美酒
。

男女老少全都身着民族服装
,

头戴锈花
“

顶帽
” 。

男人们的腰间别着闪闪发亮的短刀
,

问

过瓦莱迪才知道
,

格鲁吉亚所经历的曲折历史使

这里的人民更具有战斗性
,

这不单表现在传统服

装中
,

在格鲁吉亚民族歌舞和饮酒习俗中也得到

体现
。

只见瓦莱迪举起酒杯
,

向我敬酒后一饮而

尽
,

然后将酒杯倒扣在桌上
,

说了声
“

胜利
” 。

一会儿
,

正式的晚会开始了
。

中国人喝酒前
,

一般会说
“

干杯
” ,

但这里的祝酒词却截然不同
。

通常每喝一杯酒前
,

祝酒的人都要发表一长串即

兴祝酒词
。

难怪有人说通过祝酒词就能看出一个

人的文化修养和口才好坏
。

甚至在市面上还有关

于如何说好祝酒词的书籍供人们参考
。

虽然祝酒

词变化各异
,

但一般来说
,

第一杯酒要献给国家
,

因此祝酒词是祝福国家的
。

在这里流传着一首民

间祝酒词
,

虽然作者 已被人遗忘
,

但它表达出的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是那样真挚
。

歌声如同鲜花
,

歌声是我们 的衣着
,

我们 带

着歌声来到 大地上生活
。

有歌声我们 就欢乐
,

我们 用这里的鲜花 着

装打扮
,

我们用鲜花编 织高尚
,

我们用这里的鲜花编织友谊
,

让我们来享受

鲜花吧
,

这里将不再有悲伤
。

听着身边一遍遍悦耳的祝酒词
,

品着阿布

哈兹美妙的葡萄酒
,

我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
。

我

想
,

不管阿布哈兹的命运如何
,

这里的人们都会

乐观镇定地去面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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