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奇重彩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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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洲，却不像⾮洲；不是欧洲，却近似欧洲；是阿拉伯国家，⼜不同
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半海⽔，⼀半⽕焰(沙漠)，中间还有连绵⼭脉终年
雪⼭；号称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上帝打翻的调⾊盘，它把最美的颜⾊
都⽤光；这就是摩洛哥！2019年5⽉，随悉尼中信国际假期旅⾏团踏⾜这
⽚国⼟，⾛⻢观花7天⾏，所⻅所闻，冲击视觉，感动⼼灵，⼀场值得回
味永久的旅⾏。

1/94

https://www.meipian7.cn/266s9qre?from=groupmessage&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160a209fe608a17e2271c6509934fd0e&user_id=232097&uuid=1cdf11eb4da60bedb1235af297b9214f&v=4.12.1
javascript:;


从⻄班⽛横跨直布罗陀海峡进⼊摩洛哥，落⽇瑰丽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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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滨城 — 丹吉尔
历史名城，由于丹吉尔位处于地中海的出⼝，所以⼀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
之地。从15世纪开始，先后成为过⼋个国家的殖⺠地，因⽽丹吉尔更具有
多元⽂化背景，特别是欧洲⽂化，法语是第⼆官⽅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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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特尔海⾓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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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洋和地中海的交汇处，在天⽓晴好的时候，可以看到不同⾊彩
的海⽔在此交汇。

打卡⽹红景点“⾮洲洞”，果然与⾮洲版图有⼏分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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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 拉巴特
摩洛哥⾸都，拉巴特的⼈⺠强迫症似的把⾃⼰的家园⼀律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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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门前⼀星红旗飘飘，曾似相识。摩洛哥每个主要城市都有皇宫，这个
是国王办公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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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正门前，有⾝着各种不同军服的警卫，这是因为摩洛哥国王为防⽌政
变，要求各⽀武装⼒量都有⼈负责皇宫警卫，达到各种⼒量互相牵制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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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肖像随处可⻅，够亲⺠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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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供皇室做礼拜的⻨克苏尔清真寺。

12/94



莫⾮这就是传说中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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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哈穆德5世陵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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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达雅古堡
这是布雷格雷格河⼊海⼝濒临⼤⻄洋的悬崖峭壁上建造的古堡，成为⼗⼆
世纪阿尔摩哈德王朝时期的军事要塞，雄伟壮观，现已列⼊了联合国教科
⽂组织的世界⽂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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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似乎猫⽐⼈多，霸⽓地⾏⾛或慵懒地趴躺在街头巷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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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布兰卡
摩洛哥最⼤城市和主要港⼝，也是摩洛哥的商业⾦融中⼼地，⼀眼望去，
除了⻋还是⻋，“堵城”果然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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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卡萨布兰卡的世界著名的哈桑⼆世清真寺，于1987年8⽉动⼯修
建，耗资5亿多美元，占地⾯积9公顷。
其中三分之⼀⾯积建在海上，以纪念摩洛哥的阿拉伯⼈祖先⾃海上来。整
个清真寺可同时容纳10万⼈祈祷，是世界第三⼤清真寺。可惜旅⾏团没安
排参观，只能远远拍⼀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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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的餐厅华丽堂皇，可吃的早餐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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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海滨城市，转向内陆⾏驶，绿⾊植被逐渐减少，茫茫⼤漠是另⼀番景
象，路况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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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旁⼩憩，冷不防⼜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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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城 — ⻢拉喀什
⻢拉喀什是柏柏尔语，意思是“神域” 。还有“摩洛哥南⽅明珠” 的美誉。
这⾥⽆论王宫、贫⺠百姓居住的⽼城还是欧洲⼈度假的⼤饭店，外墙的颜
⾊都是陶⼟红⾊，放眼望去，满⽬皆红。

22/94



23/94



24/94



25/94



26/94



巴⻄亚皇宫，建于19世纪后期，在当时是摩洛哥是最⼤最宏伟的宫殿建,
极具伊斯兰和摩洛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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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随俗必不可少。

29/94



⻢拉喀什露天市场
摩洛哥最⼤的传统露天市场，其规模在世界上也是数⼀数⼆的，这⾥⽇夜
繁忙、⼈来⼈往、络绎不绝，是体验摩洛哥原味北⾮⻛情的最佳去所。不
过据导游说这⾥套路坑有点多，令我们有点顾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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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市场夜晚景如此壮观，可惜我们⽆缘⼀⻅。（图⽚来⾃⽹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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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在摩洛哥的⼤漠中部居然有这样⼀个绿树葱葱的城市，满⼤街硕
果累累，蓝花楹盛开，怡⼼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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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尔花园（后称伊夫圣洛朗私⼈花园）
法国艺术家⻢约尔Jacques Majorelle于1924年在⻢拉喀什的郊区获得了
⼀块⼟地，之后⼏乎将毕⽣的经历⽤来设计、建造这个花园，并从世界各
地搜罗各种植物，建造了仙⼈掌园、藤蔓⻓廊、莲花池塘、⽵林⼩径……
据说，仅仅仙⼈掌就有100多种。花园中充斥着这位画家喜欢的蓝⾊，别
墅、花瓶、墙壁、⽔池等等都带有这种明媚⽽纯净的蓝。这种蓝⾊，被后
⼈称作Majorelle蓝。1962年画家遭遇⻋祸去世，花园慢慢废弃。直⾄
1980年，由法国时装⼤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和他的同
性恋朋友买下重新修复并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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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织的游⼈更是为花园增添了⽣⽓和⾊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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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图与花园同辉，散发魅⼒。--- 张继朴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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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城 — ⽡尔扎扎特
这⾥是摩洛哥电影基地, ⽡尔扎扎特有⾮洲好莱坞之称，许多著名电影拍
摄于此：《⾓⽃⼠》、《四⽚⽻⽑》、《 寻找宝⽯》、《埃及艳后》、
《情陷撒哈拉》、《尼罗河宝⽯》
《阿拉伯的劳伦斯》、 《间谍游戏》等。

43/94



眼前所⻅亦真亦假，导游警告说了，⻅了墙不要随便靠，说不准就是⼀层
纸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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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埃及艳后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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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尔扎扎特的⼤街上随便抓⼏个⼈都有上过好来坞⼤⽚的，这位⼤
叔⾝后的照⽚都是他参演过的⼤⽚，现在只能⼀脸惆怅回忆昔⽇的辉煌
了。

哈杜筑垒村
这是由摩洛哥原居⺠柏柏尔⼈建成的古城村落，是最具特⾊⽽⼜保存得最
完整的⼟堆城堡，甚⾄还赢得了「摩洛哥最美村落」之称号。这⾥还是好
莱坞⼤⽚拍摄地，摄影爱好者出⽚率很⾼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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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家⾥的⼀⾓令我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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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看似随意堆放的杂物，莫⾮也是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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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了⼀群“蒙⾯⼤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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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拉峡⾕
托德拉峡⾕被誉为世界上最壮观的峡⾕之⼀，⾕底的宽度只有10⼏⽶，⾼
度却达300多⽶，棕红⾊的⾕壁陡峭险峻，乍⼀看仿佛⼀道道天然的屏
障，犹如“阿⾥巴巴与四⼗⼤盗”故事⾥⾯的“芝⿇开门”。这⾥也是进⼊撒
哈拉沙漠的必经之道。

后⾯的汲⽔⼤叔和橙⾊⽔瓶夺⽬，与峡⾕相映得彰，原来也是摆拍收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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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沙漠
“每想你⼀次，天上飘落⼀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三⽑在《撒哈拉的
故事》的⼀句话，让多少⼈⼼怀梦想来到撒哈拉，我也不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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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把沙漠染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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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哥，你在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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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地坐着看⼣阳⻄下，做着三⽑当年做的事，浪漫⼏许。

⽇落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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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团居然没有安排看星空，只好P⼀个星空圆⼀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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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撒哈拉装进瓶中带⾛永存。

⾛出沙漠，看到阿特拉斯⼭脉啦（Atlas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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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镇 — 伊芙兰
这是摩洛哥著名的滑雪圣地，有“⼩瑞⼠”之称，⾛在美丽的街道上，清凉
怡⼈，很是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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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 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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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 菲斯
菲斯是摩洛哥的第⼀座皇城，保留着浓厚的阿拉伯⾊彩，摩洛哥⼀千多年
来宗教、⽂化与艺术中⼼，这⾥的建筑均以⼟⻩⾊为主，有“博物馆城
市”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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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还有⽆数的作坊保留了许多古⽼的传统⼯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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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斯⻨地那（古城）有六千多条⽼街⽼巷，错综复杂，和迷宫⼀样。陌⽣
⼈即使拿着地图都会迷路，不会说阿拉伯语，就不要想⾛出来。当然也会
遇上热⼼⼈主动给你带路，事后收点⼩费就必不可少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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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uara⽪⾰⼚是来菲斯不能错过的地⽅，这⾥依然维持着古⽼传统的⽪
⾰染制⼯序。 不同⾊彩的⼤染缸，正在⾟勤劳作的⼯⼈，加上⽪⾰发出
的奇异怪味，构成⼀段冲击视觉嗅觉，震撼⼼灵的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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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抵挡异味，进门参观时给每⼈发枝薄荷叶，⽤来捂住⿐⼦，我更喜欢⽤
来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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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仍是主要的运输⼯具。

我们旅⾏团的地导⼤概叫“阿⾥巴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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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闯⻨地那，以为⾛进《⼀千零⼀夜》的奇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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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城 — 舍夫沙万
舍夫沙万位于⾥夫⼭宽阔的⼭⾕之中，海拔564⽶ ，临近地中海，这⾥空
⽓特别清新。据
说舍夫沙万蓝⾊的房屋，是受到宗教迫害，逃难到此的犹太⼈最早创建。
在犹太教⾥，蓝⾊代表的是天空和天堂，所以蓝⾊也寓意着是在上帝的保
佑之中。犹太⼈酷爱蓝⾊，他们把房⼦刷成蓝⾊，⼩城⾥的居⺠也纷纷效
仿，很快，舍夫沙万成为蓝⾊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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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出租⻋都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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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夫沙万的蓝并不是同⼀种蓝⾊，湖蓝、天蓝、深蓝、浅蓝、粉蓝……各
种蓝⾊肆⽆忌惮地在这铺展蔓延。墙壁或门⼝，通常会摆上⼀些绿⾊盆
栽，⽽五颜六⾊的花盆成为其中最夺⽬的点缀，如同幅幅蓝⾊主调中夹杂
着各⾊装点的抽象图画，既梦幻⼜真实，简直美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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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们也多喜穿蓝⾊⾐裳，恬静合谐的画⾯令⼈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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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街上飘逸舞动，编织着属于⾃⼰的蓝⾊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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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们迷失在美妙的蓝⾊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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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发现了⼀家中国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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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巷尾的猫咪，悠闲⾃在，⼗分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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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把所有的蓝⾊都集中在这⾥。深蓝，淡蓝，海湖蓝，，，每⼀
个⾓落的相遇，都有不同的蓝⾊触动着你，仰望天空，你会以为⾃⼰坐在
云端⾥▪▪▪。" 来⾃同⾏的⼩伙伴Anna（坐在左下⾓那位）的⼀段话很⽂
艺，感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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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蓝⾊⼩镇，多了⼏分神秘感，更加美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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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夫沙万，虽⽐不上希腊圣托⾥尼的⾼⼤上，但清爽的空⽓，悦⽬的蓝
⾊，安静的⼩巷，淳朴的⺠⻛，更让⼈觉得悠然⾃在，留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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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路⾛来，不断地被摩洛哥的“好⾊”惊艳到了，不得不佩服摩洛哥⼈⺠
对⾊彩的独得理解，任意混搭，肆意张扬，却形成摩洛哥特有的⻛彩，令
⼈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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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美⾷尝了不少，可惜从未⻅过绿油油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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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锅是摩洛哥最著名的传统菜，这是⼀种炖菜，在⼜宽⼜浅的陶⼟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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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上⽜⽺⾁、鸡⾁或者海鲜，再放上⼟⾖、胡萝⼘、南⽠、蜜枣、梅
⼦、⼤杏仁、蔬菜以及各种摩洛哥⾹料，然后⽂⽕焖煮⼏个⼩时，蒸出的
菜⼝感软烂，热乎乎的，是我们的中国胃为数不多能接受的美味了。

还是那轮⼣阳，却有了更深更美的感受，摩洛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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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三分之一面积建在海上，以纪念摩洛哥的阿拉伯人祖先自海上来。整个清真寺可同时容纳10万人祈祷，是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可惜旅行团没安排参观，只能远远拍一张。
	酒店的餐厅华丽堂皇，可吃的早餐却有限。
	离开海滨城市，转向内陆行驶，绿色植被逐渐减少，茫茫大漠是另一番景象，路况甚佳。
	公路旁小憩，冷不防又被色到了。
	红城 — 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是柏柏尔语，意思是“神域” 。还有“摩洛哥南方明珠” 的美誉。
	这里无论王宫、贫民百姓居住的老城还是欧洲人度假的大饭店，外墙的颜色都是陶土红色，放眼望去，满目皆红。
	巴西亚皇宫，建于19世纪后期，在当时是摩洛哥是最大最宏伟的宫殿建,极具伊斯兰和摩洛哥风格。
	入乡随俗必不可少。
	马拉喀什露天市场
	摩洛哥最大的传统露天市场，其规模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这里日夜繁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是体验摩洛哥原味北非风情的最佳去所。不过据导游说这里套路坑有点多，令我们有点顾忌却步。
	露天市场夜晚景如此壮观，可惜我们无缘一见。（图片来自网络）
	真没想到在摩洛哥的大漠中部居然有这样一个绿树葱葱的城市，满大街硕果累累，蓝花楹盛开，怡心养眼。
	马约尔花园（后称伊夫圣洛朗私人花园）
	法国艺术家马约尔Jacques Majorelle于1924年在马拉喀什的郊区获得了一块土地，之后几乎将毕生的经历用来设计、建造这个花园，并从世界各地搜罗各种植物，建造了仙人掌园、藤蔓长廊、莲花池塘、竹林小径……据说，仅仅仙人掌就有100多种。花园中充斥着这位画家喜欢的蓝色，别墅、花瓶、墙壁、水池等等都带有这种明媚而纯净的蓝。这种蓝色，被后人称作Majorelle蓝。1962年画家遭遇车祸去世，花园慢慢废弃。直至1980年，由法国时装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和他的同性恋朋友买下重新修复并对外开放。
	如织的游人更是为花园增添了生气和色彩。
	四美图与花园同辉，散发魅力。--- 张继朴摄影
	影城 — 瓦尔扎扎特
	这里是摩洛哥电影基地, 瓦尔扎扎特有非洲好莱坞之称，许多著名电影拍摄于此：《角斗士》、《四片羽毛》、《 寻找宝石》、《埃及艳后》、《情陷撒哈拉》、《尼罗河宝石》
	《阿拉伯的劳伦斯》、 《间谍游戏》等。
	眼前所见亦真亦假，导游警告说了，见了墙不要随便靠，说不准就是一层纸做的。
	冒牌埃及艳后驾到。
	据说在瓦尔扎扎特的大街上随便抓几个人都有上过好来坞大片的，这位大叔身后的照片都是他参演过的大片，现在只能一脸惆怅回忆昔日的辉煌了。
	哈杜筑垒村
	这是由摩洛哥原居民柏柏尔人建成的古城村落，是最具特色而又保存得最完整的土堆城堡，甚至还赢得了「摩洛哥最美村落」之称号。这里还是好莱坞大片拍摄地，摄影爱好者出片率很高的地方。
	一个村民家里的一角令我惊艳。
	墙角看似随意堆放的杂物，莫非也是道具？
	上来了一群“蒙面大盗"。
	托德拉峡谷
	托德拉峡谷被誉为世界上最壮观的峡谷之一，谷底的宽度只有10几米，高度却达300多米，棕红色的谷壁陡峭险峻，乍一看仿佛一道道天然的屏障，犹如“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故事里面的“芝麻开门”。这里也是进入撒哈拉沙漠的必经之道。
	后面的汲水大叔和橙色水瓶夺目，与峡谷相映得彰，原来也是摆拍收钱的。
	撒哈拉沙漠
	“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的一句话，让多少人心怀梦想来到撒哈拉，我也不为例外。
	夕阳把沙漠染红了。
	小阿哥，你在找谁？
	静静地坐着看夕阳西下，做着三毛当年做的事，浪漫几许。
	日落归途
	旅行团居然没有安排看星空，只好P一个星空圆一个梦想。
	把撒哈拉装进瓶中带走永存。
	走出沙漠，看到阿特拉斯山脉啦（Atlas Mountains）
	童话小镇 — 伊芙兰
	这是摩洛哥著名的滑雪圣地，有“小瑞士”之称，走在美丽的街道上，清凉怡人，很是惬意。
	邂逅 虞美人。
	黄城 — 菲斯
	菲斯是摩洛哥的第一座皇城，保留着浓厚的阿拉伯色彩，摩洛哥一千多年来宗教、文化与艺术中心，这里的建筑均以土黄色为主，有“博物馆城市”之称。
	老城区里还有无数的作坊保留了许多古老的传统工艺技术。
	菲斯麦地那（古城）有六千多条老街老巷，错综复杂，和迷宫一样。陌生人即使拿着地图都会迷路，不会说阿拉伯语，就不要想走出来。当然也会遇上热心人主动给你带路，事后收点小费就必不可少啰。
	Chouara皮革厂是来菲斯不能错过的地方，这里依然维持着古老传统的皮革染制工序。 不同色彩的大染缸，正在辛勤劳作的工人，加上皮革发出的奇异怪味，构成一段冲击视觉嗅觉，震撼心灵的难忘经历。
	为抵挡异味，进门参观时给每人发枝薄荷叶，用来捂住鼻子，我更喜欢用来作前景。
	毛驴仍是主要的运输工具。
	我们旅行团的地导大概叫“阿里巴巴"吧。
	夜闯麦地那，以为走进《一千零一夜》的奇异世界。
	蓝城 — 舍夫沙万
	舍夫沙万位于里夫山宽阔的山谷之中，海拔564米 ，临近地中海，这里空气特别清新。据
	说舍夫沙万蓝色的房屋，是受到宗教迫害，逃难到此的犹太人最早创建。在犹太教里，蓝色代表的是天空和天堂，所以蓝色也寓意着是在上帝的保佑之中。犹太人酷爱蓝色，他们把房子刷成蓝色，小城里的居民也纷纷效仿，很快，舍夫沙万成为蓝色的海洋。
	连出租车都蓝了。
	舍夫沙万的蓝并不是同一种蓝色，湖蓝、天蓝、深蓝、浅蓝、粉蓝……各种蓝色肆无忌惮地在这铺展蔓延。墙壁或门口，通常会摆上一些绿色盆栽，而五颜六色的花盆成为其中最夺目的点缀，如同幅幅蓝色主调中夹杂着各色装点的抽象图画，既梦幻又真实，简直美醉了。
	村民们也多喜穿蓝色衣裳，恬静合谐的画面令人难忘。
	白衣女子在蓝白小街上飘逸舞动，编织着属于自己的蓝色梦幻。
	游人们迷失在美妙的蓝色世界中。
	居然发现了一家中国餐馆。
	又见街头巷尾的猫咪，悠闲自在，十分可爱。
	“这里似乎把所有的蓝色都集中在这里。深蓝，淡蓝，海湖蓝，，，每一个角落的相遇，都有不同的蓝色触动着你，仰望天空，你会以为自己坐在云端里▪▪▪。" 来自同行的小伙伴Anna（坐在左下角那位）的一段话很文艺，感动我心。
	入夜的蓝色小镇，多了几分神秘感，更加美丽动人。
	舍夫沙万，虽比不上希腊圣托里尼的高大上，但清爽的空气，悦目的蓝色，安静的小巷，淳朴的民风，更让人觉得悠然自在，留连忘返。
	这一路走来，不断地被摩洛哥的“好色”惊艳到了，不得不佩服摩洛哥人民对色彩的独得理解，任意混搭，肆意张扬，却形成摩洛哥特有的风彩，令人难忘。
	摩洛哥美食尝了不少，可惜从未见过绿油油的青菜！
	塔吉锅是摩洛哥最著名的传统菜，这是一种炖菜，在又宽又浅的陶土圆盘里铺上牛羊肉、鸡肉或者海鲜，再放上土豆、胡萝卜、南瓜、蜜枣、梅子、大杏仁、蔬菜以及各种摩洛哥香料，然后文火焖煮几个小时，蒸出的菜口感软烂，热乎乎的，是我们的中国胃为数不多能接受的美味了。
	还是那轮夕阳，却有了更深更美的感受，摩洛哥，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