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上馬可波羅的足跡 

看兩位紐約客如何按圖索驥，循著十三世紀探險家馬可波羅的足跡而遠行至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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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一年，當時年僅十七的馬可波羅（譯註：一二五四年～一三二四年）和從商的父親及叔叔啟

程離開威尼斯，這一別就是廿四年，他們重返故里後，所述說的遊歷令鄉人難以置信，因為馬可波羅自

稱曾跨越存有敵意、蒙著神祕面紗的亞洲，並在大汗統治下的中國（譯註：大汗又稱可汗，為古代西域

和北方各國對君王的稱呼，馬可波羅到中國時，統治者為元世祖忽必烈大汗）度過了超過十二年寒暑（譯

註：有關馬可波羅待在中國的期間眾說紛紜，但一般多指介於十七至十八年間），這種說法對當時人而言，

簡直像天方夜譚。 

不過自傳性質的《馬可波羅遊記》或許成為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遊記，該書巨細靡遺地記錄了馬可

波羅橫越大陸的旅程，也為之後的「地理大發現」(譯注: 地理大發現約介於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之間義

大利航海家哥倫布〔1451-1506〕即是地理大發現的前驅)鋪路。 

 

重征馬可波羅的旅途 

有個想法（譯註：指循著馬可波羅的足跡而行）讓法蘭西斯．歐唐納和丹尼斯．貝利沃這兩位紐約

客深深著迷，於是他們在一九九０年代完成了長達兩萬五千哩旅程的壯舉，過程並拍攝成電影《踏上馬

可波羅的足跡》，並搭配電影出了一本厚達兩百八十頁的書。 

馬可波羅從威尼斯去到中國，共花了三年的時間，而返鄉之旅則耗費了四年。這兩位美國人來回旅

程雖然只花了兩年，但這並不代表整趟過程會很輕鬆。過去從未有人能成功地從頭到尾地走完馬可波羅

遊歷的全程。歐唐納和貝利沃不但是自食其力走完全程，而且他們的探險之旅大部分都是自行籌措出資

的。他們在一九九三年自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啟程出發時，當時中亞局勢相當危險──可說是軍閥割據、

地形艱困、天候極端的廣袤。 

現年五十歲的歐唐納最近接受訪問時表示： 

 

隨身行李 

雖然我們老是說，應該扔掉一些東西，才能減少行李，但實際上卻無法辦到…背包裡裝著我們的衣

服和器材，所有基本必需品一應俱全──像是醫藥箱和一些其他裝置等。 

當時是九０年代…那時全球定位系統還沒有問世，所以我們帶的都是些低科技的產品。最重要的就

是攝影器材了。不久之後，我們就開始採買、穿著和當地人一樣的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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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問題 

我們發現，在全世界最多人說的語言中，土耳其語可能排名第十或十一，而土耳其人最早並不是從

現代土耳其領土的安納托力亞發跡的，而是從中亞起家，然後跨越大平原，行經伊朗，一直到了現今的

土耳其一帶。中亞地區的許多語言都屬於突厥語系（譯註：Turkic指突厥語或突厥民族的，而土耳其人

只是諸多突厥民族中的一支）。 

所以我們在出發上路之前，就已經先在紐約土耳其裔社群認識一些人，試著儘可能多學點土耳其語

備用。後來真的很巧，我們在旅途中一度被困在土耳其約三個月左右，結果等我們到了中亞地區時，早

已練就了我所謂的「戰鬥用」土耳其語──像是打招呼、常用的句子等等都難不倒我們。雖然突厥語系

一些相關語言仍存有地域性方言的差異，但我們會說的字眼已經足夠讓我們順利抵達中國。 

至於其他地方呢！多半來說，只要是大都會地區，都不難找到會說英語的人。此外，我們也學了一

些最基礎的中文和阿拉伯語，當然還有身體語言囉──像是比手勢和大大的笑容。說真的，民眾都很願



意敞開心扉。 

我們旅途中大都仰賴陌生人伸出援手。 

 

旅途盤纏 

我們大部分都是帶旅行支票，但身上也帶了美鈔。頭一年全年中，我們隨身攜帶的現金其實並不多

──比大家想像的要少很多。我們有三個月是在阿富汗，大概只花了一百或一百五十美元左右。有時我

們把錢當成禮物來送給別人，以答謝對方把我們待若上賓，而且他們送了我們很多東西，這都是因為我

們在美國就認識一些阿富汗人所建立起的人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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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發現世外桃源？ 

阿富汗東北部的瓦罕走廊是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它其實小到根本稱不上走廊，只能算是靠近帕米

爾高原的一處通路罷了…我深深感受到，當我站在那兒時，馬可波羅當年也見到了相同景物：寒冬裡一

路行來的駱駝商隊，馱著宛如活生生從神話中走出來的貿易商人，以及他們所攜帶的商品。這一切令我

在電光火石的剎那間頓悟。 

 

最有馬可波羅味道的國度 

應該是阿富汗，我是指少掉了武器和瘋狂行徑的阿富汗。 

如今，人們曉得馬可波羅走過絲路，他也造訪過忽必烈汗，但卻沒有人知道他其實也到過印尼和印

度。 

而印度真是令人驚為天人：你所能想像到的一切都隨時隨地可見──從最觸目驚心的貧窮和疾病，

乃至於最美麗、超凡絕倫和輝煌的事物都有。馬可波羅所言果然是千真萬確的，他描述印度的文字至今

仍栩栩如生，活生生地呈現在眼前。 

 

今昔有別 

世界變得愈來愈小，而步調也愈來愈快。多年來，我一直不想用手機，但如今手機和我們如影隨形，

時時刻刻都不離身。我們當年旅途中，從高加瑟中部一直到抵達北京的過程，整整有十個月的時間，這

期間我們對外界情形一無所知。我不知道，如果我們今天再踏上相同的旅程，有沒有可能還會如此與世

隔絕。 

 

為何在十五年後才完成紀錄片 

我們當年返鄉後，有兩個月時間都很筋疲力盡，之後才開始出外籌措紀錄片相關事宜。如今回想起

來，似乎是因為當時世界還沒有準備好去接納我們提出的方案。 

我們找上的每個人都表示感興趣，認為這故事引人入勝，但最後全都表示：「美國人不關心那些地

方，他們只想知道懷俄明州或其他什麼地方的露營地之類的消息。」 

一直到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這些人才開始改口說，「哇，是阿富汗耶！」 

我們造訪過的很多地區如今都在新聞裡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