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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文明互鉴

探访印加
———古代世界文明交流与互动透视

林被甸

内容提要: 印加原本是安第斯高原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都缺乏

优势的一个后起小部落ꎬ 它为何能在 １５ 世纪战胜所有其他强大部

族并崛起为一个地跨现今秘鲁、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智利和阿根

廷五国版图的庞大帝国? 作者通过对马丘比丘、 库斯科太阳神庙、
萨克萨瓦曼等文化遗址的实地考察ꎬ 从巨石建筑技术细节入手ꎬ 深

入发掘印加 “巨石文化” 的丰富内涵ꎬ 较全面地展现了印加在庙

宇和宫廷建筑、 大型梯田灌溉系统和道路工程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

就———印加人创建了代表安第斯最高文明水平的 “巨石” 文化ꎬ
为缔造印加帝国大厦提供了坚固的基石ꎮ 本文认为印加人之所以能

够在部落争战中胜出ꎬ 恰恰在于他们没有把战争作为单纯的军事行

为ꎬ 而是利用战争这一特殊形式广泛吸取各民族优秀文化ꎬ 最终打

造了印加帝国的百年辉煌ꎮ 印加帝国崛起的历史说明: 不同文化的

交流和互动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ꎻ 印加文明正是在广泛吸

取安第斯各民族优秀文化养分的基础上ꎬ 从一个弱势群体迅速发展

壮大ꎬ 最后建成古代美洲最强大的帝国ꎬ 并创立了与玛雅文明特色

不同但同样辉煌的印加文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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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印加①世界: 一次艰险而又引人入胜之旅

几年前ꎬ 当笔者登上奇琴伊察库库尔坎金字塔顶极目了望时ꎬ 展现眼前

的是 １０００ 多年前壮丽的玛雅文化景观②ꎬ 惊叹之余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与

玛雅文化迥然不同的另一个印第安文化中心———印加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呢ꎬ
也能去一探究竟吗? 很快又意识到ꎬ 印加老家处在高耸入云的安第斯山上ꎬ
印加之旅对一位老人来讲岂非痴人梦想! 没想到多年后竟然梦想成真ꎬ 笔者

在圆了玛雅梦之后ꎬ 又圆了印加梦ꎮ 然而ꎬ 此行一波三折ꎬ 差一点临阵退却ꎬ
梦碎安第斯山脚下ꎮ

说临阵退却ꎬ 原因全在一个 “险” 字ꎮ 最能代表印加文化的当然是库斯

科和马丘比丘ꎬ 这两处遗址都在安第斯山上ꎬ 免不了要登高攀爬ꎮ 对此笔者

是有思想准备的ꎬ 但一旦付诸行动ꎬ 对两处遗址做一番调查了解之后ꎬ 不觉

大吃一惊ꎬ 发现自己对此行的风险估计严重不足ꎮ 所谓风险不外乎两条ꎬ 一

是山高ꎬ 二是路险ꎬ 但其难度超越了自己的预想ꎮ
先说山高ꎮ 当年印加人把首都库斯科城③建在安第斯山高原上ꎬ 那里海拔

高达 ３４００ 多米ꎬ 相当于登两座泰山ꎬ 有的遗址甚至比地处青藏高原的拉萨城

还高ꎮ 据说ꎬ 赴库斯科的游客有一下飞机就当场晕倒的ꎬ 不得不原机返回ꎮ
当年征服者皮萨罗曾想利用印加这个首都作为殖民统治中心ꎬ 终因经不住高

原缺氧的气候条件ꎬ 只得退回到利马另建新城ꎮ 中国的西藏风光诱人ꎬ 可笔

者从没有想过去那里一游ꎬ 不是不想ꎬ 而是不敢ꎮ 安第斯山是仅次于喜马拉

雅山的世界第二高山系ꎬ 岂敢贸然到异国他乡去登高攀爬!
再说路险ꎮ 山高必然路险ꎬ 但库斯科城是个例外: 当年印第安人修建的

王家大道四通八达ꎬ 现代交通更加便捷ꎬ 可说那里山高路不险ꎮ 马丘比丘古

城的海拔高度虽不及库斯科④ꎬ 但它建立在乌鲁班巴河谷拔地而起的山峰上ꎬ
山崖陡峭ꎬ 十分险峻ꎮ 古城依山而建ꎬ 内部皆以石阶相连ꎮ 望着图片上层层

叠叠的石阶ꎬ 笔者不禁联想起爬北京香山的狼狈情景ꎬ 可那才多高呢ꎬ 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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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为 ｉｎｃａ 或 ｉｎｋａꎬ 也译作印卡ꎮ
林被甸: «探访 “玛雅” ———兼评孟席斯关于玛雅文化来自中国影响的观点»ꎬ 载 «拉丁美洲

研究»ꎬ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ꎮ
Ｂｒｉａｎ Ｓ Ｂａｕｅｒꎬ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ｕｚｃｏ: 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ａ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７６ － ８０
库斯科城海拔为 ３３５０ 米ꎬ 马丘比丘古城为２４３８ 米ꎬ 后者终年云雾缭绕ꎬ 易被误认比前者更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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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比丘遍布石阶ꎬ 山道多达 １００ 条ꎬ 一条多达 １６０ 级台阶ꎬ 而且台阶形状不

一ꎬ 高度都不低ꎮ 一圈绕下来要迈过成千上万级这样的台阶ꎬ 能吃得消吗?
看来ꎬ 安第斯山对笔者来说高不可攀ꎬ 无缘 “印加” 之行了ꎮ 可是ꎬ 出

境手续已齐备ꎬ 岂甘轻易放弃ꎮ 中心地区去不了ꎬ 那就到外围感受一下也好:
利马及沿海地带也有很多安第斯古文化遗址ꎬ 那里后来也是印加帝国的一部

分ꎮ 于是ꎬ 调整了计划ꎬ 行程不变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终于整装出发了ꎮ 飞

抵利马之后ꎬ 稍加整顿ꎬ 第二天就出发去参观利马地区最重要的古文化中

心———帕恰卡马克遗址ꎮ 遗址位于利马城南 ２８ 公里的鲁林河谷ꎬ 占地 ４００ 多

公顷ꎬ 由土坯和夯土垒成的庞大建筑群ꎬ 包括神庙、 宫殿、 金字塔、 墓地等ꎮ
遗址所属的沿海地区干旱少雨ꎬ 建筑普遍采用土坯ꎬ 景观与高原地区大不相

同ꎮ 这片建立在茫茫沙漠上的土黄色建筑群ꎬ 乍看与中国新疆丝路上的高昌

故城颇为相似ꎬ 但实际上ꎬ 帕恰卡马克兴起于公元前 ２００ 年ꎬ 时间上比高昌

故城更早ꎬ 延续历史更长ꎬ 城市功能也不同ꎮ 直到 １５３３ 年被西班牙殖民者毁

坏之前ꎬ １０００ 多年来帕恰卡马克一直是重要的宗教中心ꎮ
帕恰卡马克遗址入口处建有一座小型博物馆ꎬ 展示遗址的历史和概貌ꎮ

据记载ꎬ 帕恰卡马克原是安第斯山文化中古老的神明ꎬ 奉为 “创世之神”ꎮ①

传说他最后在风景秀丽的湖泊中隐居ꎬ 这湖就是今日之的的喀喀湖ꎬ 这个神

话故事隐喻安第斯文明从这里发源ꎮ 据印加人的说法ꎬ 帕恰卡马克神不显形ꎬ
也不需要举行任何祭祀仪式ꎬ 只用他的名字称呼国王ꎮ 因此ꎬ 这里兴起的一

个强大国家也称作帕恰卡马克王国ꎬ 后来皆统一于印加帝国之下ꎮ
进入遗址区ꎬ 笔者一行沿着步道细心探究历史遗留的踪迹ꎮ 建筑物中ꎬ

宽阔的墙面上有一排排上窄下宽的梯形窗式装饰ꎬ 明显表现了印加文化风格ꎮ
其中最高大的建筑物被称为太阳神庙ꎬ 建立在金字塔形的巨大土丘的顶上ꎬ
背朝大海ꎮ 神庙大殿背部建有观象台ꎬ 是祭司观察大阳出没和制定历法的地

方ꎮ 在太阳神庙一侧低处建有月亮神庙ꎬ 被征选来的美丽少女被称作 “太阳

贞女”ꎬ 在这里学习各种技艺ꎬ 服务于印加国王和神明ꎮ 印加国王为统一宗教

信仰ꎬ 强调太阳神印蒂 (Ｉｎｔｉ) 的至高无上ꎬ 同时继续敬奉古老神明帕恰卡马

克和维拉科恰ꎬ 对各被征服部族的神明兼容并蓄ꎮ 这个兴起于公元前的文明

中心后来经过大规模的重建和扩建ꎬ 在 １５ 世纪印加统治时期达到鼎盛ꎬ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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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 Ｄ Ｍ 琼斯、 Ｂ Ｌ 莫里努著ꎬ 余世燕译: «美洲神话»ꎬ 太原: 希望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２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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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 “印加化” 了ꎮ
印加人远在安第斯高原ꎬ 他何以能征服千里之外的古老王国呢? 那些比

恰帕哈马卡强大得多的奇穆、 基多、 蒂亚瓦纳科等大小王国和帝国ꎬ 为什么

一个个都被印加人所征服? 印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对 “外围” 的接触

并没有对笔者起到自我慰藉的作用ꎬ 反而更激发了探访印加中心的强烈愿望ꎮ
我们下榻的是利马市区中国人开的一家旅馆ꎮ 近年中国与秘鲁交往频繁ꎬ

不少中企派员长驻利马ꎬ 旅馆大厅每天人来人往ꎬ 少不了议论游览马丘比丘

遗址的观感ꎮ 一位从事电信业务的年轻人对我说: 马丘比丘太神奇了ꎬ 去了

三次仍觉得不过瘾ꎮ ２００７ 年ꎬ 马丘比丘与中国长城一起被评选为世界 “新七

大奇迹”ꎬ 不到马丘比丘ꎬ 能说这次跨越万里的访问是 “不虚之行” 吗? 于是

笔者又调整计划ꎬ 这一次下定了排除万难的决心ꎬ 冒险也要攀登安第斯山了ꎮ

云端古城马丘比丘

攻坚克难ꎬ 笔者将第一个目标选定为马丘比丘ꎮ 凌晨 ３ 点起床ꎬ 赶上 ５
点飞往库斯科的第一个航班ꎮ 马丘比丘位于库斯科东南 ８０ 多公里ꎬ 要先到库

斯科ꎬ 再转乘火车前往ꎮ 飞机穿过云层ꎬ 向着安第斯山方向飞行ꎬ 心情不免

有些激动ꎮ 飞行约一个多小时ꎬ 降落在库斯科一个不大的机场上ꎮ 打开舱门ꎬ
寒气扑面而来ꎬ 明显感到与利马温和湿润的气候迥然不同ꎬ 与 ６ 月的北京相

比更是两重天ꎮ 在高原地区不是一年四季ꎬ 而是一天要经历四个季节ꎬ 早上

日出后是春天ꎬ 中午是夏天ꎬ 傍晚是秋天ꎬ 夜晚就进入严寒的冬天了ꎮ 听说

昨晚这里气温是零下 １０ 摄氏度ꎮ 航站大厅炉火熊熊ꎬ 供乘客取暖ꎬ 但我们还

是用上了全部御寒家当ꎮ
从库斯科到马丘比丘有两条路线ꎮ 一条是沿着当年印加人开辟的山间古

道ꎬ 自带帐篷行装ꎬ 风餐露宿ꎬ 经四天长途跋涉方能到达ꎮ 喜好登山野营者ꎬ
往往选此路线ꎬ 乐此不疲ꎮ 另一条是坐火车前往ꎬ 大约费时 ４ 小时ꎬ 我们当

然选择后一条路线ꎮ ８ 点时分我们坐上了赴马丘比丘的观光火车ꎮ 车厢用玻璃

作顶ꎬ 宽敞明亮ꎮ 火车盘山而行ꎬ 先爬过 ４０００ 米的山峰ꎬ 一路迂回曲折缓慢

行驶ꎬ 我们尽情欣赏沿途中安第斯高原的秀丽风光ꎮ 火车上提供特色糕点和

饮料ꎬ 还有羊驼毛时装表演助兴ꎬ 不觉到达了终点热水镇ꎬ 这是马丘比丘山

脚下唯一有火车相通的小镇ꎬ 因有温泉浴池而得名ꎮ 安第斯山地区有丰富的

温泉资源ꎬ 当年印加贵族享受冷热水供应ꎬ 常年温泉沐浴ꎬ 并非虚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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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水镇饱食一顿丰盛的自助餐和各种热带水果之后ꎬ 改乘小巴士上山ꎮ
出发前ꎬ 在小镇的集市上买了一根手杖ꎬ 一看英文写着 “中国制造”ꎬ 价钱比

国内便宜ꎮ 当地的一位向导已在车前等候ꎮ 小巴盘山而上ꎬ 上山公路更加狭

小曲折ꎬ 只得缓慢爬行ꎮ 走了一程之后ꎬ 车辆无法通行ꎬ 就得徒步登山了ꎮ
向导看上去一副高原本地人脸膛ꎬ 黝黑健壮ꎬ 自我介绍上过大学ꎬ 因迷恋印

加文化ꎬ 曾自费花一年时间实地考察ꎬ 从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一路步行到库

斯科ꎬ 走过大大小小的印加古道和索桥ꎬ 称得上是一位资深导游了ꎮ 他对于

我满脑子的问题都能一一作答ꎬ 并发表自己的见解ꎮ 边走边交谈ꎬ 不觉来到

一道石墙的小门ꎬ 那是古城的入口处ꎬ 由此再攀登一段石阶ꎬ 就是古城南部

高地的一块平台ꎮ 当我们迈上最后一个台阶ꎬ 攀登至高台顶部时ꎬ 周围游客

见上来两个气喘吁吁的老人ꎬ 立刻为我们鼓起掌来ꎮ 终于到了我们神往之地ꎮ
伫立在高台上ꎬ 整个古城一览无遗ꎮ 以马丘比丘命名的古城建在马丘比

丘和瓦伊纳比丘两座山峰的山脊上ꎬ 周围又有更多高山怀抱ꎬ 终年云雾缭绕ꎻ
城池依山从南向北层层延伸而上ꎬ 背靠巍然耸立的瓦伊纳山峰ꎬ 人工建筑与

自然环境相映生辉ꎬ 融为一体ꎮ 时值中午我们到达古城ꎬ 太阳当空ꎬ 云雾散

尽ꎬ 在明睸的阳光下眼前呈现的这幅美景ꎬ 比图片中看到的更美丽壮观! 在

印第安文化遗址中ꎬ 人文历史和自然如此完美融合并被完好保存下来的马丘

比丘可能是独一无二的ꎬ １９８３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人文历史和

自然双重遗产ꎮ
然而不难想象ꎬ 在这幅美丽宁静的画面背后ꎬ 必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

治力量ꎮ 因为马丘比丘并不是自然衍生形成的普通群落ꎬ 而是需要组织动员

庞大劳力ꎬ 通过经年累月的协作建造方能完成ꎬ 其设计布局也反映了这是一

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ꎮ 整个城池分为城市区和农业区两大部分ꎬ 方圆 ９ 万平

方米的城市区筑有高大围墙和沟壑ꎬ 与分布着梯田和农舍的农业区相分隔ꎮ
城市内部以中央广场为界ꎬ 分为东西两大区: 西区地势居高ꎬ 也称 “上城

区”ꎬ 神庙、 宫殿、 贵族宅第聚集于此ꎻ 东区地势较低ꎬ 亦称 “下城区”ꎬ 分

布着普通住宅、 仓库及其他设施ꎬ 与上城区相比这里的房子粗糙矮小ꎮ 全城

还建有完善的供水系统ꎬ 水池、 水渠皆用岩石或直接从岩体中雕琢而成ꎬ 引

高山泉水ꎬ 供饮用、 沐浴和灌溉之用ꎮ 全部遗址由 １５０ 多座建筑物组成ꎮ① 显

然ꎬ 这样一个用巨石建造的宏伟工程ꎬ 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强大专制政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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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难完成ꎮ 据记载ꎬ 马丘比丘正是在帕查库蒂统治时期开始兴建的ꎬ 前后耗

时近百年ꎮ
在向导带领下ꎬ 我们沿着石阶古道ꎬ 逐一参观了遗址的主要建筑物ꎮ 最

令我惊奇的是全城建筑物整体保持完好ꎬ 尽管原有的坡面茅草屋顶已荡然无

存①ꎬ 但巨石垒成的墙体巍然屹立ꎬ 一排排尖尖的山墙直指天空ꎬ 鳞次栉比ꎬ
依然可见当年壮丽景象ꎮ “断壁残垣” 是古代遗址中常见的现象ꎬ 马丘比丘古

城历千年风雨和地震的袭击ꎬ 建筑物却呈现 “墙不倒” “壁不残” 的现象ꎬ
不能不说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ꎮ

那么ꎬ 印加 “建筑学” 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呢? 在以往的研究中ꎬ 常

把印加人的建筑技术称之为 “垒石法”②ꎮ 垒石法乃是古今各民族在建筑中普

遍采用的做法ꎬ 它仅仅是对建筑方式的一种描述ꎬ 并不能解释眼前印加人这

般高大的墙体 “不倒塌” “不断裂” 的现象ꎮ 我一边向那位资深导游发问ꎬ
一边留心观察ꎬ 仔细比较ꎬ 突然若有所悟ꎬ 发现印加建筑工程中的奥秘ꎬ 似

可概括为两大独特技术: “拼接术” 和 “榫接术”ꎮ
一项是 “拼接术”ꎬ 主要用于多边形石块ꎬ 就是把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的

石块打磨后拼接起来ꎮ 使用这种技术ꎬ 不需要施用灰泥ꎬ 依靠石块间对缝契

合ꎬ 相互支撑ꎬ 即可经受来自不同方向的冲击力而不致移位或脱落ꎮ 坐落在

神圣广场上的主神庙是用白色花岗岩砌成三面围墙一面向广场敞开的高大建

筑物ꎬ 东西两面侧墙皆以巨石为底ꎬ 石块间对缝严密ꎬ 看上去整个墙体完好

如初ꎮ 导游在这里停下脚步ꎬ 面对石墙用手比比划划ꎬ 边讲边从口袋里掏出

两块石头示范ꎬ 一块呈石斧状ꎬ 用于把石料凿平取直ꎬ 另一块是坚硬无比的

深色矿石ꎬ 用来加工磨光ꎮ 导游讲述时露出了一脸自豪的笑容ꎮ 在神庙后墙ꎬ
我例外地发现有一处长长的裂口ꎬ “拼接术” 怎么在这里失效了呢? 再仔细观

察ꎬ 原来后墙中央设有一个大祭台ꎬ 同时用作背墙基石ꎬ 祭台造型平整ꎬ 裂

口正发生在与祭台垂直平行而未能起到相互咬合的相邻墙面上ꎮ 这恰好证明ꎬ
一旦离开奇巧的 “拼接术”ꎬ 就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ꎮ

另一项可称为 “榫接术”ꎬ 主要用于相对规整的四边形石块ꎮ 用这一概念

来总结印加建筑技术ꎬ 笔者在参观马丘比丘时仅有初步意识ꎬ 后来观摩了库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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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第安人具有高超的制陶艺术ꎬ 但不知制瓦和 “拱顶” 技术ꎬ 从普通民居到宫殿神庙皆

以茅草作顶ꎬ 因而文化遗址上的建筑物无一例外呈 “秃顶” 现象ꎮ
沈小榆著: «印加的智慧———安第斯高原的太阳之子»ꎬ 台北: 林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ꎬ ２０００

年ꎬ 第 ２９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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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太阳神庙后才明确起来的ꎮ 因为马丘比丘墙面完好ꎬ 你无法看清石块间

内部是如何接合的ꎬ 只是在参观三窗殿时ꎬ 导游讲到了巨石上下之间采用凹

凸形状接合的方法ꎮ 三窗殿位于神圣广场东侧ꎬ 因巨石砌成三扇梯形大窗而

出名ꎮ 窗户朝东ꎬ 太阳升起时ꎬ 光线正好直射进殿堂之内ꎬ 故而有人说这也

是纪录太阳运行的观察台ꎮ 三扇窗户都很大ꎬ 皆用较为平整的巨石砌成ꎮ 导

游解释说ꎬ 石墙之所以能够经久不塌ꎬ 就是因为石块的上表面轻微凹进ꎬ 成

盘碟状ꎬ 下表面则向外凸出ꎬ 使上下石块稳固结合ꎮ 地震时即使一时把石块

震起ꎬ 也会回落原位ꎮ
更令人惊奇的是位于西区中部的太阳神庙ꎮ 墙面呈半圆形的神庙ꎬ 建立

在从山体上突起的一块大岩石上ꎬ 可能因太阳神地位显赫ꎬ 建筑工艺讲究ꎬ
墙体打磨平整ꎮ 作为基座的巨石之下有一洞穴ꎬ 看上去这座神庙就成了 “悬
空寺”ꎮ 可以想见ꎬ 地震时这里必定是地动山摇ꎬ 乱石滚滚ꎬ 可这座 “悬空

寺” 千百年来安然无恙ꎬ 完好无损ꎬ 想来一定是巧妙采用了 “拼接” 和 “榫
接” 两种相结合的技术ꎬ 达到了稳如泰山的效果ꎮ 太阳神庙、 三窗殿、 主神

庙以及途中参观过的拴日石被公认为马丘比丘四大标志性建筑ꎮ 我也曾怀疑

这些建筑物是否经过了修缮复原ꎬ 后来找出 １９１０ 年耶鲁大学宾汉教授意外发

现这处遗址时的照片①ꎬ 两相对照可见并无二致ꎬ 更激起了笔者对印加人建筑

艺术的由衷钦佩ꎮ
就这样一路走来ꎬ 边走边看边讨论ꎬ 不知迈过了多少级石阶ꎬ 并没有原

想象那样劳累不堪ꎮ 周围游人渐渐少了下来ꎬ 我们加紧了脚步ꎬ 为了赶上最

后一趟回程车ꎮ 夜晚ꎬ 留宿于欧雁台ꎬ 入住一家别墅式宾馆ꎬ 床上铺着厚厚

的被子ꎬ 惊觉高原的夜晚已进入冬季!

高原古都库斯科

第二天用过早餐后乘小巴直奔库斯科ꎮ 欧雁台地址和海拔介于马丘比丘

与库斯科之间ꎬ 在此留宿是为了逐步适应库斯科的高原气候ꎮ 小巴一路爬坡ꎬ
当翻越一座 ３７００ 米的高山时ꎬ 我出现了头晕胸闷的症状ꎬ 吞下了一颗药丸后

症状逐渐消失ꎬ 库斯科也近在眼前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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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科城位于安第斯山海拔 ３４００ 米的峡谷中ꎬ １２ 世纪初印加人开始在这

里定居ꎮ １５ 世纪帕查库蒂统治时期开疆拓土ꎬ 奠定帝国大业ꎬ 同时重建库斯

科ꎬ 使之成为全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ꎬ 居民达到 １０ 万人ꎮ① 库斯科地形高低

起伏ꎬ 印加人依据他们的观念釆取直角形设计ꎬ 建有中央广场ꎬ 并沿四个方

向修筑道路ꎬ 把库斯科与全国连接起来ꎬ 库斯科一词的含义即 “大地的中

心”ꎮ １６ 世纪西班牙入侵后ꎬ 库斯科建筑严重被毁ꎬ 但作为帝国首都的遗迹

仍处处可寻ꎮ
在库斯科ꎬ 最有代表性的印加建筑当数科里钦查太阳神庙和萨克萨瓦曼

城堡ꎬ 我们首先来到了著名的太阳神庙ꎮ 太阳神庙坐落在中央广场东北方向

的一个中心区域ꎬ 由一幢主要建筑物和五幢次要建筑物组成ꎬ 四周有黄金镶

边的围墙环绕ꎬ 分别供奉太阳神、 月亮神和其他神灵ꎮ 宏伟的神庙建筑耸立

在高大的金字塔形台基上ꎮ 在每年 ６ 月的印蒂赖米节 (Ｒａｙｍｉ)ꎬ 都要举行盛

大的太阳祭ꎬ 清晨时分库斯科城就万人空巷ꎬ 人们都聚集到中央广场上来ꎮ
太阳刚一露脸ꎬ 全场便欢声雷动、 鼓号齐鸣ꎬ 全副盛装的印加王带领民众面

向太阳顶礼膜拜ꎮ 随后ꎬ 印加王率王公显贵前往太阳庙祭拜ꎮ 太阳祭是印加

人最为重要的宗教庆典ꎮ②

然而ꎬ 原有的太阳神庙早已不复存在ꎮ 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库斯科后ꎬ 首

先摧毁的就是印加人的这座神圣祭祀中心ꎬ 并在其废墟上建起了圣多明各教

堂ꎻ 赖米节被禁止ꎬ 欧洲人的上帝代替了印加神祇ꎮ③ 但西班牙人并没有将神

庙建筑全部拆除ꎬ 而是利用了原有的巨石砌成的金字塔形高大座基ꎬ 神庙墙

面也被改造利用ꎬ 隐没在教堂庞大的建筑物中ꎮ 互相冲突的两种文化被强行

糅合在一起ꎮ 但在 １６５０ 年的一次大地震中ꎬ 代表着强势文化的西班牙建筑轰

然坍塌ꎬ 代表着弱势文化的印加建筑却安然无损ꎮ 当然ꎬ 当权的殖民者依然

照旧重建ꎮ 然而ꎬ 在 １９５０ 年一次大地震后ꎬ 秘鲁人积郁已久的不满情绪也像

地震一样爆发出来ꎬ 坚决反对官方再一次照老样重建ꎬ 最终迫使当局改变方

案ꎬ 把重点放在对印加建筑物的保护上ꎮ 从那以后ꎬ 虽然教堂外观得以保持ꎬ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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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的太阳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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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堂和修道院的部分建筑被拆除ꎬ 突出了印加神庙墙体的位置ꎬ 并配以实

物和图片展示ꎮ 于是ꎬ 这座当年因用黄金装饰而有 “金宫” 之称 ( “科里钦

查” 意即金宫) 的遗址ꎬ 成了名副其实的 “印加故宫博物馆”ꎮ
进门之后ꎬ 明显感受到太阳神庙的原有格局已被破坏ꎬ 神庙著名的 “金

银花园” 改建为庭园ꎬ 周围建有欧式回廊ꎬ 十字架高竖在醒目位置ꎮ 我们的

脚步没有在那里停留ꎬ 径直来到了神庙遗址展示区ꎮ 虽然事先就知道神庙建

筑十分精美ꎬ 可站在一道道迷宫一般的印加墙前ꎬ 笔者仍然深感意外ꎮ 印加

建筑通常采用多边形石块拼接ꎬ 注重坚固实用ꎬ 并不刻意追求美观ꎮ 但这里

看到的是ꎬ 块块墙石切割整齐ꎬ 呈规正的四边形ꎬ 墙面用砂石精细磨研ꎬ 平

整光滑ꎮ 笔者脑子里立即闪现出问题: 脱离印加式多边拼接术ꎬ 釆用方方正

正的四边形石材ꎬ 墙体能持久稳固吗? 为什么地震中欧式建筑坍塌无遗ꎬ 而

印加建筑却巍然屹立呢? 再细看陈列展示的实物模型ꎬ 我恍然大悟ꎮ 原来太

阳神庙建筑采用了更为神奇的 “榫接” 技术ꎬ 墙石的上下左右四面都打磨成

榫卯结构ꎮ 尚不清楚是否每块都做了如此加工ꎬ 但可以肯定至少关键部位的

石块进行过这般精细的雕琢ꎬ 有的甚至采用青铜构件加以固定ꎮ 榫卯连结是

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主要方式ꎬ 抗击力强ꎬ 地震中可以经常见到墙塌而梁

柱不倒的现象ꎬ 是一项极为精巧的发明ꎮ 但印加人把榫卯技术应用到石质结

构上ꎬ 并把这种结构的功能发挥到极致ꎬ 使西式现代建筑相形见绌ꎬ 不能不

令人为之惊叹ꎮ
接着ꎬ 我们来到了神庙祭祀主殿ꎮ 当年主殿上供奉着金制圆盘形太阳神ꎬ

墙面皆以金板镶饰ꎬ 金碧辉煌ꎬ 连各种供品也由黄金制成ꎬ 如今这一切都已

荡然无存ꎮ 我注意到祭殿中央一个特制的大壁龛ꎬ 四周打有一排洞孔ꎬ 显然

是用来放置太阳神像的ꎬ 每个洞孔比手指还粗ꎬ 可见当年的金制神像和装饰

板都有足够的分量ꎮ 史书记载ꎬ 西班牙人从墙上剥下 ７００ 块金板ꎬ 皮萨罗的

助手形容其为块块 “好像大箱子的木板”ꎬ 每块金板都可熔铸成 ４ 磅半的金

锭ꎮ① 这座博物馆显然也成了殖民者的罪证展ꎮ 环顾四周遗留的残迹ꎬ 无形中

更能体悟到印加人后裔———秘鲁印第安人不时表露的民族情怀ꎮ
中午ꎬ 匆匆用过午餐ꎬ 来到了著名的萨克萨瓦曼古堡ꎮ② 据记载ꎬ 库斯科

城是依照美洲豹的形状设计的ꎬ 自北向南呈长条形的城池为豹身ꎬ 位于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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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２ 公里处高山上所建的城堡则是豹头ꎮ① 这个别出心裁的设计足以显示作为

首都重大防御工程的城堡ꎬ 其位置之险要ꎮ 登上高处综观古堡全貌ꎬ 果然雄

伟无比ꎬ 龙盘虎踞ꎬ 气吞山河ꎮ 建于海拔 ３７００ 米高处的古堡占地约 ４ 平方公

里ꎬ 主体由上下三道 “之” 字形围墙组成ꎬ 顺着山势一道比一道高ꎮ 每道墙

高约 １８ 米ꎬ 最外一道长 ５４０ 米ꎮ 整个古堡建筑共用石料达 ３０ 多万块ꎬ 皆用千

斤以上的巨石叠成ꎮ 第一道石墙更加雄伟ꎬ 所用都是最大石块ꎬ 其中一块高

达 ８ 米ꎬ 重量超过 ２００ 吨ꎬ 非亲眼看见ꎬ 难以置信ꎮ 这些巨石表面只做粗糙

加工ꎬ 几乎仍保持其原始形态ꎬ 但每块岩石的接合面都经精心打磨ꎬ 各边对

缝拼接ꎬ 紧密咬合ꎬ 稳固异常ꎬ 经历千百年而岿然不动ꎮ 殖民者捣毁这座古

堡时ꎬ 未尝不想一举清除遗址ꎬ 还可动用这些石料兴建教堂ꎮ 但他们站在巨

石前无法想象印加人是怎么从远处将巨石搬运过来的ꎬ 当然也想不出用什么

办法把它搬动运走ꎬ 只得望石兴叹!
古堡围墙内高处有三座塔楼ꎬ 基层呈放射状的圆柱体主塔雄踞中央ꎬ 内

有温泉ꎬ 供国王使用ꎻ 两座用于驻军的正方形塔楼ꎬ 守卫在左右ꎮ 古堡地下

用石头砌成的网状地道ꎬ 与三座塔楼相通ꎮ 这座古堡气势宏伟壮丽ꎬ 结构新

颖而复杂ꎬ 堪称古代美洲最伟大、 杰出的工程之一ꎮ 可惜三座塔楼早已被毁ꎬ
地面上只留下马赛克基座图形ꎬ 原有的精致墙石可能体量较小ꎬ 被殖民者搬

运去建造教堂了ꎮ
萨克萨瓦曼古堡在建筑上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难解之谜ꎮ 比如ꎬ 当年印

加人并没有精密量具ꎬ 不可能把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的石块在施工前打磨好

再行拼接ꎬ 只能在施工过程中加以雕琢修正ꎮ 有研究者称之为 “试错法”②ꎮ
可 “试错” 就意味着需要不断抬放和挪动石块ꎬ 而每块巨石重达几吨以上ꎬ
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ꎬ 仅仅依靠人力和石器工具完成拼接ꎬ 达到石块间

各边对缝严密而刀片不入的神奇功效ꎬ 印加人究竟使用了什么绝招? 还有ꎬ
这些巨石从山体上又是如何开采并搬运至萨克萨瓦曼山头的? 等等ꎬ 对于这

些问题ꎬ 考古学、 历史学、 人类学、 建筑学各界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ꎬ 可

至今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ꎮ
傍晚时分ꎬ 我们告别古堡ꎬ 结束了这次安第斯山之行ꎬ 乘飞机返回利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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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上ꎬ 透过云层ꎬ 连绵不绝的安第斯山仍清晰可见ꎮ 别了ꎬ 安第斯山ꎬ 孕

育了印加文明的圣地!

印加帝国的崛起之谜

马丘比丘古城、 库斯科太阳神庙、 萨克萨瓦曼古堡等一个个遗址ꎬ 折射

了印加帝国当年的辉煌ꎮ 那么ꎬ 印加帝国百年间是如何从一个小部落崛起为

一个地跨秘鲁、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智利、 阿根廷五国疆域的庞大帝国的?
这似乎成了古代美洲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难解之谜ꎮ 印加人自己解释说ꎬ 他们

的全部本事都是天父太阳神印蒂所授ꎮ 显然ꎬ 这是印加人为了美化自己编造

的神话ꎮ① 学界通常的说法是印加人尚武好战ꎮ 印加男子人人接受军事训练ꎬ
依照米达制轮流应征入伍ꎬ 盛极时国家拥有精兵 ２０ 万ꎮ② 他们之所以称雄安

第斯高原ꎬ 全是靠武力打出来的ꎬ 因而被称为 “新世界的罗马人”ꎮ③ 武力无

疑是印加帝国崛起的重要条件ꎮ 然而ꎬ 秘鲁高原上兴起的众多部落均尚武好

战ꎬ 有的还比印加强大得多ꎮ 历史上曾有一个叫昌卡人的强悍小部落发兵进

攻库斯科城ꎬ 坐镇的印加第八代国王未经交战即弃城而逃ꎮ 可是ꎬ 为什么是

印加人而非其他部族最后胜出并称雄安第斯山呢?
印加人能够从众多 “武林高手” 中脱颖而出ꎬ 恰恰在于他们没有把战争

作为单纯的军事行为ꎬ 而是通过战争积极广泛地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ꎮ
蔡元培先生说得好ꎬ “一种民族ꎬ 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ꎬ 犹之一人之身ꎬ 不能

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ꎬ 否则不能长进也ꎮ”④人类文明正是在不同文化的交

流和互动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ꎮ 在古代世界ꎬ 由于高山大海的阻隔ꎬ 民族间

少有经常性交往ꎬ 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进行ꎬ 一是贸易ꎬ 二是战争ꎮ
安第斯高原交通闭塞ꎬ 相互隔绝ꎬ 很多部族没有市场和商人ꎬ 印加人也从不

与相邻部族进行贸易活动ꎬ 这样就堵塞了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ꎬ 而由战

争担负起文化交流主渠道的作用ꎮ 印加人利用了战争这一特殊形式ꎬ 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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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其文化交流的功能ꎬ 他们一边打仗一边学习ꎬ 向对手ꎬ 包括已被打败臣服

的民族学习ꎮ 安第斯文化源远流长ꎬ 生活在沿海地区或高原山地的安第斯各

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ꎬ 在制陶、 纺织、 冶金及建筑方面都达到了很高

的水平ꎮ 但印加人不同ꎬ 在安第斯高原乃是后起的无名之辈ꎬ 既无经济实力ꎬ
亦无文化优势ꎬ 一小二贫三无长技ꎮ 印加人之所以后来居上ꎬ 就在于它善于

广泛吸取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不断壮大自己ꎬ 战场上的英雄甘当文化上

的小学生ꎮ
曾先后在高原和沿海地区建立强大国家的奇穆人和瓦里人ꎬ 成了印加人

学习的重要榜样ꎮ 奇穆帝国在海岸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带修建了复杂的灌溉系

统ꎬ 广开农田ꎬ 成效甚大ꎮ 首都昌昌城一度发展为南美最大城市之一ꎬ 人口

近 １０ 万ꎮ① 印加人把奇穆人的灌溉技术广泛应用到高原山地ꎬ 凿石开渠引水ꎬ
兴修梯田ꎮ 瓦里人曾统治包括库斯科在内的广大高原地区ꎬ 是最早用石头而

非传统土坯垒墙造城的民族ꎬ 其首府皮基利克塔规划有序ꎬ 建有高达 １５ 米的

建筑物ꎬ 皆用未经加工的石块加灰泥砌成ꎬ 再用黏土和石膏灰抹平ꎮ 库斯科

原是印加人一个荒凉的小山村ꎬ 后来建城时ꎬ 宫殿庙宇仅用散石、 泥土砌成ꎬ
多为简朴的单间居所ꎮ 到印加帕查库蒂时期ꎬ 瓦里帝国已经衰亡ꎬ 他借鉴瓦

里人的城市设计规划重建库斯科ꎬ 但大型建筑全部采用石材打磨对缝砌成ꎬ
不施灰泥ꎬ 工艺已远非瓦里人可比ꎮ 其石材切割打磨技术来自库斯科南部的

蒂亚瓦纳科人ꎬ 那里曾兴起一个强盛的帝国ꎬ 以拥有高超的巨石建筑艺术而

闻名ꎬ 后来也走向了衰落ꎮ 印加征服蒂亚瓦纳科人以后ꎬ 特意把那里的石匠

和建筑师请到库斯科作指导ꎬ 印加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采石、 加工和营造整

套建筑工程技术ꎮ 我们在参观马丘比丘、 库斯科神庙和萨克萨瓦曼古堡时ꎬ
导游特别介绍说ꎬ 这些巨石建筑都是在蒂亚瓦纳科的建筑师现场指导下修

建的ꎮ
印加人在征服奇穆人的过程中对其工匠倍加保护ꎬ 因为奇穆人是制作黄

金和青铜器的能工巧匠ꎬ 后来库斯科太阳神庙里那些精美的黄金制品都出自

他们之手或用其所传技艺制成ꎮ 大型工程需要众多的劳力ꎬ 奇穆人曾创建了

米达制来征用劳力ꎬ 印加人从奇穆人那里继承了米达制度ꎬ 除用来征集劳力

建造大型工程外ꎬ 还应用于在全国征兵以建设强大的军队ꎮ 因而ꎬ 有学者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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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道ꎬ 印加人成了自己附属国的 “门徒”ꎮ①

然而ꎬ 印加人没有满足于充当 “门徒” “学生” 的角色ꎬ 而是在模仿他

人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的创造ꎬ 特别是集中体现在对 “巨石文化” 的创造ꎮ
安第斯高原山高峰险ꎬ 气候多变ꎬ 灾害频发ꎬ 生存条件险恶ꎮ 能否应对这种

自然环境的挑战ꎬ 创造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ꎬ 都与 “巨石” 密切相关ꎮ 印加

人用 “巨石” 创建了马丘比丘、 太阳神庙和萨克萨瓦曼等宏伟工程ꎬ 其闻名

于世的梯田水利灌溉系统和道路驿站系统这两大工程也是以 “巨石” 为基础

建设而成的ꎮ
印加人开山凿石ꎬ 大力建造梯田ꎮ 梯田从山下岩石坚固处用巨石叠起第

一道基墙ꎬ 有的基墙高达 ５ 米ꎮ 石墙内先用散石填底ꎬ 其上铺以砾石ꎬ 砾石

之上再铺沙子ꎬ 最上层则用肥沃黑土填平ꎬ 然后逐级向上修建ꎮ 越向上造田

面积越狭小ꎬ 直至顶层仅能播种三行玉米ꎮ 结构坚固的梯田既可阻挡水土流

失ꎬ 保持肥力ꎬ 也可防止山体滑坡等灾害ꎮ 印加人仅在库斯科地区修建的梯

田就达 ２５ 万亩ꎮ 与梯田相配套的设施是水利工程ꎬ 源自高山的泉水通过明渠

或地下管道流入层层梯田ꎮ 采用地下管道是为了防止泉水在烈日下蒸发ꎬ 类

似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ꎮ 石雕水渠工程精细ꎬ 配套完善ꎬ 终年流水不断ꎮ 梯

田灌溉系统造就了印加先进的集约农业ꎮ １９８３ 年ꎬ 一位美国农学家做过一次

实验ꎬ 修筑印加式梯田种植他们的传统作物ꎬ 结果令人大为惊奇ꎬ 出产的马

铃薯比一般产量高出 ３ 倍之多ꎮ② 印加及其他各族人民经过不懈努力ꎬ 把原来

山峦嶙峋、 灾害频发以致寸草不生之地ꎬ 改造成了梯田层叠、 流水潺潺、 羊

驼漫游的绿色家园ꎮ 这番景象若非身临其境亲眼所见ꎬ 是想象不到的ꎮ 很多

梯田仍为今天生活在那里的秘鲁人沿用ꎮ 密集的灌溉农业支撑起生产者、 庞

大军队和众多非生产人员以及帝国的整个运行系统ꎮ
遍及全国的道路工程是印加人应用巨石建筑技术取得的另一项巨大成就ꎮ

印加人以库斯科为中心修建了贯通全国南北的两条主要大道: 一条沿山而建ꎬ
一条沿太平洋伸展ꎮ 印加人劈山开路ꎬ 填沟平壑ꎬ 在山崖边砌护墙ꎬ 在沙漠

地筑堤道ꎬ 逢河流峡谷架设吊桥ꎬ 最后在全国建成四通八达总长 ２ 万余公里

的道路网ꎮ 沿途建有驿站 (称坦普) 和仓库ꎬ 为往来人员提供食宿和军事装

备ꎮ 道路和驿站系统的建成便于迅速调动军队和物资ꎬ “飞毛腿” 信使则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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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式下达国王旨令和传递信息ꎮ 印加道路建筑系统宏伟浩大ꎬ 被洪堡称之

为 “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可与罗马帝国最好的道路媲美”ꎮ① 道路驿站

系统为印加帝国庞大、 高效的官僚统治提供了重要支柱ꎮ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ꎬ
没有印加大道ꎬ 就没有印加帝国ꎮ

“巨石” 在印加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印

记ꎬ 最终打造并见证了印加帝国的百年辉煌ꎮ 印加文化集安第斯各民族文化

之大成ꎬ 并以 “巨石” 为主要特色ꎮ “巨石” 建筑对印加人的意义犹如玛雅

人的金字塔、 中国人的长城ꎮ 印加帝国崛起的奥秘正是在于印加人创建了代

表安第斯最高文明水平的 “巨石” 文化ꎬ “巨石” 造就的强大生产力为缔造

印加帝国大厦提供了坚固的基石ꎮ
印加帝国在百年间迅速崛起的历史说明: 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乃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ꎻ 印加文明正是在广泛吸取安第斯各民族优秀文化养

分的基础上ꎬ 从一个弱势群体迅速发展壮大ꎬ 最后建成古代美洲最强大的帝

国ꎬ 并把安第斯文化推向发展的最高峰ꎬ 创立了与玛雅文明特色不同但同样

辉煌的印加文明ꎮ
同时ꎬ 印加发展历史也说明: 安第斯地区自然环境的闭塞性和商品贸易

的不发达ꎬ 难免会对文明交流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ꎮ 印加文明不仅与欧亚大

陆文明基本隔绝ꎬ 而且与相邻的墨西哥和中部美洲的文明极少交往ꎬ 因而ꎬ
安第斯地区长期处于没有铁器、 没有牛马、 没有使用车轮的 “三无” 世界ꎬ
而且也无玛雅人那样的书面文字和书写数字系统ꎮ 文化发展的这种封闭性导

致印加文明始终未能超越地域文明的明显局限ꎬ 最终阻碍了印加文明进一步

向前发展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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