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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大洲，特殊的
地理位置使她成为古代的交通要道。这个
被古希腊人称为“太阳升起的地方”，既
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不同文明
碰撞的重要场所。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为后
世留下诉说不尽的故事和丰富多彩的历史
文物。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
特洛伊（Troy）、以弗所（Ephesus）等
地名在历史教科书中早已让人耳熟能详。
因此，去土耳其旅行，是我多年的愿望。  

去年订好了去土耳其旅行，因疫情
爆发而被取消，今年打了疫苗，终于成
行。 

 

伊斯坦布尔    
当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时，

千年古都的美丽轮廓让人心情激动。大大
小小的清真寺星罗棋布，圆顶尖塔在海峡
两岸争妍斗艳。 

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唯一横跨欧亚
大陆的城市，扼守连接黑海和地中海  之
间的战略通道。伊斯坦布尔也是世界上作
为首都时间最久的城市，一千一百年东罗
马帝国、近五百年奥斯曼帝国以及土耳其
共和国初期的首都。这座古城最能反映土
耳其悠久而复杂的历史，灿烂而多元的文
化。 

登上接我们去旅馆的车，穿越在大
街小巷，拜占庭和奥斯曼的风情弥漫在天
空，城市的每个角落好像都有故事，等待
人们探索。街上人多车多，小商小贩比比
皆是，与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样，伊斯坦布
尔人也都在为生活奔忙，正是他们的忙忙
碌碌才使这座古都焕发着无穷的活力。 

入住旅馆后，一众驴友都急不可耐
地要上街观景。由于随团旅行活动到晚上
才正算开始，于是，我们便争分夺秒地来
到街上，直奔那些不在旅行社行程上的景
点。 

伊斯坦布尔最早是古希腊城邦拜占
庭，其建城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
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由于拜占庭横跨
欧亚两洲，战略位置极佳，公元330年，
常年南征北战且厌倦了罗马政治氛围的罗
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将首都从罗马迁到
了这里，在此大兴土木，并将拜占庭称之
为新罗马。这位皇帝死后，为了纪念他，
人们遂命名此城为君士坦丁堡。 

后来，罗马帝国分裂，君士坦丁堡
便成为延续了1100多年的东罗马帝国的都

城。公元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崛起，东
罗马帝国分崩离析。1453年，这座城市被
奥斯曼人攻占。鉴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
奥斯曼帝国在此建都，并改名为伊斯坦布
尔。一次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
其迁都安卡拉，但这座有着1700年历史的
古城却承载着土耳其人的历史文化传统，
也成了各国人民心神向往的旅游胜地。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犹如走
入一座历史博物馆。街上星罗棋布的教堂
和清真寺，东西方文明交汇点的风土人
情，让我们感到新奇和震惊。 

离我们下榻旅馆不远的地方，有个
加拉达塔（Galate Tower），在上下起伏
的街巷中鹤立鸡群。走到跟前，更显雄伟
壮观。买票登塔的人很多，但排了一会儿
队，还是买上了票。上去一看，风光无
限，在塔上可俯瞰伊斯坦布尔全景，金角
湾对岸的几座大清真寺和皇宫都依稀可
见。从塔内展览的文物说明中得知，这座
中世纪风格的石塔建于1348年，后在奥斯
曼时期被数次修复用作观察城市火情的瞭
望塔。顺便，我们也在塔上确定了下一个
要去的景点。 

沿着蜿蜒的小巷辗转来到金角湾对
岸，直奔离大桥最近的清真寺。这块地界
的清真寺可真多，且都规模宏大。说实在
的，我们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于是，先
进来看看再说。歪打正着，原来，这是城
中最美的清真寺，即大名鼎鼎的苏莱曼清
真寺。  

这 座 清 真 寺 建 于 著 名 的 苏 莱 曼 大
帝时期，由当时最顶级的建筑师锡南
（Sinan）所设计。这座清真寺是以苏莱
曼大帝的名字命名的。苏莱曼一世是奥斯
曼帝国的第十位苏丹，在他的统治下，帝
国进入鼎盛时期，他的文治武功在世界历
史上堪与波斯阿巴斯大帝、印度阿克巴大
帝比肩。 

苏莱曼清真寺被称为伊斯坦布尔的
最美清真寺，一半原因是因为它的位置。
坐落在金角湾的高地上，从这里不仅可以
俯瞰整个海湾、加拉达大桥及刚刚去过的
加拉达塔，还可远眺博斯普鲁斯海峡，过
往的巨轮及伊斯坦布尔诱人的风景线，内
容丰富的画面和吸引眼球的景色真的令人
流连忘返。步入礼拜堂，大厅里高耸的穹
顶、精美的廊柱、环形的吊灯、厚重的红
毯，以及地毯上正在朝拜的人们，都让人
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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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的庭院里有个花园墓地。里
面墓碑林立，草木扶疏，但有两座陵墓，
即苏莱曼一世和他的妻子洛克塞拉娜的陵
墓，格外引人注目。建在清真寺或教堂里
的陵墓与中国古代的地下陵寝给人的感觉
是很不一样的。与十三陵那种阴森森的阴
阳两隔气氛截然不同，看着近在咫尺的苏
莱曼一世和他妻子的棺椁，感觉他们离我
们的距离并不遥远。 

看完苏莱曼清真寺，又赶往蓝色清
真寺。查了查谷歌地图，还得坐车。路上
找不着出租车，只好坐轻轨公交，也想借
机体会一下这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到了车
站，就是找不着买票的地方。好不容易在
入口处碰到个年轻人，想问他如何买票，
他竟在车站入口处拦着铁栏杆把我们都放
了进去。我们上车后以为车里有售票员，
谁承想，连个售票员的影儿都没见到。不
过，伊斯坦布尔的轻轨还是挺舒适的，乘
客不少，但不拥挤，行车路线的电子显示
一目了然。坐了几站车，便来到了蓝色清
真寺。 

蓝 色 清 真 寺 是 苏 丹 艾 哈 迈 德 一 世 
（Sultan Ahmed I）下令建造的，因此，
亦称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Sultan Ahmed 
Mosque）。这位苏丹英年早逝，他的陵
墓就建在清真寺边上。 

蓝 色 清 真 寺 的 建 筑 师 是 主 持 改 造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锡南的弟子Mehmet 
Aga。1609年开工，1616年建成。这座清
真寺因大量使用了手绘的蓝色彩釉瓷砖
而获“蓝色清真寺”之名。蓝色清真寺将
邻近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拜赞庭风格和伊
斯兰元素糅合在一起，是奥斯曼帝国时代
建筑和艺术的杰作。它拥有六座直插云天
的宣礼塔，不但在伊斯坦布尔显得鹤立鸡
群，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亦赫赫有名。 

步入广场，但见这座清真寺正在内
外翻修。幸运的是，还留着一个门，供人
们进入寺内参观朝拜。大厅里的景象果然
不同凡响。尽管装修工程搭建的脚手架和
屏风占据着大厅的绝大部分地盘，但其整
体的恢宏壮丽依然清晰可见。在伊斯兰图
案鲜明的土耳其地毯上，带着小白帽的穆
斯林们在各个角落向真主朝拜，口中念念
有词。置身在这样的场合，您的宗教感情
会油然而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古往今
来，教堂和清真寺越修越大的原因之一。 

由于维修的原因，寺内遐迩闻名的
两万多块蓝色瓷砖及许多珍贵文物，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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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虽说这是个小
小的遗憾，但亲自感受一下蓝色清真寺的
气氛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蓝色清真寺的设计当然没得说，它
的工艺水平也同样令人拍案叫绝。据说，
整个清真寺在建造过程中没有使用一根铁
钉，这和比它稍早建造的北京故宫一样。
四百多年过去了，也经过几次大地震，清
真寺结构照样严丝合缝。传统社会的手艺
人，做出的活儿让人放心。      

第二天，我们跟团游览活动的第一
个景点就是蓝色清真寺。果不其然，由于
维修，导游只带我们在外面最好的位置看
了看风景。幸好昨天自由行时，我们进到
蓝色清真寺里面看了看，大致了解了内部
情况。  

紧邻蓝色清真寺的一片空旷的广场
是罗马竞技场（Hippodrome），即罗马
时期举办战车比赛和竞技体育赛事的地
方。广场上矗立着两座方尖碑和一个蛇
形柱。那座被称为“墙柱”的方尖碑原来
包着一层铜，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时，洗劫
君士坦丁堡的士兵们，以为是黄金，悉数
掠走。另一座方尖碑来自埃及的卡纳克神
庙，有3500年历史，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可惜的是那座青铜三头蛇形柱，当
时是罗马人从古希腊神庙中搬到这里来
的，作为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雕塑。可惜的
是，蛇头却不见了踪影。 

离蓝色清真寺不远的地方，就是托
普卡帕宫 （Topkapi Palace），即人们称
为老皇宫地方。十九世纪中叶，西风东
渐，苏丹阿普杜勒·迈吉德也赶时髦，
在金角湾的对岸修建了一座欧洲风格的
新皇宫，于是，托普卡帕皇宫便成了老皇
宫。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托普
卡帕宫和北京的故宫一样，成为一座博物
馆。可以说，这座皇宫不但目睹了数不清
的宫廷秘密，也见证了奥斯曼王朝在这里
走向顶峰继而衰落的历史。 

宫 内 庭 院 错 落 ， 绿 树 掩 映 着 参 拜
厅、珍宝馆、圣物陈列馆等重要宫廷场
所，如果都仔细看的话，一整天都泡在这
也看不完。因此，我们一路走马观花，穿
过几个庭院，最后来到后花园，来到宫殿
面海的露台上。站在此处远眺，金角湾、
马尔马拉海和波斯普鲁斯海峡的美景一览
无余。奥斯曼帝国的雄风，宫闱密室的争
斗，都已随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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