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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十六国》

前言

古人云：“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古代交通不便，万里路走下来，一路风餐露宿，固是辛苦，但所
见所闻，必定丰富人生阅历。山川形胜，能畅达情怀；风土人情，亦能启迪智慧。不过如今交通发达
，万里之路，波音飞机亦不过十来小时即可到达。自然没有了“读万卷书”的功效。不过也正由于交
通便捷，今人活动的范围大哉矣。尤其如今经济发展，农食丰足之后，人们对旅行的兴趣日增。兼以
国门开放，不仅国内旅游，国际旅行亦成平常之事。    自1987年受英国文化交流协会之邀，赴英作医
学考察起，二十余年来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工作访问，以及近年退休后的出国旅游，到过欧、亚、
美、非各国，行程当在数十万公里之数。虽不敢称“胜读万卷书”，但也确实增长了些见识。当然，
为学术交流、工作访问而去者，只能在工作余暇，稍事参观，自是浮光掠影。随旅行团出游者，亦是
走马看花，难有机会深入了解。为弥补此项缺陷，行前多曾查阅相关资料，以知其然。归来整理所摄
照片、所作写生，有时还需再查阅相关历史、地理资料，以知其所以然。虽亦曾应友人之约，写过少
数几篇游记，在旅行杂志发表，但大多是淹没在脑海之中。    “年轻人爱想象，老年人爱回忆”，大
概也是人之常情。近年步入老年，亦稍多闲暇，因此难免亦常回首往事。尤当报刊述及某国之新闻，
电视介绍某地之风光时，则更易“激活”脑海中这些沉睡的记忆，于是有了写些游记之想。不过亦是
顾虑多多，一是所到之处本不全面，记述更欠周详；二是历史、地理知之不多，述来或有出入，则愧
对读者；二三是笔翠功夫不够，或难使读者如历其境、感同身受，故久久犹豫未决。    2010年秋季偕
夫人随旅行团前往美国、加拿大旅游，深感业界所谓：“上年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回来忘掉
”确是属实。因旅行社方面多安排景点，可以招徕游客，旅客疲于奔命，很难深入了解。若遇勤快的
导游，或许还能多知道一些；若导游不想多说，或是业务不精，游客就更足雾里看花了。因此，似觉
以我之所见、所闻、所知，表述于文字、公之于大众，或许尚可为拟出国游览诸君起些导览作用，或
可使不出门之“秀才”略知天下之事情。    当然作为游记，或许应深入展示该地方之风土人情、深刻
剖析该地方之政治经济，再引入哲理思考、感悟人生等等。然此非我之所长，亦觉旅游云耳，似也不
必引入过多沉重的话题。故考虑再三，索兴以“浮光掠影”为名，记录我曾经之游览，仅此而已。若
对读者诸君或有裨益，则秉辉幸甚。不过，尽管如此，因限于水平，见闻或有偏颇不实，描述可能失
于精辟，皆请读者、行家不吝指正。    杨秉辉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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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十六国》

内容概要

泰国、柬埔寨、印度、新加坡、以色列、巴基斯坦、俄罗斯、捷克、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意大
利、英国、土耳其、加拿大、美国，作者杨秉辉将在《浮光掠影十六国——跟着名医走天下》一书中
一一介绍他在这些国家的旅游见闻。爱好旅游者千万不可错过！
    《浮光掠影十六国——跟着名医走天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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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十六国》

作者简介

杨秉辉，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内科及全科医学工作近50年，曾
因肝癌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及其他多项奖励。    业余从事钢笔风景写生近30年．曾
出版《杨秉辉风景速写》及《杨秉辉风景写生画》画集，在上海美术馆、昆山侯北人美术馆等举行个
人画展及参加“跳跃的旋律”七人钢笔画联展，巡展于江浙五城市。钢笔写生画《维多利亚港》、《
上海世博会瑞士馆》分别获全国第三届、第四届钢笔画展银奖、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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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泰国  千佛之国泰王国    佛寺之都曼谷    芭堤雅与人妖柬埔寨  柬埔寨与曾经的辉煌    认识柬埔寨    金边
在复苏中    周达观与亨利·默哈特    大吴哥、小吴哥    吴哥，人力与自然力的博弈印度  印度旅游金三
角    印度的地理与历史    印度的种族、宗教及其他    德里，因陀罗神的住所      老德里、新德里      红色
的宫殿与白色的庙    阿格拉，古之辉煌今未续      在古都遇到吉卜赛人      世界建筑奇迹泰姬陵    斋浦尔
，曾经光辉的土邦首府新加坡  城市岛国新加坡    新加坡的历史与地理    新加坡的社会相    鱼尾狮和圣
淘沙以色列　巴基斯坦  耶路撒冷，一城三圣地    老住户回归，早已面目全非    耶路撒冷的老城区    哭
墙，犹太人的精神寄托    穆罕默德升天之处    耶稣基督生死之地俄罗斯  俄罗斯三城    海参崴，俄国远
东军事重镇      一次不期而遇的旅行      在亚洲的欧洲人城市    莫斯科，文化古城与首都      红场与克里
姆林宫      莫斯科大学、胜利广场与新圣女公墓    圣彼得堡，三易其名的城市      北方威尼斯与俄罗斯巴
士底狱      普希金作诗赞美的青铜骑士像      冬宫、夏宫及普希金村捷克  欧洲腹地中的捷克    秋天里我
们来到了布拉格      来到古城看古钟      古老的教堂，古老的桥    塔博尔与比尔森    温泉疗养地引来众多
名流贵胄    小城与天堂匈牙利  匈牙利，东方游牧民族的后裔    康有为说匈牙利是我们的“亲戚民族” 
  多瑙河明珠，布达佩斯      多瑙河上的桥      布达城，皇宫之城      盖尔雷特山上的两座雕像      千年纪念
碑和圣伊斯特万大教堂    浪漫的山丹丹    古老的维谢格纳德城堡    鲜血与美酒铸就的埃戈尔葡萄牙　
西班牙  伊比利亚半岛掠影    默德爱尔文化与海洋帝国    葡萄牙，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国家    西班牙西南
三名城      到塞维利亚去看大钟楼      到格拉纳达去看阿拉伯王宫      到科尔多瓦去看千柱厅    西班牙古
今两都城      古都托雷多，三教文化城      首都马德里，恰逢三王节    伊比利亚半岛明珠巴塞罗那      拍
斗牛雕塑聊补遗憾      哥伦布的功过，谁与评述      安东尼·高迪，令人崇敬的建筑师      毕加索博物馆
与奥运会赛场意大利  访意散记    条条大道通罗马    罗马，古迹博物馆    佛罗伦萨，艺术之都    比萨，
斜塔应无恙    威尼斯，海上明珠英国  英国，故地重游    苏霍、匹克底里，伦敦别来无恙    剑桥、约克
，东线风光绚丽    呢裙、 风笛 ，苏格兰岂止如此    湖畔诗人、莎士比亚，西线文化积淀丰厚    玩偶、
名画，温莎堡尽显皇家贵胄生活土耳其  横跨欧亚之千年古都    我们一个远房兄弟的地方    “牛渡”博
斯普鲁斯海峡    红庙与蓝庙    逛罢大巴扎再看肚皮舞加拿大  枫叶与冰雪的国度    西海岸的两座花园城
市      温哥华，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      煤气镇、蒸汽钟与狮门桥      维多利亚的英国风      布查特花园，
加国园艺之冠    安大略省风光无限      认识安大略      和谐之都渥太华      郁金香之都渥太华      加拿大第
一大城多伦多      世界最大的瀑布，尼亚加拉大瀑布      美加共有之千岛风景区美国  美国，一个美丽的
国家    阿洛哈，夏威夷      托拉托拉，我们也飞到了夏威夷      阿洛哈，夏威夷      珍珠港的启示   旧金山
与洛杉矶，对门的两家邻居      有一个响亮中国名字的美国城市      美国西部的标志，金门大桥      观光
缆车与渔人码头      仿古罗马的建筑引发怀旧之情      两座标志性的塔、一条有趣的街      天使之城洛杉
矶      美国电影的大本营—好莱坞    人工与天成，美国中西部的两大景区      拉斯维加斯，沙漠中的奇迹
之城      科罗拉多大峡谷，地质教科书    芝加哥，湖畔之城      美国中部文化名城      摩天楼，芝加哥学
派的宠儿    美东四城，美国发祥之地      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史      独立战争的策源地—波士顿      美国
剑桥的两所名校      美国第一大都会—纽约      曼哈顿南端，美国的金融中心      曼哈顿的市中心      自由
女神像，移民的希望与辛酸      美国的摇篮，费城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与林肯，两位值
得纪念的美国人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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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十六国》

章节摘录

金边在复苏中    金边在柬埔寨中部平原，当湄公河、洞里萨河、巴沙河与前江汇合之处。面积70多平
方公里，人口110万，为柬埔寨第一大城。1443年为避开暹罗人的侵扰，高棉国王蓬里坷·亚特自吴哥
迁都于金边，并开始建王宫、佛寺，开运河，填洼地。但后因王室分裂，而又迁出。直到1867年诺罗
敦国王才又将国都迁回金边至今。    金边市中心有独立广场，宽阔的大草坪上有纪念摆脱法国殖民统
治的独立纪念碑，高大的纪念碑用赭色大理石建成。除远处的首相官邸外，孑然独立。    独立纪念碑
东去200米许为王宫。目前国三及其家属仍居其中，但部分开放可供游人参观。王宫始建于1886年，为
一组金色琉璃瓦顶及黄色围墙环绕的大型建筑，包括曾查雅殿、金殿、银殿、宝物殿、舞乐殿等大小
二十余座殿堂。王宫皆双层翘顶的南亚庙宇式建筑，尤其四角有纤细高翘之屋角，犹如柬泰舞者带着
指套舞动之手指，令人印象深刻。宫中有一栋二层法式建筑，称拿破仑三世阁。可能系接待法使所用
，与宫中其他建筑颇不协调，但亦或可日“相映成趣”。王宫中宝物在红色高棉时期损失过半。仍存
者，值得一说的是银宫或称绿玉寺，其地面由5000块雕花银砖铺成，内存大小金佛，尤可贵者为约高
半米、由整块翡翠雕成之玉佛，价值连城，为柬埔寨国宝。入内参观皆需脱鞋。柬埔寨王宫内有大草
坪，花木繁盛，以我之见，还似稍胜于泰国皇宫。    金边作为柬埔寨第一大城市，在“红色高棉”时
期受到巨创。波尔布特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将城市居民悉数赶下乡去，金边几成空城。但如今之
金边已在复苏，虽仍较破旧，但新建设已在进行之中，包括一些高层建筑，在脚手架掩护之下，已经
充分显示其高度。街巷中一些二三层楼高的民居有宽阔的阳台，阳台上的神龛已显出主人生活的丰足
。    市中心的莫尼旺大道上的中央市场，是一个有着黄色大圆顶的法式建筑。其内则颇似上海城隍庙
豫园市场的模样，各式小店前人头攒动，购销两旺。莫尼旺大道上的大型百货商店，从商品成色、商
店雇员及顾客衣着等情况看当不逊于我国南方的大中城市。    周达观与亨利·默哈特    到泰国去旅游
的人必定是要看他的大皇宫的，尽管依我之见柬埔寨的王宫并不逊于大皇宫，但到柬埔寨的游人几乎
都是为着吴哥而来。吴哥在暹粒，不在金边，但金边是首都，大多数国际航班皆落脚金边，故看王宫
多是顺带之举，尽管也值得一看。    说起吴哥古迹，自是古代柬埔寨人的杰作，充分显示了古代柬埔
寨国力的强盛与达到的建筑艺术顶峰。但让世人了解吴哥的，则有两人是不能忘记的。一位是中国元
朝人周达观，一位是19世纪的法国人亨利·默哈特。    元成宗元贞元年，即1295年，成宗派使团赴国
号真腊的高棉，即今日之柬埔寨。我国古代派使团赴国外，大多为宣扬国威，也是为联络感情。1296
年使团由庆元路即今之浙江宁波出发，经闽、粤各地及越南沿海，达湄公河口，逆流而上到达高棉的
首都吴哥。使团中有名叫周达观的，在高棉住了一年多，并周游各地，到过今日之磅清扬、洞里萨湖
、金边等地。大德元年(1297年)6月，周达观仍沿海路返回中国。回国后将在高棉之所见所闻，著成《
真腊风土纪》一书。详细记述了自己的行程，及当时柬埔寨的风土人情。古代柬埔寨人创造了繁荣的
国家、辉煌的文化，但留下文字的记述却很少。或许与该地炎热、潮湿，容易生虫、长霉，纸质的乃
至刻石的文字记录皆不易保存等有关。所以《真腊风土纪》所记述的一切关于城郭、交通、物产、贸
易、节令、耕种、禽兽、蚕桑等，成了研究古代柬埔寨的重要文献。其中对于吴哥城的描述更几乎是
对柬埔寨这一旷世奇迹、当时的唯一记录。    周达观返回中国后一百多年，这个辉煌的王国终于没能
“持续发展”，以致国势日衰，又由于暹罗人的不断侵扰，1431年国王篷里坷·亚特决定放弃吴哥迁
都金边。奇怪的是偌大的一个王城应该说还有祖宗陵墓，说放弃就放弃了，没有留下管理人员，没有
善后处置，甚至没有任何记录，以至后来大家都“忘记”了这块祖宗的宝地。也很奇怪的是，吴哥作
为王城之时不断受到暹罗人侵袭，一旦迁都，这些外族似乎也没再来，也许暹罗人只掠些财物，也没
有攻城略地的概念。当然合理的解释是瘟疫，丛林里发生了瘟度，人非走即死，从此无人敢进。吴哥
这个与中国的长城、印度的泰姬陵、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合称“亚洲四大奇迹”的古迹便从人间蒸
发了。    历史进入到19世纪，事情有了转机。法国人亨利·默哈特偶然读了一本关于柬埔寨的书，什
么书名不知道，有人说即法文版的《真腊风土纪》，于是他对东南亚这个神奇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1858年10月默哈特开始了他探险的历程。1860年他经曼谷来到暹粒，当他听到当地村民悠扬的歌
声时，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他接近了一个古代文明。于是在当地法国教会的帮助下，他找到几位向导
，向森林深处进发。在暗无天日的大森林中走了五天，他们一无所获。当地的向导告诫他，林中的瘴
气是邪魔的诅咒，若再深入当难生还。但默哈特仍执意向前，向导们轮流挥舞砍刀在前开路，默哈特
紧随其后，脚踩在厚厚的落叶上，腐败的气味向四周弥散。忽然他觉得脚下硬实了，是路！默哈特兴
奋无比，沿“路”走去，果然树木渐稀，到了一片沼泽地。当林中的雾气渐渐退去之时，他们看到了

Page 6



《浮光掠影十六国》

远处五座巨大的石塔在朝霞映照下傲然挺立。这五座石塔便是今日柬埔寨国旗上的吴哥窟。亨利·默
哈特同时也是一位摄影的专家，接下来的事便可想而知了。    大吴哥、小吴哥    吴哥在柬埔寨语中原
是指城市的意思，如今则是指这一地区的古迹了。吴哥在暹粒市城外约六公里处。如今开发旅游，至
景区之公路皆沥青铺就，宽阔平整，两侧大树参天。    公元802年国王贾亚瓦曼二世统一了高棉王国，
在洞里萨湖北岸兴建国都，定名吴哥，其间几经兴废，历时400年，至公元1201年方始建成。吴哥古迹
现存600多处，分布于45平方公里的热带丛林中。主体上有大吴哥、小吴哥之分。小吴哥又称吴哥窟，
即默哈特最先见到的吴哥古迹，实际上是一座供奉湿婆神的庙。而大吴哥则是一座曾经作为国都的城
，即周达观的使团奉命到访之处。    大吴哥城为一正方形城郭，每边长3公里，面积9平方公里。城高8
米，墙厚3.8米。正门在东有两门，其一为得胜门，其意犹欧洲国家之凯旋门，门头上有三座四面佛像
的宝塔，城门宽7米，高23米，专供国王得胜归来时开启。其余三面各有一门。城外有护城河，正对城
门处有桥，桥上有石雕九头一身的巨蛇栏杆。吴哥城内原有宫殿、民居、神庙等一应建筑。但其时无
论国王或平民皆住木结构房屋，唯神庙以石造就，故至今近千年，巨石垒就的神庙尚且崩塌，木质建
筑之王宫、民宅当然早已荡然无存。    大吴哥之佛寺多为印度教庙宇，唯巴戎寺为佛教寺庙。巴戎寺
长160米，宽140米，共三层，下两层有回廊环绕，廊内壁上有描绘古代柬埔寨人战争与生活之浮雕。
为12世纪末国王查耶跋摩七世所建，曾作为百官朝觐国王之处。第三层则为刻有四面佛头像的石塔群
，共54座，共有216面佛像。每面佛像高1.75～2.4米，所刻佛像皆慈眉善目，眼睑下垂，面带微笑，与
蒙娜丽莎的微笑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旅游界皆称之“高棉的微笑”。或日所刻之像实为其时国王之像
，而四面则代表国王的怜悯、慈悲、公正、慷慨的美德。石像以火山石雕琢而成，火山石多孔，而热
带雨林之潮湿，则使一些地衣类植物附壁生长，以致佛像表面皆斑驳，更见苍老，石面亦易受其损。 
  巴戎寺以东百米为选象台，坐北面南，台上木质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但石雕台基仍在，长百米的台
基用高浮雕手法雕刻了许多大象，而上下台基之石梯的扶手即是象鼻，装饰与实用融为一体，构思奇
巧。选象台不仅为国王选择坐骑之用，台前广场还有阅兵或集会之功能，选象台应有观礼台之作用。 
  选象台对面有12座石塔，名十二生肖塔，不过据说与我国的生肖不同，有鱼、猫等作生肖的。    小吴
哥亦称作吴哥窟，不过这“窟”并不作“洞窟”解，事实上它是一座大型的寺庙。这“窟”字，来源
于“佛窟”。小吴哥是一座供奉湿婆神的印度教神庙。建于公元12世纪、高棉全盛时期。吴哥窟是一
个在约200米宽的护城河护卫之下的方形城池，周长约1000米。从正门进入有三重回廊，并层层升高。
回廊中有着许多精细的浮雕，一般游客多不及细看，径直奔向中心的莲花塔，莲花塔共五座，一大四
小，即柬埔寨国旗上的图像，塔基即第四重回廊。佛塔下有陡坡，约75度，而阶梯踏脚浅小，每需手
足并用方能攀登。佛塔在头顶上，手足并用则呈匍匐之状，有皈依、臣服之意。当然不利于如今之游
客，于是旅游局作一呈45度角之木制楼梯供游客上下，方始称便。吴哥窟由巨石垒叠而成，并无黏合
之剂，即中空之石塔亦是由石块逐层向上收缩造成，其建筑工艺令人惊叹。    P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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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杨秉辉出境游了十六个国家，在《浮光掠影十六国——跟着名医走天下》一书中，他将在这十六
个国家中的所见、所闻、所知，表述于文字，公之于众，或许可为拟出国游览诸君起些导览作用，或
可使不出门之“秀才”略知天下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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