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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城堡格痕累累

在阿拉伯古典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中
,

一

个叫山鲁佐德的女孩用 自己的智慧感化了残忍嗜

杀的国王
。

她讲述的一个又一个奇幻绝伦的故事

令国王痴迷
。

而故事里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
、

美

丽如画的庭园
、

神秘莫测的幻境就在伊拉克的首

都巴格达
。

巴格达跨底格里斯河两岸
,

距幼发拉底河仅

30 余公里
,

早在 4 0 00 多年前已成为一个重镇
。

公

元 7 54 年
,

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第二代君王

哈里发曼苏尔发现这里是水陆要冲
,

而且气候宜

人
,

便在原来小镇的基础上建起一座新兴城市
。

为

了达到理想的要求
,

曼苏尔亲自审定设计方案
,

并

指定当时著名建筑大师艾 卜
·

哈尼发全权处理建

都事宜
。

动用能工巧匠和民工 10 万之众
,

用了 4

年时间
,

才建成了一座宏伟的新城池
。

城墙分内

城和外城
,

城内还有皇城
,

这三道城墙以哈里发

的宫殿为圆心
,

构成 3个同心圆
。

哈里发的宫殿大

门镀满了黄金
,

因此被称为
“

金门殿
” 。

因整座城

市呈圆形
,

故又称之为
“

团城
” 。

新都利用底格里斯河的方便水运条件
,

同世

界各地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
,

巴格达成为西亚
、

中

东地区经济
、

贸易
、

文化
、

交通的中心
。

码头经

常停泊着几百艘船只
,

繁华的市场上有中国运来

的瓷器
、

绸缎和察香
,

有印度和马来群岛运来的

香料
、

矿物和颜料
,

有中亚细亚等地运来的红宝

石
、

青金石和丝织品
,

有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

运来的毛皮
、

蜂蜜
、

黄蜡以及从非洲运来的象牙
。

在 8 世纪末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代
,

巴格达

不但是煊赫一时的阿巴斯王朝的首都
,

也是整个

伊斯兰教世界最大的城市及商业
、

文化
、

科学艺

术的中心
。

城市人 口超过百万
。

它同中国唐朝的

京城长安
、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一同被

誉为当时世界三大名城
。

公元 12 5 8年和 14 0 0 年
,

巴格达城曾经遭到

蒙古人的人侵
。

其后
,

又被波斯人
、

土耳其人相

继占领
。

外敌的几次侵人
,

给这座美丽的城市留

下了无数的残垣断壁
,

许多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

在浩劫中荡然无存
。

留存至今的有
:

著名清真寺

—
卡齐迈因大清真寺

、

伊玛姆
·

阿德哈姆清真

寺
、

阿 卜杜勒
·

卡德尔
·

盖拉尼清真寺等
;

建于

122 7年的穆斯坦西里亚大学
。

建成于 1 135 年的
、

位于谢赫奥马尔大街的瓦斯塔尼门是巴格达仅存

的一座古城门
,

其意即中央门
。

城门上有高塔
,

塔

上有 《古兰经》铭文和砖饰
。

城门原来跨护城河

上
,

现护城河仅存残迹
。

收藏 25 万余件珍贵文物 的伊拉 克博杨馆

巴格达曾是一个文化昌明的城市
,

被誉为
“

博物之城
” 。

巴格达博物馆的数量在中东各大城

市中首屈一指
,

主要有伊拉克博物馆
、

巴格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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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
、

军事博物馆
、

自然历

史博物馆等
。

坐落在巴格达

的库尔哈区的伊拉克博物

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之一
。

伊拉克博物馆收藏的

有大约两千年历史的
、

外形

简陋
、

被称作
“

巴格达电池
”

霎篡撒漂髯
泰酬古

。
在巴格达附近发掘的一座安息时期 (约公元前

25 0一公元 2 50 年) 的古墓里出土了大量物品
,

其

中有带雕刻图案的砖块
、

陶器
、

玻璃和金属制品
,

最珍贵的就是内装奇特物质

—
根一头封闭的

铜管
、

一根铁棒和一些沥青碎屑的孵形陶罐
。

1 9 9 1 年海湾战争爆发前
,

伊拉克博物馆关

闭
,

把 25 万余件文物包装起来
,

分别存放在全国

各地
,

以防遭到美国及其联军破坏
。

近 10 多年来
,

伊拉克博物馆只偶尔举办一些考古新发现展览
。

目前
,

正当伊拉克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区陆续开放

的时候
,

战争降临了
。

据最新报道
,

处于无政府

状态下的巴格达一片混乱
,

博物馆里的文物已被

抢掠一空
。

巴比伦遗址和空中花因

巴格达南90 公里处是文明圣地巴比伦
,

世界

七大奇迹之一的
“

空中花园
”

就曾坐落于此
。

大约公元前 19 世纪
,

叙利亚沙漠地带的闪族

人东迁两河流域中下游定居
,

建立了巴比伦帝国
。

六世国王汉漠拉比 (公元前 17 92 一前 17 50 年在位)

建都城
,

立法律
,

势力覆盖中近东一带
。

公元前

159 5年
,

巴比伦城遭到西北方的赫梯王国的洗劫
,

公元前 12 世纪后期
,

巴比伦被亚述人征服
。

在此

期间
,

古城多次被毁坏
。

直到公元前 7世纪末
,

新

巴比伦王国再度兴起
,

巴比伦城又进入一个黄金

时代
。

尼布甲尼撒二世 (公元前 6 05 一前 5 63 年在

位)东征西伐
,

于公元前 58 6年攻陷耶路撒冷
,

俘

虏大批犹太人而归 (史称巴比伦之囚 )
,

以奴隶无

偿劳动来营造宫室和城墙
。

现存的城址便是这个

极盛时期的遗物
。

再后来
,

希腊马其顿王国征服

了巴比伦
,

亚历山大大帝曾建都干此
,

并于公元

前 3 22 年死在这里
。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 3 30 年建的

大剧场的遗址
,

也被保存下来
。

巴比伦遗迹其实是一片广漠无际的石雕砖瓦
,

遗迹的入 口处竖立着一座比照原物大小仿制的依

希塔之门
。

门上涂有蓝色釉药的砖壁上雕绘着诸

多怪兽
。

巴比伦共有八座城门
,

分别以八个神来

命名
。

巴比伦王国的仪仗大道有加米宽
,

是世界

上最早的柏油路
,

由大块砖头和天然沥青铺成
,

在

经历了近 3 000 年的风雨之后依然完好
。

仪仗大道

两侧便是内城墙
,

高大的墙面上清晰地保留着巴

比伦的保护神的浮雕
—

它长着马的身子
、

长颈

鹿的脖子
、

龙的角
、

鹰和狮子的爪
、

鱼的鳞
。

当年美仑美奥的
“

空中花园
”

在国王宝座宫

殿
—

南宫不远处
,

现在
,

美丽辉煌都难寻踪迹
。

只有
“

空中花园
”

北面一个用整块玄武岩雕刻而

成的石狮子是尼布甲尼撒时代保留下来的
,

它高

踞于长方形石垫上
,

爪下踩着一个仰卧的石人
。

传说
,

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王妃

阿米提达
,

来自花木扶疏
、

山青水绿的哈马丹
,

巴

比伦单调的景色使她整 日郁郁寡欢
,

乡愁无限
。

为

了取悦王妃
,

尼布甲尼撒特地在王宫的西北角建

造了
“

空中花园
” ,

又称
“

悬苑
” 。

然而
,

有关
“

空

中花园
”

的描述只源自古时几个希腊旅行者的记

录
,

这座花园的真正位置一直是个谜
,

以至于关

于它的传说越来越神奇
。

其实
“

空中花园
”

就是

建筑在
“

梯形高台
”

上的花园
。

现在的
“

空中花

园
”

遗址基本上是尼布甲尼撒时期留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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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的城郭还深埋在 18 米深的地下
。

伊拉克政府 19 78年对巴比伦遗迹修复
,

在破

损的围墙上重新修建了高大的城墙
,

这个举动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巴比伦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中删除了
。

巴别通天珠

《圣经
·

旧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

古时
,

天

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
,

四处漫游的挪亚的

子孙在一块平原上安顿下来
,

他们决定为自己建

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

塔顶通天
,

借以传扬他们的

名
。

人的大胆妄为令神烦恼
,

神就变乱他们的 口

音
,

使他们互不理解
,

然后又将他们分散到世界

各地
。

于是通天塔的工程终止了
,

因此那城叫做
“

巴别
” ,

因为神在那里变乱了人们的口音
。 “

巴别
”

本义是
“

神的大门
” ,

指巴比伦城
。

在两河流域
,

有多座史前的塔状遗迹被人们相信是 《圣经》中

这座塔的原型
,

而巴比伦城中的马尔杜克神庙遗

址则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巴别塔
。

马尔杜克是巴比

伦人的主神
。

神庙的顶端是神殿
。

有一条石梯可

以直通神殿
,

敬神时
,

穿着白色法衣的祭司在由

乐器伴奏的合唱声中登上塔顶
。

但那座
“

巴别塔
”

在公元前 6 89 年亚述国王

辛赫那里布攻占巴比伦时就被破坏了
。

新巴比伦

王国建立后
,

尼布甲尼撒二世重建了巴别通天塔
。

塔共有 7 层
,

总高 90 米
,

塔基的长度和宽度各为

91 米左右
。

在高耸入云的塔顶上
,

建有壮观的供

奉马尔杜克主神的神殿
,

塔的四周是仓库和祭司

们的住房
。

这座巨大的建筑后来也被战火摧毁
。

公元前 33 1年
,

当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已经荒

芜的巴比伦后
,

他想重建通天塔
。

但是单单清除

废塔的砖瓦就需要一万人工作两个月
。

他放弃了

这个计划
。

如今的巴别塔
,

只剩下一块长满野草的方形

大地基
,

游人只能想象当时的恢弘
,

而考古学家
、

历史学家
、

建筑学家根据发掘出来的文物
,

用计

算机复原了壮观的神殿原型图像
。

战争降临
,

不长眼睛的炸弹恐怕很难能为游

人和专家们留下这块基石和有限的文物碎片了
。

解健乌尔古城

巴比伦旧城东南约 2 25 公里处的乌尔古城遗

址曾是乌尔王朝的中心
。

乌尔城历经三个王朝
,

考

古学家在此出土的墓穴中发现了大量的宝藏
,

其

中有不少陈列于伊拉克博物馆
。

乌尔的塔庙外形看上去酷似金字塔
,

由苏美

尔人建造于公元前 2 1 12一 2 09 5 年
,

乌尔一纳莫国

王统治时期
。

塔庙是一座坚实的砖体
,

基底长 64

米
,

宽 4 6 米
,

有 3 道台阶
,

每道 100 级
。

塔庙的

顶部是祭奉月神南努的小圣坛
。

乌尔塔庙的大部

分至今依然矗立着
,

它是苏美尔人留下的宝贵建

筑遗物
。

在乌尔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泥版文书
,

泥版

上是古代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使用的文字
,

因形

似木楔
,

故称楔形文字
。

19 世纪前期
,

考古学家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了大约50 万块刻写着文

字的私土书板
。

公元前 52 2 年 3 月
,

波斯皇帝冈比西斯率大

军远征埃及
,

有一个叫高墨达的僧侣
,

冒充被冈

比西斯处死的皇弟巴尔狄亚的名义
,

在波斯各地

和米底发动了叛乱
。

皇帝冈比西斯在从埃及返回

波斯的途中突然病死
,

一时间波斯贵族们群龙无

首
。

一个叫大流士的贵族用阴谋手法获得了皇位

后平定了叛乱
,

他让人将平定叛乱的经过刻在米

底首府爱克巴坦那 (今伊朗哈马丹 ) 郊外贝希斯

顿村附近的一块大岩石上
。

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

顿铭文
。

贝希斯顿铭文上面也刻着三种文字
:

楔形文

字
、

新埃兰文和古波斯文
。

18 35 年
,

法国学者罗

林森发现了这个铭文
,

并制成了拓本
。

184 3年
,

他

译解了其中的古波斯文
,

然后又将古波斯文与楔

形文字对照
,

终于读通了楔形文字
。

从此解开了

楔形文字之谜
。

至今乌尔古城和楔形文字还有大量未解之谜
。

尼尼微古城遗址

从巴比伦城向北行进 500 公里
,

就到了底格

里斯河与大扎 卜河交汇之处的古城遗址尼尼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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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名城
,

在 《圣经》的 《约拿

书》和 《那鸿书》中都有对它的详尽描述
。

古时
,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分为两个部分
,

南

边叫巴比伦尼亚
,

北边叫亚述
。

30 00 多年以前
,

亚

述和巴比伦纷争不断
。

公元前 13 世纪
,

能征善战

的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一世统一了这一地区
。

其后
,

辛那赫里布即位
,

将亚述都城建在尼尼微
。

辛那赫里布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尼尼

微的建设上
,

据犹太先知那鸿说
,

当时一个旅行

者要花3天的时间
,

才能穿越整个城市
。

这里人 口

众多
,

光是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幼童就有几万人
。

城

市街道宽敞笔直
,

战车可通行无阻
。

大道两旁排

列着达官贵人与市民的房屋
。

阿萨尔哈东王即位

后
,

仍继续扩建尼尼微
,

使它成为一座像 《圣经
·

约拿书》中所描绘的有 12 万多居民的大都城
。

阿

萨尔哈东的继承者是亚述巴尼拔王
。

他除了大量

收藏亚述人的图书

—
泥版文书外

,

还兴建了巨

大豪华的亚述巴尼拔王宫
。

到公元前 7世纪中叶
,

亚述帝国渐渐衰落
。

公元前 6 12 年
,

新巴比伦和

米底联军攻进了尼尼微
。

城市在被洗劫一空后
,

又

被放了一把大火
。

一代名城尼尼微和庞大的亚述

帝国一起从地面上消失了
。

几千年过去
,

人们除了从史书上知道曾经有

过尼尼微之外
,

其他就一无所知了
。

然而许多探

险者仍然在寻找 《圣经》中记载的这座城市
。

184 2 年
,

法国驻摩苏尔市 (当时这里属于奥

斯曼帝国 ) 的领事保尔
·

伊迈尔
·

波塔
,

在流经

亚述的一块浅浮雕

摩苏尔的底格里斯河左岸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小

山岗
,

大的叫
“

库永吉克
” ,

小的叫
“

约拿之墓
” 。

波塔认为这两个山岗就是古城尼尼微的遗址
。

波

塔开始发掘库永吉克
,

可是他的发现并不多
,

于

是失去了兴趣
。

184 5年
,

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领事馆中的一

名青年奥斯西
·

亨利
·

莱亚德
,

被派去寻找尼尼

微
。

莱亚德发现
,

波塔当时找对了地址
,

只是挖

掘得不够深
。

实际上
,

在库永吉克土下 20 英尺处
,

有大量文物
,

结果很快被证实
,

库永吉克真的是

长期被人们寻找的尼尼微
。

尼尼微的遗址显示
,

城市建在山上
,

围墙长

达7英里半还多
,

至少有 5处因修造城门而被断开
。

山顶最高处建有辛赫那里布国王的皇宫
,

占地面

积 2英亩
。

宫殿四周花园环抱
,

园林水源充足
、

葱

翠繁茂
;

殿内房屋设施舒适
。

由水井
、

滑轮
、

吊

桶等物构成的一套精致的供水设施将水送到国王

的浴室
,

浴室内有淋浴
。

格子窗和通风孔不断向

室内送入新鲜空气
,

一个带轮子的移动火炉在寒

冷时为房间供热
。

宫殿拥有 71 间房间
,

其中一间是随后建造的

图书馆
,

这里收集了当时亚述人所知的全世界各

地的书籍
:

从语言
、

历史
、

文学
、

宗教到医学
,

无

所不有
。

宫殿至少还有 27 个入 口
,

每一个都由巨

大的牛
、

狮或者狮身人面石雕卫士守卫着
。

在此发现的泥版文书上
,

刻有许多亚述和古

巴比伦的神话
,

其中就有著名的神话史诗 《吉尔

伽美什》
,

诗中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洪水的描

述
,

跟 《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几乎完全一样
,

而且用的是第一人称
,

表明这是一位亲眼目睹洪

水的幸存者的记叙
。

而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记载着亚述历史和神

话的石雕壁画
,

如果把画一幅接一幅地排列起来
,

几乎有 2 英里长
。

浮雕现被收藏在伦敦的大不列

颠博物馆内
。

由于亚述人的残暴
,

犹太人将尼尼微称为
“

血腥的狮穴
”

和流着人血的城市
。

后来
,

显赫一

时的名城在战火中消亡
。

而今
,

战争爆发
,

恐怕

连名城遗址上的碎砖瓦片都将不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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