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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南亚地区位于印度和中国的十字交会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东南亚地区的文明是印度和中国这两大古国的文化在这里蓄积的结果。
中国和印度尤其是印度的影响确实相当重要而且深远。
印度教的魔鬼卡拉在这里获得的表现，比其在印度国内还要多。
然而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东南亚地区所出现的文明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移植现象。
这里的文明从史前时期就按照其独有的方式获得了发展。
    在柬埔寨的吴哥，染着青苔的石头具有东南亚古城的哀歌情调，这些废弃的古城被丛林所覆盖。
一位19世纪的法国探险家到吴歌访问，在沉思之后感慨地写道：“人类创造的事物是何等的脆弱！
这是多么不幸啊！
废墟的下面将永远埋藏着艺术的财富和珍宝。
曾经有多少杰出的艺术家，统治者和勇干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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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尔·布朗，供职于美国时代公司，资深编辑，组织编辑了《失落的文明》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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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吴哥，亚索跋摩是建造城市的第一个国王。
公元889年，他继承了因陀罗跋摩的王位。
由他开始的建造工作在以后持续了4个世纪，覆盖的地区相当于曼哈顿岛那么大。
根据铭文的记载，在吴哥城中由他所建造的神庙指的是巴荣寺。
然而，后来的学者们认识到，巴荣寺是一座佛教建筑，而不是印度教建筑。
经过对其雕刻风格的仔细分析，其建造时间比亚索跋摩的死亡时间公元900年晚很多年。
真正由亚索跋摩建造的神庙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被维克多·高罗佩发现。
高罗佩是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位考古学家，他在法国的远东研究院担任过考古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掌握了航空照相技术，他运用这种技术，对这里的地图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
他在巴荣寺南部一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遗址，这正是由亚索跋摩所建造的神庙。
这座神庙被称作巴克恒神庙，或者叫做“先祖庙山”。
　　东南亚的艺术和建筑在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普遍存在，无论其风格怎样独特
，都可以在印度找到他们的源头。
东南亚民族所独具的天才体现在他们对印度教和佛教的吸收方面。
早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初期，印度的传道僧和商人就将宗教和宗教文化带到这里。
东南亚各民族吸收并利用它们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已经掌握制作青铜器和赤土陶器技术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发展了反映地区特色
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
比如右图的这幅神庙景象，一眼即可确认为傣族人所建，其他不说，因为在坐姿的佛像头顶上面，有
一簇高高的火焰形象(显示出佛体内具有火热般的精神)。
这是典型的傣族人的风格。
右边更远处的佛塔同佛头火焰造型相映成辉。
　　铜鼓对东山人的情况有大量提示。
东山人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生活在红河三角洲。
工匠在铜鼓上密集地装饰着取自其生活的场景。
例如描绘战争事件，斗士们头戴华丽羽饰，乘一流战船前去作战，船上设有船舱和作战平台。
还有描绘奏乐的场面，铜鼓分两只为一组，或四只为一组，并有其他乐器伴奏，事实是铜鼓代表着明
显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浇铸如此体大而壁薄的铜鼓，且加以严密装饰，这已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成就
，亦是一项重要的艺术成就。
暂且不说这个，关于铜鼓，最引人入胜的事实是，此种珍贵器物与亡者一同埋葬。
富足的东山人其墓穴中常有数只完整的铜鼓，而且有形状相对较小但制作同样复杂的小型铜鼓，这些
小型铜鼓用于盛放火化后的骨灰，或者有时盛放被砍下的头颅。
　　第一只测定年代的铜鼓可能干公元1世纪期间制作，比中国人到达此地区的时间晚一个多世纪，
而且早就有人猜测，把冶金知识以及文明的其他方面带给此地区的就是那些中国人。
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汉朝早期的历史文献，于此种传统看法有所支持，文献中称位于其西南方向的东
山人为野蛮人。
　　然而，东山墓葬文物(因土壤酸性作用，人类遗骸罕有发现)经过运用现代研究技术，考古学家迅
速描绘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的一个社会面貌。
社会生活中尽显由文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如栽培水稻的灌溉和畜力，冶金，精良的手工
艺制作技术。
考古学家还描绘出一个集中化和专业化的社会。
一切社会生活景象都出现在中国的汉朝人到来之前。
确实如此。
当中国人出现在东山人的土地上之前的400年里，东山人的文化已发展到其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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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山铜鼓的起源被确定时开始，表示怀疑的学者就存在疑问，如此先进的冶金工艺和文化，东
南亚地区的土著民族是怎样取得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20世纪30年代期间，两位东南亚史前史的学生，一位是奥地利的罗伯特·海因—格尔登，另一位是瑞
典的伯纳德·卡尔格伦，他们俩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东山文化的兴起时间，以及将铜鼓这种艺术形式带给东南亚地区的究竟是哪个民族，他们俩存在
意见分歧。
关于东山文化的兴起时间，他们俩的意见则相差数个世纪。
然而，有一点他们俩都没有疑问，即铜鼓艺术独特的几何风格，及其青铜制作工艺，均由某个“文明
化的”外来赠予者带到这里。
罗伯特·海因—格尔登和伯纳德·卡尔格伦两人分别从其他史前文化中，找到具有相同艺术要素的陶
器或人工制品，他们认为那些史前文化更有资格作为先进的东山文化的源头。
海因—格尔登认为东山文化始于欧洲，约于公元前800年后被带到东南亚地区，而卡尔格伦驳斥说，东
山文化来自中国中部，并可上溯到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
　　在更古老的东南亚民族文化中，可以找到与东山文化相近的艺术主题。
此时，考古学家开始怀疑海因—格尔登和卡尔格伦的推断。
更早期的原生的青铜冶金工艺传统，首先在泰国的农诺塔遗址被发现，后来在东南亚大陆的诸多遗址
均有发现。
这表明青铜器制造先于东山时期上千年，甚至更早。
到1989年，农诺塔以及30余个类似遗址的研究，都显示出存在更早期的东　　南亚民族文化，如越南
北部的凤元文化，可上溯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
此项证据使东山文化在其自家土地上获得更深的根源，一直追溯到东南亚地区最早的定居村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红河三角洲地区冲突四起，战火纷飞。
关于东山人的考古研究最多只是间断进行。
然而，越南的研究人员取得了进步，其发现亦于1975年越南恢复和平后逐渐广为人知。
现代的分析和年代测定确定东山人及其前人，在中国的汉朝人到达之前，已经在这个地区繁荣发展至
少1000年了。
　　高棉国王指定的浩大的建筑计划使人民的负担相当沉重，人们实际上像奴隶一样提供无偿劳动。
与此同时，其他的工作无法进行，经济陷于停滞状况。
更重要的是，瑟亚跋摩的军事征战使帝国过于扩张。
总之，在国王加强统治地位的同时，王国也开始解体。
神灵和国王的神圣联合，原本可以为帝国带来福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导致了帝国的毁灭。
当瑟亚跋摩于公元1150年前后去世的时候，他的王国已经因为过度扩张和国力丧失殆尽而岌岌可危。
　　随着这位“日护王”的去世，政治动荡开始发生，同时吴哥也受到外来的威胁。
1177年，占族人入侵吴哥。
他们沿湄公河而上，越过洞里萨湖，并焚毁了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吴哥都　　城。
高棉人似乎无力抵抗入侵的敌人。
最后，他们集合在耶跋摩七世的麾下。
耶跋摩七世是瑟亚跋摩的第二个侄子，他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佛教徒。
这位新的高棉领袖不仅在陆地上打败了占族人，也在柬埔寨大湖和河道进行的水战中取得胜利(
见108-109页)。
他打败入侵者，并占领了他们的土地，重新占领的土地在后来的20年里成为吴哥的一个省。
在这位勇土国王的统治下，高棉王国的领土比以前扩张得更大。
　　吴哥通是耶跋摩七世的都城，有一部分建在老城之上。
这座城市占地4平方英里，城里的居民达到100万之多，居民数量比当时任何一座欧洲的城市都多。
都城的中央建造了耶跋摩的神庙，即巴荣寺。
耶跋摩没有把最大的神庙献给湿婆或毗瑟，因为原来的这些印度教的神灵未能保护他们的城市免遭占
族人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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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吴哥最后的一座伟大的神庙献给了佛。
　　巴荣寺建筑被描述成一座雕塑作品，被称作“石头之花”。
在用石头筑起的台基上建造了50座佛塔，像吴哥寺盛开的莲花一样。
它们分布在中央尖顶的周围。
每座佛塔都雕刻着4张神秘微笑的面孔，他们注视着东西南北四方(见142页)。
总共有200张这样的面孔。
所有凝视着远方的眼睛都使巴荣寺看上去泰然自若。
法国远东研究院的亨利·帕门蒂尔在吴哥逗留了数年，然而，他对此仍然感到不舒服。
“造访者被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着，”他回忆道。
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有同样的感受。
“我的血液都凝固了。
”他写道，“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盯着我。
”　　很久以来，塔上雕刻的四个面孔一直被认为代表着湿婆的模样。
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做出结论，认为雕刻这四个面孔的灵感很可能来自佛教，而不是印度教。
按照这个理论，这4个面孔代表观音菩萨，他已经有佛一样的神圣地位，然而他选择留在人间，普度
众生到达极乐世界。
这个理论认为，耶跋摩七世具有像神一样的地位，他的目光注视着远方，仿佛小心地看顾着他的臣民
。
“他更多地感受到臣民的痛苦，而不是自己的痛苦，”有一段铭文这样写道，“因为民众的痛苦就是
他的痛苦，且比自己的痛苦更加深刻。
”　　更令人悲痛的是，由格罗斯利尔所培训的那些柬埔寨人多数已经被杀害。
红色高棉在1975年占领金边，在四年统治期间，他们梦想着重温吴哥帝国自给自足农耕社会的辉煌岁
月。
在追求这种幻想的过程中，城镇被清空，中产阶级以接受政治再教育为名，被迫在农民代表的监督下
从事田间劳动。
红色高棉的理想和他们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没有能够充分利用那些可以帮助他们保存吴哥文明并重
温辉煌的资源。
　　吴哥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然而又再次遭到自然力量的破坏，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其建筑结构显
出危险的征候。
战争还为这里留下更多危险的纪念品。
直到今天，雷区还一直困扰着这里，人们踩上被埋在地下的地雷，经常造成人员的伤亡。
现在，对于负责保护古建筑的人们而言，首先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危险地区，并建立明显的
禁区标志，以防止造成更多的伤亡。
游击队的活动也迟迟不肯撤退。
1995年，红色高棉的战士在丛林和吴哥北部之间活动，他们能够对公元10世纪建造的邦提斯雷神庙进
行短暂的控制，如果他们受到进攻，他们威胁要摧毁掌握在手中的这座古老的建筑。
　　在内战中吴哥所遭受的破坏经历了20年的时间，然而蒲甘古建筑被摧毁则发生在几分钟之内。
1975年7月8日，这里遭受地震的袭击，这次地震被称作“大概是现代历史上在考古区所发生的最严重
的自然灾害”。
砖结构的建筑发生断裂和坍塌，小型的建筑几乎全部被毁，许多无法移动的壁画遭到破坏。
　　然而在遭到地震破坏的同时，一些以前未被发现的珍贵的东西也在地震中显露出来。
蒲甘的建造者经常把一些小的物件封存在为神庙增添光彩的佛像里面。
地震的力量使其中一些佛像裂开，在900年的时间里首次使这些东西重见光明。
画在棉布上的一张彩图描绘了佛的生活场景，这幅彩图就是因为地震而被发现的。
它被卷在一节竹竿上，放在一尊佛像的手臂里面。
另一幅类似的图画在神庙顶部的一个残存的房间里被发现。
在这些发现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系列的坐姿佛像浮雕，佛像的四周描绘着这位宗教领袖的生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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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精美的一块浮雕其尺寸仅有5英寸× 2.5英寸，然而却包含了78个单独的人物。
不幸的是保存下来的佛像大多数现已被希望发现更多珍宝的人们所毁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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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摘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
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
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
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我们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
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
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
”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
。
丛书英文标题为Lost Civilizations，共有24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
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
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书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
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大量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
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
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
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
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
《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
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
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
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
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
，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中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
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
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
萌现要更早得多。
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
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
《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　　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
读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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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
读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涉茫的追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
名胜。
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
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
们的游览兴致。
而且本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
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
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
多数卷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习读此书，必觉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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