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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加盟國 四周歐洲面孔
目前香港暫時沒有航班直飛吉爾

吉斯斯坦，旅客可選擇乘坐約6小時
的航班，前往哈薩克斯坦最大城市
阿拉木圖 ，再轉機往吉爾吉斯斯坦
首都比什凱克；或從阿拉木圖乘坐4
小時巴士到比什凱克。持有特區護
照的港人，仍需申領吉爾吉斯斯坦
的簽證，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則免簽。 記者甫踏足吉爾吉
斯斯坦，舉目四顧，竟看見不少歐
洲人面孔，才赫然想起，這裡曾是
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吉爾吉斯地區
1876年被沙俄吞併，1917年蘇維埃
政權建立，1924年成立卡拉—吉爾
吉斯自治州，1936年加入蘇聯，至
1991年宣佈獨立。據其國家統計委

員會去年的數據，俄羅斯族佔吉爾
吉斯斯坦人口7.6%，東正教是第二
大宗教，而俄語依然為官方語言。
外國人在當地一般以俄語溝通，無
論小販、店員、的士司機都會操流
利俄語，餐廳的餐牌上都寫上俄
文。雖然英語並不盛行，但無阻吉
爾吉斯斯坦吸引大批歐美和日本旅
客，這歸功於該國旅遊資源豐富，
湖光山色，又有厚重的歷史積澱。

二戰紀念碑顯眼
走在路上，可見各式各樣的石樣或

紀念碑，有當地標誌動物如鷹、狼、
羊等，但都不及二戰紀念碑顯眼。偉
大衛國戰爭期間，蘇聯紅軍有大量來
自中亞的各民族士兵，其中吉爾吉斯
斯坦有逾36萬名義務兵，故在大小村

落城市間既有戰爭英雄雕像，亦有大
型紀念二戰陣亡者的墓園。與其他中
亞國家不同，在吉爾吉斯斯坦很多城
鎮，蘇維埃社會主義象徵人物──列
寧的雕像依然屹立不倒。去年吉爾吉
斯大學就拆除列寧的雕像進行民調，
多達67%人反對。
建國迄今27年，吉爾吉斯斯坦保

留着蘇俄時代記憶，吉爾吉斯人對
此娓娓道來，例如首名進入外太空
的人類、蘇聯太空人加加林在1961
年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太空飛行後，
獲安排到吉爾吉斯斯坦著名的伊塞
克湖(Lake Issyl-Kul)南岸度假；又例
如蘇俄在吉爾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馬
克(Tokmok)設有新型戰機試飛基地
和機師訓練中心等，可見吉爾吉斯
人對往事充滿自豪感。

記者從哈
薩克斯坦阿
拉木圖的沙

朗(Sayran)車站乘巴士，前往邊境
的阿克茹(Ak-Jol)檢查站，從該處
入境吉爾吉斯斯坦，再前往首都比
什凱克。阿克茹是哈薩克斯坦往返
吉爾吉斯斯坦一個大型陸路出入境
口岸，記者原本相信不會遇上太大
問題，豈料幾經波折才得以進入吉
爾吉斯斯坦。
網上資訊顯示，電子簽證可在
吉爾吉斯斯坦兩個機場及阿克茹入
境口岸使用，但記者到達阿克茹，
入境人員卻指簽證不能使用，要到
10公里外另一個入境口岸入境卡
拉蘇( Kara-Suu) 。由於言語不
通，記者無法與關員理論，只有
乖乖找的士到卡拉蘇。到達後，
發現該檢查站主要為兩地貨車使
用，鮮有旅客由此過境。
卡拉蘇一片「荒蕪」，只有過

境貨車及一間找換店，沒有公共交
通或的士，亦遠離主要公路。幸好
找換店老闆幫手找車，多花1,500
吉爾吉斯索姆(約172元港元)及3個
多小時，才到達比什凱克。當記者
遊畢吉爾吉斯斯坦、出境返回哈
薩克斯坦，再嘗試由阿克茹檢查
站離開，卻順利通過，關員亦未
就電子簽證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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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斯斯坦規定，外國遊客抵境後，凡逗留多於
5天，須在5個工作天內根據入住地進行註冊手續
(OVIR)，否則出境時可能會被扣留。網上資料列
明，非免簽國家或地區的旅客均要辦理，但亦有博客
說港人不用辦領，有的說只需花個多小時、幾元影印
文件就能處理。
記者到達吉爾吉斯斯坦東部城市卡拉庫爾(Karakol)

之後，向旅館職員查詢逗留事宜(因為旅客一般會找
旅館協助申請)，有的職員說不知道，有的說未聽聞
特區護照要辦領OVIR。其後，導遊答應協助，便到
卡拉庫爾的郵局辦理(當地郵局除處理郵件，亦有如
香港的入境事務處)，來回三次，再由當地接待旅行
社致電詢問，才確定特區護照需要作辦領手續，更要
找來旅館職員一同前往郵局。
職員出示身份證明及旅館牌照等文件，多次影印旅
客護照和電子簽證，填寫只有俄文的申請表，包括要
翻譯自己的名字成俄語，再繳付120吉爾吉斯索姆(約
14港元)申請費，花上半天才能完成手續。
旅客入境與申請逗留的手續不明確、官僚主義盛
行，當地導遊亦很苦惱，不諱言官員可能想收賄賂才
諸多刁難，恐損害國家形象、窒礙旅業。

吉爾吉斯斯坦70%以上居民信仰伊斯蘭教，多數屬遜尼
派，但宗教氣氛並不濃厚，屬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遊人

不難在市中心找到夜店，商店內亦容易買到酒精
飲品，街上不容易找到穿罩袍的人，就算女
子佩戴頭巾的比例亦不多。飲食文化上較能
體現伊斯蘭風味，以羊和牛為主要肉食，但
在超市也能找到豬肉罐頭。
在吉爾吉斯斯坦各地，可見大大小小的青

藍色清真寺，在單調的城市村落中，顯得格外
耀眼。此外，墓園的墓碑上有伊斯蘭星與月亮
的標記，大部分加上先人的樣貌，在嚴守不搞
偶像崇拜的伊斯蘭世界，實屬另類。
19世紀60年代，中國清朝陝西甘肅等西北地區

出現豪強割據，最終由大臣左宗棠平定，邊民為了
躲避戰火或官府追捕，越過天山進入中亞，逐漸在
此定居。在吉爾吉斯東部城市卡拉庫爾，有一座上
百年的東干清真寺(Dungan Mosque)，就是由逃難的
東干人興建。該清真寺1910年建成，寺內的庭院及
建築有中國傳統建築的風格，主結構體是使用木椽
結構，完全不用釘子，而以接榫方式組立建造，屋頂
為單檐歇山式，樑上有精美中國式雕花。現時，除了
東干人之外，亦有其他種族的穆斯林到此祈禱。

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東南和東面接壤，自古
以來經貿文化往來密切。中國名著《史記》記
載的大宛國是汗血馬原產地，即現時的烏茲別
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一帶；部分歷史學家認
為，北部托克瑪克附近的碎葉城可能是著名唐代
詩人李白的故鄉。另外，高僧玄奘到天竺取西
經，亦曾跨過天山山脈，路過吉爾吉斯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中轉
站，作為現代「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不
難找到中國人身影。在首都比什凱克，有數
家寫上漢字的旅館和食肆，還有影星成龍代
言產品的廣告板，以及中國礦企響應「一帶
一路」到當地投資的橫額標語。不過，比什
凱克一般市民對中國的認識不深，中文可能
僅止於說一句「你好」。

日文化滲透 動漫看哲理
日本自1992年起開始經援中亞五國，在2011至

2016年間更成為吉爾吉斯斯坦的五大援助國之一，
在吉爾吉斯斯坦也有一定影響力。踏進吉爾吉斯斯坦
的阿克茹入境口岸，已看到關員使用的電腦貼着有日
本國旗的貼紙。日本軟實力也在中亞滲透，記者與吉
爾吉斯青少年攀談間，他們都會提到看日本動漫，不
只視為消遣讀物，也深入了解當中的文化和哲學，導
遊更是「哈日族」，學習劍道。

在中亞五國中，吉爾吉斯斯坦是區
域裡民主最深化的國家。第一任總統
阿卡耶夫執政時，推行民主改革，經
濟上實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方針。
2005 年爆發「鬱金香革命」，阿卡
耶夫出走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巴基耶
夫出任總理並代行總統職務。反對派
2010年號召全國示威，要求總統為無
力平抑能源價格飈升及貪污腐敗等而

辭職，演變成騷亂，導致最少40人
死。時任總統巴基耶夫離開吉爾吉斯
斯坦後，反對派組建臨時政府。6月
27日，全民公投通過新憲法，國家政
體改為議會制。
在伊塞克湖西南端的公路上，有一

幅大型壁畫，記錄吉爾吉斯人一路走
來如何對抗暴政，包括 2010 年的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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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民主最深化 壁畫記載革命史

港人探秘中亞港人探秘中亞
二戰回憶變另類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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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茹檢查站阿克茹檢查站

■■記者在營地巧遇雨後彩虹記者在營地巧遇雨後彩虹。。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慧鸞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慧鸞攝攝

■■壁畫記錄人民如何對抗暴政壁畫記錄人民如何對抗暴政。。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慧鸞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慧鸞攝攝

■■圖為吉爾吉斯斯坦的圖為吉爾吉斯斯坦的
「「黃大仙黃大仙」，」，背後有家喻背後有家喻
戶曉的傳說戶曉的傳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慧鸞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慧鸞攝攝

■東干清真寺有中國傳統建築元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慧鸞攝

先往旅行社申請簽證邀請函

再到最近的駐廣州領事館申請簽證

旅客亦可在飛抵哈薩克阿拉木圖後，到
當地吉爾吉斯斯坦領事館辦理

辦理電子簽證(在網頁http://www.evisa.
e-gov.kg/申請)

選擇單次入境30日或90日，或多次入境
30日，收費分別為41.2美元、52美元及
67美元(約323港元、408港元及526港元)

準備電子相片及特區護照即可，申請期
為三個工作天

■■紀念二戰的勝利紀念碑現已成為當地旅遊景點紀念二戰的勝利紀念碑現已成為當地旅遊景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紀念碑前方的雕塑為兩名蘇聯紀念碑前方的雕塑為兩名蘇聯
軍人肩扛重機槍軍人肩扛重機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全球旅遊業發展日趨成熟，探秘式旅行

成為年輕一代的外遊新潮流，不少港人將

目光投向更具異國情調的地區，包括中

亞。在中亞五國當中，政局和社會較為穩

定的吉爾吉斯斯坦，成為旅客的最受歡迎

目的地之一。香港文匯報記者最近走訪這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僅驚嘆於其

壯麗自然景色，更沉醉於它的深厚歷史氣

氛。作為參加蘇聯反法西斯「偉大衛國戰

爭」一員，吉爾吉斯人對自己的國家往事

抱有無比自豪感，教人留下深刻印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慧鸞 吉爾吉斯斯坦報道

編者的話
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中心，自古以來具有
重要戰略地位和豐富天然資源，當今更逐
漸成為經貿、投資和旅遊的新興地區。香
港文匯報記者特走訪中亞主要國家之一的
吉爾吉斯斯坦，領略吉國獨特文化歷史底
蘊，並徒步跋涉於蒼茫原野高山，體悟自
然洗滌身心。在一連兩日的專題當中，記

者將把這些感觸和經歷，全方位呈現
於讀者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