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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现代文明对财富与知识的浮士德式的追求，一直是令人惊讶与困惑的历史事实。
在短短的四百年间，西方从一个偏僻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中心，拥有整个大海洋的霸权，地球五分之四
的土地成了它的殖民地。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研究现代文明，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奇迹。
创造这一奇迹，财富、制度、权力、心理的因素固然重要，知识的因素也不可忽略。
托多罗夫谈到西班牙转瞬之间征服中南美洲的奇迹时曾说：“这惊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
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
”　　“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
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
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
研究晚清社会，离不开诸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之类的传教士的著作，研究十九世纪阿拉伯的宗教
习俗与历史，离不开伯顿的《走向圣城》。
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欧洲人有关别人的知识，分别出现在游记、传教书简、殖民报告、早期地理
学与世界史、东方学以及后来的人类学著作中，越来越具体丰富、越来越系统深入，任何一个分支，
都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
　　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一部分。
西方现代扩张在财富、权力、信仰与知识方面，是同时展开的。
商人开辟市场、政客军人发动战争、传教士设立传教点、文人学者开始调查研究，所有这些活动几乎
都是同步并协调进行的。
从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基本构筑完毕。
从知识体系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自然科学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社会科学认识社会并改善社会，人文科学反观人与人的精神。
当然，所有知识的主体都是西方，包括研究非西方的人、社会与历史。
这样，就出现一种知识状况，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非西方世界已经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
。
　　被西方表述不单纯是个知识问题，还涉及权力。
福柯提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结构，任何权力关系的建立，都会生产相应的知识。
权力总是以知识的面目出现。
而知识的拥有者，又反过来运用知识行使权力。
萨义德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语境中，将福柯的理论延入东方学学科反思，提出东方主义的问题，
认为东方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提供人们认识与想象东方的素材与形式，而且是
西方对东方进行掠夺、殖民、控制、统治的方式。
于是，西方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就受到怀疑，出现利奥塔所说的“叙述危机”。
　　这样，关于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或认识：敬慕或
排斥、学习或批判。
一方面，面对西方庞大的域外知识体系，我们佩服其博大精深，佩服那些探险者或发现者的勇敢、坚
毅、想象力与洞察力，佩服那些专业与业余的研究者的渊博、执著、深刻与细致。
同时也反省，为什么中国人或阿拉伯人没有发现美洲？
为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没有开创现代科学？
为什么曾经为印度人记载典章文物、教中世纪欧洲人学习亚里士多得、欧几里得与托勒密的中国人、
阿拉伯人，反倒让西方人书写自己的历史？
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的西北欧，率先建立起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这种强大的文明与庞大的知识体系中所隐藏的缜密的、令人生畏的权力结
构时，我们又会产生一种怨怒与排斥心理，带着某种情绪或“情结”，去分析批判这些令人炫目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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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博大的知识体系中的“权谋”，思考西方的东方学，究竟是如何构筑一个低劣的、混乱的、僵固的
、危险的东方，如何将貌似深奥、客观的东方学从知识与学术、科学与美学向政治与道德或意识形态
分配的，如何生产一种表述东方的标准化、殖民化话语，参与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构造并维护
西方的文化霸权的？
　　信任或怀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的世界知识体系的认识与接受方式。
究竟是学习还是批判，究竟是把它们当作知识或真理，还是当作所谓“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我们曾经诚恳、虔敬，甚至痛心疾首地译介、接受西方的这套“世界知识”，其中也包括西方有关中
国的知识；我们也曾将这套知识，当作西方现代扩张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骗局，彻底否定。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可能是新的，但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却不是新的。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
如何理性中肯地面对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呢？
真正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将学习与研究、批判与扬弃结合起来。
全面了解西方的东方学知识体系，了解这个体系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
我们从近百种相关图书中选出精华或经典，翻译出版这套“东方之旅译丛”，就是希望做一些资料方
面的工作，让理性的研究得以开始。
　　“东方之旅译丛”包括四本书：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杰拉尔·德·奈瓦尔的《东方之旅》，英国著
名探险家、翻译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的《走向圣城》（又译为《麦地那和麦加朝觐记》）
，英国作家詹姆斯·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智慧七柱》
。
这四部书写于1850至1930年间，正值帝国主义顶峰时代。
　　杰拉尔·德·奈瓦尔（G6rarddeNenral，1808-1855）启程去东方的时候，法国文坛的浪漫主义浪
潮中，正流行着一种东方情调的狂热。
夏多布里昂的《殉教者》、《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爱德华·雷恩的《现代埃及风情录》、雨果
的《东方吟》、拉马丁的《东方之旅》与戈帝耶歌颂东方之美的诗作，成为人们追逐的读物。
1843年初，杰拉尔·德·奈瓦尔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从马赛登船前往埃及，游历叙利亚、土耳其，第
二年春返回巴黎。
《东方之旅》出版于七年以后（1851）。
在这部著名的游记中，他不仅把自己的近东之旅写了进去，把自己1839年至1840年间的奥地利之行也
写了进去，还加入了他到亚得里亚海和凯里戈岛游历的见闻。
对他来说，神秘的东方是浪漫之地、幻美之地、救赎之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一方地域，不如说是梦
幻中的一片带有灵性的风景，漂浮在印象和梦想、事实和诗意、尘世和彼岸之间。
奈瓦尔是位做东方情调白日梦的作家，1840年初，他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在疯狂的边缘上，他看
到东方的启示之光。
于是，到东方去，就成为他自我拯救或灵魂自新的必由之路。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
、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
”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提到奈瓦尔的《东方之旅》有四十多处。
西方文化中的东方情调传统，在浪漫主义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东方情调的幻想，成为文人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同时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
夕阳与废墟中的东方，是幻美离奇的乌托邦，落在梦幻与现实织成的巨幅丝帛上，神秘、感伤，像冥
界的风，像大海深处的歌声，沉醉中充满欲望，宁静中充满恐惧。
东方情调可能表现为优雅精致的艺术趣味与神圣神秘的信仰，可能表现为繁复幽微、细致灵敏，甚至
神秘危险的感性生活的诱惑，可能表现为某种难以忍受的恐怖和难以抑制冲动，某种隐秘的暴力与野
蛮，甚至某种难以预测的罪恶体验，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感受，东方情调中包含着某种无尽的忧怨与
哀伤，往昔的失落、痛苦的追忆与深切的渴望。
　　奈瓦尔将个人生活信念与艺术灵感寄托在他的“东方之旅”上，从书本到现实，从希望到失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向圣城>>

现实中的东方永远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正如原《东方之旅》“序言”的作者H.勒马伊蒂热说的：“奈瓦尔期望从东方得到启示。
他渴望在东方找到真实的生活、别样的色彩：在视觉的愉悦之外，更能温暖人们的灵魂，还有别样的
人们。
他的期望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到了东方之后，他不禁要失望了。
可在他的书中，他并没有流露出失望的情绪。
他笔下的东方，与其说是他看到的景象，还不如说是他从书上和版画中看到的意象。
”从东方回来，奈瓦尔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
他对戈蒂耶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王国，一个又一个地域，在宇宙更美丽的那另一半，不久
我将再也找不到我的梦想能够栖息的港湾了；但我感到最遗憾的是埃及，它已经面目全非，再也激发
不起我的想象，我只能悲伤地将其留在记忆之中。
”对于一位只有想象、从未亲身经历东方的人而言，莲花仍旧是莲花；但对他，从东方归来的奈瓦尔
，莲花只不过是洋葱的一种。
《东方之旅》出版四年以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奈瓦尔用母亲留下的丝裙带，吊死在巴黎老路灯街
街头。
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的尸体的时候，满地积雪，寒风凌厉。
　　英国绅士没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那么多愁善感。
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sir Richatel Francis Burton，1821-1890）是位探险家、语言学家、人类学
家、殖民官与著名的《天方夜谭》的英文版译者。
《东方之旅》在法国出版两年以后，这位天生的冒险家得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完成了他的圣
城麦加与麦地那朝觐之旅！
他的冒险动机有知识的，也有情感的。
就知识而言，他不能容忍大英帝国的世界观念中，还有一片空白，他必须“消除现代冒险事业中那个
不光彩的记录，消除我们地图上还在记录的阿拉伯半岛东部和中部地区那个巨大的空白点”。
就情感而言，他说他前往伊斯兰教圣地的原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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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伯顿爵士的两种动机中，我们发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全部意义。
一方面，伯顿爵士明确意识到或表示，他艰苦而危险的圣城之旅，纯粹是为了追求知识。
但同时，他的作为又无法与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事业分离清楚。
某种殖民心态是自然流露出的。
他说“埃及是一个有待赢取的宝藏”，“是东方摊放在欧洲野心面前最诱人的奖品”。
东方学家的个人追求无形中已经陷入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野心中。
东方主义是西方扩张的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必须获得关于东方的全部的细节化的知识，尽可能准
确、尽可能广泛，因为知识就是权力。
萨义德曾经用“帝国的书记员”说明这些东方学家的角色意义。
另一方面，伯顿作为一位有冒险精神、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与严肃深刻的思考能力的人，他有感到必须
超越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某种流行趋势，尤其是他必须面对自己的良心，判断帝国主义扩张的真正意义
并选择自己的立场。
实际上他那个时代的东方学家都面临着这一选择：是忠于知识还是忠于权力，是将忠诚和同情给予被
征服的东方，还是给予作为征服者的西方。
伯顿禀赋的现代启蒙精神使他必然选择以知识对抗权力、同情弱者的立场。
即使在他这样一个有着英国绅士的严肃与傲慢的人笔下，也不时流露出某种东方情调的幻想。
他在东方发现了淳朴与善良的天性、宁静梦幻般的美，发现了没有文明束缚的真诚与勇气，体验到精
神自新过程。
　　伯顿爵士前往麦加、麦地那的圣城之旅，九死一生，留下的巨著《走向圣城》（1855-1856），不
仅是个人的冒险记事，也是对十九世纪穆斯林生活、礼仪的经典论述。
他仔细清楚地描绘了阿拉伯世界的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教义、仪式与四大主要派别，他的观察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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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虽然难免欧洲文明的傲慢与偏见，但基本上是客观而富于同情心的。
正如该书的译者指出：“《走向圣城》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
书。
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
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
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
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　　每一个民族，在其最辉煌的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文化巨人，他们的能力与成就几乎就是奇迹。
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
他们在本土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绝对的海上霸权。
他们在北美驱逐了法国殖民势力，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以东从哈得逊湾到魁北克省的广阔地区，美洲出
现了讲英语的“第二个英国”。
他们在亚洲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普拉西战役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
效的殖民统治并为进一步征服清皇朝准备了战略基地，两次鸦片战争胜利，英国从一个偏僻的岛国成
长为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就像伯顿经常骄傲地提到的，“强大的大不列颠：海上霸主、六分之一人类的统治者”。
生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扩张的时代，伯顿爵士有非同寻常的冒险经历，有渊博的知识与坚韧的性格
，他在印度北方服役八年，写成《信德和印度流域的人种》一书，以阿富汗的穆斯林的身份，进入麦
加和麦地那城，冒着被绞死的危险绘制了大量的珍贵速写。
此后他又率探险队潜入东非禁城哈勒尔，写成《东非的第一批足迹》，并与著名探险家斯皮克一道，
深入非洲内陆，探寻尼罗河源头。
他的语言天赋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兴都斯坦语、古吉拉特语、马
哈提语、波斯语、木尔坦语、达罗毗荼诸语、泰卢固语、托达语、梵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和亚关
尼亚语在内的二十五种语言和十五种方言！
　　十九世纪东方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自身学术传统与影响力的学说。
有人说，了解中古印度中亚史，要看中国文献，了解近代印度或阿拉伯世界，要看西方文献。
近现代西方扩展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不同方面的扩张，尤其是十九世纪，西方的人类学家
、考古学家、历文学家、传教士、使节等，纷纷旅游东方，在东方居住、考察，写出无数关于东方文
明的著作，此时东方文明正处于衰败状态，是他们为东方文明保存了历史。
如果我们要了解东方文明在现代化变革之前的“原生态”，有真正的文化猎奇与历史考古兴趣，这批
资料是值得阅读的。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了解真正传统的阿拉伯生活、埃及生活、波斯生活、印度生活，你只有去读这批
书。
这批书大多写于十九世纪，作者有良好的修养，有的是历史学家，有的是文学家，有的在东方生活多
年，是细心敏锐的观察者，有的则直接参与东方社会的生活，包括政治与战争，有诸多经验与感受，
有的对东方文明抱有同情心甚至神秘幻想，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不管怎样，他们的记述还算是全面的、生动的，我们可以批判地阅读。
　　《走向圣城》与《东方之旅》，代表着东方主义的知识与想象两个极端。
东方主义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本构成的庞大的话语体系。
各种素材、判断、意象、母题、结构，相互参照相互影响，个别作家的文本，往往受制于并参与构建
这一话语体系。
本译丛收入的另两本书，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与劳伦斯的《智慧七柱》，同样表现出东
方主义叙事的两种境界。
一种使虚构像真实，另一种使真实像虚构。
《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的作者詹姆斯·莫利阿（JamesMotier，1780-1849）出生在土耳其，曾任英国
驻波斯的大使。
在波斯的多年生活经历，为他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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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出版后，许多伊朗读者都把它当成了本土作家的作品，书中对波斯风土人情、观念制度的描绘之
细腻，人物用语之地道、恰当，似乎只有本土作家才做得到。
　　《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是一部小说，但人们经常把它当作纪实作品读。
作者采取第一人称，以一位波斯老者回忆的形式展开叙事，描绘十九世纪初波斯卡扎尔王朝第二位国
王法特赫·阿里·沙统治时期的波斯社会状况，逼真而生动。
最精彩的是对波斯统治者昏聩无能又妄尊自大的嘲弄。
朝廷御医论证“欧洲人劣于穆斯林”，将欧洲人和禽兽相提并论：“动物雌雄混居，欧洲人正是如此
，雌性动物从不遮盖其脸部，欧洲人也不。
动物从不梳洗，一天也不做五次祈祷，欧洲人同样也不。
牲畜与猪类亲密相处，欧洲人也同样如此。
”朝廷大臣嘲笑英国大使的装束“和周围服饰豪华的人比起来，简直像只脱了毛的鸡，或者生病的猴
子。
反正不像人”：西方国家为瓜分波斯而争斗，波斯帝国战则丧师，和则辱国，当英法代表来到波斯要
求派驻大使并互相排挤时，波斯国王却这样说：“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吉大利之事。
我方居于王位之上，那些肮脏的异教徒狗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涌来，携着重礼，以换得在我的脚底
下撕咬争斗的自由，那就让他们来好了。
”　　波斯是西方人所知的最古老的东方。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对波斯就充满着羡慕与嫉妒、恐惧与轻蔑的矛盾心理。
面对西方强盛而波斯帝国衰落，西方人也经常能够体会到某种难以言传的轻松自得，甚至可能还有些
惋惜。
《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幽默与嘲讽的风格，正表露出这种心态。
莫利阿确实哀其不幸，但没有到怒其不争的地步。
他的幽默与嘲弄的真正意味，是大英帝国子民的骄傲。
当然，这种骄傲并没有令他丧失最基本的同情心与宽容心。
莫利阿的书影响了一个世纪间西方人眼中的波斯形象，这期间我们也还可以找到相关的其他读物，除
了波斯的形象越来越阴暗之外，似乎基本特征与叙事的基调都没有多大变化，不论是《每日新闻》的
记者奥多万（E.0’Donovan）还是剑桥大学的波斯文学爱好者布朗（E.G.Browne）先生，似乎都把注
意力放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如何衰败并衰败到什么地步的问题上。
　　十九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者，要么是学者，如汉学家、伊斯兰文化专家、印欧语言学家；要么是
天才的狂热分子，如奈瓦尔、拉马丁等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
在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名的劳伦斯（T.E.Lawrence，1888-1935）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一位博学的
东方学家和天才的狂热分子的身影。
1909年，就读牛津大学的劳伦斯，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研究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城堡建筑，从此开
始了他的东方之旅。
他在阿拉伯地区漫游，学习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并深入西奈沙漠进行探险与地理考察，同时为英
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土耳其的军事情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直接加入英军作战部，到埃及从事情报工作。
而真正成就劳伦斯声名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后来率领阿拉伯酋长们的联合部队，抗击土耳其军，解
放大马士革，这些内容我们从大卫‘里恩导演的电影巨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都已经知道。
　　劳伦斯的经历令人想起一百年前那位穿着东方服装画像、死在阿尔巴尼亚战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
伦。
只不过拜伦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劳伦斯成功了。
他团结了阿拉伯地区不同的部落反抗土耳其争取独立，在那些淳朴勇敢而又自由散漫的贝都因人面前
，他感觉自己就是个救世主。
然而胜利留给他的并不是喜悦与幸福，他离开沙漠和他的阿拉伯战友，回到西方世界，就像从浪漫的
史诗回到无聊的现实。
阿拉伯世界内部纷争再起，协约国战后背信弃义，让他更生失落与幻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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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自己的沙漠战争经历、回忆与梦想、痛苦与思考，都写入《智慧七柱》这部书中。
这是一部巨著，被公认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现代史诗”。
　　《智慧七柱》完成于1926年，从莫利阿写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到劳伦斯写作《智慧七柱》
，一个世纪过去了。
百年间大英帝国盛极而衰，我们在劳伦斯的身上看到某种末世的悲愤。
他可能喜欢某一位阿拉伯战友，例如人们传说他与那位名叫达洪的阿拉伯青年有同性恋的感情，甚至
是他阿拉伯战争冒险的潜意识动机。
但他对整个阿拉伯民族，似乎很失望。
否则他不会在解放大马士革后突然离去。
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个人冒险，而不是民族解放。
他同样不喜欢他的祖国。
他拒绝了英国政府战后给他的奖励，当乔治国王给他授奖的时候，他竞当面拂袖而去。
他辞去了丘吉尔手下中东部顾问的高薪职位，隐姓埋名地加入了英国空军与坦克部队，在难以忍受的
孤独中默默地翻译出版了荷马史诗《奥德赛》。
他说：“政治已经令我厌倦，东方已经令我厌倦，智慧也已经令我厌倦。
上帝啊，我感到真疲惫！
让我躺下来永久地睡去吧，我想忘却自己，忘却这世间的疲累。
”　　1935年5月的一天，劳伦斯疯狂地驾驶摩托车，失事身亡。
一个精彩杰出的生命结束了，一种同样杰出精彩的文明类型也要结束了。
杰出的个人往往是他所生存的那种文明的象征。
劳伦斯像浮士德那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与奋斗精神，他要征服与改造世界、人和自我，永远不
能休止，而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
而那种征服欲并不是因为需要什么，因为某种切实的贪婪，而是因为在身后时刻感到的、追逐着自己
灵魂的无尽的空虚感。
劳伦斯曾说：“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唯一主要的任务，是征服最后的一个元素：大气。
”与他同时代的一位牧师塞西尔·罗德斯也感到这种空虚与渴望。
西方四个世纪的世界性扩张已经达到其辉煌的高峰，在过去的光荣照耀下，未来甚至显得有些令人迷
惘，他望着星空感慨：“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
。
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
那些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
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
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　　在这样一种浮士德精神面前，东方能够呈现出的形象，不管是在知识中，还是在想象中，只能
是这个样子，又能是什么样子？
　　我们翻译出版“东方之旅译丛”，希望让大家看到那个时代的东方，那个时代映现在西方人眼中
的东方，那个时代西方注视东方、创造东方的“尤利西斯式目光”。
那目光可能不时流露出傲慢与偏见，但其中表现在知识与想象的大格局上的宏阔渊深、细微处的敏锐
灵动，无不令人钦佩，甚至震撼。
　　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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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留下的这部巨著，不仅再现了他在朝觐之旅中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也向人
们展现了十九世纪阿拉伯世界穆斯林的生活、礼仪和风土人情，详尽而经典，可谓是一部认识圣城、
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
尽管这部书不是一本旅行指南，但你从中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丰富内容；从作者亲历
的事件中，从他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
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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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译序第一部  埃及  第一章  走向亚历山大城  第二章  离开亚历山大城　第三章  尼罗河汽轮——“小
哮喘号”　第四章  客栈生活　第五章  斋月　第六章  清真寺　第七章  准备离开开罗　第八章  从开罗
到苏伊士　第九章  苏伊士　第十章  朝觐船　第十一章  去延布　第十二章  逗留延布　第十三章  从延
布到阿巴斯泉　第十四章  从阿巴斯泉到麦地那第二部  麦地那　第十五章  从麦地那郊区到哈米德的家
　第十六章  拜谒先知清真寺　第十七章  先知清真寺历史篇　第十八章  麦地那　第十九章  库巴清真
寺　第二十章  拜谒哈姆扎之墓　第二十一章  麦地那人　第二十二章  拜谒圣徒之墓　第二十三章  大
马士革旅行队　第二十四章  从麦地那到苏韦尔吉亚　第二十五章  希贾兹的贝都因人　第二十六章  从
苏韦尔吉亚到麦加第三部  麦加　第二十七章  首次拜谒禁寺　第二十八章  首日礼仪　第二十九章  次
日礼仪　第三十章  第三日礼仪　第三十一章  令人憔悴的三天　第三十二章  麦加生活和小朝　第三十
三章  麦加的朝拜圣地　第三十四章  吉达之行译后记  伊斯兰圣地与西方人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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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动脑　　最后，这个“祈神赐福之月”缓慢地过去了。
当城堡那里传来隆隆炮声，宣布大斋期终极时，我们像罗马人结束四旬斋那样兴高采烈。
斋月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向穷人施舍，一般来说是给屋子里每人一到一个半皮阿斯特，无论是对待奴
隶、仆人还是主人。
第二天，也就是组成“次要节日”开斋节的三天中的第一天，我们黎明前即起，沐浴大净后就去清真
寺吟诵这个期间规定的祈祷文，倾听伊玛目讲经，让我们“快乐又聪明”。
此后，我们尽情地大吃大喝。
接着，我们手持烟管和烟袋，漫步走出去享受人们的笑脸相迎，还有街景。
　　在这种场合下，备受欢迎的地方就是凯旋门外的大墓地。
凯旋门即通往苏伊士大道上的那座古老庄严的庞大入口。
那里，我们发现了一派欢快的庆祝气氛。
帐篷和流动咖啡屋里充满了身穿节日盛装的人们。
他们一边听着歌手、音乐家放歌，一边抽烟、闲聊，一边看着玩戏法杂耍的人、小丑、耍蛇者、托钵
僧、耍猴者以及穿着妇女服装在跳舞的男孩们。
食摊、棒棒糖小铺、满是玩具的货摊、卖柠檬果汁的小棚充斥道路两旁，与秋千和旋转木马争夺着穆
斯林男女小信徒的注意力。
人群中主要一族是美丽的开罗女性，她们手持巨大的棕榈树枝，意欲去装扮父母和朋友的坟茔。
但是，即便在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据说也不乏调情。
大量警察被安排在岗，受命用长长的棍棒去中止一切这样的犯规行为，不过，他们的警惕性与其承担
的任务出了名的不相称。
我不得不说，常常有成双结对的人：无疑是堂兄妹或其他亲属关系，在沙丘中漫步去了常人不去的远
处，而有时候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鞭挞的混乱声。
然而，这些小事情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快乐心情。
每一个人都穿着新衣服，大多数人穿上了鲜艳漂亮的服装，而且这套服装将要穿一年。
东方人无论男女老少，心中的个人虚荣感都非常突出，以至于从开罗到加尔各答，你很难发现一个人
会穿着漂亮的衣服而愁眉苦脸的。
男士们昂视阔步，女士们装腔作势地迈着小步、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睛，并且总是在整理着面纱，卖弄
着风情。
大摇大摆走路的小伙子们用下流的语言辱骂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穿着比别人阔气的伙伴，小姑娘们则对
着任何一个自负到无法自制的人抛媚眼，并且根本就不屑一顾其他作为竞争对手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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