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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移行换步

波罗地海五国魅力游(上)
北欧斯堪地维纳的几个国家，瑞典、丹麦、挪威、

和芬兰，据说是世界上老百姓生活幸福指数最高的国
家。其中丹麦、瑞典和芬兰面临波罗的海。北欧夏季凉
爽，游客蜂拥而至。前苏联垮台后，原来靠波罗的海的
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等国也纷纷
向游客开发，以发展旅游经济。去这些国家旅游的方法
之一是坐邮轮。坐邮轮旅游的好处是，邮轮好像一座流
动的星级酒店，每到一个港口，一般都是大城市或旅游
景点名胜，就可以上岸游览，晚上回到船上休息，不用
为吃饭和睡觉操心。所缴纳的费用里包括吃饭睡觉及船
上的一些免费活动，例如晚上的表演，健身房等等。吃
饭有自助餐或有服务员的正式西餐，但酒水和饮料以及
美容按摩是要另付费的，赌场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世
界上没有省油的灯，每天还得给整理房间的和餐馆的服
务人员小费。邮轮的这一特点也是邮轮公司推销其生意
的卖点，因为欧洲城市的吃住昂贵，吃住在船上，大约
200美元一天，还是比较划算的。

各个邮轮公司夏季大都把船队开到地中海，靠近
英国和挪威北大西洋、波罗地海、美国的阿拉斯加，冬
季则涌向加勒比海、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查了
一下，航行于波罗的海的邮轮假期有7天至15天不等。
以前有过数次坐邮轮的经历，其中最长的一次是10天，
穿越巴拿马运河。总觉得10天太长了，何况有两天在海
上。除非你喜欢赌场或晒太阳，否则就显得有点无事可
做。经过查询对比，最后选择了皇家加勒比公司的7天
五国游，行程是在瑞典斯德歌尔摩上船，然后到芬兰的
赫尔辛基、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拉脱维亚的里加、波兰
的格但斯克和瑞典Gotland岛上的中世纪古城Visby，再
回到斯德歌尔摩。选中这条线路的原因是，在海上的时
间只有一天，而且在圣彼得堡只停靠一天，因为差不多
两年前已去过圣彼得堡两天，所以在那里的时间还是短
一点好。而其它的邮轮大都在圣彼得堡过夜，这是因为
对大多数游客来说，圣彼得堡比较神秘，再说值得看的
地方也多，一天根本不够。

第一站：斯德哥尔摩
既然要到斯德歌尔摩上船，何不乘此机会在有725

年历史的斯德歌尔摩游览一番，因此提前两天到达斯德
歌尔摩。这样做的另一好处是以防航班取消或者晚点，
在你赶到港口时，船已经开了，因为船不能等你。如果
没有买保险的话，就会有金钱损失。欧洲大城市的机场
都有从飞机场候机楼直接去市中心车站的地铁或轨道交
通。斯德歌尔摩也不例外，从Arlanda机场到市中心的中
心车站的快速列车只需20分钟。来回票在网上用信用卡
就可以买到。斯德歌尔摩的另一个方便游客之处是可以
购买斯德歌尔摩城市卡，凭卡可以乘坐任何公交车、地
铁（但不包括从机场到市中心车站的快速列车）和进各
种博物馆，还有乘船游览。两天的票价大约是90美元。
从网上购买的话，多支付点邮费可以寄到你家里，也可

以到Arlanda机场的旅游咨询处取。临行前，我还特意
给发卡的有关部门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确认确实可以在
机场领取。结果那天到斯德哥尔摩Arlanda机场后，凭着
付款收据和回复的电子邮件来到咨询处取卡，接待的那
位女士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让取卡，磨磨
蹭蹭地打电话还打不通。想不到瑞典这么高度发达的国
家，也有如此沟通不畅的问题。好在信息咨询中心就在
中心车站的马路对面，到了市区后再去取也不是太麻烦
的事，不过对斯德哥尔摩的好感便减了几分。

斯德哥尔摩最著名的景点是瓦萨（Vesa）博物馆、
皇宫和市政厅。瓦萨博物馆中陈列了从海底打捞上来
的一首300多年前的战船。17世纪是瑞典海军的强盛时
期，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便下令建造最好的战船。瓦萨
号战船于1628年建成，船上有64门大炮，可谓当时世界
上最厉害的战舰。瓦萨号8月10日首航，启航后不到20
分钟，遇上一阵大风，导致船体大幅度倾斜，水手们还
没来得及关闭大炮窗口，海水便从炮筒窗口大量涌入，
瓦萨号顷刻间就沉入海底。造成沉船的原因是设计上的
错误，船体不够宽。其实在船即将竣工时，验船师已经
发现了这一缺陷，但是已经来不及盖了，因为国王一定
要在定下的日子启航，下面的人不敢违抗皇上的命令。
看来封建帝王中外一个样，好在没有听说当时的国王下
令把设计师验船师都杀了。后来瑞典海军又打造了一模
一样的一条战船，只不过是船体宽了1米，便在军中服
役了30多年。瓦萨号沉下去后，64门大炮中有63门很快
被打捞上来重新用，因为当时造一门炮的费用比造一条
船还贵。剩下的3门炮在海底沉睡333年后，于1961年连
同船体一起打捞上来。于是便有了世界闻名的瓦萨博物
馆。瓦萨博物馆是斯德哥尔摩游客必到之处，有关博物
馆的资料有中文的。那天去的时候，遇上好多中国大陆
旅游团。出来时，在停车场上看到一辆大巴上贴着“上
海锦江旅游有限公司：北欧10日魅力游”，便有了本次
游记的题目。

斯德哥尔摩的另一处有名的景点是市政厅，这是
因为每年的诺贝尔医学、物理、化学和文学奖的颁奖仪
式、宴会和随后的舞会，都在这里举行。不过这幢建
筑本身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市政厅1911年开工到1923年
建成，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中立国，国力雄厚。
设计师在设计该建筑的时候参考了意大利的市政广场的
风格，里面有一个露天小广场。市政厅的建造坚持了三
个原则：一看就会想到瑞典，瑞典的材料，瑞典的工
艺。里面用的都是瑞典大理石，整幢建筑用了八百万块
红砖，据导游介绍，其中一百万块是用人工凿出来的。
这一点我有些不明白，石头是可以凿的，砖头是烧制
的，怎么能凿出来呢？里面市长和市议员们开会的大厅
设计，还融合了民主元素，上面的屋顶看上去像一条翻
过来的船体，象征着瑞典历史上是海上强国（特别是维
京海岛）；开了通风的窗口，意在开会的声音会传到市
民当中以体现民主。现在市政府开会是在网上直播的。
市政厅给人的感觉是看上去比较古老，据说这也是设计

师的本意。到斯德哥尔摩以前，在网上查询到，市政厅
里面的一家餐馆可提供与上一年诺贝尔奖宴会上一样的
菜单供你就餐。诺贝尔奖高不可攀，吃顿诺贝尔奖宴会
餐，也有点意思。可惜去那里时餐馆正在装修翻新，停
止营业。参观市政厅一定要有里面的工作人员带队引导
解说，也有说中文的。参观完市政厅，不禁有些联想，
大陆一个县政府的大楼比它气派的多，可内涵又有多少
呢？ 

在斯德歌尔摩还去参观了摄影博物馆，实际上是一
个奥运为主题的照片展，其中有很多列届奥运会上的经
典传奇照片。看到那些老照片，方知斯德歌尔摩也曾于
1912年举办过一次夏季奥运会（第5届）。当时的比赛
项目有拔河，也是奥运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列在斯德哥尔摩景点前几位的还有大皇宫，有600
多个房间，但是瑞典皇族平常不住在这里。皇宫其实就
是大了点，内容不丰富，没有多大看头，跟巴黎的凡尔
赛宫没法比，又不可以拍照。从大皇宫往南走便是中世
纪的老城区Gamla Stan，也是1252年斯德哥尔摩建城的
基础。欧洲的老城区大多一个样，石头铺成的街道，窄
小的里弄，保护的很好。现在都是餐馆和礼品店。

斯德歌尔摩市位于数条河流的出海口，包括14个岛
屿，有57座桥梁联结，所以也可算是一座水城。游览水
城的最好方式当然是坐船，而且从船上往岸上拍照片角
度也佳。坐船有多种多样，有一种像公共汽车一样，买
一张一天的通票，可以上上下下，全由你自己决定。但
是斯德歌尔摩市卡不包括这一项目。

第二站：赫尔辛基
游完斯德哥尔摩后，上了皇家加勒比邮轮海洋梦

幻号。停靠的第一个港口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也是手
机制造商诺基亚公司（已属微软）的总部所在地。邮船
靠岸后想上岸游览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参加船上安排
的旅游项目（Excursion），当然是要收费的；二是自己
上岸去游览。大多数的港口城市，为了发展吸引游客，
带动本地经济，都会在港口区安排去市里的大巴，来回
票10欧元不等。船上安排的旅游项目一般都是和当地的
旅游业联手打造的，游客下船后由当地旅游公司的人员
用大巴接走。参加船上安排的项目的优点是省事，跟着
导游走就是了，缺点是自由活动时间少，当然和自由行
相比，花的钱要多，所以邮轮公司当然希望游客参加船
上安排的项目，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抽成。自由行的话，
就是需要多走路，如果是没有去过的地方，常常要看地
图。好在港口或大巴上，都有免费的地图提供，现在有
智能手机在手，就更方便了。为了拍照，当然是选择自
由行。赫尔辛基市中心除了那个颇有特色的农贸市场，
两座比较著名的教堂外，没有其它吸引我的地方，所以
多余的时间坐上了一条观光船在港口区转了转。总的感
觉是街上人很少，车也少，没有熙熙攘攘的都市景象，
觉得很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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