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天下

38              2006.7.31中国新闻周刊

拨开政治的层层迷雾，你会发现印象中那个不同寻常的国度——伊朗，

其实和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琐碎的生活与烦恼

非常伊朗，寻常生活

天下 WORLD

伊斯法罕市中心的伊玛目广场。

德黑兰街头的
CD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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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为欣慰的是，他跑遍了大

半个世界，终于在这里看到了

个没有麦当劳快餐和星巴克咖

啡的城市。对于厌恶麦当劳、星巴克“集

团侵略性文化”的加里而言，这里简直就

是一方净土。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加里的生意伙伴

邀请他来参加家庭聚会。加里吃惊地发现，

平时宽袍大袖黑巾盖头的女人们，这时候

都换上了西式的衣衫，不仅紧身而且低胸，

其时髦程度与悉尼没太大区别。女孩子们

谈话间仍然流露出一些羞涩，但不减眉目

间的自信与坦然，这整个就颠覆了加里以

★ 图·文/本刊记者  刘婉媛

  （发自伊朗德黑兰）

加里·尼兰得为自己的石材生意去一

趟伊朗，对此他犹豫了很久。

“邪恶轴心”“暴政前哨”，这些字眼足

以让许多人对伊朗心存畏惧，更何况加里

是个金发碧眼的澳大利亚人。和许多西方

人一样，加里虽然极其讨厌自以为是的布

什，但他也觉得老和布什过

不去、口无遮

拦的内贾德总

统很“怪异”。

在媒体上，加

里老看到伊朗

人为了核问题

等等与国际社

会较劲，他禁

不住怀疑伊朗

人是不是都那么

“好斗”和“咄咄逼人”?

加里的母亲要他到伊朗后每天打电话

回来报平安。加里为了安慰她，就说：“没

事，我这不是去伊拉克。”

然而，在伊朗半个月的经历让加里始

料未及。从悉尼取道多哈飞往德黑兰，在

德黑兰机场排队 10 分钟就拿到了落地签

证，方便得令加里吃惊。当他在餐馆里颠

倒地拿着波斯语菜单不知所措的时候，没

等服务员来招呼，隔壁桌的

年轻人就过来给他当翻译，

甚至邀请他一起蹭饭。走在

大街上，加里的金发碧眼招

来许多人跟他练英语。“那

感觉，就跟走在你们北京

的王府井一样。”加里对记

者说。

在德黑兰和伊斯法罕

这两座伊朗最大的城市，

治安好得出奇。让加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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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对伊朗妇女的印象。

一切都与预想中的不一样。“邪恶”与

“暴政”似乎无迹可循。惟独在德黑兰过马

路的时候，加里才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

狂飚而过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没一点

章法。加里心想，恐怕一直要等到签证过期，

他都难以穿越这些马路。

“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 

在设拉子市的一个清真寺里，中学生

艾斯特手里拿着厚厚的教科书，脸上带着

一些惶惑。她告诉记者，明天就要高考了，

她来清真寺复习功课，希望真主安拉保佑

她能考上大学。艾斯特向记者抱怨起功

课的紧张，接着聊起伊朗女孩最新的流

行时尚。临走之前，她还不忘夸记者身

上的破牛仔裤“很酷”。

除了大热天里头上围着头巾，艾斯

特与 18岁的中国女孩子没什么区别。

傍晚时分，伊斯法罕市中心的伊玛

目广场和朝因达鲁河两岸聚集许多前来

乘凉的人们，孩子们或骑自行车或滑旱

冰，大人们则在一旁聊天看风景 ;在设拉

子市的波斯著名诗人哈菲兹的墓前，男

女老少手拿着哈菲兹的诗集在吟诵，似

乎想在饱含哲理的诗句中寻找有关人生

的解答 ;在德黑兰一家餐馆里，几个小

青年围着一杆水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

看着电视转播中的世界杯足球赛，热情

万丈地支持着德国队。记者眼里的伊朗，

生活缓慢从容，而又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自从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

经历了伊斯兰共和国建国的沧桑，接着一

场历时 8年的两伊战争迎面而来，随后核

问题又加剧了伊朗与西方的对峙，这一切

使伊朗在几十年来始终被置于国际政治

的风口浪尖之上。在媒体的报道中，伊朗

的代表形象不是愤怒的政治家，就是不

断被封上又被不断揭开的铀浓缩设施上

的封条。在政治迷雾下，伊朗的社会状态，

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却一直乏人关心。

“一些西方媒体把伊朗塑造成人人都

像是恐怖分子似的。其实，他们国家的问

设拉子市，倾听老师讲解历史的女中学生。 39

伊斯法罕省里的世界文化遗产——阿比欧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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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很多国家也有。他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也和我们差不多。抛开文化和宗教的区别，

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加里说。

在谈到国际媒体对伊朗的报道倾向

时，伊朗副总统兼文化遗产与旅游组织主

席马沙伊以及众多伊朗旅游部门的官员多

少都表现出了无奈。伊朗有着丰富的旅游

文化资源，对外国旅游者也有足够的热情，

但由于国际社会对伊朗的不了解甚至误解，

导致外界对伊朗有着巨大的心理距离，对

古老的波斯文明与名胜古迹也就敬而远之。

传统与反叛

当记者在德黑兰机场接受安检的时

候，笨拙地裹在脑袋上的头巾不慎掉落，

在一旁的女警顿时严厉地指着记者说：“请

带好你的头巾！”

从 7月 14日开始，伊朗政府在德黑兰

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办了一场为期 10

天的服装节。服装节上展出的都是黑灰色

的、长及脚踝的、宽松的传统袍子。政府

想通过这个活动，推广传统的伊斯兰着装

文化，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影响”。

“你们看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的形象，

她什么时候暴露过自己的身体吗？可现在

的西方妇女穿着袒胸露臂，我们可不希望

变成西方那样”，博览会的行政秘书默尼里

说。

但在街头，女孩子的着装与展览会的

服装大相径庭。她们穿着长衣长裤，但许

多人的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女孩们的头

巾颜色、款式各异。有些女孩的头巾在半

遮半掩之间，欲说还休地展现染成五颜六

色的卷发。

播放西方音乐在伊朗是被法律禁止

的，但在许多餐馆和酒店里，能听到美国

的老鹰乐队一遍遍地诉说那个晦涩的“加

州旅馆”的故事，阿姆仍在饶舌地说唱他

的痞子人生哲理。花上合人民币 8块钱的

1万里亚尔，随处能买到一盘盗版的欧美

音乐 CD。

在设拉子的一个公园里，19 岁的女

孩苏瑞指着坐在 50 米开外的一个男孩子

告诉记者，那是她的男朋友。根据传统礼

俗，男女孩在订婚前不应私下交往，但苏

瑞仍然大逆不道地偷偷跑出来与小男友约

会。当记者问她要不要告诉父母时，苏瑞

做出一个割脖子的动作，连声说“不行不行，

爸爸妈妈会杀掉我的！”手势是吓人的手

势，而幸福溢于言表。

越是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似乎越容

易滋生反叛的萌芽，古老文明所面临的矛

盾，伊朗也难撇开。在伊朗 6800 万的人口

中，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 75%。伊朗这

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既有对传统的固

守与坚持，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摆脱不了对

新鲜世界以及外来事物的好奇与憧憬。

变革的萌芽与冲动

28 岁的土木工程师阿米尔告诉记者，

他喜欢旅游，今年曾经去过泰国的芭提雅。

“啊，芭提雅，你有没有被吓到？”记

者开玩笑说。众所周知，光怪陆离、人妖

云集的芭提雅是泰国的色情业之都。

阿米尔哈哈大笑说刚开始是被吓住

了。他随后正色告诉记者，他可不希望伊

朗变成那个样子，不过，“伊朗应该开放一

些。”

阿米尔甚至毫不讳言对内贾德总统的

不满意。在他看来，伊朗的改革派总统哈

塔米在位期间，虽然在经济上没有给伊朗

带来太多的进步，致使失业率居高不下，

但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哈塔米进行了许

多改革的努力。

伊朗在去年 6月举行了大选，德黑兰

市长内贾德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拉夫桑贾

尼，意外获得选举的胜利。许多伊朗民众

欣赏内贾德一贯的廉洁，但也有一些人对

他的保守作风感到担心。

一些分析家指出，在大选的第一轮投

票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

票，但从投票结果来看，有 1700 万张选票

投给了改革派候选人，而投给保守派候选

人的只有 1100 万张。由此可见，伊朗社会

中支持改革的力量要大于保守的力量。

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的伊朗前议员哈

吉伽图祖认为，伊朗的改革这些年来实际

上取得不少进步，比如妇女的地位和权力

得到了很大提高。“保守的政治领导人可能

会使变化变得比较困难，但他不可能逆转

潮流。”她说。

7月 2日，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发

布一项命令，宣布将伊朗 80% 的国有企业

私有化。就在三天前，哈梅内伊刚刚宣布

成立一个“外交政策委员会”，由哈塔米时

代的外交部长、改革派人士哈拉齐担任主

席。伊朗媒体分析认为，外交政策委员会

的设立，是为了“改善内贾德总统执政以

来饱受折磨的与西方的外交关系”。而对于

伊朗加快经济私有化步伐，一些国内外媒

体则以前苏联为例，认为这一进程将给伊

朗带来新的观念与思潮。

对于阿米尔这位平民百姓而言，他没

想得那么复杂、那么深刻。他只是希望私

有化改革能给伊朗的经济带来好处，让在

过去三年里两度失业的他不再为自己的饭

碗担心。此外，他也希望伊朗搞好与各国

的关系，外界不再对伊朗抱有偏见，这样

他出国旅游就容易多了。

“美国人应该来这里看看，就知道他们

的看法有多幼稚了。我自己也挺想去美国

看看的。说不定，我们对美国也有偏见呢。”

阿米尔说。                          ★街头的伊斯兰革命标语宣传牌。

设拉子街头的“古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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