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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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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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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耶路撒冷的苦路尋找不易，所幸有幾站會有圓形數字標示。 右上著名的
哭牆，每日湧進無數信徒及觀光客前往朝聖。

右下哭牆分為男、女禱告區，莊嚴的氛圍讓人不敢大聲喧
嘩。左下圓頂清真寺除了鍍金的圓頂引人注目外，傳說也是
穆罕默德夜行登霄之處。 

隔天，漫步在耶路撒冷舊城之際，遠方傳來陣陣黑煙，

刺鼻的煙燻十分嗆人，一問之下才知道是炎熱的天氣

加上乾燥，所引發零星的火災；以色列有三分之二的國土是

沙漠，面對四周回教鄰國的敵視，他們終日荷槍鎮守，在惡

劣的環境裡，以色列人依舊歡慶、縱情高歌，引以為傲。

每天數以萬計的朝聖者湧向西牆，或對著牆面祈禱，或撫

牆哭泣，再將祈願之事寫在紙條中塞進牆縫，來到這裡很

難不被這股強烈的信仰所感動。好不容易擠進西牆前方，

輕撫巨石堆砌而成的古老牆面，我彷彿聽到數千年以來，大

衛王、巴比倫、波斯、羅馬、回教徒以及十字軍在此處攻城

掠地的聲音，淒楚而悠遠。西牆又稱為「哭牆」，對猶太人

來說，是為無法回到自己國土及聖地而悲，對旅人來說，愴

的是這座城市乃用無數生命堆砌而來。

現存西牆是西元前一世紀由希律王所建，也是僅剩的聖

殿遺跡，亡國後的猶太人被禁止進入西牆，直到「六日戰

爭」猶太人奪下耶路撒冷，才讓以色列的大衛之星旗幟，重

新在這塊聖地飄揚。然而西牆之上的聖殿山，以色列決議

仍交由伊斯蘭組織管理，使得在苦路朝聖的基督徒、西牆禱

告的猶太教徒，以及在聖殿山圓頂清真寺祈禱的伊斯蘭教

徒們，罕見地在耶路撒冷和平共處。

SPECIAL REPORT

120 121TRAVELER Luxe   TRAVELER Luxe   



耶路撒冷的美麗與哀愁
走在舊城石板路上，就像走進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歷史，這

座大衛王、亞伯拉罕、耶穌及穆罕默德都曾駐足的城市，每

座屋舍、教堂或是市集裡的台階，用古老的姿態告訴人們它

歷經的滄桑與恆久，而朝聖者則在高低起伏的階梯裡，尋

找聖經在此提及的故事。聖經內容被信徒以當代最雄偉、

經典的藝術造詣，建築在全世界知名的教堂之上，德國小

鎮歐博阿瑪高更用十年演出一次的《耶穌受難記》歌詠祂，

而這些巨作真實發生地，多數都在耶路撒冷，包括最後晚

餐的地點、耶穌被猶大背叛的客西馬尼園以及耶穌被釘上

十字架前行經的14站苦路等。
苦路的最後5站都在聖墓教堂裡，包括耶穌在髑髏地被釘

上十字架、死亡、安葬並復活的墓地，原先的墓地已被建成

禮拜堂，每天排隊參拜的人潮絡繹不絕，狹小的空間僅容

不到五人，信徒頭靠在墓前跪著禱告，在數秒的時間裡、最

接近聖跡之處，完成苦路最後一站；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段

苦路，在耶路撒冷實實在在跟著聖經故事走過一回，彷彿

肩上的重擔得以減輕、超脫昇華。

每天信徒與軍人是漫步舊城最常看到的景象，他們各

自用十字架、槍枝捍衛心目中的耶路撒冷，這是聖地的美

麗也是哀愁。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各自聲稱的首

都，僅管巴勒斯坦已被以色列佔領成為自治區，國際上仍舊

將台拉維夫視為以色列首都；另一個無奈是旅人的護照，

已不會出現入境以色列的任何痕跡。因為遊客入境以色列

後，將被禁止進入部份鄰近的回教國家，遊客需請以色列

海關不要蓋上入出境章，以防被他國拒於門外，而今以色列

海關索性只發給一張入出境卡來解決這個問題。

漫步地勢高低起伏的舊城區，每個轉角都將看見不同風
景。

上補圖說 左下相傳此處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髑髏地。 右下補圖說

右下 神將再臨的橄欖山，其上蓋了眾多教堂及墓園。
左下 據說這是耶穌從橄欖山升天時留下的腳印。 

左以色列將六芒星又稱大衛之星，做為國旗的標誌。
右欲了解複雜的以色列歷史，可至大衛塔一探究境，
那裡同時也是俯瞰舊城的絕佳地點。

苦路第九站是
耶穌背十字架
第三次跌倒之
處，不起眼的角
落現設有十字
架及標記，才不
至錯過。

上 由希西家所建的水道，其流水依然潺潺地流過大衛城。 
下 走一段位於地底的西牆隧道，將見識到前人偉大的建築工藝。

如果你曾感動於文藝復興時期，米開朗基羅所雕的大衛

像，那就更要造訪他建立的大衛城，而且耶路撒冷的誕生

也始自於此。大衛城位於舊城外，雄偉的結構，讓人驚豔於

耶路撒冷精湛的建築技術，事實上來到聖城，除了地面上的

古蹟，還要往地底下走。大衛城的希西家水道，是猶大王希

西家為了防止亞述入侵切斷水源，而下令修築將城外水源

引進城內的通道。這也是一段摸黑在水道裡行進的刺激旅

程，三十分鐘的步行過程，將感受前人建築的鬼斧神工。另

一個地底通道是西牆隧道，位於聖殿山底下，廣闊的通道

容許數十人在地底穿梭。這天氣候仍舊是四十幾度高溫，地

道卻是通風且涼爽，巨石築成的壯觀牆面及導覽盡頭的大

型水池等，許多建築上的不可思議，就和耶路撒冷歷史一

般，成為待解的祕密。

另一處在舊城牆外的景點──橄欖山，也是重要的朝聖

地。因為耶穌在橄欖山的客西馬尼園被出賣，也在那裡升

天，據說末日審判來臨，祂將從此地降臨，而以色列人更相

信橄欖山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橄欖山的升天教堂（Chapel 
of the Ascension）裡頭，還留有傳說耶穌升天時留下的腳印，
摸著腳印遺跡，想像祂從這片美麗的山丘回到天堂，我的朝

聖旅程也在此結束，離開了既是天堂又是人間的聖地，前往

被高牆及檢查哨籠罩的巴勒斯坦自治區──一個失去自由

的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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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國難民營，硝煙裡的幸福微笑
從耶路撒冷搭巴士往南行，約半小時就到達耶穌誕生地

伯利恆，伯利恆位在巴勒斯坦自治區，原本預計從這裡再搭

大眾運輸往南移動到其他城市，後來才發現在以色列的遊

戲規則到了自治區將不再適用，我必須回到耶路撒冷才有

長途巴士開往南部城市，因為大部份巴勒斯坦人是不允許

進入以色列，只有「背景乾淨」的巴勒斯坦人才可以，也就

是由以色列進入巴勒斯坦容易，要反過來走就要經過檢查

哨的層層安檢，尤其越是敏感的城市如傑寧（Jenin），安檢
就越嚴格。

耶穌出生在伯利恆的馬槽，就是如今的聖誕教堂。沒有雕

刻妝點的外觀，門口窄小須得彎腰而入，很難想像這裡就是

聖誕教堂。耶穌出生的地點標誌著十四角星，參觀的人潮

眾多，莊嚴肅穆的祭壇，卻沒有絲毫的喧鬧聲。可惜耶穌誕

生的喜悅似乎沒有感染這座小鎮，進入巴勒斯坦之後，開始

感受到以巴關係的壓迫與對立，所幸雙方都給觀光客特別

「友善」待遇，「因為以色列為了給國際好印象，才有雙重標

準！」跟我們同在檢查哨接受以色列士兵安檢的巴勒斯坦裔

婦女這麼說，她被要求跟其他巴勒斯坦人一同關在鐵牢裡

等待安檢結束，而我跟同伴則被士兵特別叫住在牢外等待，

隔著鐵欄杆她不可置信地看著這一切。

限制自由的不只鐵欄杆，還有無盡綿延的圍牆及檢查哨，

以色列隔絕了恐怖攻擊，卻也阻斷了巴勒斯坦復國的可能。

所幸不自由的土地上有國際援助的標誌，梵蒂岡贊助伯利

恆旅客服務中心成立、國際志工援助難民營、英國塗鴉教父 
Banksy 在圍牆上作畫等。冰冷堅硬的高牆上寫滿一則則以色
列士兵對巴國居民不人道對待的故事，也繪上人們祈求和

平的塗鴉，將手上的武器換成鮮花，持槍者變成燦爛微笑

的女孩。然而和平，對這塊土地來說一直是遙遠的夢想，從

前以色列人渴望復國，現在則是巴勒斯坦人的願望。

下一站來到 Ayda 難民營，從進入巨型鑰匙大門開始，我
們就受到一群小朋友熱烈歡迎，走訪營區時又巧遇三個正

在嬉戲的小孩，對我們露出害羞又開心的微笑，一直跟在後

頭又笑又鬧的，最後才不捨地揮手再見，我也對他們拍下最

後一張照片，這張鏡頭拉遠的影像，呈現出三個小孩四周是

垃圾及斑駁牆面，即便如此，卻是此行最美麗的風景。

巴勒斯坦存在兒童的樂園嗎？答案是有的，鄰近納布盧

斯（Nablus）有一座巴勒斯坦最後的動物園──Qalqilya Zoo。
在以巴衝突與極少外援的情況下，由園區員工奮力維持的

樂園。由於巴國英文及大眾運輸不發達，遊客不易到達，在

當地人協助下，一字字用阿拉伯字寫下目地的，再一路找會

英語的人來問路，從耶路撒冷開始，我們搭公車再換兩次

共乘計程車，最後搭了一趟計程車才總算抵達。

動物園的營運僅管歷經重重困難，園區負責人努力不讓

籠子空著，在這座巴國小孩天堂裡，有熊、獅子、鱷魚等珍

稀動物，也有雞、鴨、兔子及黃金鼠，對待逝去的動物，則製

作成標本，繼續「生活」在園區裡；另一邊則是規畫有著摩

天輪、碰碰車的遊樂園。一切從簡的設備，這裡是巴勒斯坦

人心中的天堂。

上乳白色的牛奶教堂，因聖母瑪利亞在這裡
哺乳時，將奶汁滴到地上使得岩石全變成白色
而得名。 下耶穌誕生的馬槽被改建成教堂，
也是至今仍在使用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以
色
列
在
巴
勒
斯
坦
自
治
區
築
起
一
道
道
圍
牆
，
減
少
了
境
內
的
恐
怖
攻
擊
，

卻
也
限
制
巴
國
人
民
的
自
由
。

難
民
營
入
口
蓋
了
大
型
的
鑰
匙
及
孔
洞
，
裡
頭
是
與
一
般
住
家
無
異
的
建
築
，

被
以
色
列
高
牆
圍
住
。

左
水
泥
建
築
而
成
的
巴
勒
斯
坦
難
民
營
，
牆
上
塗
鴉
是

人
民
無
言
的
控
訴
。 

右
難
民
營
裡
的
小
朋
友
非
常
歡

迎
觀
光
客
來
訪
。

左
上
對
於
逝
世
的
動
物
，
園
方
用
原
始
的
技
術
將
其
做
成
標
本
，
繼
續
保
存
於
動
物
園
內
。 

右
上
園
內
設
施
簡
單
，

卻
是
巴
勒
斯
坦
小
孩
的
遊
樂
天
堂
。
下
甚
少
觀
光
客
來
訪
的
動
物
園
，
當
地
小
孩
目
光
停
留
在
我
們
身
上
比
柵
欄
內
的

動
物
還
多
。

伯利恆現場製作的木雕紀念品工廠，價格較耶路撒冷實惠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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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沙漠，當一日貝都因人
鄰國約旦貝都因人的天堂在哪裡？我想是在沙漠裡。長

久以來他們世居在那裡，《阿拉伯的勞倫斯》電影拍攝地

同時也是他實地造訪的瓦迪倫，奢華的沙漠之旅現在成為

歐美遊客的最愛。瓦迪倫入口矗立高聳的黑色巨岩，被稱為

「智慧七柱」，這是勞倫斯名著的書名，他寫下與阿拉伯人

併肩對抗土耳其佔領的傳奇過程。坐上吉普車，我們緩緩駛

進貝都因人的世界──黃澄澄大漠遍布的嶙峋山谷。

跟著當地人在沙漠馳騁、喝貝都因茶，中午到導遊母親的

帳篷中享用午餐，習慣原始的她獨自一人生活在沙漠中，由

黃狗與豢養的山羊陪伴。一路上絕少人跡，只有在觀光景點

時才會遇到零星的歐美觀光客。

瓦迪倫嶙峋多變的地貌，非常壯觀。

佩特拉古城面積廣闊，遊人可選擇乘座駱駝往來。

夜宿沙漠以天為被，耳邊傳來導遊的歌聲，愉悅而悠遠。

上
瓦
迪
倫
的
吉
普
車
之
旅
有
一
日
及

多
日
遊
，
帶
遊
客
深
入
貝
都
因
人
的

世
界
。
下
驕
陽
下
遊
人
躲
到
帳
蓬

裡
，
跟
著
貝
都
因
人
烹
水
、
喝
茶
，

慵
懶
地
享
受
沙
漠
生
活
。

上
修
道
院
是
佩
特
拉
第
二
重
要
的
景
點
，
因
位
置
遙
遠
常
被
遊
人
忽
略
。 

下
被
稱
為
﹁
寶
藏
﹂
的
古
蹟
，
在
日
落
餘
暉
照

射
下
，
呈
現
迷
人
的
粉
紅
色
。

日
落
之
際
，
遊
人
、
小
販
漸
漸
散
去
，
靜
謐
的
佩
特
拉
別
有
一
番
風
情
。

到了夜晚，更只有導遊與我們三人在沙漠中過夜。皎潔的

月光下，萬籟俱寂，帶著被子我們躺在沙漠裡，看數不清的

星辰閃爍眼前，流星一顆顆劃過，在壯闊的宇宙裡才感覺自

己的渺小，一切煩惱就像山谷的一粒細沙，被瓦迪倫的晚

風吹散無蹤。導遊一邊用當地語言吟唱著聽不懂的輕快歌

曲，一邊說住在市區的他還是習慣來沙漠沉澱焦躁的心情，

「這裡是我的百萬大飯店。」他笑道。

另一個貝都因人生活的城市佩特拉，無疑是約旦最熱門

的觀光勝地。兩千多年前，納巴泰人利用岩壁鑿刻出神殿、

宮殿、圓型劇場、墓地等，遍佈佩特拉山谷，直到1812年它
才重新被世人發現，就像一座失落古城，用它雄偉的建築訴

說曾有的榮光。載著印度香料、中國絲綢與非洲象牙的駱駝

商隊，往來運輸東西方的貨物，可觀的獲利讓納巴泰王國在

當時極具影響力。經過無數峽谷後，一座粉紅色神廟從狹窄

山壁中乍現，這是約旦官方用來宣傳觀光的代表景觀。這座

被稱為「寶藏」的建築融合了希臘及納巴泰藝術，原先是作

為國王墓地使用，後來據信被當成神廟。日落來臨，觀光客

散去，太陽餘輝將山谷染成另一種色彩，我終於了解為何佩

特拉又叫「粉紅城市」。

SPECIAL REPORT

126 127TRAVELER Luxe   TRAVELER Luxe   



續往約旦北部行進，我們來到世界上最低的湖泊──死

海，感受恣意飄浮水中的樂趣。站在岸上就可看見海底有大

量的白色鹽層沈澱，高鹽度的海水讓人可以直接或趴、或躺

在海上，每人臉上、身體都塗滿海底挖起的礦物泥，享受中

東獨特的 SPA 體驗。平靜無波的水面，在夕陽映照下格外迷
人，就像中東多變的面貌，神聖中帶著憂傷，壯闊裡藏著神

祕，令人難以忘懷。回程中遇到牧羊人趕著羊群歸途，耳中

彷彿傳來瓦迪倫導遊吟唱的歌聲，堅毅又樂天的旋律，在

約旦山谷中迴盪。

死海旁的私人海灘座擁日落美景

死海底部可見白色的鹽層沉澱

左日落的死海帶點涼意與蕭瑟 右回程巧遇牧羊人友善地
跟我們揮手，與世無爭的模樣，彷彿世上所有繁囂皆已從
此地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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