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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爵士以
“

天生的
”

穆斯林身份去

麦加
、

麦地那朝视后
,

写下了世界名著 《走向圣城》
,

记载了他对东方圣地的考察
、

对东方知识
、

理论
、

制度
、

实物的描述
,

以及对东方经验
、

风俗
、

观念
、

生活方式等的研究
。

尤其是他向读者所展示的东方

穆斯林圣地
,

渗透 了他对圣地的西式理解
,

进而凸显出鲜明的本体文化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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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

西方权力话语中的伊斯兰文化研究
” 1,))78 #52 ∀∀ 54 的前期成果

。

一
、

穆斯林圣地与探险家伯顿

亚洲西南部有世界上最大的半岛
,

阿拉伯人称之为阿拉伯半岛
,

波斯人和突厥人则称之为
“
阿拉

伯斯坦
’, ‘29�

。

它西滨红海
、

南临阿拉伯海
,

东濒波斯湾和阿曼湾
,

北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

半岛历史

悠久
,

既催生了古老的阿拉伯文明
,

又成为伊斯兰教的发样地
。

早在 #∀∀∀ 余年前
,

阿拉伯民族的祖

先闪米特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

该地的麦加和麦地那两城
,

在伊斯兰教徒心中享有神圣地位
,

被尊为

当今世界 2∀ 多亿穆斯林一
:

伊斯兰教信奉者
’�〕’;<2 的圣地

。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先知
,

约于公元 5 #∀ 年出生在麦加城古莱什部落的哈希姆家族
。

七世

纪初
,

穆罕默德在希拉山间默祷时得到真主的启示阁 ‘5一加 ,

创立了伊斯兰教
,

信奉安拉为惟一之神
,

反

对多神信仰和崇拜偶像
,

于 32 � 年开始在世俗性较强的麦加城传播伊斯兰信仰
。

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

的传教活动遭到麦加贵族的迫害
,

后被迫转移到麦地那
,

史称
“
迁徙

” 〔
佃

。

3�∀ 年
,

穆罕默德率兵大

举进军麦加
,

迫使麦加贵族首领俯首称臣
,

承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
,

饭依伊斯兰教
。

这就为阿拉伯

半岛的统一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麦地那是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城
,

意为
“

先知之城
” ,

旧称雅斯里布
。

3�� 年穆罕默德迁徙于此后

更名
,

并在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代
=
湘 成为伊斯兰教政治中心

,

在伊斯兰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曾被穆斯林们冠以
“

被照亮之城
” 、 “

和平之城
” 、 “

胜利之城
” >3 �玲5

等名
。

穆罕默德归真后
,

就安

息在他亲自督建的先知清真寺内
,

而他的继承者
—

哈里发则承担起伊斯兰教的宣教重任
,

并从麦地

那城开始了对波斯等地的远征
,

使波斯
、

印度相继 由佛教之国变为
“
清真之国

” 。

朝觑圣城是每个穆斯林一生梦寐以求的宿愿
。

因为圣城的迥然不同的地域特征
、

神秘莫测的宗教



氛围
、

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
、

独特奇异的生活习俗和虔诚无比的伊斯兰教仪式
,

无不令非穆斯林好奇

并神往
。

英国著名探险家理查德
·

弗朗西斯
。

伯顿爵士 1) ∗% 侧 ?≅田( Α% !Β ? ∋Χ Δ Ε %> 8 Β
,

2Φ �2 一2Φ <∀4 就是

较早走向穆斯林圣城的欧洲人之一
。

伯顿并不是第一个去圣城朝勤的非穆斯林欧洲人
,

早在 � 个多世纪前
,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
、

作

家路德维克
·

德
·

巴塔玛 1ΓΕ ( 8 Η ∗? 8 (∗ Δ !% >≅ Ι

∋Β! 4 就于 2 5 ∀� 年 ; 月首开先河
,

从大马士革出发去麦

加和麦地那朝勤 2#2
,

然而
,

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却是伯顿的朝觑
。

有资料显示
,

伯顿的这次朝期旅行

具有厚实的基础
/

�∀ 岁前因随家庭不断在法国
、

意大利和英国之间迁居而能流利地说英语
、

法语
、

意大利语
、

拉丁语等 ; 种语言和两种方言
,

后来又学会了包括阿拉伯语
、

兴都斯坦语
、

古吉拉特语
、

马哈提语
、

波斯语
、

木尔坦语
、

达罗毗茶诸语
、

泰卢固语
、

托达语
、

梵语
、

土耳其语
、

普什图语和亚

美尼亚语在内的 �5 种语言和 巧 种方言
。

自 2Φ;� 年违反校规被牛津大学开除而进入东印度公司以后
,

在印度 Φ 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东方世界的兴趣使他对当地习俗和传统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
。

在担任下级军官时
,

他曾经常乔装成穆斯林在东方世界旅行并多次被人误作虔诚的当地教徒
。

从此
,

他就萌生了赴圣城朝觑的念头
,

并通过悉心研究和大胆实践作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准备工作 1包括行割

礼以减少被人发现的危险 4
。

他对东方有着渊博的知识
,

对复杂的伊斯兰教礼仪了然于心
,

对东方习

俗的细枝末节了如指掌
。

2Φ 5 � 年伯顿动身前往开罗
,

随即采用不同的伪装策略
,

进入圣城麦加与麦地

那
。

伯顿历经千难万险回国后
,

根据自己在圣地的亲身经历
,

创作了两卷本
、

长达近千页的鸿篇巨制

《走向圣城》1氏招8 Β !∋ +歇介滋Η Ι 8ϑ !
Κ∗∋ 沙而!Λ Ι >8 ∃Μ

一

 朗Γ∗Β !≅ !Β (  Ι?? !≅
,

2 Φ 5 5一 2Φ 534
,

向西方读者

较为客观真实
、

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古老而神秘东方的风物人情
。

此书在欧洲出版后
,

引发了西方读者

对东方世界的好奇
,

对揭开古老东方世界的神秘面纱
、

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走

向圣城》因此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东方
、

认识穆斯林圣地的经典名著
。

二
、

异域圣城风情

伯顿
“
走向圣城

”
的线路始于亚历山大城

,

经开罗到苏伊士
,

假道西奈半岛进入今沙特境内
,

又沿红海边的希贾兹进入穆斯林第二圣城麦地那
,

后经苏韦尔吉亚到达圣城麦加
。

伯顿沿途亲眼见到

了迥异于欧洲大陆的东方风情
。

当他乘船航行在尼罗河上
,

便开始感受到了沙漠地区的独特景致
/ “

觉

得一股轻风拂面而来
,

然而此风热哄哄仿佛来自陶工的炉膛
” 〔
Φ2�∀

。 “

河岸上狭长土地那边
,

是闪烁着

黄色光芒的沙漠
,

那里有一道道低矮山丘
、

一道道沙梁
,

与其毗邻的是大自然这个建筑师巧夺天工的

无数金字塔
。 ” 〔
Φ9�2 来到城镇

, “

扬起沙漠上细沙和火炉一般热浪的大风刮遍整个城镇
,

大地则以更多

的热浪来回应上空袭来的阵阵热气
,

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
,

甚至连一丝雾气也不见
,

沉闷一片
,

蔚为

壮观
’, 〔
Φ9#Φ

。

寥寥数语
,

便再现了当地气候之炎热以及生存条件之恶劣
。

途中所见的建筑物也十分独特
。

其中
,

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当属清真寺
,

其数量之多
、

规模之大
,

令人叹为观止
。

伯顿首先交待了穆罕

默德在麦地那附近建造的库巴清真寺正方形寺院的由来
,

并经考证后认为
,

圆屋顶
、

壁完和尖塔出现

在瓦利德 1Ν 碰( ∗&Β 丫双∗(
,

约 #∀# 一# ; ;4 统治时代=<9 ‘5# ,

后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典型建筑之一
。

麦加清

真寺已成为伊斯兰世界清真寺建筑的楷模
。

他细心地发现
,

位于耶路撒冷的奥马尔清真寺
、

尼罗河上

巴比伦城的阿姆鲁清真寺以及开罗的土伦清真寺在建造时作了细微改变
,

如在神圣建筑克尔白的图样

上加了拱形回廊
、

内接檐等
。

伯顿还注意到
,

清真寺建筑平面图流传到各国时
,

也因各地审美取向不

同而出现了种种变化
/
在西班牙清真寺趋于奢华

,

土耳其的变得异常艳丽
,

叙利亚的则坚固耐用
,

印

度清真寺显得纤细而精致
。

当然
,

伯顿见到许多清真寺
,

有些是雄伟的高大建筑
,

有些则是倾纪的露

天小棚
0
许多建筑光鲜依旧

、

保持着昔日的风采
,

更多建筑则风光不再
、

呈现衰落景象
。

他还详尽描



写了阿扎尔清真寺和哈桑因清真寺
/ “

那里有一个露天庭院
,

充满了阳刚之美
,

一条通道可能堪与

泰坦神殿相匹配
,

还有一座气势磅礴
、

宏伟壮观的尖塔
” 〔
Φ9 

。

这座大约建成于公元 2�3� 年
、

外带堡

垒的清真寺
“
和凯德贝伊及其他马穆鲁克国王的坟墓因为高贵的美与脱俗的品味而受到人们的尊敬

。

即便在其现存状态下
,

如画美景也压倒了腐朽衰败景象
。

褪色玻璃上的充足光线透过傍晚刚开始的阴

影泻到大理石地面上⋯⋯其震撼人心的感受无可比拟
” 仁
Φ2%Ι

。

同时
,

伯顿还以写实的笔调客观描述了朝规途中的各种遭遇
。

他曾在炎热的沙漠地带昼伏夜行艰

难向前
, “
黑夜像落幕一样向我们袭来

。

骆驼走得磕磕绊绊
,

驮轿随之摇摆颠簸
,

就像浮在浅海中的

小艇一样
,

天篷好几次都差点从驼背上脱落下来
。 ” 汇Φ9 ’��

也曾在干河谷中狭窄的道路上遭受过身手矫健

的巴达维人的伏击
, “
大量的巴达维人恍若大黄蜂一样蜂拥在山顶上

,

⋯⋯ 攀爬起山来就像山猫一样

灵活
。

他们在要害地点占据有利地势后
,

开始非常便利地向我们开起枪来
。 ” 【Φ2 �#� 在怪石嶙峋的群山上

经受磨难是家常便饭
,

在暑气逼人的西蒙风中赶路已成自然
。

但在东方神奇的土地上
、

在恶劣的自然

环境下
,

朝觑者的
“
呼吸轻松

、

视觉清晰
、

记忆恢复了常态
,

精力变得十分旺盛
,

想象与幻想力被充

分调动起来
。 ”

恶劣的环境能够
“
激发起灵魂中所有活力来直面危险

。

精神状态得以改善
,

人们变得

率直而真诚
,

热情好客且全心全意
,

虚情假意的客套和文明的束缚都被你统统丢到了身后的都市里
。 ”

=ΦΟ ‘印
在这里

,

自然条件的恶劣与欧洲的文明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照
,

伯顿理智的天平倾向了荒凉
、

壮观

的大自然
。

而且
,

在他看来
,

虽然物质匾乏
、

生活清贫
,

沿途穆斯林的生活境遇艰难
。

但人们的精神

生活却十分富足
,

已把个人安逸
、

世俗享乐
,

财帛收获等置之度外
。

他还坦言
,

自己曾得到很多善良

穆斯林的关照
。

结果
,

他发现当时的东方人还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
,

行为方式还未受到西方文明的影

响
,

给人以野蛮甚至无理的印象
。

但他发现了东方人的纯真
、

心地善良
、

乐于助人的品质
,

他们已不

再重视外表虚荣
、

出身贵贱
、

种族优劣
、

个人成就以及社会地位等
。

这就是圣地的人们
,

就是渴望成

为或已成为哈吉
‘∋∀Ο ‘2Φ� 的人 Π

伯顿在 《走向圣城》中
,

不仅详实地描写了亲眼所见
、

亲耳所闻和亲身经历的事件
,

向读者展示

了充满东方伊斯兰教氛围的环境以及奇特诱人的东方习俗
,

还清楚地介绍了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

斯林
,

尤其较详尽地介绍了逊尼派教法四大主要派别
—

沙斐仪教派
、

马立克教派
、

哈纳菲教派
、

罕

百里教派
,

并较客观地展示了所见到的伊斯兰教的各种仪式
。

三
、

帝国学者的视角

伯顿身处欧洲人疯狂掠夺世界财富的时代
,

一生中多次冒险
,

为大英帝国在东方世界
、

非洲大陆

勘探自然资源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

也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

虽然他否认东方圣城之行的任何政治目的
,

声称自己
“
彻底厌倦了

‘

进步
’

和
‘

文明
’ ,

渴望亲

眼见到别人满足于
‘

用耳朵听
’

的东西
,

即真正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穆斯林生活
。 ”

渴望用自己的双

脚去丈量那块神秘的土地
,

因为那是
“
度假旅行者从没有描述过

、

从没有测量过
,

也从没有拍过照片

的一片土地啊 Π
” 〔Φ9 ”

是为了
“
消除现代冒险事业中那个不光彩的纪录

,

消除我们地图上阿拉伯半岛东

部和中部地区那个巨大的空白点
” 〔Φ〕‘

。

但不可否认
,

这种精心策划的圣地之行与大英帝国的根本利

益保持高度的一致
,

他的计划博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赞许和资助
,

他的冒险赢得了英国人的普遍

尊敬与认可
,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上述论点
。

尤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成
“
天生的

”

穆斯林进入

圣地
,

更说明其朝勤目的并非出于伊斯兰教信仰
,

而是出于坚定的帝国学者立场
/
他是为了

“
消除空

白
”

而在履行自己作为大英帝国子民的义务
,

是在为了效忠大英帝国而作出自我牺牲
。

尽管他对当地语言的精通和习俗的谙熟很好地掩饰了乔装的身份
,

但是
,

他那与生俱来
、

渗透在



骨子里的大英帝国子民的高傲却无法掩饰到不露痕迹的地步
,

而且会在无意识中自然流露
,

他曾为捍

卫尊严与一个阿尔巴尼亚非正规军士兵摔跤
,

在征服了对方使膨胀的自我得到充分满足后
,

弗洛伊德

人格理论中的
“
本我

”
和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中

“
种族的记忆

”

开始显现
,

结果竟然与被自己征服的

对象勾结起来
,

恶作剧般地试图逼迫虔诚的穆斯林哈吉犯禁饮酒
,

导致 自己失去
“
严谨的人

”
的名誉

后灰溜溜地狼狈离开
。

也正是作为英国人所独有的优越心态一一征服世界而傲视一切的心态
,

使他在

与马格里布人争夺船上地位时
,

曾暗中使坏地将堆放的盛水陶罐当作武器
,

向处于群体打斗状态的对

方推过去
,

使后者头破血流而俯首称臣
。

伯顿拥有大家族出身的背景
、

童年在英
、

法
、

意迁居的经历
,

以及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的资历等
。

因此
,

纯欧洲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影响
,

使其在潜意识中带上大英帝国臣民固有的高傲和优越
,

这又渗

透在他的观察
、

描述与评论的方方面面
。

因此
,

斯坦利
·

莱恩一普尔曾经这样评论
, “
本书以伯顿的

那种感情用事的冲动方式匆匆完成
,

它内涵丰富
、

森罗万象
,

令人不可思议
/
其中不仅包含作者敏锐

的观察
、

广博的东方知识
、

冷嘲热讽式的幽默
,

还有作者用充满活力的方言表达出的形形色色的信念
。 ”

=Φ9; 在描述自己的东方经历和比较东西方差异时
,

就会不知不觉地带有明显的帝国学者的倾向
,

大英帝

国子民的立场一览无余
。

如在设法使自己签过证的护照得到地方治安警官反签的过程中
,

他的描述详

细而生动
,

不仅以幽默的笔触再现了东方官员的官僚习气和拖沓的办事效率
,

而且还展示了他如何利

用贿赂
、

恫吓和纠缠来达到目的的经历
。

当他洋洋 自得地在向人们炫耀他的所谓对付亚洲官员的三种

方式时
,

当人们读到他那些略带轻蔑的口吻详尽叙述的经历时
,

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图景
/

一

个目空一切
、

脾院众生的欧洲人在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
。

伯顿在与当地各民族及外来穆斯林交往过程中
,

不仅深入了解了穆斯林的生活习性和朝觑习俗
,

而且还熟悉了他们的待人之道
。

出于某种原因
,

他在向西方人描述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时
,

没有
、

似乎

也并不敢对伊斯兰教表现出任何不恭
,

但他对当地人的生存状态
、

生活习性的描述
,

却在貌似客观真

实的幌子下
,

下意识地流露出了不屑
,

较为充分地表现出帝国殖民者的优越感
。

如在描写当地人时评

论道
/ “
男人们互相诅咒并且殴打女人

。

女人则打骂孩子
,

而轮到孩子时
,

他们就残忍地虐待猫狗
,

用恶毒的语言咒骂它们⋯⋯清真寺里充满了庄严肃穆
、

嘴里念念有词的人
,

他们在为自己上天堂铺路
,

然而却在俗世上相互冒犯
。 ”

=Χ9#
5

他虽然口 口声声说自己厌倦了西方文明生活
,

但是
,

即便在描写阿拉伯人的生活情趣时
,

也会采

用一种傲院万物的口吻
,

强调欧洲人的生活富有活力
、

紧张强烈
、

充满激情
,

而东方人的生活中只有

休息和纳凉
。 “
在潺潺流动的河岸边

,

在芬芳扑鼻的清凉树荫下
,

人们抽一袋烟
、

呷一杯咖啡或饮一

杯冰冻果子露
,

感到幸福无比
” 。

在他看来
,

这是
“
动物生活的趣味

,

纯粹感官的被动享受
,

舒适惬

意的倦怠
,

梦一般的宁静
,

海市屡楼般的虚幻
。 ”
=Φ9<

总之
,

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
,

从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
,

人们极易发现
,

在殖民帝国主义时

代
,

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独特视角
、

一个所谓厌倦了西方
“

文明
”

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

的傲慢立场
,

一个强势话语权者叙述东方风情时的霸权态度
。

四
、

结语

人类文明发展史实为一部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历史
。

在不同文化交汇
、

发展的过程中
,

无

论是基于物质优势的文化的主动进入与渗透
,

还是处于相对物质劣势的文化的接受或回应
,

文化间相

互的浸染与影响都是难以避免的
,

而一种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又多发生在根据自身的文化语境加以筛滤

后以
“

变形的
”

形式出现
。



作为大英帝国文化的代表
,

从对东方文明的认识
、

对东方圣地的考察
、

对东方知识
、

理论
、

制度
、

实物的描述
,

以及对东方经验
、

感知
、

风俗
、

观念
、

生活方式等的研究
,

必然会与其本体文化理念相

比照联系
。

他向读者展示的东方穆斯林圣地
,

必然发生在他对圣地的西式理解之后
。

因此
,

悉心研读

《走向圣城》
,

研究作者的亲历亲为及其心路历程
,

可以发见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变化和差异
,

以及产

生这种差异的个体心态和理论语境
,

从而了解文化间的异同
,

认识东方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

东方

文明的辉煌与衰落
,

认识强势文化或霸权文化的实质
,

进一步发现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
,

揭

示东方文化在西方的深远影响
,

为文化哲学多元论提供更多佐证
。

对于西方人来说
,

《走向圣城》确实是一部百科全书
,

一部适合他们了解东方
、

了解朝圣的百科

全书
。

当然
,

对于东方读者来说
,

《走向圣城》提供了一个了解 2< 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的窗口
。

因此
,

11走向圣城44 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认识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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