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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内陆小国，北邻德国，西邻
法国，南邻意大利，东邻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全境以
高原和山地为主，有“欧洲屋脊”之称。面积41277平
方公里，也就是约为我所居住的印第安纳州的一半。在
当今世界列国之中，瑞士国土面积虽小但名气却大。这
个国家不仅山清水秀，号称“世界公园”，而且经济发
达，社会安定，众多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都把总部设在
了瑞士。

瑞士历史上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直到十
三世纪末，乌里州、施维茨州和下瓦尔登州三个州在反
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秘密结成永久同盟，才
开始建国。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认瑞士为永久中立国。
此后，瑞士本土从未卷入过任何形式的战争，于两次世
界大战期间也未受战火波及。

因此，很多人把瑞士当作生命中的避风港和歇脚
站。尼采有阵子喜欢跑到瑞士乡下，在这个“地球上最
迷人的角落”里思考高深的哲学问题。一次大战期间，
列宁同志为躲避追捕，也隐居到了瑞士，直到俄罗斯帝
国被推翻，才在德国人的帮助下重返俄国领导布尔什维
克发动革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戏剧大师卓别林带着
老婆孩子在瑞士转了一圈后，立马做出决定，搬到瑞士
来养老。瑞士就是这么一个神秘的国度！

 

苏黎世印象
苏黎世（Zurich）既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也是

瑞士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不但集中了全球120多家银
行的总部，也有链接世界各大城市的航班。我们这次瑞
士旅行的第一站就是苏黎世。

由于改变航班，中途在伦敦多停了一站，原本应
在早晨到达苏黎世便推迟到了傍晚。多年前路过苏黎世
曾在城里逛了逛，印象中的苏黎世依山傍水，古朴而奢
华。这次来苏黎世，特想感受一下这个瑞士最大城市特
有的城市风情。

出租车刚到旅馆门口，便看到先来的朋友们出来迎
接，倍感温馨。

我们的旅馆坐落在尼德道尔夫（Niederdorfstrasse）
街上。这是一条由鹅卵石铺成的步行街，许多老字号隐
藏在纵横交错的狭小街道中，赋予了这条街厚重的历史
底蕴。这里酒吧餐馆鳞次栉比，游人闲人摩肩擦踵，咖
啡厅餐馆都在外面摆放着桌椅，且都坐满了人，使街道
略显拥挤，但人气爆棚。

饭后在街上散步，欣赏苏黎世老城风光，不一会
儿，便来到了苏黎世的中央火车站。欧洲的许多城市
都有个规模宏伟的火车站，继续显示工业革命时代的辉
煌。

苏黎世中央火车站是个庞然大物。由于明天要专
门来这里，我们便绕过火车站，信步来到班霍夫大街
（Bahnhof strasse）。早就听说过这条号称“瑞士的华尔
街”的大街，这里不但银行密集，还有世界上最大的“

金市”。
果然，街上醒目的银行招牌比比皆是，令人目不

暇接。走在街上，看着这些光鲜亮丽的门脸，不得不佩
服瑞士发达的金融业。这些银行都有为客户保密的极高
信誉，所以才能誉满全球，成为有钱人的安全避风港。
最近有消息说，瑞士要公布某些客户的存款信息，也不
知这些银行是否执行，但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
抗议来看，也不是空穴来风。在这个世界上，啥事都在
变，只有变化本身是不变的。

说实在的，我对瑞士的银行没什么兴趣，主要原
因还是咱没钱往瑞士银行里存。除了银行，班霍夫大街
上的名牌商店多少还能认识一些，一圈走下来才发现，
这里的名牌店比比皆是，密集程度绝不亚于巴黎的香榭
丽舍大街、纽约的第五大道和芝加哥的一英里黄金购物
街。这些商店的橱窗布置得就像博物馆，商品少而精，
让人有看一眼就想进去的冲动。

瑞士是个钟表王国，这在班霍夫大街上表现得再明
显不过。街上的许多橱窗都有手表展示，很多耳熟能详
的名表，如劳力士、欧米茄、伯爵等名表，都是大大方
方地躺在橱窗里供人欣赏。

不用说，这里是购物天堂。疫情前，这条街上喜欢
买买买的中国游客绝不会少，现在还能看到有些商店的
中文标牌。我们在街上闲逛之时，竟未遇上一个来自中
国大陆的游客。看来疫情不但阻挡了中国游客周游世界
的脚步，也对这些名牌店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百年老店Sprüngli苏黎世
分店门前。这个店的手工制作高品质巧克力遐迩闻名，
白天开门营业的时候总是排队。同行的朋友下午已来这
里给我们买好了巧克力，虽然现已停止营业，但仍能感
觉到白天这家店的火爆。

重游苏黎世，我更感兴趣的还是老城里的那些老建
筑。 

夜幕下的利马特河（Limmat）风光旖旎，繁华的城
市倒映在河面上，引人无限遐想。酒吧里传出的音乐在
水面漂荡，胜似清风送爽，令人心旷神怡。从苏黎世湖
畔的布尔克利广场（Bürkliplatz）到我们下榻旅馆的路
上，苏黎世大教堂、圣母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苏黎
世市政厅等标志性建筑在河边争妍斗艳，不遑多让。原
来苏黎世的夜景竟是这样迷人！

由于旅途劳顿，回到旅馆后，来不及感受一下尼德
道尔夫街上的热闹气氛，便匆匆进入梦乡。 

翌日清晨，爬上林登霍夫公园，苏黎世又是另一番
亮丽清新的景色。公园里一对年轻的恋人依偎在临河的
长椅上，他们尽情享受着公园里安静，融入苏黎世的美
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在欧洲国家旅行，我最感兴趣的建筑就是教堂、大
学和坟墓。 

苏黎世大教堂(Grossmünster)是一座历史悠久的
教堂，也是苏黎世的地标之一。这座教堂始建于1100

年前后，其建筑风格以罗曼式的双塔闻名。在当年的
宗教改革运动中，苏黎世大教堂扮演了瑞士德语区
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点和大本营的重要角色。1518年
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乌利希·慈运理（Ulrich 
Zwingli），成为苏黎世大教堂的神父，在此开始宣扬
宗教改革学说。在他的推动下，最终导致当地政权批
准教会与罗马教宗断绝关系。著名的苏黎世大学的历
史便可追溯到1525年他在此设立的神学院。

我们来到教堂的时候，还没开门，只好在门前
的广场等候。望着教堂高耸云霄的双塔，便下定决心
登上去看看。进入教堂后，径直奔上塔楼。站在塔楼
上，老城风光尽收眼底。苏黎世湖，波光潋滟，白帆
点点；远方群山，郁郁葱葱，雄伟壮观。

从塔楼上下来，在教堂大厅里快速转了一圈。比
起欧洲其他著名教堂来，这里的内部陈设显得颇为简
朴，这倒符合新教倡导和坚持的宗教文化传统。据介
绍，教堂内的彩画玻璃和凯撒大帝的画像是瑞士现代
艺术大师贾科梅蒂的杰作。

苏黎世大教堂内还设有宗教改革博物馆，但由于
我们要赶去列支敦士登的车，没时间参观博物馆，小
有遗憾。转念一想，过几天还要去日内瓦大学，一个
更为重要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遗迹，又感到一丝宽
慰。

 

列支敦士登一日游 
世界上有几个在欧洲的袖珍国家，如梵蒂冈、列

支敦士登、摩纳哥、圣马力诺。甭看这些国家小，但
都各有特色。列支敦士登离苏黎世不远。既然都到了
苏黎世，不如顺便过去看看这个袖珍小国，满足一下
好奇心。

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是个实行君主立宪制
的山区小国，虽然土地狭小，人口稀少，但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高达60,000欧元，以阿尔卑斯山的美丽风光、
避税天堂和高生活水准而著称。 

搭乘旅游大巴车进入列支敦士登之前，先来到拉
珀斯维尔（Rapperswil），即玫瑰之城。这里有个中世
纪城堡，保存完好。我们进入城堡时，看到一对年轻
人正准备在这里举办婚礼，场面还挺隆重。婚宴的工
作人员正忙着做准备工作，几十张铺着雪白桌布的餐
桌与古老的古堡城墙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在古堡里举
办的婚礼比在星级饭店举办的婚礼显得更有特色，更
有情调。看到在葡萄园里更换服装的新娘新郎，衷心
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幸福快乐。

 在湖边享用午餐后，继续前行去参观海蒂之乡迈
恩费尔德(Maienfeld)，瑞士儿童作家约翰娜·施皮里小
说《海蒂》的主人公——阿尔卑斯山少女海蒂和爷爷
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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