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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切属于遥远的过去的遗存，无疑听上去都有些罗曼谛克。
而古远的玛雅文明（Ｍａｙａ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特别地令人销魂着魔。

它是一个谜一样“失去了的”文明。
它的种种秘密都深隐在神秘莫测的热带丛林之中。

在玛雅地区尚有大量未被发现的古代城市，当某一天偶然遇见这样的城市建筑群落之时，它带给人们
惊讶、神妙的景观。

玛雅的建筑物，那些金字塔、天象台、宫殿、球场、纪年碑林，还有种种各异的雕塑，无一不带有异
域情调，无一不给人离奇古怪的遐想。
而一种难以破译的象形文字体系，仿佛是艰涩而又诱人的谜面，深藏着如此之多往昔的奥秘，给我们
制造了更为玄妙的心理效果。

带着某种独特的精神效力，那些镌刻着象形文字铭文的玛雅碑石，自己站立在热带丛林的深处，静默
而庄严。
它们的形貌使人陌生，它们的雕刻精采巧妙，它们的装饰丰繁多样，与其他民族的作品迥然不同、大
异其趣。
它们坚守在沧桑巨变的土地上，要向人们昭示怎样的历史呢？

玛雅文明是中美洲印第安先民在与亚、非、欧古代文明相互隔绝的条件下，独自创造的伟大文明，它
是哥伦布抵达之前新世界人类成就的最杰出代表。
它在科学（天文学、历法、工程学、数学）、农业（玉米、番茄、可可、烟草种植）、文化（象形文
字、编年史）、艺术（雕塑、绘画）等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甚至可以说，西半球这片广袤疆域的另两大文明——阿兹台克文明和印加文明，都不足与玛雅文明抗
衡。
单举文字这一项，玛雅人在公元前后就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成熟与精致，仅在一座金字塔的台阶上
就刻有２５００余个大字，而印加人还滞留在结绳记事的原始阶段，阿兹台克人则跟在玛雅人后面亦
步亦趋、由桔变枳地模仿。

如果说，衡量野蛮与文明的最佳尺度就是看一个民族是否拥有一整套完整的文字符号体系，那么，这
一文化学理论将清楚地证明玛雅人所达到的智慧程度。
通常我们只是说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但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表述。
近几十年来，国际史学界倾向于更具概括力的“四大文明区”的说法，即东地中海文明区（埃及、美
索不达米亚、亚述、腓尼基、希腊等）、南亚次大陆文明区（印度及其周边地区）、东亚文明区（中
国及其周边地区）、中南美印第安文明区（玛雅、阿兹台克、印加）。

我们看到，埃及、巴比伦合并到了一起，它们相距不过一千公里，互相影响，共同特征颇多，印度和
中国仍居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以玛雅为首的印第安文明却在人类文明殿堂上获得了重要的“常任理事
”席位。
可以说，玛雅为首的中南美文明成为人类智慧的另一支巨大的源流，汇聚成我们这个物种曾赢得的所
有光荣。

可以说，今天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认识，研究玛雅人的智慧成就，也就是在了解我们人类智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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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考古学已经以某些方式多少驱散了弥漫于玛雅世界的罗曼谛克气息。
人们不厌其详地罗列发掘出来的玛雅古代器物，科学顶真得机械、冷漠；对宏伟建筑物作平淡乏味的
铺叙，仿佛是在讨论我们今天某个施工项目；对玛雅地区生态环境的分析讨论，也似乎是某本地理学
和生物学概论教材的章节；对古玛雅人的生活方式，也是用较轻率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复原。

如此说并非指责考古学。
这只是反映了目前尚不充分的玛雅文明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考古科学的方法，是我们所能利用的最有效手段；对于它不断摧毁人们浪漫的逻想，驱散神秘的迷雾
，我们非但不该抱怨，而应感到实实在在的欣喜。
我们必得经过繁琐、冷静的客观描述，才能掌握玛雅文明的基本事实。
只有真正掌握其基本事实，一个文明所包含的智慧才能呈现在我们面前。

人们有时会有神秘主义的倾向，不知不觉地去追求某种“距离美感”。
是的，当我们对玛雅文明的基本事实一无所知时，那一鳞半爪、吉光片羽的东西，就会被我们自由无
拘的个人想象力以及以讹传讹的社会传播效应，弄成一幅神秘兮兮、浪漫兮兮的画卷。
这时候，玛雅金字塔形坛庙就被说成人力无法企及的“另一个世界”的馈赠（遗留），玛雅人极高的
天文、数学知识就被说成外星人带来的福音，⋯⋯
如果我们拒绝走近玛雅世界，拒绝真切的观察，那么，我们就会连“民吾同胞”（玛雅人是我们人类
骄做的一支）已达到的智慧，当作“非吾族类”（外星人、上帝、平行的神秘世界的超自然力量）的
显灵了。

走近玛雅
应当感谢考古学者、文化学者的不懈努力。
他们也是受到罗曼谛克遐想的驱使，但他们却是用科学理性的手段和步骤进入一个充满神秘之谜的世
界。
他们得到的结果不是神秘感的加强，而是对人类神奇的智慧真正的礼赞。

玛雅文明的神秘化是因为人们对它知之甚少。
自从１６世纪西班牙征服者把它摧毁后，它的仅存硕果也只能掩埋在丛林之中、泥土之下。
热带雨林疯长的草本不用多久便吞噬了一度繁荣昌盛的城市，这是绿色的沧海桑田巨变。
当３００年之后１９世纪的旅行家们将信将疑地踏进这片莫测浅深的绿色海洋时，玛雅文明似乎已成
了神乎其神的久远传说了。
我们今天已经十分了解的古代玛雅保存最完好的遗址蒂卡尔城（Ｔｉｋａｌ），在１８４８年时还一
无所知。
当年有个叫莫德斯托·门德斯的探险者苦苦搜求这座传说中的神奇城市，结果无功而返；直到１９５
６年，美国１００多名考古专家经危地马拉政府同意前往考察发掘，这座１３０平方公里、布局十分
合理的古代玛雅城市才重见天日。

经过长达１４年的艰苦发掘，清理了５００多个建筑，成吨的文物，才从逝去的往昔找回一座神奇的
城市。
考古学家“住棕榈茅屋、睡吊床、吃玛雅人的食物（玉米小饼、豆类），从玛雅先民设计建造的水库
里汲水，用斧子、短刀砍去树枝，清理场地，然后观察、摄影，为那些依然完好的金字塔、祭坛和道
路绘制图样，并把所发现的物品进行登记”。
单在城市中心区就有大型金字塔１０余座，小型神庙５０余座。
这座城市从公元前６世纪起就建有金字塔坛庙建筑群，延续的时间长达一千六七百年，直到公元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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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才因某种缘故突然由盛而衰，变成废墟。
（参见本书《谜一样的消逝》一节）
这座典型的玛雅城市在８世纪时至少有４万多人口，按照文化学家的某种定义，人口达到５０００就
算文明城市的指标之一了。
当时的蒂卡尔居民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从家庭住宅的占地、形式等方面可以得到说明。
遗址中发现的文物种类繁多，包括公元前６世纪使用过的煤块！
包括玛雅人最先用于宗教目的而后成为近代橡胶工业技术灵感的树胶！
还包括来自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贝壳以及贝壳包藏起来的墨西哥产绿宝石这样的远来贡物（从古玛雅政
治上着眼）、珍宝（从古玛雅经济贸易交流上着眼）！
还包括古代玛雅社会生活、生产劳动、艺术创造等集中体现的实物证据——石器制造匠、陶器生产者
和雕刻艺术家的石刻人像⋯⋯
像这样的城市在玛雅地区还发现了不下百座。

古玛雅先民是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的一群！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创造出既现实又神奇的生活样态。
他们不是蒙昧的蛮夷土著，当然也不是外星来客；他们是以人的才智创造人的业绩的玛雅人。
这就是考古学家打破科学与神秘的情结所能给予我们的基本事实。

以这样的眼光，我们走近玛雅，看到了玛雅先民不朽的智慧！

向导如是说
要走进如梦如谜、云里雾里的玛雅世界，走进它的领地和历史，是不是先应听一听向导的介绍。
本书试图勉为其难介绍一下走进迷宫的规则，其说如下：
玛雅地区地处中美洲（Ｍｅｓｏａｍｅｒｉｃａ），西临太平洋，东濒大西洋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
，北部是突出的尤卡坦半岛（Ｙｕｃａｔ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西北向与东南向分别通过墨西
哥和中美诸国的两条狭窄的陆地与北美洲和南美洲连接。

用现代政治国家疆域来划分玛雅文化地区，那么，玛雅地区包括了墨西哥（Ｍｅｘｉｃｏ）东南部及
尤卡坦半岛上的几个州、半岛东南部的伯利兹（Ｂｅｌｉｚｅ，英属洪都拉斯）、居于玛雅腹地背靠
太平洋的危地马拉（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通往中南美洲走廊上的洪都拉斯（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

这一地区总面积１２５０００平方英里，也就是约为３２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相当于统一以后的德国
、或者英国加上爱尔兰，或者中国的安徽省、江苏省和浙江省三省总和。
但是，这个一般的玛雅疆域说法，也会稍有扩大。

据埃菲通讯社马那瓜（尼加拉瓜首都）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３日报道，在尼加拉瓜（Ｎｉｃａｒａｇｕ
ａ）中北部地区，发现了６座隐藏在郁郁葱葱丛林覆盖的小山里的玛雅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群排列呈字母“Ｌ”形，其中最大的金字塔长５３米，宽３２米，高４.５米。
如果这个金字塔群确实属于古老的玛雅文化，那么尼加拉瓜的历史也要被改写，它也进入玛雅世界了
。
从发现金字塔群的圣拉斐尔地区（马那瓜东北２５０公里处）到以往认定的玛雅文化东界——洪都拉
斯的科潘（Ｃｏｐａｎ）遗址，有大约４００多公里。
这就使玛雅地 区扩大了许多。

但是，严格地说，中美洲各文化呈犬牙交错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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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文化在玛雅地区西南也有着一条狭长地带是与墨西哥文化共享的过渡地带。
并不能因此而扩大玛雅地区的疆界。
这里最困难的是，并不能把文献上的根据与考古证据完全统一起来。
这一地区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文献资料上并不等量齐观，即使是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关于偏远地区
的信息报道也特别贫乏。

而要找到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资料就更是困难重重了，许多反映在历史文献中的特有的玛雅文化特色
，并不容易在考古发掘中得到揭示。

无论如何，古代中美洲从未有现代政治国家那种严格划分的疆界。
边疆地带的变迁是渐进式的而不是整齐划一、一刀两断的，结果是一组存在差异的文化源头镶拼杂凑
在一起。
这就是文化地理上的“马赛克”。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条理由可以假定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其邻居之间有着一成不变的边界。
相反，种种迹象都表明：它们在时间长河中经历了持续不断而又无比巨大的改变。
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和社会甚至气候和环境上的面貌，都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玛雅地区，大致可以按地形、气候、植被的类型不同，划分为三大块，
由南向北依次是高地、低地和平原。

高地：由沿太平洋的高山组成，在今危地马拉，海拔高处较为寒冷，覆盖着松树。
现在还居住着近２００万玛雅遗民，据信在四五千年前就产生了最早的玛雅农业文明；
低地：是以佩腾湖为中心的流域盆地，也包括一些周边谷地，南部是一大片草地。
在雨季，许多湖泊可以连成一片。
在盆地外谷地的山坡上森林茂密，有着古代玛雅人的石头城市；这一带物产丰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
的中美洲作物品种和野生动植物。
整个地区温暖湿润，雨季较长，旱季降水也不少。
石灰岩是较好的建筑材料，另外还产花岗岩。
可以说，古玛雅巨石建筑的三个必备条件（石器和木质、纤维等建筑工具，石灰，做沙浆用的砾石）
在这一地区都具备。
最早的玛雅石建筑群乌夏克吞（Ｕａｘａｃｔｕｎ）城在此发现，这里是玛雅文明古典时期的中心；
平原：由南向北逐渐过渡到平原，高大的树木变成低矮的灌木丛。
腐殖土较浅，到处可见裸露的天然石灰石，地表水极少，几乎没有湖泊、河流，气候非常干旱。
玛雅后古典时期文明中心，如奇岑伊扎（Ｃｈｉｃｈｅｎ－Ｉｔｚａ）城，依靠天然蓄水穴井。
这一大片地区大约公元５世纪才开始从东部移来玛雅文明，繁盛期约在１０至１４世纪。

玛雅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异常丰富多彩，从雾气蒙蒙的热带丛林到靠近沙漠的谷地到寒松覆盖的高地
，无所不有。
如果更贴近地观察，那么，即使是乍看无法打破的低地丛林地带，也还是能够分解为气候、地志、植
物和动物不尽相同的碎片。

这样的自然生态给玛雅文明提出了许多生存和发展的课题。
玛雅先民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结果，就是创造出了多姿多彩、不同凡响的玛雅文明。

谁是玛雅人
既然玛雅地区并不能十分严格地确定，那么，它的主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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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玛雅人？

传世的雕刻、绘画中，玛雅人都有着夸张的面部特征：扁平额头、鹰钩鼻子、厚厚的嘴唇。
今天的玛雅遗民虽说也略有这些特征，但决不那么鲜明。
他们是相貌不错的蒙古人种（Ｍｏｎｇｏｌｏｉｄ），但与他们的中美洲邻居并没有太多的生物学差
异。
所以，没有必要过多去研究他的身高、肩宽、臂长、颅指数、血型之类的项目，在这些方面得不到直
截了当的“血统证书”。

玛雅人是按着他们的语言来定义的。
在今天，仍有数百万人说着他们祖先的语言。
尽管玛雅语族系众多，这是多样的地理环境使他们分处各地导致方言变异的结果，但是统一的玛雅语
族无疑是他们最好的种族和文化的纽带。
说玛雅语的人可能正是这一地区最早的定居者，作为真正的主人，他们在这块领地上留下了数千年文
明遗迹。
从文化的统一性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有任何其他民族控制住这一地区。
即使是１６世纪西班牙人征服以后，除了少量殖民城市据点之外，近乎５００年的殖民统治也未能改
变这一事实：说玛雅语的人民占据着这块土地的大部分地区。

这一群玛雅人从古到今都在这里繁衍生息。
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文化部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稳走性。
他们是很特殊、很不简单的一群！

在玛雅地区的西界，原墨西哥阿兹台克文化地区，早就被大西洋对岸来的欧洲“文明人”给“文明化
”了。
在玛雅地区的东界，今洪都拉斯以东的地区，当地土著文化也没能像玛雅人那样较成功地抵挡住欧洲
人的文化冲击。
玛雅人尽管在政治版图上从属于殖民统治（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比较缺少国家疆域概念，较能容忍外
来人建立互不相扰的殖民“飞地”，从前他们各部族间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文化上相当顽强地
保留自己的传统，从语言到宗教。
除了那不可搬走的城市被毁坏以及无法抗拒的军事压力下的经卷被焚、祭司被杀以外，留在他们头脑
中的传统观念，留在他们唇齿间的语言、传说，都与他们民族的生命相始终。

就是到今天，假如我们走进西班牙人强制推行天主教而到处建立的教堂里，我们将会经常看到这样的
场面：天主教牧师冷清清地坐在他的讲坛边，而玛雅“教民们”却热闹非凡地在另一边焚香祷告，默
念他们世世代代信奉的天神、雨神、羽蛇神等等神灵的圣名，一派“异教徒邪教”色彩！

这就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辉煌古代文明的玛雅人。

玛雅先民在这里已经至少有三四千年的文明史。
今天我们所说的中美洲所有古文化的共同源头奥尔梅克文明（Ｏｌｍｅｃ），其实就是玛雅文明在那
个较早阶段的代称。
这好比我们说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一样的意思，它们正是中华文化在上古的一种名称。

奥尔梅克在公元前１１５０年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在拉文塔（ＬａＶｅｎｔａ）等遗址，祭祀中心
的祭坛、雕像等实物证实，当时奥尔梅克人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他们的文明成果直接由玛雅文明和
阿兹台克文明接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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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创造这一地区伟大文明的先民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已在今天被叫作“玛雅人”。

玛雅这个称谓乃是近５００年的产物。
１０世纪以后，尤卡坦半岛上有三个强大的城邦，其中之一叫玛雅潘（Ｍａｙａｐａｎ），它曾一度
成为尤卡坦北部最具政治主导力的中心。

在１２世纪至１４世纪它的黄金时代之后，正巧来了西班牙人。
是西班牙人把这个城邦的威名加在整个玛雅地区头上，这才有了玛雅地区、玛雅民族、玛雅文明的提
法。
这与我们中国人叫“汉人”，中国叫“支那”（秦帝国的音转），移民区叫“唐人街”其实是一样的
。

所以，在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一地区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叫作“玛雅文明”。
而有时候，人们囿于概念，又把奥尔梅克人和玛雅人作了过份的区分；甚至有时只把公元３至９世纪
危地马拉低地的古典文明视作“真正的”玛雅文明，把这一地带文明的衰落和转移称作“玛雅文明消
失”。

一般说，玛雅文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在玛雅地区里有明显不同的地理分布，大致是由
南向北迁移。
公元前１０００年或可上溯至３０００年前，直到公元后３世纪，这是玛雅文明的形成期；公元３世
纪至公元９世纪末，是玛雅文明的古典期（Ｃｌａｓｓ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又称古王国时期，Ｏｌｄ
Ｅｍｐｉｒｅ），这是一个全盛期，主要集中在中部低地，在巅峰阶段突然衰落；公元１０世纪至１
６世纪初，后古典期（Ｐｏ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又称新王国时期，Ｎｅｗ Ｅｍｐｉ
ｒｅ），集中在尤卡坦北部平原，因西班牙人入侵而告中断；１６世纪后就是殖民统治时期，玛雅文
化受到严重摧残，玛雅民族大部避迁偏远地带。

以上是玛雅人文化轨迹的一个基本框架。
对古典期、后古典期这类术语稔熟，将有助于了解玛雅文明和玛雅人。

对我们今天来说，玛雅人又是哪些人呢？
根据语言族系和地理分布，大致分为以下几部分：
①尤卡坦玛雅人，居住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并扩展到伯利兹北部和危地马拉东北部；
②拉坎冬人，人数很少，居处在墨西哥南部乌苏马辛塔河与危地马拉之间的边境地区，一小部分居住
在危地马拉和伯利兹；
③基切诸民族（凯克奇人、皮科莫西人、波科曼人、乌斯潘特克人、基切人、卡克奇克尔人、除图希
尔人、萨卡普尔特克人、西帕卡帕人）居住在危地马拉东部和中部高地；
④马姆诸民族（马姆人、特科人、阿瓜卡特克人和伊西尔人），居住在危地马拉西部高地；
⑤坎霍瓦尔诸民族（莫托辛特莱克人、图赞特克人、哈卡尔特克人、阿卡特克人、托霍拉瓦尔人和丘
赫人），居住在危地马拉韦韦特南戈省及相邻的墨西哥地区；
⑥佐齐尔和策尔塔尔诸民族，居住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
⑦乔尔诸民族，包括恰帕斯州北部和塔瓦斯科州的琼塔尔人和乔尔人以及危地马拉东端的乔尔蒂人；
⑧瓦斯特克人，居住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北部及其相邻的圣路易斯波托西州。

这是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玛雅遗民。
在拉美文化一体化的巨大压力之下，但愿他们能够长久地生存延绵下去，作为他们光荣祖先的见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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