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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景教，也称聂斯脱里派，中国元代称为也里可温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或异端，该派源起于小
亚细亚与叙利亚，其创始人是聂斯脱里。
聂斯脱里是君士坦丁堡早期主教之一。
其父母均为波斯人，他曾在安提阿学习，受神职为长老。
428年受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委任为君士坦丁堡主教。
他随身有一名宅第司铎，名阿纳斯塔修斯，在讲解教义时表示反对称玛利亚为“神之母”。
聂斯脱里支持他的说法。
430年11月亚历山大主教西里尔召请各主教到亚历山大，并写信要求聂斯脱里谴责他自己言论中的12点
，否则予以绝罚。
但早在信使抵达君士坦丁堡以前，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已宣布将于431年圣灵降临节以前在以弗所召开会
议。
会议原定于6月7日开幕，由于支持聂斯脱里的安提阿主教约翰等人未及时到达而延期。
西里尔担心约翰发言对他们造成不利影响，就拉拢当地主教门农于6月2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聂斯脱里拒绝出席，受到谴责。
4天后约翰到达，开会决定废黜西里尔和门农。
7月10日罗马主教（422-432）切莱斯廷的3名使者到达，西里尔再次采取主动，继续对聂斯脱里进行谴
责。
双方都向狄奥多西二世申诉。
聂斯脱里曾开罪于狄奥多西二世之妹普尔切里亚，狄奥多西二世在她的影响下将聂斯脱里押回安提阿
附近他原属的隐修院，会议结束。
后来约翰与西里尔两派达成协议，不因教义问题影响对聂斯脱里的处置。
约翰认为聂斯脱里继续留在安提阿附近使他难堪，遂进言皇帝将他放逐。
皇帝先下令将他流放到阿拉伯境内佩特拉，后又感到处分过宽，乃再将聂斯脱里驱往利比亚沙漠中的
大绿洲（今哈里杰绿洲）。
匪人将他劫往帕诺普利斯（今艾赫米姆），后一度迁往赛伊尼（今阿斯旺）对岸的埃利潘蒂尼。
450年，狄奥多西二世去世，新皇帝马西安似曾决定将他召回，但消息传来时他已死去。
当时人们认为，聂斯脱里的教义坚持基督的人性，甚至宣称基督有两个位格：一人一神。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字莲花>>

内容概要

本书收集了几乎所有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元代叙利亚文景教写本和碑铭文献，首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
理和研究，不仅是相关学科最为关注的资料集，其研究亦有不少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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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的发现和研　　阿力麻里古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地
区霍城县城东约13公里处有一古城，据说方圆约有25公里，被称为“阿力麻里”，元代时曾是景教活
动的中心之一。
阿力麻里古城位置为近人拟测，或不知其所在，第一位确定古城位置的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
生。
他于1958年赴伊犁地区考古，根据自己的实地探察，结合历史文献，如《长春真人西游记》、定谦《
西游录》、徐松《西域水道记》、《新疆图志》等记载以及民间传说等，确定了阿力麻里古城的方位
：北抵克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东至图黑鲁帖木尔汗玛扎，西达卡纳威，东西5公里，南北当不
止此数，据本地人说，此城规模甚大，周约25华里。
该城曾出土许多金银铜币及陶器和叙利亚文石刻等也证明了该城就是元代的阿力麻里古城。
中国“西北文物考察团”曾于1953年在霍城发现1件叙利亚文景教墓石，目前存于乌鲁木齐新疆博物馆
。
1958年，黄文弼在霍城考古调查时发现了3件叙利亚文景教墓石，目前可能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1980年，兵团61团2连职工在阿力麻里古城旧址耕作时发现一件叙利亚文墓石，现藏霍城文管所。
作者曾于1999年7月访问霍城，并在霍城文管所见到两件叙利亚文墓石，其中一件就是前述1980年发现
的，据该文管所负责人马合木提介绍，另一件是于20世纪80年代在阿力麻里古城发现的。
此外，作者曾在伊宁市伊犁地区博物馆内见到另一件叙利亚文景教墓石，以前未见报道；还在新疆博
物馆见到2件出自阿力麻里古城的叙利亚文景教墓石，不知其中是否有一件是1953年发现的。
以上合计至少有8件叙利亚文墓石。
　　虽然上述墓碑的图版早已刊布，但这些墓碑的叙利亚文铭文至今未有人整理译释。
　　七河流域出土600余件叙利亚文景教墓石，其中至少有7件墓碑铭文注明墓主的籍贯为阿力麻里，
说明七河流域的景教徒与阿力麻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两地距离不远，而且当时没有今天的国界
限制，故在元代应属一个景教教区。
　　下面是七河流域景教碑铭发现地及阿力麻里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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