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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将读者带入墨西哥的传说、历史、艺术、文化和墨西哥的现实。
同中国一样，墨西哥也有数千年的根基、生机勃勃的体制和一种活力，这种活力表现在实现现代化和
经济增长、使其发展造福于每一位国民的愿望之中。
这本描写墨西哥的书，将使中国人民发现存在于两大民族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这会更加巩固连接中
国与墨西哥人民友谊的紧密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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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灿烂的玛雅文明史阅儿突然的断裂而成为一个“世界之谜”，一百多座繁华的都巾均被废弃，
成为死城，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奇异现象引得众多人类学家对其原因穷究不已。
一些将飞碟、外星人、百慕大、尼斯湖怪兽等神秘事件结集出版的书籍也将之收入其中。
    玛雅人比欧洲人早800年即开始在数学运算中使用“零”的符号(那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图形组合，上
面是一个眼睛的形状，里面有几个条纹，下面像一朵有三个花办的花朵)。
他们还发明了20进位法。
他们的天文知识惊人，还有丰富的占星术，在其他民族处于蒙昧时期便已知晓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运
动规律，他们的精确历法比古希腊、罗马尤胜，就是与现代人计算的地球年误差也只有0．000 2天，
他们的建筑成就辉煌，设计精密，规模宏大，雕刻精美，现代人也由衷叹服。
他们的文化被称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发现或许不过是玛雅文明的“冰山一角”呢，更多非凡的发现还在等待着人们去
探求。
    与这种种伟绩相左的是，玛雅文化基本上可说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虽然他们很早就有了“象形文字”，可见于“写本”(也称“手抄古籍”)和碑铭文中。
但据我们对目前世上仅存的几册玛雅人“写本”复制件的观察，他们的“象形文字”大多为构图复杂
、线条繁多的象形“图画”，不具文字所应有的简约与抽象的特点。
墨西哥和国外的许多专家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对这种“象形文字”进行钻研和琢磨，力图破解更
多的内容。
已被破解的内容据说包括神话传说、祈祷义和编年纪事。
    玛雅社会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结束于1521年，即西班牙殖民中美和墨西哥的年代，分布于现今萨
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伯利兹及墨西哥的坎佩切、恰帕斯、金塔纳罗奥、塔巴斯科和尤卡坦
州，共约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250年为前古典时期，即起源和发展时期；公元250年
至公元900年为鼎盛期；公元900至土521年为衰落期，这一时期从墨西哥高原南下的托尔特克人与尚存
的玛雅人结合，在尤卡坦半岛北部复兴了玛雅文化，被称为后玛雅文化，但那已完全是另外意义上的
玛雅文化了。
    玛雅社会的特点被总结为这样几点：被人口稠密的城市国家所控制的帝国；以职务和职业划分的阶
级并周密组织起来的社会金字塔，顶端是得到僧侣、贵族和军人支持的最高统治者“大帝”，下面是
建筑师和商人，然后是雕刻匠、制陶匠和其他手工艺人，最底层是农民、佣人和奴隶；使用象形文字
书写法、树皮纸和独特的历法，一为太阳历，每年365天，18个月，每月20天，外加5个忌日，还有一
专为日常生活、宗教活动和占卜所用的历法，每年260天，他们将两个历法结合使用；艺术和医学发达
，商业繁荣；是以种植玉米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部分地区已有灌溉网络；建立在对宇宙和自然崇拜基
础上的宗教，尊崇太阳神、月亮神、雨神和玉米神等诸神；在城市中心和祭祀中心修建规模宏大的寺
庙和金字塔，精心布局的城市建设以寺庙和金字塔为中心呈同心圆状态，有序地向四外辐射。
他们发明的科尔贝尔(KORBEL)拱，也称玛雅拱，即以石料从四面墙壁向斜上方中心点汇砌，最后在
中心形成一个尖顶，是玛雅人对世界建筑学的重要贡献，后来许多欧洲国家的建筑都采用这种穹顶。
玛雅人的雕刻崇尚自然风格，又极为生动传神，制陶技艺和纺织也很精湛。
    如果想在墨西哥境内走访玛雅文化遗址，首选应当是金塔纳罗奥的奇琴伊察。
它是玛雅古国最大最繁华的城邦，始建于公元514年，13世纪时突然被废弃。
它离旅游名城坎昆203公里，赴坎昆者几乎没有不游奇琴伊察的。
“奇琴伊察”在玛雅语中意为“玛雅人的井口”。
遗址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1500米，当年有建筑物数百座，现存的最主要的有“库库尔坎金字塔”、
“勇土庙”、“千柱群”、“蜗牛观象台”、“祭祀井”等。
“库库尔坎金字塔”是奇琴伊察的中心建筑，在玛雅语中意为“羽蛇风神”。
塔基每边长55米，塔高30米，分9层，四面都有台阶，正面台阶的角缘饰有两个硕大的羽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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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分，金字塔出现蛇影奇观，约在下午3点，阳光将金字塔西北角的阶梯棱角投射到北坡西墙上
，波浪状的投影与蛇头石雕连成一体，宛如一条从塔顶向大地爬行的巨蟒。
而这一奇观并非巧合，乃是玛雅人精心设计的结果，与他们丰富的天文知识密切相关。
有幸观赏到此一奇观的旅游者无不啧啧称奇，并牛发㈩许多遐想。
    坎昆南边127公里的图伦城邦遗址，是玛雅文化另一个重要遗迹，始建于公元12机纪，理到16世纪一
直是繁华的玛雅城邦。
它区别于其他玛雅文化遗址的最大特点是东临加勒比海，其余三面筑有双重围墙，因而得名“图伦”
，即玛雅语的“围墙”、“城墙”之意。
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正是图伦最为迷人之处，古城堡映衬着碧蓝的大海和美丽的棕榈树，
组成图伦特有的如诗如画的风光。
图伦古城沿加勒比海绵延6公里长，城内为市政、宗教建筑，主要有金字塔城堡、壁画神庙、降神庙
、海神庙、风神庙、祭坛、柱房等，城外是住宅区。
这些建筑都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处处的残墙断壁犹如对玛雅曲折文明史的无言诉说。
金字塔城堡位于城内最东部，顶端有祭祀的庙宇，站在塔顶可尽情饱赏加勒比海风光。
每天都有一辆辆旅游大客车满载着兴致勃勃的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尤其是“没有历史”的美国人，
常到这两个遗址游览凭吊。
    墨西哥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即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墨西哥人出
门没有火车坐了。
    2001年6月，墨西哥政府正式宣布了撤消国家铁路局建制的决定。
有的墨西哥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冠以如下宣言式的标题：《列车消亡——一个时代的终结》。
这引起我们这些在国内生活离不开火车的中国人强烈的失落感，虽然我们在墨西哥工作十多年而并没
有坐过墨西哥的火车。
    目前墨西哥全国仅存两段客运线路，一段是从奇瓦瓦市到太平洋岸边的托波洛班波市客运铁路(这段
直线距离500多公里的山区旅游列车路段因为没有公路替代而幸存)，还有就是更短的一段从瓦哈卡市
到特瓦坎市的100多公里的旅游列车路段。
全国19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26622公里铁路线大部分已私有化并用于货运，且私有化进程还在继续
。
国家不再办客运业务。
如果没有任何私人企业家愿意承包或购买铁路线用于客运，那么墨西哥人将在某个未来时日，再也坐
不到火车了。
    这个消息很使我们困惑：不论比墨西哥发达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铁路客运都好好的，是客源极
为丰富的公共交通工具，而且列车还不断更新换代，直至发展到目前的磁浮列车。
为什么墨西哥的火车客运却日益萎缩乃至消亡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也是墨西哥人普遍认同的原因，
就是管理问题。
据坐过火车的墨西哥人说，墨西哥的火车即使在比较“火”的年代里，也没有正点发车的时候，哪怕
推迟一、两个小时也算：“正常”，但乘客却不敢迟到啊，这样，他们就总要被“罚坐”，在车上焦
急地长时间地等待开车，最糟糕的是心里没数，不知要等多久，这种滋味有多难受恐怕人皆知之，真
的太烦人了!还有火车没有快慢车之分，一路上站站都停，要办事想图快的人不敢坐。
车厢倒是分了三等，一等号称“豪华车厢”，有包间，但设备已老旧，厕所还有气味，无“豪华”可
言；二等车厢尚给提供餐饮服务；三等车厢则一无所有，座位也简陋，吃喝自备，乘客都是携带大筐
大包的穷人们，禽畜也允许带上车——这种顾贫惜穷的“群众观点”倒是值得赞许，但车上鸡鸣鸭叫
猪哼哼，气味可以想象。
一些职业的或利用乘车机会顺便经一把商的“业余小贩”，不时穿插于乘客之间兜售自制的小食品和
饮料，车上乱糟糟，治安情况堪忧，顾客丢东西的事情时有发生，包括一、二等车厢的乘客。
尽管如此，三等车厢倒总是人满为患，对穷人来说毕竟便宜第一呀。
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生活节奏的加快，一、二等车厢的乘客逐渐放弃了火车。
问起我们身边的墨西哥朋友，最后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全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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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城市青年自然根本没有乘坐火车的体验。
在这种管理滞后、不思改革的情况下，再加上腐败现象、职工私自倒卖火车票等原因，大大加速国有
客运业的亏损，线路一条接一条停运，直至发展到今日的全面瘫痪，“寿终正寝”。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历届政府对铁路客运的衰落持无所作为的态度，心灰意冷，知难而退，从
未拿出过任何振兴铁路的重大举措，任其自生自灭。
最后终于在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宣布铁路私有化，一卖了之。
而买铁路的人全搞货运，没人愿意经营客运。
    然而，这些原因毕竟还是表层的，我们的一位墨西哥朋友有如此说法：“墨西哥的铁路走到这一步
，恐怕还得说‘得益’于美国人。
”他说，墨西哥的铁路也有过辉煌时期，像所有其他国家的铁路一样在国家经济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
作用。
从1873年第一条长65公里的铁路剪彩通车，到1910年就达到了19280公里，平均每100平方公里有1公里
铁路，每1万人有13公里铁路。
这个时期的铁路均为美、英、法三国修建，那些大资本家当然不是来墨西哥行善的，那是资本主义扩
张所需要的商业行为，铁路主要用于将墨西哥的矿石运到美国和欧洲，所以这些铁路多为南北走向。
1937年卡德纳斯总统实行铁路国有化，到20世纪80年代，铁路总长度达到了26000多公里，以后则基本
没有再增加。
因为20世纪中叶，一股强大外力的介人使墨西哥的交通运输业发生了畸变。
美国正在起飞的汽车业亟需开拓海外市场，他们最先瞄卜的就址近邻墨西哥。
美国人想尽各种办法向墨西哥大量推销汽车，所有的名牌车厂都倾注巨资在墨西哥建厂，利用墨西哥
廉价的土地和劳力扩大生产，就地销售。
汽车这一时尚商品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墨西哥，公路建设自然也随之“发烧”。
火车日益遭到冷落，成了“后娘养的孩子”。
据说，美国人曾通过政治、经济、技术、商业等各种手段的巧妙“运作”，支持墨西哥修建公路而遏
制其铁路的发展。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墨西哥人要是向美国贷款修公路，给；修铁路?不给!他们还可以把墨西哥同改进
铁路有关的专利买了去，然后让它躺在保险柜里睡大觉。
其中种种深不可测的内幕和商业秘密，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
一个基本常识是，资本的血腥本性使它可以不择手段。
铁路从当年美国人巨额投资的“宠儿”变成后来的“弃儿”，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资本扩张的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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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自1982年至2004年间，我们作为上海文汇报驻外记者曾三次到墨西哥常驻，累计工作十多年，是
我们在国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遥远美丽的国度墨西哥已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
    久居墨西哥，使我们有机会对这个印第安文明古国和拉美新兴大国近距离地观察与了解，其间除对
整个拉美及墨西哥政治经济情况和事件进行报道，也撰写了一些关于墨西哥社会、文化、旅游等方面
的通讯和文章，它们凝聚了我们对墨西哥的真情和祝福，我们将其中一部分重新修改后集结于此。
进人21世纪，中国与墨西哥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愿我们的拾贝之作能对中国读者有所裨益，同时也希
望以此纪念在墨西哥工作的难忘岁月，怀念情深谊长的墨西哥朋友，并献给牺牲了亲情支持我们在外
长期工作的两个可爱女儿、我们健在的和故去的父母以及代替我们恪尽孝道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极其诚挚地感谢比森特·福克斯总统为本书写的贺信，并由衷地祝贺墨西哥日益繁荣昌盛。
                                                                     孙扶民                                                                      何淇                                                   
          2003年10月于墨西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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