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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的莲花寺、
印度门、甘地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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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贻正

今天要去德里,从杰普尔到德里也是２００多公里,同阿格拉到杰普尔的距离差不多.而且今晚

要乘坐１９:３０的班机去加德满都,要求提前３小时到机场.如果依赖上次去杰普尔的时间出发,那

在德里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因此,导游建议早上６时出发,大家都欣然同意了.这条路要比阿格

拉到杰普尔的好得多,因此车速也快些.１１时许就到达德里.

德里是印度的几朝古都,公元前１００年左右,土邦王德里在此建立城堡,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１２世纪末,突厥人自阿富汗入侵印度,定都德里,史称德里苏丹国.此后德里几经兴衰,１８４９年,英

国占领印度金境,殖民地的印度首都被迁往加尔各答.直到１９１１年印度首都才重返故地,并开始在

德里之南兴建新都,１９３１年完工,这就是新德里.１９４７年印度独立时定新德里为首都.德里由新德

里和旧德里两个市区组成,总人口１２８０万,低于孟买的１６００万人和加尔各答的１３００万人.

第一站是莲花寺.位于新德里,其正式名字是巴哈伊教灵曦堂,是“巴哈伊信仰”这一世界性宗

教组织建造的.建筑物由２７瓣白色的混凝土“花瓣”组成,外铺一层意大利大理石,以其状似莲花而

得名,根本不像一般宗教组织寺庙的建筑,在建筑内部,也没有一个神灵塑像或画像.工程始于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４日竣工.整个建筑由９个大水池围绕,灵堂建筑也呈九边形,“九边

形”是分布在世界各地所有７座灵曦堂的共同特征,因为“９”是数字中最高的一个.堂顶到地面的高

度为３４．２７米,中央大厅的座位有１３００多个.内部结构没有梁柱,全由２７个“花瓣”支撑,无论是外

表,还是内部结构,造型优美、简洁,四周绿色的树木、草坪,衬托出洁白的莲花,给人以一种圣洁之

感.全部场地共２６．６公顷,包括办公大楼、会议厅、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等.

巴哈伊教是１８４４年５月２３日由波斯的一位名叫巴孛(意为灵性之门)的青年创立的,以后由巴

哈欧拉(意为上帝的荣耀)及其长子阿布杜巴哈(意为上帝的仆人)进一步发扬.１９２１年,阿布杜巴

哈死前,又委任他曾孙为这一组织的监护人.这个宗教组织不供奉任何神灵.在整个莲花寺内外,

都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神像.它的教义看起来都很好.提倡“人类一家”,巴哈欧拉说:“一个人爱自己

的国家不值得骄傲、唯爱全人类者才应得之.地球仅一国,万众皆其民.”其他的教义还有一独立探

求真理:一切宗教的基础相同;科学与宗教达致和谐的必要,男女平等,消除一切偏见;普及义务教

育;世界和平等.这看起来像个政治组织.不过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他们是通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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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筑这一载体,来吸引人们的眼球,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莲花寺的门口,就看见有马来西亚的

一位女华侨,见到我们就向我们宣传.

午饭后,又乘车经过总统府、议会大厦.总统府是一座宫殿式建筑,原名维多利亚宫.议会大厦

坐落在总统府北面,是一座圆盘形建筑.但同在杰普尔参观“风之宫”一样,都是坐在车上“巡视”,远

远地眺望,主要是时间来不及了.从总统府到印度门的大街两旁,分布着许多政府机构,如外交部、

国防部等.我们一直到达“印度门”,才下车游览摄影.印度门类似巴黎的凯旋门,但稍为小些,高

４２米.这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英军作战牺牲的７万印度士兵的,是英国人建造的.透过

印度门的门洞,可以看到其后还有一座纪念亭,这是纪念１９７１年印巴战争的.印度门周围,绿树葱

茏,碧草如茵,景色秀丽.

最后去了甘地陵园.这位当年印度独立运动的缔造者、国父圣雄甘地１９４８年１月３０日７９岁

时遭印度教的狂热分子暗杀,死后骨灰撒入“神圣的恒河”,现在的陵园遍栽树草,环境庄严肃穆,正

中有一块黑色方形大理石,但没看清上面写些什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曾在此栽下一

棵常青树,但不清楚位于何处.由于时间关系,也来不及去寻找.进入陵园前也要脱鞋,收费１卢

比.但从上面通道上远眺,则无须脱鞋.

在德里,留下了不少遗憾.按原定日程,还要去印度最大的清真寺———贾玛清真寺,以及旧德

里,但最后都来不及去了,就急急忙忙地赶赴机场.晚上９时许,抵达加德满都.导游Shiva来接.

住额菲尔斯宾馆(TheEverestHotel).从名称来看,宾馆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进门时,工作人员献

上花环.在大堂等候办理手续时,发现墙上有好多有关神话传说的雕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