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歌
手陈绮贞 《旅行的意义》 唱了那么多年。历史上那条著
名的“丝绸之路”中，我们在这头，土耳其在那头。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又一次将我们紧密联系在
一起。

“蓝色土耳其”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土耳其横跨欧
亚两洲，古都伊斯坦布尔既是亚欧地理交汇点，也是亚欧
文化融汇的焦点。它不但是世界上唯一横跨欧亚大陆的城
市，更是古代三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奥
斯曼帝国的首都，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跨海大桥上，左
手亚洲、右手欧洲，将两种文化分隔，也将两种文化
融合。

行走在伊斯坦布尔，一定会被各种清真寺的圆顶和尖
塔所吸引，但其中最负盛名的非蓝色清真寺莫属。这座建
于十七世纪初的清真寺，寺内墙壁全部用蓝、白两色的依
兹尼克瓷砖装饰，巨大的圆顶周围有六根尖塔。整座建筑
由大石头叠建，没有使用一根钉子，在历经数次地震后也

未倒坍。260个小窗、2万多块蓝色瓷砖、地毯和阿拉伯
书法艺术让它成为世界奇景。

另一种“蓝”，来自于土耳其三面临海所带来的摄人
心魄。土耳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北部黑海、南部地中
海、西部爱琴海，再加上内海马尔马拉海，注定了和蓝色
的不解之缘。

位于土耳其南部的费特希耶，是紧邻地中海的历史古
城，充满着希腊神话般迷离的色彩。在经历了几次地震
后，这座古老的海湾城市没有留下太多古遗迹，却逐渐发
展成一个度假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悠闲地逛海鲜市
场，也可以乘上游轮体验“跳岛”。游客有足够勇气，还
可以趁着好天气，来一次2000米高空“飞”下的滑翔伞
体验，飘浮在空中缓缓降落，看尽眼前美景。

如果说伊斯坦布尔是欧亚文化差异碰撞出的完美城
邦，那么棉花堡也许就是偏爱土耳其的造物主的杰作。这
一抹“白色”，让土耳其显得格外独特。

土耳其中部的碳酸温泉区棉花堡，因地下水含钙质，

由山顶流经之处钙化物沉淀，形成坚硬的石灰岩地形。远
望整个山坡好像铺满绵绵白雪，如童话里的棉花城堡。山
顶上的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是公元前二世纪时由帕加马王
朝所建，古罗马时代就吸引着众多人们来此水疗，为今天
的人们遗留下了温泉中心和温泉池，雪白的石灰石连同热
泉一起被认为具有神奇的魔力。

其实，在很多游客眼里，土耳其更应该是“彩
色”的。

就像到瑞士要住小木屋一样，到卡帕多奇亚就一定要
体验洞穴酒店、乘坐热气球。占地4000多平方公里的卡
帕多奇亚显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独特地貌，火山喷发后产
生的熔岩在自然风蚀后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地形，蜿蜒绵长
的岩石褶皱，沟壑纵横的峡谷，像蘑菇一般的石笋和石
柱，形成了奇石林立的露天博物馆⋯⋯这里也是“地球上
最像月亮的地方”。

伴着热气球缓缓上升的清晨，斑斓多彩的热气球纷纷
从山谷中升空，飞向纯净的星空，将峡谷岩峰点缀的色彩
斑斓，赋予原本单调的卡帕多奇亚一丝蓬勃生机。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土耳其彩瓷的传奇
身世，与万里之遥的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故事要从古老的

“丝绸之路”说起，商人们通过“丝绸之路”将青花瓷带
到土耳其，喜爱瓷器的土耳其人，也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
陶瓷制作工艺，又融入了独有的民族文化理念。工匠们在
青花的蓝白色彩中融入了鲜红艳黄的花卉、抽象迷人的几
何图案，中国青花的蓝绿色调加上土耳其风格的图案设
计，独具特色的土耳其彩瓷就这样诞生了。

古丝绸之路上的伊兹尼克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小城，这
里的彩瓷颜色丰富，其中绿松色和珊瑚红最能呈现彩瓷之
美。16世纪的工匠们创造了一种珊瑚红彩釉，命名为“土
耳其红”。

在陶瓷生产作坊里，每件陶瓷作品都是纯手工制作。
欣赏一件瓷器完整的制作过程也是不错的体验：红色的土
经过妙手点拨搓揉，在快速旋转中慢慢显出优美的曲线。
从原料到制坯、打磨、上釉，制作工艺和方法与中国传统
制陶工艺极其相似，瓷器图案色彩都是手绘完成，细致精
美得让人眼花缭乱。

感受亚欧大陆文化的神奇，走过历史与现代同在的街
道，看到童话世界般的美景，享受静谧清澈的蓝色海洋
⋯⋯大概，这就叫做“多彩的土耳其”。

多彩土耳其
□ 李盛丹歌

感受亚欧大陆文化的神奇，走过历史与现代同在的街道，看到童话世界般的美景，享受静谧清澈的蓝

色海洋——

途经名古屋，我临时决定去参观一下丰田产业技术纪
念馆。丰田产业技术纪念馆是丰田汽车集团为纪念创始
人丰田喜一郎于 1994 年在工厂发祥地设立的一座纪念
馆。与一般纪念馆介绍生平、颂扬业绩不同，这里通过保
存和演示产业设备，向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展示研究与创造
精神及产品制造的重要性。

丰田公司起源于1911年设立的研究开发纺织机械的
自动纺织厂。第一代创始人丰田佐吉发明的不停梭纺织机
G型纺织机曾经被称为效率最高的纺织机，被日本经济产
业省评定为“近代产业技术遗产”，该型纺织机的1号机成
了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发明人的事迹也被写进了日本小
学教材。从1935年开始，第二代创始人丰田喜一郎以纺织
机械制造所为基础，开始研究制造汽车及汽车材料。丰田
公司从此走上纺织、机械、汽车、通商等产业集团发展之路。

纪念馆上千件机械设备展品中，大部分可以现场演示

工作性能和效率。门口大厅，一台1924年产环状织机每天
四次定时向观众演示生产工程。纺织机械展厅内不仅展示
世界各地棉花的种类及其纤维特性，普及作物知识，展厅内
弹纱、纺纱、织布及机械原理的设备都处于通电待机状态，
观众只要摁下展台前的操作按钮，机器设备马上工作。

汽车展厅内用零件实物介绍了汽车结构原理，10 多
台不同年代的汽车发动机、变速箱诠释了技术发展历程，
600 吨动力的液压成型机轰鸣震天。冲压成型、生产线
组装、喷漆、内饰等生产工程一览无遗。由 20 多台机器
人组成的车体整形生产线一遍遍重复着焊接、打磨、抛
光、扣丝等作业工序。展厅另一端用实物和投影视频介
绍了混合动车、电动汽车等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无论
是团组还是个人参观，讲解员都会热情地逐一讲解机器
性能、特点及在当时时代的产业价值，回答提问。

一路参观，看到很多中小学生、身穿崭新制服的公司

新就职员工，还有一些外国游客，都在耐心参观，认真听取
讲解。纪念馆工作人员松本太平先生说，纪念馆的意义就
在于向年轻人及社会各界展示产业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意
义，培养年轻人对制造业的兴趣，吸引他们加入将来的研
发、制造队伍。

丰田纪念馆的“遗产”
□ 苏海河

汽车穿过一丛丛森林，驶过一片片田野，牧场上
奶牛在悠闲地吃草，偶尔还能看到羊和马等。我们
一大清早离开首都赫尔辛基，去芬兰乡村体验一次

“农家乐”。
芬兰农民帕维和她丈夫一辈子的工作就是经营

自家的农场。1996 年，夫妻俩开办了农家乐，还
建了一个独栋二层客栈，每年接待 2000 多个游
客。帕维告诉我们，游客来自许多国家，但还是第
一次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不知道芬兰食物我们爱
不爱吃。“好吃，芬兰的海鲜来自波罗的海，很爱
吃。”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肚子开始

“咕咕”叫了。
我随帕维走进木屋客栈，一层是客厅和厨房，客

人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食物，如烧热水，但不能炒菜。
二层是三间小客房，有单人床和洗澡间，整洁干净，
一夜住宿费 30 欧元，还包括免费早餐，老外的早餐
自然是面包、黄油、奶酪和牛奶，还有酸奶。帕维家
有奶牛，可以喝到最新鲜的牛奶了。

帕维领着我们参观距离客栈 100 多米远的牧
场，这里有 24 头母牛，40 公顷土地种植燕麦等农作
物，主要是用来当饲料。帕维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
早上5：30按时给牛挤奶。她介绍，芬兰农场大多实
行农牧并举，以牧为主，主要是饲养奶牛、猪、驯鹿、
羊、马等。与此相适应，在芬兰种植业中，粮食和饲
料作物占有重要地位，大部分耕地用于种植饲用农
作物。

芬兰有着清洁的环境、土壤和严格的地方法规，
清洁的土壤也造就了果实别样的口感，这些都奠定
了芬兰作为健康食品生产国的良好声誉。

近年来，芬兰逐步建立起现代化发达的农业，农
业机械化水平较高，无论是种植业、畜牧业，还是林
业生产，几乎都实行机械操作，牲畜饲养已实行高度
机械化、自动化。帕维告诉我，她家的牛棚采用现代
化设备，配有取暖和通风装置，还有自动饲喂器和清
粪装置。每天两次，奶牛自己走进挤奶房工作，接受
机械挤奶，最新鲜的牛奶通过密封卫生管道，传送到
恒温储罐中保存。每两天奶站来收一次奶，运到城
里再加工和销售。

帕维一家只是芬兰农户的一个缩影。这个只有
500 多万人口的小国资源丰富，经济发达。芬兰全
国共有 5 个农区和 10 个牧区。畜牧业在芬兰占农
业总产值的 75%以上。芬兰不仅畜牧业发达，且成
功地利用高科技力量，世界上首批利用基因技术定
位繁殖的4头高产奶牛就是在芬兰的一家试验农场
诞生的。

虽然芬兰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农民由于居
住比较分散，耕地面积也小，依然保持一家一户传统
生产方式。中小型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每个家庭
农场平均占有耕地 18.78 公顷，林地 48.7 公顷。热
情的帕维说：“如果不是游客来，我们农场很少见到
人，冬天大雪一来，就更安静了。”

像许多家庭一样，帕维家中摆放和挂着许多照
片，放在镜框中的一儿一女真是帅哥靓女。她自豪
地说，一对儿女都在赫尔辛基工作，她很快就要当姥
姥了。其实，帕维一家遇到了芬兰农民面临的共同
问题：农村人口外流，农业后继乏人。芬兰本来就地
广人稀，随着工业化进程，人们不断从农村流入城
市，特别是年轻人对经营农业不感兴趣。尽管一些
教育单位开办了在农村建立工业企业的培训班，试
图以此来吸引青年人留在农村，但效果并不明显。

帕维说，这些年来，芬兰政府减少和取消了对农
产品的补贴，为防止农村人口不断减少，芬兰政府大
力支持发展农村企业，芬兰农户也在乡村吸引游客，
满足人们返璞归真的意愿。“好在我们俩身体还都不
错，目前经营这个农场还没有问题，但儿女不会回来
继承我们的家庭牧场了。”

牧场离城里这么远，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生病怎
么办？帕维介绍说，芬兰空气好，吃干净的食物，他
们干活又多，身体很少生病。芬兰曾经是位列全球
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芬
兰开始试点社区干预，建立共同体，通过政府推动、
市民参与传播、科技创新等多方面努力，推动国民饮
食健康习惯改变。我看到一篇报道，经过40多年努
力，芬兰人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减低了75%，同期癌症
死亡率降低 53%，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实现健
康老龄化的典范。

午餐期间，我们一边品尝着当地典型的芬兰农
家饭，一边请帕维讲当年的恋爱故事。她说遇到现
在的丈夫时，她才 16 岁，丈夫 18 岁。由于芬兰男人
都要去当兵，他们谈了几年恋爱后才结婚。我们好
奇地问，芬兰男人外表严肃，缺少浪漫，他说过“我爱
你”吗？女主人幽默地看看表说，现在是说“我爱你”
的时间了。同行的芬兰农业和林业部国际司司长解
释说，芬兰男人一生只说两次“我爱你”，一次是求
婚，第二次是离婚。

平时沉默寡言的芬兰男人居然如此幽默！

芬兰乡村

“农家乐”
□ 陈 一

达喀尔是西非国家塞内加尔的首都。曾经被誉为“越
野界的马拉松”的“巴黎—达喀尔拉力赛”，终点就在达喀尔
市郊的著名景点——玫瑰湖。

与大部分非洲国家的首都相比，达喀尔有立交桥、有西
非第二大港口、街上有大公交车、有数不清的餐馆酒吧，也
有大型的购物中心，人们普遍受过教育，海鲜无敌、物价也
不低，被称为“西非小巴黎”，当然在非洲自称“小巴黎”的城
市不止达喀尔一个。一些从塞国地方上来到首都的年轻
人，觉得达喀尔真是个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但是如果与从
欧美或中国回来的塞国公民聊起达喀尔，他们会像一个外
国人一样开始抱怨起这里的种种不便来⋯⋯

我刚到这里时，曾经遭受两次“文化震撼”。一是从机
场出来到住地的路上，经过一段城市高速路。我发现路中
间绿化带无比宽阔，却又没有任何人工绿化的迹象，显得两
边行车道都有点不够用了，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一问才知
道，这居然是留给宰牲节前用来卖羊的市场！

另一次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着过马路。我看见一辆马
车停在路边，马儿不发任何警示就开始随地小便了，哗哗哗
如同喷泉一般壮观。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而周围的俊男
靓女则对此熟视无睹，马路上车流滚滚向前。

其实生活在达喀尔还是非常舒适和宜居的，要不然不
会有上万挑剔的欧洲人长居于此。这里紧靠大西洋岸边，
拥有壮阔的海岸线。属于典型的热带草原气候，没有春夏
秋冬，只有旱季雨季。与大多数人想象的酷热相比，其实这
里的气候相当宜人，一年四季短袖短裤。

达喀尔原来就是个小渔村，因地理位置重要而受到殖
民者青睐。17世纪初，这里成为法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停靠
地和奴隶贸易中心，现在达喀尔港口附近的戈雷岛（也叫奴
隶岛）仍完好地保存着当年贩奴贸易的铁证，记录着人类历

史上黑暗的一页。1855 年西非第一条铁路圣路易—达喀
尔铁路建成。1904年成为法属西非首府，1914年这里已经
成为设备良好的港口和布局适宜的城镇。

要说起我对达喀尔居民的印象，我喜欢用“微笑之城”
来形容。虽然在这里也碰到过脾气不好或居心不良的当地
人，但总体上大多数人还是非常有礼貌、讲究体面的，而且
也比较热情。这里的人不管贫富，出门都是干干净净，衣冠
楚楚的。他们或西装革履，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或穿着民族
传统服饰，大袍加身潇洒飘逸。天气即使再热，也没有人光

着膀子在大街上晃。如果你要问问路或者打听什么事，当
地人都会热情详尽地告诉你。最让我感叹的，是普遍存在
的友好风气。陌生人见面，如果有眼神接触，一般都会主动
问好，同坐电梯也是一样，邻里之间更是如此。餐馆、超市
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一脸笑容，殷勤服务。如果餐后你表示
满意，留点小费，那么下次你再去的时候，他一定还能记得
你，向你嘘寒问暖。

如果有幸来这里走走看看，希望你能记住大西洋边上
的灿烂阳光，还有人们脸上自然的微笑。

如果来这里走走看看，希望你能记住大西洋边灿烂的阳光，还有人们脸上自然的微笑——

大西洋边微笑城
□ 郭 凯

芬兰依然保持一家一户传统生

产方式。中小型家庭农场占主导地

位。热情的帕维说：“如果不是游客

来，我们农场很少见到人，冬天大雪

一来，就更安静了。”

纪念馆的意义在于培养年轻

人对制造业的兴趣，吸引他们加入

将来的研发、制造队伍

土耳其卡帕多奇亚清晨缓缓升起的热气球。 李盛丹歌摄

△ 塞内加尔达喀尔街头微

笑的少女。

▷ 塞内加尔达喀尔海边的

风景。 郭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