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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旅途

斯文·赫定是瑞典籍的探险家，在他的祖国，他与诺贝

尔齐名，深受瑞典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1865 年 2 月 19 日，斯文·赫定出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庭和他早期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

别之处，唯一特别的是他所处的时代，那正是 19 世纪地理

大发现的时代。

1880 年 8 月 24 日，赫定 15 岁的时候，有一位到北极

探险的探险家诺登舍尔德先生返回了斯德哥尔摩。当时的北

极完全被坚固的冰层覆盖，诺登舍尔德幸运地穿过白令海峡，

绕道太平洋平安归来。

斯德哥尔摩的市民为庆祝他的壮举，特意举行了盛大的

典礼，每条街道上都点了许多火炬，把整个城市照得灯火通

明。从码头、街道、屋顶以及各个窗户里不断地传来雷鸣般

的欢呼声，久久不绝于耳。在一片欢呼之中，诺登舍尔德乘

坐的那艘著名的探险船缓缓驶进了港口。

赫定和家人们也站在丘陵上远眺，这种景象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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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已，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变成这样受人欢迎的人。

此后，赫定对探险着了迷，他阅读了所有关于北极的记录，

并尝试着画出自己的探险地图。在瑞典酷寒的严冬里，斯文·赫

定咬着牙在雪地上打滚，野外露宿，为的是要磨炼自己。

他一直希望国王或哪个富翁能资助他一笔钱，让他去北

极探险。如果真有这一天，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把队员、

狗和雪橇等装上船，即刻向目的地进发。但是，命运并没有

给他去北极探险的机会。

1885 年春的某一天，校长对还没有毕业的赫定说：“你

愿意到里海沿岸的巴库市当半年的家庭教师吗？”

当时诺贝尔兄弟在巴库油田投资石油开发，当地一个工

程师想为儿子聘请家庭教师。

斯文·赫定立刻答应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梦寐以求的北

极之旅，但是目前也没有肯赞助他去北极探险的富翁，既然

1880年8月24日，斯德哥尔摩为欢迎诺登舍尔德而举行的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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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安排他先去亚洲，也没有不去的道理，而且去中亚也算

是一次长途旅行。

就是这一次旅行，使斯文·赫定被亚洲深深吸引了。

1885 年的春夏之交，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斯文·赫

定心里不免有些焦急，他的脑海里已听到从里海飘来阵阵浪

潮的声音和骆驼商队的驼铃声，神秘的东方马上就要在他的

面前揭开面纱，让人一窥她的真面目了！

有一天，一个马戏团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他们在市镇上

选定了一处空地搭起帐篷，马戏团的表演者包括一些从东方

来的骆驼。赫定跑去看了骆驼好几次，他想着在不久的将来，

他就能站在亚洲的土地上，与许许多多的骆驼为伴了。

赫定的家人并不赞成他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赫定跟家人

一再解释，说他并非独自前往，同行的还有工程师的妻子及

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便是斯文·赫定要教的学生），家人这

才勉强同意。

一开始他们是乘坐汽船，横跨波罗的海和芬兰湾，几小

时后，他们抵达圣彼得堡。从圣彼得堡到高加索要乘火车，

途中会经过莫斯科，一共是四天的路程。

对赫定来说，这是一次愉快而迷人的陆上旅行，经过俄

国南部广阔的平原时，他一直头靠着窗子，观赏着一望无际

的原野风光。在那简陋的乡野道路上，偶尔也能看到一辆三

头马车响着铃声，慢悠悠地在赶路。

在高加索山脉的山麓，他们换乘马车，用了两天横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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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山脉。沿途所见的景色奇伟壮观，四周都是白雪皑皑的

高大山峰。

马车快速地奔跑在山路上，他们安然无恙地到达了第比

利斯。第比利斯是高加索区的首府，是个繁华热闹的城市，

挤满了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种族的东方人。

赫定一行人要从第比利斯换乘火车，火车上有一些从麦

加朝圣归来的信徒，他们在摇摇晃晃的走道上铺上毛毯，太

阳西沉的时候，他们便跪下来，朝着麦加方向祈祷。

一路上看到的大部分是荒芜的草原，有些地方简直就像

是沙漠。   

铁路以北的高加索山脉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银霞中，群峰

上有白色的积雪闪烁着。亚洲，这就是斯文梦寐以求的亚洲。

他的注意力被这些新土地吸引着。火车向东奔驰，赫定也觉

得自己越来越贴近亚洲心脏。

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巴库。巴库是个小镇，

位于里海西岸阿普歇伦半岛的南部。半岛的东边就是石油小

镇，在这里精炼过的石油通过油管直接输送到黑海。

赫定在巴库生活了几个月。这段时间里，他教他的学生

历史、地理和语言以及其他的重要科目。但是他真正感兴趣

的事是看油田。他喜欢骑马去鞑靼族部落写生，或者到市区

逛市场。在那些幽暗的小店里，常有鞑靼人、波斯人或亚美

尼亚人围坐着做买卖，他们叫卖的东西有毛毯、壁饰、油画、

拖鞋以及毛皮帽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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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之旅

赫定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学会了波斯

语和鞑靼语，他的语言老师叫巴奇，是

个鞑靼贵族。

第二年，也就是 1886 年 4 月，赫

定的合同期满，他并没有立刻返回瑞

典，而是开始了横跨波斯（现在的伊朗，

1935 年以前被称为波斯）的旅行，巴

奇和他同行。

他们踏上了一艘俄国轮船，不巧的是，由于海上突然刮

起了狂乱的暴风，船长临时取消了开航计划，一直到第二天

早上，船才出港，经过 30 个小时的航程，赫定和巴奇抵达

里海南岸的恩泽利，接着又换乘汽艇抵达一处湖水环绕的小

村庄。

他们已经将身上的钱全部兑换成波斯克朗，并把这些银

币系在腰间的皮带里。他们要从这里换乘马匹抵达拉什特。 

他们尽可能地轻装上阵，除了身上的冬服外，还有一件

旅行中的斯文·赫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斯文·赫定

011

外套、一条毛毯以及一柄手枪。巴奇则背着一支猎枪，皮带

上挂一把小刀。

第二天早上，他们开始骑马旅行。一路上有不少好奇的

当地少年跟着他们的马边跑边叫。

旅途中，他们不断地与徒步旅行者、骑马的人以及商队

擦身而过，这些商队是准备渡过里海，把货物运送到俄国境

内，货物中以干果居多。每个商队的骆驼脖子上都系着很重

的驼铃，旷野上经常响起悠远的铃声，这铃声难免会勾起旅

人的思乡愁绪。

第一天晚上，他们在科多姆的一家小旅馆过夜。第二天，

他们沿着溪谷前进，晚上就留宿在一个被橄榄树、果树、榆

树和柳树环绕的村落。虽然这里没有饭馆，可是随处可以买

到丰盛的食物，鸡、鸭、蛋、牛奶、面包和水果等应有尽有，

而且非常便宜。

接着，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越过了厄尔布尔士山脉，到达

了曼吉尔小镇，并骑马通过了一座古老的石拱桥。他们到达

小镇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而远处山顶上的皑皑白雪

如同黑夜中的明灯一般。不幸的是，天空中也飘着雪花，寒

风刺骨，令人难以忍受。道路被雪覆盖后，很难辨认出方向，

他们很快就迷路了。

不远处出现了一些模糊的影子，他们仔细一看，才认出

是同路前进的商队。

经过一段艰苦的旅程后，他们抵达一个叫作马斯拉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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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此时他们的身体几乎冻僵了。找到一个小旅馆后，他

们立刻升起了火取暖。同住的还有四个鞑靼人和两个波斯人，

大家坐在火堆四周，烘烤着湿透的衣服。

跨过了厄尔布尔士山脉的最高峰后，路途平缓了不少，

向南的山坡上积雪正在融化。从厄尔布尔士南麓的加兹温小

镇到波斯的首府德黑兰，约有 90 千米，其间共经过 6 个驿站，

每个小站都有俄国式的三头或四头马车供商旅往来。每到一

站，必须更换马匹。

天气已经像春天般暖和了，他们因此享受了一段愉快的

旅程，还顺便观赏了其他旅行者的骑马竞赛。

抵达德黑兰后，赫定去拜访了一位瑞典籍的海贝奈特医

生，他从 1873 年以来一直担任波斯大帝的私人牙医，并被

封为贵族。因为都是瑞典人，海贝奈特热情地招待了赫定，

并留他住在他那颇具波斯情调的豪华住宅里。

夏天到来后，天气逐渐转热。赫定计划继续向南行。就

在这个时候，巴奇却得了热病，要返回巴库，赫定只得独自

上路。

不过，在波斯根本不可能一个人旅行，因为在每个站都

要换马匹，常要车夫跟着一起走。

赫定把行李放在马鞍后的双层袋子里，又把大约 600 克

朗的银币缝在腰间的皮带里，以备不时之需。吃的东西在任

何地方都可以买到，所以一路上倒也方便。

只是越往南走，越觉得荒凉。有时候会看到草原，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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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变成了沙漠，整个原野似乎只有这两种景色。他们偶尔也

会跟从麦加朝圣回来的信徒擦身而过，每当这个时候，赫定

的车夫都要从马上下来，去亲吻朝圣者的衣角。

赫定和车夫一路南行，经过了商业重镇卡尚，再往前走，

又开始进入山区。这时候，赫定才注意到，他那个 15 岁的

小车夫骑的是一匹比较精神的马，而给赫定骑的却是一匹疲

惫的马。赫定发现这个事实后，立刻和他换马。如果换马的

话，车夫肯定就跟不上赫定的速度了，因此小车夫急得几乎

要哭出来，再三恳求赫定不要丢下他。

赫定硬着心肠回答：“你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的地形和

路况，一定可以单独走到库鲁得站，我会在那里等你。”

“可是天色已经黑了，我害怕一个人穿过森林。”

“森林一点也不危险，你只要快速穿过去就行了。”说着

赫定就骑着马先走了，马夫的影子也渐渐看不到了。

夜幕低垂，天色完全暗下来了，这匹识途的老马带着赫

定上了库鲁得山，尽管四周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是

偶尔还能听到树枝和树叶擦过脸颊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马儿似乎也迷了路，一直踌躇不前。赫定

这才后悔不该把马夫抛在后面，可是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漆黑的夜晚，只能看到天上的几颗星星闪烁，偶尔能看

到远处一丝微光。经过大约四个小时的摸索后，赫定终于在

树林中发现了一点亮光，那是牧羊人帐篷里的灯光。

赫定掀开帐篷，大声呼唤着，果然有一位老人很生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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唠叨着：“都这么晚了，还来打搅人！”赫定抱歉地说：“我

迷路了，请问到库鲁得站还有多远？”老人起身将赫定引到

森林中，给他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转身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到了库鲁得站，赫定抬头一看，旅店门口站了一个面带

微笑的少年，正是他的马夫，原来他比赫定早到了两三个小

时，他还担心赫定被匪徒掳走呢。赫定喝了杯热茶，吃了些

面包和鸡蛋后，就迫不及待沉入梦乡了。

经过一座古堡后继续朝南走，不久便到了设拉子镇。

设拉子镇以盛产葡萄酒和悦耳的民谣以及满镇的玫瑰而

著名，整个小镇都散发着玫瑰花香，就像个大花篮。 

从设拉子到波斯湾的旅程，是旅行中最艰苦的一段，横

亘绵延的扎格罗斯山脉非常险峻，有一次，赫定的马就掉下

了山崖，幸亏他反应快，及时从马上跳了下来，这才捡回一

条命。

从设拉子到波斯湾的港口城镇布什尔行程达 1600 千米，

费时 29 天。虽然辛辛苦苦到达了布什尔，但是没想到这个

小镇竟这么荒凉，全镇只有少许的椰子树点缀其间，炎热无

比，就是在树荫下，温度也高达 45℃，火焰般的烈日照射

在波斯湾海面上，犹如翻腾的热开水。 

这里的房屋都是用白石头砌成的简陋二层楼房，赫定借

住在一个欧洲人家里。晚上他睡到屋顶上，第二天一早，在

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就要赶紧下来，躲到阴凉的地方去，

不然会被太阳灼伤，甚至起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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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一艘英国轮船在布什尔港口下锚，赫定便趁机

搭上了这条船，此时，他的旅费已所剩无几，只能被安排到

甲板上休息。

横跨波斯湾并不需要花费多长时间，但是当船驶进阿拉

伯河时，必须减速慢行。阿拉伯河积着大量的泥沙，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里就会形成约 50 米长的沙洲，行船要十分小心

这些沙洲。船开始溯河而上，在巴斯拉停泊，赫定在这个港

口换乘另一艘船，在 5 月底朝着巴格达出发。这一次，他住

在甲板下的舱房里。

阿拉伯河是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而成的，这

两条河的汇合口在科纳镇，阿拉伯人认为伊甸园就在科纳镇

上。赫定乘船离开了幼发拉底河，驶入迂回曲折的底格里斯

河。到巴格达本来只要两天的时间，但是水量少时，船很容

易搁浅，这种情况下要花上七天时间。要是顺河而下，水量

又大的时候，仅需 42 小时，就能很快到达。

赫定一直梦想着能见到这个曾出现在《天方夜谭》里的

城市。巴格达很快就近在眼前了，浓浓的雾笼罩着整个城镇，

真有点天方夜谭的神秘气氛。船近港口时，浓雾渐渐消散，

呈现在眼前的却并非梦中的城市，不过是一个极平凡的小镇

而已。

754 年，阿拔斯王朝的奠基人曼苏尔建设了这座城市，

并且取名为达瑞赛伦（和平之家），到了曼苏尔的孙子拉什

叶德时代，正是巴格达最繁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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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 年，巴格达曾经被旭烈兀所率领的蒙古军洗劫，

幸运的是，巴格达仍旧保留着它原来的风貌。到了 1401 年，

臭名昭著的帖木尔来到此地，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他还用

七万颗人头建造了一座金字塔。

现在的巴格达已经看不出旧时的摸样了，镇上的街道很

狭窄，还有一些土地寸草不生。不过仍有一些阿拉伯人、土

耳其人、犹太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等群居在

一起。在这里，令人目不暇接的是市场上那些漂亮的毛毯和

丝带、窗帘以及绸缎之类。

横越波斯湾西部

在巴格达时，赫定拜访了英国商人希尔本，并受到了希

尔本夫妇的热情招待。赫定在希尔本家待了三天，在这段时

间里，他经常到镇子上散步，偶尔也泛舟小河上。

希尔本认为赫定非常勇敢，很佩服他独自一人走了那么

多地方，而且还要经过波斯西部到德黑兰去。

赫定身上的钱不到 150 克朗，他不好意思跟希尔本借钱，

宁愿自己受点苦赚钱。后来有一次，希尔本带赫定到旅店去，

正巧有一支商队整装待发，赫定便问他们要去哪里。

“我们去克曼沙。”一个男子说道。

“需要多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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