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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抹不去的“印加”记忆    印加，是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的主要族群    印加文化，是印加人创造的文化
，它和北方墨西哥高原的阿兹台克文化，墨西哥东南角上的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
瓦多的玛雅文化，构成拉丁美洲历史上三支最灿烂的印第安文明。
印加文化包含的国家有：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和巴西。
    1971～1987年，我受新华社派遣，先是临时出差，继之常驻，在拉丁美洲的十几年间，主要是在南
美工作。
这个机会，对于学习西班牙语的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一当时，戎心情好、志气扬，发愤要认识拉美
、报道拉美，为新中国的国际新闻事业拼搏一番。
第一次到秘鲁采访，是在1973年  一走近500年前辉煌一时的“印加帝国”，我立刻为当年印加首都库
斯科壮丽的历史遗存所惊叹：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占城繁荣依旧，宽宽的青石铺就的街道、厚辱的石
块砌成的建筑、头戴红色圆帽身着多层红色布裙的印加妇女鲁才能看到较多。
这是符合“物质不灭”的定律的。
    印加帝国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一个国家，相当完整。
它有帝王、军队、政权、城市、统一的语言（克丘亚语）、邮政、公路网和初级的工艺等，几乎包括
了方方面面。
我为了认识这个曾经的帝国，费了不少劲，仅参观物馆一项，就花了太多的时间。
在那*日子里，我与之聊天最多的是考古者、历史学家，还有老百姓，不论他们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也不论是识字的或是不识字的，我都与之对话。
他们说的，再加上我收集到的书、画、小册子，就可以分析、认识，以至最后成文了。
    离开印加帝国很久了，这本书写成也有了些日子，随着时代的前进，出版前我对书中文字略加修饰
。
印加人的模样、神情还在我的眼前晃动，具体的数字、具体的故事情节也许还要翻一翻书，查查我当
年带回来、保存在书柜里的本子，但那些形象的东西，只需稍加回忆就又鲜活起来了。
    啊，印加，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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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经称霸于安第斯山的印加人堪称是世上最奇特的神秘民族之一，他们所创造的印加文化和北方
墨西哥高原的阿兹台克文化，以及墨西哥东南角上的玛雅文化，构成拉丁美洲历史上三支最灿烂的印
第安文明。

　　《遗失的印加帝国》讲述，如今，印加帝国虽已消失，但它留下了谜一般的城市遗迹——马丘比
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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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必华，1933年生，江苏省泗洪县人。

　　在生活的70多年间有三段主要历程：一是抗日时期的动荡童年；二是少年时在新四军第四师管辖
下的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淮北教育出版社工作；三是1948年1月～1996年2月在新华社，从支社到总社，
从事新闻工作半个世纪，涉及中文、外文、摄影，担任过首席记者、编辑、摄影部副主任、新闻研究
所副所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执行会长等。

　　著作主要是有关拉丁美洲和新闻摄影两个部分的散文和论文：《漫游印第安之邦》、《地球那边
的世界》、《大洋挟持着的土地——中美洲七国》、《玛雅，我心中的谜》、《新闻摄影纵横谈》、
《遨游瞬间世界》、《新闻摄影学概论》（与人合作，担任主编），而这本《神秘印加》是所作第八
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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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安第斯山麓访古    逶迤千里的南美最高山脉——安第斯山海拔3812米，山上有世界上最高的淡水湖—
—的的喀喀湖，是印第安人的故乡。
气势磅礴、巍峨壮丽的安第斯山，哺育着南美洲的亿万人民。
从遥远的古代起，印加人就在这丛山之中、高山湖之滨繁衍生息，抵御外侮，写下一页页不可磨灭的
诗篇。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由秘鲁考古学家伦布雷拉斯陪同，在安第斯山中奔波了一个月，考察遗存在
它西侧的古代文化。
我曾随行采访。
    时值四月，正是秘鲁的秋天。
景色是瑰丽的：玉米黄熟，高粱红透，棉田如雪，甘蔗花盛开。
一个秋雾弥漫的早晨，我们乘车从首都利马出发。
一路上，山花烂漫、苍松劲拔，汽车开足马力，翻过一道道山梁，穿过气候变幻的雨雪地带，到深
夜12时，才抵达秘鲁最早的文明——恰文文化遗迹最多的安加斯省的省会瓦拉斯。
    陪同我们的伦布雷拉斯教授是恰文文化的最先发掘者之_。
他先领我们参观了一个小型博物馆，看到了在瓦拉斯出土的恰文时期以及在它之后几个历史时期的石
刻和陶器。
第二天，我们就起程去恰文。
汽车沿着圣达河行走，继之过峡谷，登雪峰，钻隧洞。
中午时分，来到一座不太完整却又颇为雄伟的古庙石建筑群面前，这就是恰文文化遗址。
于是我们停下来，开始考察。
    恰文是一个小小的山村，正面是湍急的莫斯纳河，背后是印第安人居住的群山。
1919年，秘鲁著名考古学家胡利奥·特略在一场山洪之后发现了它，经过考证，证明它是公元前2000
～公元前1500年时的遗址，也是秘鲁最古老的文化遗址，恰文文化即因此而得名。
    庙宇建筑是恰文文化的重要特点。
它集中表现了那个时代人民的艺术才能。
    这座恰文时期的神庙，正面是一个四方形的梯状广场。
广场的第一层上，有一块大石板，上面凿有7个不太深的圆坑，伦布雷拉斯教授分析说，这是天上的
织女星座图案。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恰文人就已开始研究天文。
再上一层，在巨石砌成的大墙正中，是第二道门，门两侧是两个高大的圆柱，上面各雕刻一只鹰，纹
理细腻，虽经历了数千年风雨剥蚀，仍清晰可见。
古庙右边，正在发掘一个圆形小广场，它的周围墙上砌着有各种图案的石雕，有凶猛的美洲虎，有手
持武器的勇士，形象都很逼真。
从小广场走上最高层，有两个“地下迷宫”。
宫门口十分隐蔽，处在乱石之中。
我们从右边一个人口下去，踏着笔陡的石阶，一步一步向下移，在约莫距离地面2米处，台阶消失了
，进入一条宽阔、高大的巷道，脚下是泥地，两边是砖壁，越向里走越黑，细心的主人这时在前头打
亮了手电，我们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这时我们才得以看清，巷道是纵横交错的，还有一个个房间，里
面存放着一些发掘出来的人像石刻。
在一个不太宽的交叉口，竖着一个约4米高的石柱，上面刻有众多的人像，刀法很细腻。
秘鲁和中国考古学家们一边看一边分析，但都难以得出结论，不知道这个石柱是件什么物品。
我们从入洞到出来，足足有两个小时，要不是有人领路，真的要被迷住了。
    正在这里进行修复工作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告诉我们：这座古庙的另一个巧妙之处是它的地下水道的
设计。
在依山而建的台阶之下，有一条条暗沟，每当降雨季节，山水从各条水道汇集到低处的出口，因水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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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急，发出声音，有如音乐那么悦耳。
    伦布雷拉斯教授和夏鼐教授对这里的古迹频频摄影、画图，作了详细的记录，有时他们还用英语交
谈对某一物件的看法。
    我们以钦佩的心情欣赏了古代秘鲁人这一杰作之后，转赴秘鲁西海岸的塞钦。
这里的文化遗址与恰文同时期，其特点是雕刻艺术的规模比恰文大，水平也更高些。
在一个院子很大、方形建筑物的四周土墙上，嵌着88块巨石，石上刻着战旗、武士和人体的各个部位
，据说这是对一场古代战争的记录。
巨石之间的土墙上，则雕刻和绘画了鱼、虎等动物的形象。
伦布雷拉斯教授介绍，这一带常年干旱无雨，有利于对文物的保护，虽然有相当部分的绘画和雕刻是
在土墙上，仍能很好地保存下来，这是同恰文村的石雕不同的。
类似塞钦的土墙雕刻，我在太平洋岸边的特鲁希略市附近的卡瓦略·穆埃尔托也见到过。
在一座刚发掘出来的古庙土墙上，有3个美洲虎雕像，它们牙齿龇出，凶相毕露，表现了虎的威严。
在特鲁希略市北边的奇克拉约镇一个博物馆里，我还看到恰文文化早期红陶土做的提梁壶、陶盆以及
恰文文化后期的黑陶制品，上面都绘制了人或动物的种种姿态，栩栩如生。
    恰文文化渊源久远，分布很广。
远在3000～3500年前，这个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就已发展起来，那时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但文
化相当发达，而且风格趋于统一。
夏鼐教授说，恰文文化确实是使人惊叹的，它不仅古老，水平也高。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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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作此书，我的思绪好像又回到了遥远的拉丁美洲，回到了巍峨壮丽的安第斯山群峰之间、的的喀喀
湖畔；我的脑际又浮现出支持我写作的亲人和朋友们的面孔。
    印加民族，是南美洲千百万印第安人中重要的一支，他们在安第斯山麓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他们奉太阳为神，称自己为太阳的子孙。
15世纪后．从欧洲来的西班牙人统治他们300多年，对印加文化极尽其摧毁之能事。
但是，这些“外来户”并未能把它“斩尽杀绝”，因为它太丰富了。
在印加人最早的故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周围、在当年的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在
穿越安第斯山脉的乌鲁班巴河沿岸、在从高原到太平洋之间的广袤地带，印加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
迹，至今依然在处处闪光。
    20世纪后半期，我作为新华社常驻记者，曾两次采访过安第斯山古印加帝国的遗存：一次是和新华
社利马分社记者刘嘉明同志，一次是随同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
先后历时近两个月，耳濡目染，使我爱上了古代印加人创造的历史。
于是，在记者工作之余，我开始研究它，而且越研究越觉得它深邃，也萌发出要把它介绍给我国读者
的愿望。
过后，我又力尽所能，广泛搜集资料，博览中外文书刊，有时略有所得，也极高畏。
这么多年，朋友的支持、老伴的鼓励，使我努力地坚持了下来。
我的老朋友、当年曾同我先后在拉丁美洲为新闻报道事业奋斗过的新华社高级记者韩晓华同志，得知
我正在写作有关印加文化一书时，立刻翻箱倒柜，找出了几十幅珍贵照片，比如的的喀喀湖、印加文
化古迹等作品，在国内是很难寻到的了，大大补充了我之不足。
再者，新华社摄影部的韩敏同志也为我做了许多编务工作。
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美洲印第安文明博大精深，我的研究远远不足，谨借此机会向专家们求教，期望赐以高见，以求将
来订正。
    2011年4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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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相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埃及文明而言，多数中国公众对印加人及其祖先的文化还比较陌生。
这里的人在没有发明轮子和文字的情况下居然建立起雄霸一方的强大帝国，他们依靠燧石武器和严密
的军事组织击败了周边的其他印第安部落，建立了稳固的统治，而且留下了如马丘比丘这样迷一般的
城市遗迹。
但是在欧洲人不断向外扩张的殖民时代，印加不得不面对更加难以应付的敌手——嗜血的西班牙殖民
者。
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帝国顷刻瓦解，甚至被视为神物的诸王尸身到现在依然下落不明。
许必华所著的《遗失的印加帝国》将通过新华社资深记者对印加帝国遗迹的探寻，叙述印加文明的兴
衰，以及这批太阳神子民独有的奇风异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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