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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市坐落在地中海突尼斯湾西岸突尼斯湖的

顶端，是一座由充满阿拉伯风土气息的旧城和欧化新城

合璧的城市。整座城市的建筑物大多为白色，掩映在枣

椰树、棕榈树和橄榄树的绿荫中，犹如漂浮在地中海中

的白莲。传说希腊神尤利西斯带着船员在海中漂浮，自

从看到这朵莲花后就决定在此扎根繁衍了。

走在突尼斯市的街头，你会看到同为突尼斯人的人

们，却长着截然不同的面孔，所以很多突尼斯人说自己

是世界人。新石器时代，柏柏尔人居住于此，后来，随着

历史变迁，不断有“新人”光顾这座城市——腓尼基人、

罗马人、汪达尔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法国人，欧亚大

陆的这些人当然不会是轻轻地来，轻轻地走，但历史的

伤痛被时间掩埋干净后，这片土地上，各种不同族裔的

后人们，仍然在平和安宁地共同生活着。

197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突尼斯市旧城评定为

世界文化遗产，其位于整个突尼斯市的西部和南部，有

着 1000 多年的历史，弥漫着浓郁的阿拉伯风情，可以算

北非伊斯兰城市建筑的典型代表。

或许有人认为，世界遗产只是已经消失在历史深

处的人们留给全人类不可复制的财富，容易带给人沧

海桑田的伤感，比如在临近的迦太基遗址，神殿归尘

土，野花开战场，一片苍凉。但在突尼斯老城却不会有

这样的感觉，因为那里暖融融的生活气息，让人看到了

历史的有情，生命一脉相连，昔日的温度并没有散去。

而新城建造在老城之外，也让老城得以以原貌保存下

来，不会像那些天空被高楼切割、铁轨穿膛而过的老

城，让人心疼不已。

不过，作为世遗的老城，突尼斯市的旧城墙现在

已经看不到了，只剩下一个个孤零零的城门，仍是当

年风范。

如今，初入突尼斯市老城区的人们的第一感觉大多

是觉得来到了一条满是古老阿拉伯风情的步行街，这里

集中了住房、店铺、作坊，商品种类繁多，密密麻麻的小

商铺琳琅满目，手工编织的精美挂毯、手工制造的精致

小饰品应有尽有。只是，千万要尽量按耐住猎奇的心

理。虽然突尼斯的人口只有 1640 万，但行走在首都大街

上，人流熙熙攘攘，两旁的店肆热火朝天，人气极旺，毕

竟这儿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又临近地

中海，是欧洲大国进出非洲的重要港口。这里蜿蜒的小

路、拱形的通道以及大同小异的伊斯兰风格建筑经常让

人觉得置身在迷宫中，只能不停地打转。但如果真的迷

失在突尼斯市的新老城区，不妨随便找家路边小馆坐

下，点一杯当地人最爱的的薄荷茶，幸福地看着这座大

迷宫，熙熙攘攘，活色生香。 （拾 珍）

突尼斯市：历史有情 新老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