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 旅游

马丘比丘之所以越来越吸引眼球，主要还是因为
它的神奇。所谓神奇，就是它给人们留下了太多无法
解答的秘密。譬如它的建筑年代、建造方法、古城的
功能以及为什么被印加人遗弃等问题，都是谜团，即
使在学界也尚存很大争议。据说马丘比丘城是由古印
加王于五百多年前建造的。但由于印加人没有文字，
没有确切记录，就只能猜测。印加人为什么要在海拔
2400米的山顶上建造如此规模的城池？在没有现代工
具的帮助下，又如何能够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答案
莫衷一是。因此，就更增加了马丘比丘的神秘色彩。

我们刚登上马丘比丘观景台时，浓雾弥漫，只见
眼前人头攒动，古城遗址却若隐若现。不一会儿，云
开日出，整个马丘比丘映入眼帘。垂直的山峰，古城
盘踞在山顶，其工程之险，布局之精，岂只是鬼斧神
工？！来之前，我曾多次看过马丘比丘的照片，但从
来没有今日亲临其境这样震撼。

游览这种神秘的地方，最好紧跟导游，能听到不
少民间传说和故事。我们的导游是个话痨，话多但还
比较靠谱。他受过大学教育，且有印第安人血统，对
印加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相当研究。他不但了解各种关
于马丘比丘的解释，而且还能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据他解释，马丘比丘就是阻止自己女儿和欧雁台结婚
的印加国王帕查库蒂建造的，直到西班牙殖民者征服
秘鲁之前，这座古城都未最后完工。虽然西班牙殖民
者并未到达马丘比丘，但印加人主动放弃了这座古
城。在他的指引下，我们看到太阳神庙供桌前缺席的
台阶和房梁。他认为印加人主动撤离了这座古城，因
为这里没有发现任何人为的毁坏痕迹。

走在这座“失落的天空之城”的石头路上，历史
风云如在眼前激荡，印加文明的衰落，又好像势不可
挡。静下心来看山，华纳比丘峰高耸入云，乌鲁班巴
河依然流淌。几只羊驼，在古城的绿地中悠然吃草。
导游说这些羊驼是割草机。仔细一看，原来这些羊驼
像割草机一样，把草坪吃得整整齐齐。我对这种生态
割草机一直有着浓厚兴趣。过去，每次在家割草的时
候，我都盼望着什么时候科学家能培育出一种专门用
于割草的羊，这种技术发明，对保护环境将是极大的
贡献。

从 马 丘 比 丘 返 回 古 城 库 斯 科 已 华 灯 齐 放 。 我
们入住的旅馆就在圣多明哥教堂（Church of Santo 
Domingo）隔壁，建在印加建筑的废墟之上，还保留着
浓厚的印加风格。这里曾经是印加帝国的“皇城”，
和现代化的利马很不一样。有幸住在这里，为我们提
供了见证传统与现代碰撞的良好机会。

 

库斯科一日游
认识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城碰撞的情形是从第二

天早晨旅行社安排的一项活动开始的。导游请来一位
当地农村的“圣人”（Shaman）为我们在旅馆大厅举
办法事。这位“圣人”或称萨满巫师，专业放羊，业

余从事这种拜神工作。披红戴绿的他念经祈祷，比比
划划，仪式感很强。我们逐一按照他的要求许了愿，
他也承诺将我们的愿望送达各路天神。看着这种超越
时空的活动，我在想，这种活动，无论在中国或美国
的饭店，可能都是无法举办的。

为了让我们更多了解印加传统文化，“圣人”做
完法事后，导游还带我们到当地市场转了一圈儿。柴
米油盐酱醋茶，菜市场最能直接反映一个城市的民生
状况，印加人的文化传统在市场上表现得最为坚强。 

在西班牙殖民者来这里之前，秘鲁和其他几个
南美洲邻国的大片土地由土著印第安人的印加帝国统
治。印加人创造出许多令人惊叹的奇迹，许多至今都
是不解之谜。古印加人认为海拔3400多米的库斯科是
世界的肚脐，也就是世界中心。然而，创造了高度文
明的印加帝国，在面临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时，不堪
一击。当西班牙军官皮萨罗带着一百多士兵来到这
里，没费太大劲，庞大的印加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库斯科到处都能见到宏伟的天主教堂，而且很多
教堂都建在印加帝国的神庙或宫殿遗址之上。文明冲
突中，西班牙人显然占了上风，迫使库斯科在原来的
地盘上脱胎换骨，逐渐演变成一座具有浓郁西班牙风
情的城市，但还保留着自身的古印加文化传统。无论
是在菜市场，还是在寻常小巷，古印加文明好像都渗
透到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文化传统的力量就是如此
顽强。 

库斯科大教堂（Cuzco Cathedral）和圣多明哥教
堂都是建在印加帝国的宫殿和神庙之上的著名教堂，
也是我们在库斯科重点参观的两座教堂。走在老城狭
窄的街道上，仿佛穿越了几个世纪，回到了印加帝国
时代，回到了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像许多拉美城市
一样，库斯科的武器广场辽阔恢弘，几个著名的大教
堂都集中在这里。广场正中矗立着秘鲁民族英雄图帕
克·阿马鲁二世（Túpac Amaru II）的雕像。广场四周
骑楼的走廊里，有不少商店和餐馆，人来人往，使这
个政治中心看起来很接地气。

由于时间有限，导游带我们走进广场北侧的库斯
科大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559年，费时近百年才告
完工。教堂钟楼上悬挂着一口重达130吨的大钟，据
说是南美大陆最大的钟。每当钟声响起，声音传遍全
城。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内部装饰的精美那绝对没得
说。但这座教堂给我最深印象的却是它的绘画作品。
一般教堂里挂几幅有纪念意义的画是必不可少的。但
这座教堂的绘画作品之多，却跟艺术博物馆有一拼。
在这些精美作品中，有一幅油画《最后的晚餐》，出
自秘鲁画家马科斯·萨帕塔（Marcos Zapata）之手。据
导游说，这是一幅颇有争议的绘画作品。画中耶稣与
十二门徒的神态与达芬奇原作并无太大区别，耶稣和
十二门徒围坐在桌子旁，但画中犹大的面容换成了皮
萨罗，耶稣面前的盘子里面出现了一只秘鲁人爱吃的
荷兰猪。

午饭后，导游带我们参观库斯科城北著名的城
堡——萨克塞瓦曼（Sacsayhuaman）。路上，我们这位
有趣的导游特别问谁能正确念出这个城堡的名字。同
车的几个人试了试，还真不好念！于是他说，只要记
住“性感女人”（Sexy Woman）就行了，二者发音很
相近。就这样，这个不容易记住的地名就轻松地记住
了。 

萨克塞瓦曼属于印加帝国之前的历史古迹，它的
起源已不可考。这座位于山包上的城堡不仅有军事设
施，还有印加王室住宅、神殿和其他宗教建筑，城堡
前的广场曾是印加人举行盛大祭祀仪式的场所。现如
今，这里只是一片废墟。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国后，
把这里的建筑一点点拆毁，用拆下来的石块在库斯科
建造天主教堂。只有一些不易搬动的巨大石块，保留
至今，向后人展示历史的沧桑。 

徜徉在遗址最下面一层石墙边，很多石块大得令
人震惊，其中一块有八米多高，达三百多吨之重。用
这些不规则的巨石打造出来的石墙却都严丝合缝。难
怪当年西班牙人建造教堂，需要石料，却无法拆走这
些巨石呢！当然，更让人不解的是，没有现代工具的
古代印第安人是如何将这些巨石开采出来、垒造成墙
的呢？印加文明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 

西方现代文明与印加文明在圣多明哥教堂的碰撞
让人难忘，一个崇拜太阳神的文明和一个崇拜耶稣的
文明在这里交汇。这让我想起西班牙南部那些由清真
寺改建的教堂。从我们下榻旅馆房间里隔窗相望的这
座教堂，原是印加帝国的太阳神殿。当年西班牙人拆
了这座印加人的神殿盖教堂，可能是为了省工省料，
也可能不太在乎一物多用，就把一部分房间保留了下
来，使这座教堂成了两种文明的综合体。西方文明对
库斯科的重塑，印加文明的顽强，在此得到完美体
现。

正是由于西班牙殖民者缺乏那种对不同文明斩草
除根的彻底革命精神，我们才有幸在这里看到印加人
精湛的石工手艺。跟着导游来到原来的印加神殿中，
平整的石墙，严丝合缝，虽经历地震，却丝毫无损。
石窗角度，连成一线，精确度令人赞叹！如果这座太
阳神殿能够保留下来，那该多么好啊！

最后一站的的喀喀湖
我们在秘鲁旅行的最后一站是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
从 库 斯 科 乘 车 前 往 的 的 喀 喀 湖 畔 小 城 普 诺

（Puno），需九个小时。途中穿越安第斯山脉和安
第斯平原，感觉像开车在西藏旅行。山区壮观的风景
让我想起西藏的阿里，天高云低，崇山峻岭，水草丰
盛，牛羊成群。路边笑容可掬的羊驼，尤其招人怜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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