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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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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和多民族汇聚，珍贵而独有的古老宗教文化遗迹在中东地区比比皆是。

中东宗教文化遗产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外在审美价值、精神内涵和历史意义。但该地区的宗教文化

遗产具有易受攻击性、掠夺性和价值不可取代性等特点。战争、人为因素、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原因使

这些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并正面临着新的威胁。对中东地区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应从强化保护意

识、建立专门教育机制、加强国际合作与对话、利用高科技手段等诸多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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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中东地区处处散布着见证不同信仰和宗教的文化遗迹，这些遗迹有其特殊的表现

方式、外在审美价值、精神内涵和历史意义，是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同类文化遗产所无法取代的。

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如战争、政府部门保护力度不够、自然环境的影响等，该地区的宗教遗产

现状不容乐观，中东地区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中东地区宗教文化遗产的特点 
 

世界遗产一般分为四种类型：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景观（或工业遗迹）以及人类口头

遗产（或非物质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世界文化遗产一般是指

有独特性、创造性，对人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为已经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特殊见证的文

物和易于损坏的、代表人类杰出文化、文明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建筑群、遗址。
[1]
本文所涉

及的中东宗教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在中东地区范围内的具有宗教信仰（含原始宗教）因素或特征的

城市、历史文物、考古遗址和古代、现代建筑群，其中既包括已经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宗教文

化遗产，也包括未被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宗教文化遗产。 

从中东问题的历史沿革看，中东地区的文化遗产同其他地区的文化遗产相比，具有更为重

要的历史地位：首先，世界三大宗教皆在此传播发展，整个中东地区就是一个宗教圣地；其次，

三大宗教均把耶路撒冷视为自己的圣地，这在全球更是独一无二的；再次，阿拉伯民族所信奉

的伊斯兰教具有族教合一的特点，因而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色彩几乎外化于每一件事物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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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遗产因自身具有的无与伦比的独特风格而使其更显珍贵。它们具有以

下特点： 

1.城市宗教一体化。在中东地区，往往城市或城区本身就是宗教文化遗产所在地，即所谓的
城市宗教化、宗教城市化的特点。例如麦地那、麦加和耶路撒冷等城市都是世界各地穆斯林或其

他教徒朝觐礼拜的圣地，都有宗教圣城之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宗教建筑高度密集，仅清真寺

就达 700多座。在中东地区，类似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不胜枚举。 
2.宗教建筑群落化。中东地区具有同一历史背景的宗教建筑往往成群坐落在某一地区而具有

群落性特点。最典型的有埃及的卢克索神庙建筑群，包括帝王谷、王后谷、40多座神庙以及数千
个贵族陵墓；伊朗境内有乔加•赞比尔古建筑群，包括许多宫殿、陵墓和祭祀建筑；黎巴嫩的巴勒

贝克神庙也是由朱庇特神庙等众多神庙组成的宗教建筑群。此外，还有一些不同性质或背景、但

又具有内在联系的宗教建筑聚集成一定规模，或者呈系列分布于某一区域，具有类似于群落性的

特点，如巴勒斯坦东部神庙区包括摩哩山的岩顶、圣殿、阿克萨清真寺、哭墙等系列建筑。 

3.文化遗产分布广泛化。在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族教合一的特点决定了其伊斯兰教信仰痕
迹的广泛性，而除伊斯兰教外，该地区还存在其他主要宗教以及祆教等一些受众较少的宗教，因

而用来举行宗教膜拜仪式的固定场所，如清真寺、教堂、佛殿、圣殿、陵墓等随处可见。 

4.宗教文化交融化。多种宗教文化的存在和相互交融，使得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在同一时期
的同一地区有不同宗教存在，或在不同时期的同一地区有不同的宗教存在。因此，在中东地区，

各种宗教文化相互影响，如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曾长期统治耶路撒冷

且在城内留下了 200余处不同时期建造的宗教遗迹；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城区约有 250座清真寺，
而在清真寺附近随处可见基督教教堂，这种现象可谓是历史造成的。 

尽管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风格，但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它们同时还具有

易受攻击性、易受掠夺性和价值不可取代性等特点。
[1]
由于其实物本身年代久远，历经沧桑，非

常容易被损毁。加之中东地区多年来武装冲突不断，各种现代化武器在战争中时有出现，宗教文

化遗产在战争频繁的战场上时刻存在着被摧毁的危险。战争造成的混乱又使得该地区宗教文化遗

产极易遭受偷盗和抢劫。这些已经开发出来或尚未开发的文化遗产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不可能

由其他文化遗产所取代。一旦遭到破坏，其价值将难以恢复。 

 

二、中东地区宗教文化遗产所处的困境 
 

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遗产曾多次遭遇毁灭性破坏，且目前仍然面临着许多潜在威胁，主要表

现为： 

（一）中东地区宗教文化遗产遭遇威胁的原因颇为复杂 

1.自然原因。地震、火灾、风蚀、水蚀等都危及到该地区的宗教文化遗产。中东地区有些国
家处于地震发生频繁的断裂带上，其宗教建筑会因此而遭到严重破坏。2002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发生地震，导致新城区著名的阿其亚卡帕清真寺的层顶坍塌。由于古建筑本身具有的木质结构，

或者因没有安装避雷设施甚至虽有避雷设施但所保护范围没有达到要求而遭雷击。因生活用火不

慎，以及因战争等原因造成的火灾，对该地区古老的宗教建筑也造成了破坏。
[2]
古老的耶路撒冷

圣墓教堂在 1833年的火灾中被烧毁。古老的佩特拉城还遭受风蚀、水蚀的侵袭，风沙的侵袭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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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剥去了佩特拉城表面的木质材料以及精美的雕刻。而埃及的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已因上万年的

风蚀而丧失了石块表层上的油彩和痕迹，现代石匠不断对其进行维修，仍难抵御持续性的自然侵

蚀。 

2.人为原因。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穆圣解放麦加，首先就毁去了那些充塞着这一圣地的
异教偶像。时隔千年之后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下令动用大炮、炸药以及火箭筒等战争

武器,摧毁了塔利班控制区内的佛教代表性建筑巴米扬大佛。美索不达米亚遗址自 20 世纪初被发
现后，其文物器具历经迁移、磨损及污染等破坏，萨达姆•侯赛因曾在那里悬挂了一副自己的巨型

画像，而美军士兵又在那里挖掘战壕，破坏了古老的道路。
[1]
另外，由于地区混乱，抢劫、偷盗、

乱挖、开荒等人为因素也使不少宗教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海湾战争期间，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

军队趁火打劫，洗劫了科威特各个博物馆。而在伊拉克战争中，连伊拉克人自己也加入了洗劫当

地文化遗产的队伍中，造成无数珍贵文物严重流失。欧洲殖民者在开拓版图时发现埃及古物后，

法老的陵墓便遭到无情地发掘。此外，人们对当地环境的改造也常常导致该地区宗教文化遗产的

破坏。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尼罗河水位常年维持在同一水平，从而导致了神庙积累的盐分越来越

多，而附近的甘蔗田和稻田使用的化肥等有机物的化学作用则加速了盐碱化的过程。加上积留的

河水成为细菌和真菌的温床，腐蚀了神庙的古老地基，导致许多陵墓进水。 

3.战争与地区冲突。耶路撒冷在战争中先后被埃及、叙利亚、罗马、拜占庭、十字军、奥斯
曼帝国和英国统治过，饱经磨难、伤痕累累。伊拉克更是如此，很多历史遗迹就在伊拉克防空基

地、炼油厂和实验室附近，这些地点正是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重点轰炸目标。伊拉克南部卡

尔巴拉的什叶派穆斯林圣地侯赛因殿遭到了轰炸；作为《圣经》人物亚伯拉罕出生地的美索不达

米亚南部的古代名城乌尔也因附近存在化学武器工厂而在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

伊拉克亚伯拉罕圣塔因海湾战争留下弹痕多达 400 余处，圣地所在地方至少有四个大弹坑；在尚
待挖掘的代尔拉赫牧圣地，多国部队挖了战壕又用推土机将战壕推平。

[3]
同时，宗教教派内部的

矛盾也对该地区的宗教文化遗产造成损害。2006年伊拉克什叶派宗教圣地之一阿里·哈迪清真寺

遭袭，之后逊尼派与什叶派再次发生冲突，致使逊尼派巴古拜阿布·阿尤布·安萨里清真寺遇袭，

尔后伊拉克境内又有 168座逊尼派清真寺遭袭。 
4.旅游因素。旅游业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也会破坏当地资源。如

在佩特拉城内，随处可见为招揽游客而搭建的旅馆和兜售商品的摊位，与庄严的城堡极不协调，

噪音污染也严重影响到佩特拉城堡。再如参观极具神秘色彩的古埃及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的游人

众多，由于近距离的观看与接触，游客在塔内参观时呼出的气体在墙壁上凝结成盐渍并渗入墙体，

对构成金字塔主体的花岗岩和石灰岩造成了进一步破坏。 

（二）当前与中东宗教文化遗产相关的难题十分棘手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东宗教文化遗产保护中亟待解决的历史性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新的

问题也不断出现： 

1.新时期战场状态下的中东宗教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由于阿以冲突、石油争夺等原因，中东
一直是大国利益纷争的战场。“9·11”事件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战略，美采取了先发
制人、以暴抑暴等方式对待恐怖主义。因此，高技术的局部战争难以避免，世界遗产保护问题成

为更值得关注的课题。由于战争武器的摧毁等原因，中东地区原有地形地貌受到破坏，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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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破，宗教文化遗产的文化、艺术价值也将随之荡然无存。因此，中东宗教文化遗产总体上来

说仍处于濒危状态，新的战争危机将威胁到更多文化遗产的保留。 

2.古建筑与新城市建设的关系问题。秘鲁前驻华大使陈露先生曾经指出，20 世纪城市中心急
剧的扩张和现代化进程导致文物古迹大范围被拆除。

[4]
据测算，1900 年城市中存在的重要建筑到

2000年约有 50％遭到破坏，目前，城市中尚存的古建筑仅占全球所有古建筑的 5％。[5]
中东许多

宗教文化遗产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城市风格建造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变化，原有的街

道特别是主干道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要。以耶路撒冷为例，该城分为新城和旧城两部

分。新城区位于西部，比老城区大好几倍，大部分是现代化的建筑群。老城位于东部，由一道高

高的城墙围起。随着地区规划的推进、未来人口的增加，城市新旧建筑的统一遇到难题，如何使

它们和谐共存也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3.保护经费不足。中东许多国家政府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非常有限。由于中东地区的长
期战乱，一些政府资金贫乏，甚至国库亏空，赤字上涨，战后又难以将大量精力投入该地区宗教

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即使有足够的重视，对于耗资巨大的修缮工作，政府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

除政府有限的拨款外，各国更需要多方面多途经的资金资助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4.技术上的难题。战争之后对破坏的遗产进行修复是遗产保护问题的重要环节。但由于宗教
文化遗产价值的不可复原性，再加上专业技术维修人员的缺乏、人才培养的滞后以及工具的落后，

修复问题难上加难。此外，保护设备陈旧，所需空间不够均为文物的珍藏增加了困难。 

 

三、中东各国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 
 

“文化遗产之所以是文化遗产，就在于它是携带了诸多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如果物质性是

其‘硬件’，精神性则是其‘软件’；物质性是‘躯体’，精神性则是‘灵魂’”，“在保护时，

为了不使其精神性受损，应尽量保证其物质性不受伤害，这也是文化遗产要保持其原真性的理论

根源所在。”
 [6]
所以，有必要对文化遗产的外部物质形态进行修复和保护，以保证其精神内涵和

历史价值的持久性。中东各国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试图通过多种途径来保护、修复和拯救自

己的宗教文化瑰宝：首先，中东各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遗产免受自然威胁。为预防地震的破

坏，地震频繁的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目前公布了一项预案。根据该预案，伊斯坦布尔将斥

资 30亿美元对全市危房进行加固，该地区的宗教文化遗产亦将获得有效救助。[7]
中东各国还积极

努力加强消防措施，以避免火灾的发生；其次，为确保古建筑的安全，根据其实际情况，设立消

防给水、消防通讯和火灾报警设备。消防设施设有专人负责，并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并在古建

筑的保护范围内严禁吸烟，严禁在古建筑的主要殿堂内动火，为预防雷击起火，在重要的古建筑

物上安装可靠的避雷设施。最后，针对风蚀、水蚀，各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埃及曾

于 1996年对狮身人面像进行修复，该国文化部近日宣布将再次对狮身人面像进行修复。为解决水
蚀问题，保护卢克索和卡纳克神庙计划将是埃及政府为保护和拯救文物古迹所作努力的重要部分。

埃及文物管理部门同瑞典相关公司经过四年的深入调研后决定在这两座神庙周围修建先进的排水

管道系统和一个污水循环处理工厂，使神庙和河水隔离开来。对于佩特拉城的沙化问题，约旦相

关部门提出了建设生态公园的建议，希望通过绿化和环境改善抑制风沙对佩特拉城的侵蚀。 

发展旅游业和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确有矛盾，但许多文化遗产正是通过旅游来实现其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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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价值的，而且，如果能合理开发遗产的旅游资源，还可以提高遗产的知名度，促进文化遗

产的复兴，同时还可以获取较多的保护资金。从此意义上来讲，发展旅游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具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8]
为了使二者协调发展，中东各国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并制订了一些合理政

策来弥补旅游所带来的损失。如埃及政府在金字塔景区四周依据地势建有三个出入口的围墙，限

制游人的参观路径。金字塔在关闭期间，维修人员用浸透蒸馏水纱布吸出墙体内的盐分，使用对

塔体无害的化学制剂擦掉游客在墙壁上留下的涂鸦。埃及政府在景区内还将修建一条电动无轨列

车线路，游客既可乘坐列车，也可按照规定路线步行参观游览。所有车辆和牲畜都将禁止进入景

区，从而消除车辆和牲畜对文物古迹的污染和破坏。为保护佩特拉陵墓群，约旦政府采取的措施

是：将旅游业正规化；建造排水系统以防止暴雨的冲蚀；建设新的道路网络，以取代目前的巴士

和的士；在城区种植松树和橄榄树，恢复古老的梯田。
 [9] 

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中东各国政府也在积极采取行动以保护本地区的宗教文化遗产，各国

相关专家也在实践中提出了保护对策： 
1.保护新时期中东战场区域的宗教文化遗产。目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

话题。在此趋势下，对于整个世界遗产的保护也必将惠及中东。在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下，各国

正进一步完善和贯彻有关国际法规。[1]如战争武器正朝着信息化和人道主义方向发展，这将给中

东宗教文化遗产留下许多生存的机会。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呼吁国际社会应该进一步制

定相关的国际法，明确规定战争中何时何地运用何种武器，以确保遗产不受损毁。有人还呼吁应

组建一个由联合国领导的世界遗产战地保护组织。而中东一些国家自身也正筹建专门的文物保护

警察部队。伊拉克文化遗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阿齐兹·哈米德博士表示，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

组建一支专门的警察部队，这支部队将配备武器、车辆和其他新型装备。[10]  
2.开拓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如埃及博物馆在 2007年建立了埃及第一个 DNA实验室，其目的

是对木乃伊等重要文物进行 DNA 检测，确定文物的身份。但因该实验室耗资巨大，埃及文物部
门决定出卖考古项目电视拍摄权，将金字塔考古直播权卖给电视机构，收取复制代表埃及符号的

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卢克索古城的帝王谷和神庙文物的版权使用费，从中获得大笔资金，以便

顺利开展文物保护工作。[11] 

3.协调古建筑与新城市建设关系。中东国家面对古老的旧城宗教建筑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
结合城市规划的需要，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 首先对分散、零星的文物建筑，采

用迁移或拆除的形式。先划出一块地段作为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文物建筑的迁移安置地，对宗教建

筑尽量予以完整保留。政府规定不得在现存文化遗产的保护控制地带内修筑、兴建建筑物楼宇，

不得破坏文物建筑的环境风貌，对文物建筑比较集中的地段尽量保持其完整性，对其体型、造型、

风格、高度、色彩等方面的规划控制要求保持其传统的地方特色。如阿布辛贝勒神庙的搬迁就是

埃及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杰作，该工作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多个国家提供帮助，利用先

进的科技，先是将阿布辛贝勒神庙所在山头一劈两半，然后把神庙和旁边一座小庙用机械切割成

一千多块，运往离原处数百米远地势较高的地方，最后一块块依原样重新拼接组合。为了更好地

反映神庙的风貌，神庙所在的山头也被原封不动地移了过去。
 [12]
再如自从耶路撒冷城市统一以来，

政府城市规划发展内容几乎包括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建造新的旅馆和公园，开发工

业园区，修缮聚居区，兴建和修复该地区的犹太会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等。 



 63

4.提高专业技能，增强保护意识。埃及树立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注重
人才培养。该国在开罗大学考古学院专门开设了文物保护系，在卢克索地区开办两年制的文物

保护专科学校，大力培养文保研究人员，并从专职从事文保研究的专业人员中选派人员，赴欧

美等西方国家学习、进修，扩充埃及的文保专业队伍。
[13]
埃及旅游部门还十分注意对保护区当

地居民的教育工作。最高文物委员会成立了文物保护意识宣传局，通过举办文物保护方面的培

训班和文物展览、印发文物保护宣传品等方式，以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自觉参与文物保

护工作。土耳其也逐渐强化对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相关知识的教育，还组建了专业的遗产保护机

构或组织。土耳其的遗产保护委员会汇聚了城市规划专家、设计师、建筑工程师、考古学家、

艺术家等各行专家和技术人员，以色列于 1968年设立了由各国著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历史
学家和哲学家组成。 

5.运用网络化技术。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加强网络化技术的运用是当今的发展趋势。埃及文
物部门目前正与荷兰合作建立埃及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利用现代信息系统全面整理、登记

埃及的文物古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计划在因特网上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系统以记录有关文化

遗产的精确数据。这一系统一旦完成，将为政府有关机构提供有力的信息数据支持，便于政府更

好地统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14] 
土耳其在贯彻其“可持续发展”的遗产保

护计划过程中同样利用了电脑和传媒技术，控制城市移民，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
[15] 

6.争取国际援助。中东地区的遗产保护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如从 20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埃
及境内的阿布新贝神庙、阿斯旺菲莱神庙等世界著名文化遗产的修复和挖掘工作都得到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及国外文物考古专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鼎立支持。目前，世界文化遗址基金会正

在制定一项关于遗址的管理计划，希望对卢克索神庙进行最大规模的整修。埃及正在筹建的“大

埃及博物馆”将投资 5.5 亿美元，其中部分由本国政府投资，其余则取得了由阿拉伯发展基金等
国际机构和一些国家提供的长期优惠贷款。

[15]
为保护伊斯坦布尔古城，土耳其政府早在 1979年就

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请技术援助，在其帮助下，土政府已做出一系列古城保护规划方案。埃及

在采用网络化技术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芬兰政府提供了慷慨的资金支持，世界著名的电脑公司 IBM

公司利用自己领先的数码成像等高科技，帮助埃及完成地理信息地图的网上制作，此外，IBM 公

司还将为此项目投入 250 万美元，用于购置设备、软件，支持研发相关技术及培训当地的网络电
脑技术人员，为将来网络的维护做准备。

[14] 
 

在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相关经验值得参考，它们的制胜法宝主要包

括：有效的管理体制、完善的法律体系、科学的专家决策机制、有效的市场运作、广泛的资金来

源以及重视遗产教育。
[16]
毋庸置疑，中东各国在保护本地区宗教文化遗产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相当重要的示范和借鉴作用。但由于许多主客观原因，与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中东仍存在许多体制、技术和管理上的不足。无论对于哪个国家而言，文化遗产不仅是

属于国家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不仅是属于国民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只有更好地保护中东地

区的宗教文化遗产，才能在吸收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培育出更有底蕴和生命力的现代文化；也只有

动员全人类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中东地区幸存的千疮百孔的宗教文化遗产，才能真正使

该地区的文化精华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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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f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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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multi-ethnic convergence, the Middle East has 
unique, precious and ancien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eritages. It boasts unique expression, aesthetic value, 
spiritual intension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f the 
Middle East have some other features, such as being vulnerable, liable to be plundered , and cannot be 
replaced. Because of war, people’s behavior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many other causes,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f the Middle East were seriously damaged. There are several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eritages, such as improving protection awareness, combining advocacy with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r dialogue and making use of high-tech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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