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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开天辟地之初，大自然就在不停地创造着奇迹，也给世人留下无

穷的好奇与想象。人类在感受造物神奇的同时，也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之中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恰似对造物主不绝的回应。

人类在这颗星球上不停地繁衍生息留下了太多令今人难以置信的

奇迹，一块被洗磨的石头、一根镌刻着先祖传奇事迹的圆柱、一尊被膜

拜千年的残损的神像、一幅俗世生活的画卷、一个个难以解答的历史之

谜，这些人类的陈迹历经了岁月的沧海桑田，抵达我们的面前，启口讲

述，绵绵不绝。

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些文明的奇迹？那些深藏于历史背后的又是怎样

一个世界呢？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们，他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

爱恨情仇、生生死死，都随时空的变幻，埋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那些

真相或许会永远不为后人所知。

而这遗留于世的陈迹，便像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它们默然矗立于天

地之间，接受日月风雨的洗礼，或许它们正是以这种独有的方式，向世

人展示它们那饱经风霜的面容，讲述曾经的故事。而那散落在荒草间的

片片瓦砾、残败的雕像或建筑、晦暗光线中的斑驳壁画，无不散发文明

的光辉，触发今人对历史更深地探寻和思考。

本书遴选了世界各地遗留于今的最具代表性和特色的文明奇迹，图

文并茂，将那逝去的辉煌复现在世人面前，让读者更真实地感受到历史

雄浑的美感与震撼力，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字与视觉的盛宴。让我

们在现实与梦幻之中自由游弋，经历一次真正的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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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希腊最重要的建筑阿波罗神庙，是古希腊影响极大的

“阿波罗神谕”的发布地。到公元3世纪时，这里成为

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以后它逐渐成为人们朝觐的圣地和各界

人士聚会的名城。这里保存有阿波罗神庙、剧场、礼物库和运

动场等建筑遗迹。

阿波罗神庙内殿所安放的一块卵形石，就是前述传说中的

神物，是当地最古老的崇拜物，也是“德

尔斐神谕”的起源。“德尔斐神谕”不但

是个人祸福的示解，而且对城邦的重大问

题作出决议，对这一期间的希腊宗教、文

化与政治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阿波罗神庙是德尔斐城的中心，建于

公元前5世纪，是德尔斐最大最重要的建

筑。阿波罗神庙区是一个长约177米，宽约

25米的矩形场地，现仅存神庙地基和圆柱

遗迹。在神庙的前后各有6根维多利亚式柱

子，两侧各有15根，这些柱子全部用石料

精雕细刻而成，并有院墙环绕。

院墙内的圣地面积为16.7平方千米，三

面为德尔斐城所围绕，东南面为入口处。

神圣的膜拜

德尔斐

典藏档案

地理位置：希腊福基斯  修建时间：公元前1400～前800年  

世/界/之/脐

Delphi

INFORMATION

建筑地位

⊙1987年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希腊甲兵

战争时期每名士兵都戴着青铜头

盔，以保护头部。坚实的胸甲是用好几

层亚麻布做成的，腿部有青铜护膝，圆

形木质盾牌以青铜镶边。战争时主要的

武器是长矛，用于

投掷而非刺戳。

正如希波战争中雅

典人在马拉松的表

现，成列的意志坚

决而动作协调的甲

兵冲锋时，几乎

锐不可当。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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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有许多座城邦与私人颂扬神谕的纪念碑。

在神庙和各城邦的礼物库里发现有不同质地的众多雕像，

其中著名的“雅典礼物库”建于公元前490～前480年，是一座

白色大理石的维多利亚式柱子建筑。礼物库墙壁上刻有800多

条献词以及希腊人所喜爱的雕刻。“锡夫诺斯礼物库”建于公

元前525年左右，其北侧檐饰有精美的浮雕，在当时曾采用鲜

艳色彩。

阿波罗神庙北侧的“战车御者青铜像”，约创作于公元前

475年，是早期古典雕塑的杰作。在前面有高约9米的爱奥尼亚

式细长圆柱，圆柱附近的一些地方还有圆殿遗迹。它是公元前

昔日辉煌的露天剧场象征着世界的中心，表示了此地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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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雅典娜神庙现

在只剩下残垣断壁。

390年左右的建筑物。外侧柱为多立克式柱，内侧柱为科林斯

式柱。

距阿波罗神殿不远的地方是一座由橄榄树林包围的保存完

好的露天剧场。剧场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有35级看台，可容

纳5000名观众。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露天剧场，直到

现在仍能使用。如今的希腊人还在这里演出当年创作的戏剧，

并举办音乐、诗歌及戏剧的竞赛。在剧场附近，还有一处呈马

蹄形的运动场遗址，场地地面由红泥土筑成，周围是由条石垒

成的环形看台，可以坐7000人。至今运动场跑道上的起跑线仍

清晰可辨。该运动场自起跑线至终点线的距离约为177.53米，

是古代希腊的四大运动场之一，这里曾定期举行音乐、竞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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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著名的皮托运动

会就每隔4年在此举行，其盛

况仅次于奥林匹亚运动会。

德尔斐从希腊远古时代

开始，就被认为是世界的中

心，并被看做是古希腊的宗

教中心和统一的象征，被称

为“世界之脐”。据希腊神

话的记载，阿波罗神庙是大

神宙斯的双鹰从天涯两极飞

来聚会的地方，因此被称为“欧姆法洛斯”（脐），希腊人在

其正中立石为记，作为地球“肚脐”的标志耸立在神庙的前

面。自此之后，这块石头成为了传说中的神物、当地最古老的

崇拜物，也成为“德尔斐神谕”的起源。

古希腊人认为，神明通过神谕向人类传话，为人们指点迷

津。据说，“德尔斐神谕”不但能对个人祸福示解，还能对城

邦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因而与神交流是古希腊人日常生活重

要的组成部分。

在“德尔斐神谕”中，一个最著名的神谕是对俄狄浦斯

发出的，预言他将犯下弑父娶母的滔天大罪。俄狄浦斯得知这

一神谕后，想尽一切办法，与命运抗争，但悲剧仍然未能避

免，这就是为世人所熟知的古希腊最著名悲剧之一的《俄狄浦

斯王》。

后来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布，神谕的地位江河日下。到公

元390年，狄奥多西一世以基督教的名义封闭神庙，禁止神谕

活动，德尔斐的地位逐渐降低，最终沦为废墟。

如今在德尔斐这个群山环抱的小镇上，昔时繁华已不再，

只有那些高大的多里克式石柱，依旧矗立在山间的废墟上，

在一片静谧中，仰望着长空的烟云，聆听那来自历史深处中的

风声。

雅典礼物库墙壁上精

美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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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
特农神庙始建于公元前447年，当时的雅典在希波战争

中打败了波斯，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雅典人把自己的

胜利归功于神明的保佑，所以，仅仅10年的时间，雅典卫城最

重要的神庙在公元前438年的泛雅典娜节上宣布落成。

雅典人将帕特农神庙奉献给雅典保护神雅典娜，这是一

座人间完美的神明寓所。神庙主体长69.5米，宽30.9米，除了

少数局部外，整个帕特农神庙都用纹理细密的乳色的彭特利克

大理石建成。在经历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风雨剥蚀后，坚

实细密的纹理被氧化了。现在帕特农神庙的立面在阳光中泛出

淡米色和深金黄的色泽。在不高的人字屋顶下有一个无窗的长

方形内殿，里面存放着这座神庙的主神雅典娜的神像。高12米

的神像是由雅典最著名的雕塑家

菲迪亚斯制作的，她有木制的内

胎、黄金的百折衣饰和象牙的肌

肤与脸盘儿，这座雕像原作已经

荡然无存，而菲迪亚斯在制作了

这座雕像后，因被人诬陷偷盗了

制作雕像的黄金而入狱，最后死

在狱中。后来的人们根据一些留

存的雅典娜神像和历史上的有关

记载，制作了一座大理石雕像。

这座雕像现在保存在雅典博物

馆中。

帕特农神庙

典藏档案

地理位置：希腊雅典  修建时间：公元前447年  

雅/典/娜/的/礼/物

Parthenon Temple

INFORMATION

建筑地位

⊙古希腊建筑的巅峰

之作，体现了古希腊

人追求“美”的最高

智慧。1987年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帕特农神庙内部复

原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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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农神庙正面图神庙正立面由门廊和前面的圆柱廊构成。柱廊的46根独立

式圆柱围绕着整座神庙。圆柱与内殿墙之间留有充足的距离，

因而走廊有足够的空间。帕特农神庙上的建筑技术令人惊叹的

精湛表现在整座神庙没有任何一处使用灰浆，建筑石料切割得

极精确，当它们被拼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块光滑的表面，那

些圆柱犹如用一块巨大的、完整的、天衣无缝的大理石凿成。

圆柱表面的凹槽装饰校正了光学上的视差，凹槽在光和影的作

用下形成一些悦目的优美曲线。这些曲线加快了视觉的节奏，

从而将视线引向上面柱顶盘上的雕塑。这些圆柱的柱身从下向

上逐渐变细，微微形成凸肚状，似乎有弹性感，恰似柱身的

“肌肉”在承受建筑物的重量时微微凸出。 实际上，仔细观

察，在帕特农神庙上找不出一条绝对笔直的线条，因为它的建

筑师伊克提努斯打算以曲线使女神庙显得更加优雅和悦目。

天才的建筑师伊克提努斯将严谨的计算和富于想象力的即

兴创造融为一体，避免了多立克柱式中的刻板和重复的风格，

使帕特农神庙成为一个有机的富有生命活力的整体。整个建筑

就像一座巨大的结构严谨、稳固、富于优雅的美感的雕塑。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帕特农神庙成为欧洲古典建筑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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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展现了一幅描绘希腊的过去、现在和对

将来的想象的画面。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希腊人试图对他们

隐晦的古代神话进行的解释不仅表现在哲学、诗歌和话剧中，

也表现在雕塑中。留存至今的帕特农神庙石雕分为三大类：多

立克柱式中楣的深浮雕，独立式三角墙塑像，及内殿中楣上的

浅浮雕。然而，如今这些精美的雕塑珍品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在

它们的故址，它们或者被毁，或者被转移到博物馆里。

帕特农神庙是“古代艺术最完美的丰碑，即使留存的是

残垣断壁，它仍气势宏伟，令人激动不已”。人们对这座神庙

爱护有加，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为防止神庙倒塌，人们曾

将铁钉、铁条等加固物与水泥搅拌在一起，灌入大理石石墙和

石柱。令人汗颜的是，1933年重修时竟发现前次修补的铁钉、

铁条都已锈蚀，水泥也变了色，它们对原有的大理石造成了

损坏，或许真的如纽约大学建筑师林斯特洛姆所认为的那样：

“没有必要去修复依然显示着优美与和谐的东西。”

帕特农神庙坐落在

雅典卫城的山顶，可

以说是希腊古典时期

最雄伟的建筑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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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黎圣母院是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法王路易七世于1163

年奠基的，经过182年的修建，至1345年才最后落成。

圣母院正门前是一个广场，是巴黎市民集会的场所。正面顶部

是左右对称的两座高69米的四角形方塔，侧墙由双层弓形支

柱撑住。教堂呈拉丁十字形平面，十字交叉点耸立着一个高

106米的矢镞形尖塔，内部大厅东西长130米，宽50米，尖拱直

棱，高墙上方是一排排对称的彩绘玻璃。3个拱形大门上方整

齐地排列着犹太历代帝王像，中间大门的立柱上是公元5世纪

巴黎主教圣马塞尔的雕像。

整座教堂的墙壁、屋顶、门、窗都是用石头雕砌而成的。

华丽精美的雕饰、五光十色的玻璃彩绘，构成了一个“巨大的

石头交响乐”。 法国著名浪漫主

义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在长篇小说

《巴黎圣母院》中把这座气势恢弘

的教堂作为鉴定人性美丑的公正的

裁判，他深情地说道：“这个可

敬的建筑物上的每一个面、每一块

石头，都不仅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

页，并且也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

页。”雨果的小说不仅使教堂本身

名扬四海，还对它的留存于世起到

了重要作用。在1831年，舆论曾要

求拆毁这座破败的建筑，恰好同年

巴黎圣母院

典藏档案

地理位置：法国巴黎  修建时间：1163年  

塞/纳/河/畔/凝/固/的/钟/声

Notre Dame De Paris

INFORMATION

建筑地位

⊙1991年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日光下的巴黎圣母

院发出耀眼的光芒，

神圣而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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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绝伦的巴黎圣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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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发表了影响巨大的同名小说，成功的

文学作品在当时可能是具有很重要的“话

语权”的，结果众议院决定拨巨款于1864

年对这座教堂进行修复。

巴黎圣母院是早期哥特式教堂的杰

作，屋顶、塔楼和扶壁尖拱形是其最重要

的特征。高耸的尖顶似乎不受地心引力的

影响，将人的精神视野引向无限高远的地

方。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从内部伸向无

限的意志，这是一个忽略具体世界而导向

虚幻、导向“深度体验”的精神世界的建

筑，它在全力激发用石头所能表达的无尽力量。窗户绘饰的那

些惊人的变形，动物、植物、人物的夸张线条和色彩，形成了

幽邃、神秘的气氛，这种气氛吞没了石头的结构和重量。而整

座教堂的形态，则在倾向于无穷的升腾情绪中，保持稳固和

平衡。 

礼拜的日子，教堂的钟楼传出召唤的钟声，回荡在

塞纳河上空，信徒们虔诚地走进金碧辉煌、烛光摇曳

的大殿。“超越的、精神的、非感觉性的蓝色和绿

色，是神教的色调，属于孤独和关心，属于联系在

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现在，也属于命运——宇宙中一

种命令的天意”（祁克果《宗教的激情》），它

们透过花窗迷离地布满这个空间，宛如神圣之手在

收留和安慰灵魂的彷徨。信徒们垂低着头默默地祈祷和

忏悔。 “祈祷”必须是一个人独自完成的，人必须独自立于

“天眼”之下，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他要独自诉说自己的

一切，尽管上帝了解人所有的罪，但并不逼迫人对他讲，

甚至上帝对人的赦免，也必须由人独自去承受，“祈祷”

从人之内心发出，人自己向上帝祈求救赎的可能。这

里的一切，都以圣十字和玫瑰的名义，彰显了最高者

的荣耀之美。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创作于1831年,又

称《钟楼怪人》，是雨果第一部大型浪

漫主义小说，艺术地再现了四百多年前

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真实历史。小

说浪漫主义色彩浓烈，且运用了对比的

写作手法，它是运用浪漫主义对照原则

的艺术范本。小说的发表，使雨果更加

声名远扬。

DISCOVERY

高阁凌空的怪形生物

雕像，俯视巴黎，仿佛

在搜寻魔鬼。人们认为

它有驱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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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索菲亚教堂

典藏档案

地理位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修建时间：公元325年

神/性/之/光

Hagia Sophia Cathedral

INFORMATION

建筑地位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的圣所，拜占庭艺

术的典范。 1 9 8 5年

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

圣
索菲亚教堂是君士坦丁大帝为供奉智慧之神索菲亚而建

的。公元537年，查士丁尼皇帝重建该教堂。它作为基

督教的宫廷教堂，整整持续了9个世纪。

教堂整体都是由酱红色的石头砌成，地板也挑选上等的大

理石，这些昂贵的大理石是从安纳托利亚、希腊和意大利运来

的。大理石材质使得整座教堂显得威严庄重。教堂外面有一石

墙，上面有许多一人高的壁画，内容都是《圣经》中的人物，

如圣母玛利亚、耶稣等。圣索菲亚教堂是集中式的，东西长77

米，南北长71米。整个布局围绕中央穹顶展开。中央穹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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