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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的濫觴，可追溯至文藝復興時代十五世紀意大利的佛羅倫斯，當時 

的歐洲人開始對許多存於各地的希羅時代遺物產生濃厚興趣。早期考古學發展 

的目的，除了欣賞古代遺物外，更是為要了解聖經和其他古典文學所記載事蹟 

的實際環境。從尼布甲尼撒的巴比倫城到《木馬屠城記》的特洛伊，至埃及十 

九朝法老圖騰哈門王陵之發現，皆成為舉世矚目的新聞。過往二百多年來近東 

考古學發掘的結果，除了文字的報告、博物館遺物的陳列外，發掘的遺址也多 

開放作為旅遊的景點。今天，怎樣保存遺址和重修遺跡，已成為近二十年來考 

古學的重點發展。 

從田野考古學的發現到考古學遺物、遺址的闡釋，整個過程大致可分為三 

個層次：首先，讓參觀的人能明白所看見的；如何把現代的讀者或參觀者帶回 

古代的世界，是奠定歷史教育成功與否的重要一環。今天幾乎所有博物館展覽 

的遺物，或遺址上的主要建築物都提供了文字及圖畫的說明。其次，是文化之 

間的對談，要深入了解遺物，就要將之與鄰近文化區域的遺物作類形學的比 

較。 後，是與歷史記錄的對談，實物資料與文字記錄之間存著互動的關係， 

歷史記載往往是主觀的，需要考古學中立的資料為參證、解釋。可惜一般人莫 

說對考古理論不大認識，就連古代建築學的名詞也感到陌生，對於建築學背後 

的技術更感高深莫測。 

作者麥士•史華兹年青時曾服役美國陸軍工兵部，退役後當上土木工程 

師’早年寫過一系列介紹建築工程學的普及書籍。寫作兩本非其本行書籍的動 

機，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參觀耶路撒冷聖殿山的考古遺址而受啟發’作者驚 

謎二千年前的羅馬時代’竟有如斯精湛的建築設計和技術’可惜坊間莫說有關 

耶路撒冷聖殿的建築學書籍，就連希臘、羅馬時代建築技術的英文書籍亦十分 

罕見（此點可從書末的參考書目反映出來）。1990年作者毅然出版了一本廣泛 

討論聖經時代的建築和武備的書籍（下稱《前書》）。十二年後再出版另一本有 

關希律聖殿建築的書，可說是1990年一書的續篇（下稱《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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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三種層次的觀念來分析，作者寫作前後二書的目的不外有三：首 

先，為聖地的考古學遺蹟、遺物給普通人提供工程學技術和設計的解說，也為 

古典文學和聖經的建築提供圖鑑；其次，推介、推崇古代工程學； 後，利用 

這些重整的資料重新證釋古代的記錄。 

書名雖說是聖經時代的工程學，可是由於作者個人的工作背景和興趣，內 

容幾全是環繞著羅馬時代建築學相關的題目。他認為古今建築學發展的原動力 

皆來自戰爭，因此，第一本書的例子主要都是軍事的設施。除了是工程師外， 

作者也是個猶太人，所以第二本書以希律王在耶路撒冷所建聖殿為中心，介紹 

羅馬時代巴勒斯坦的建築。 

從內容編排來說，《前書》討論的範圍十分廣泛，內容涵括聖經不同時 

代、不同類型的建築設計，古代中東建築用的材料、工具，與工程學有關的數 

學和測量學，軍事設施和武器，都市的食水供應，交通建築和工具等。 

《後書》內容則以希律王所建的聖殿為中心，第一部分先介紹羅馬時代建築 

工程學的發展和建築用的材料。作者先從巴勒斯坦的地理環境說起，跟著介紹 

哈斯滿王朝與希律王朝期間（希臘、羅馬時期）的各類建築工具。第二部分是 

希律王所建耶路撒冷聖殿的細節。 後一部分是主後七十年羅馬人攻陷耶路撒 

冷的經過；當然，羅馬軍隊的編制、攻城的武備是 吸引讀者的地方。 

這兩本書 可取的地方’是作者以土木工程師的專業知識和角度’深入淺 

出地介紹一般人不易掌握的古代建築方法°書內也包含大量令今人希奇的古代 

工藝、測量、建築、運輸等發明的解說。從古代希臘人發現冗=3.1416談起，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隨手拾來皆為討論的項目。書內除大量手繪的插圖外’書 

末更附有解釋古代希臘、羅馬建築專用術語的詞彙°此外’作者徵引了大量有 

關的歷史記載（如：約瑟夫的《猶太之役》）’方便讀者參考° 

可惜’這兩本書同樣有著太多令讀者失望的地方° 

首先，要為非專業人士提供古代文物的解說（哪怕只是建築學上的），所 

牽涉的範圍實在太過廣泛，加上要穿越數千年的文化（所謂聖經時代時是由鐵 

器時代到羅馬時代)和不同的地域（由北非的埃及、巴勒斯坦到雙子河流域)就 

更談何容易°比方說’羅馬時代的建築大量採用「拱」的形式：石拱門、拱 

橋、拱樑等’可是「拱」的觀念卻是源自古代雙子河流域的人使用蘆葦作為建 

築材料；光是介紹羅馬時代的石「拱」，討論就來得片面’也難以達致作者期 

望的目的。考古遺物供人觀賞的不是藝術品’ 重要是告訴我們歷史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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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田野考古學者要告訴我們考古遺物是甚麼，證釋考古學的人要告訴我們 

的卻是為甚麼有這些遺物，它們的歷史、文化淵源又是怎樣的。 

其次作者對考古學的認識比較膚淺，缺乏從考古學的角度選取討論題目； 

應談的不談，不應談的卻佔了許多篇幅，更不用說其中錯漏百出了。比方說馬 

賽克（mosaic floor，鑲嵌地板）是羅馬時期地中海區域在實用建築和建築藝術 

上十分重要的項目，可惜書內一點兒也沒有提到。又例如鐵器時代以色列獨有 

的建築：以色列式柱頂、以色列的四房屋子、所羅門式城門、casemate wall, 
stretchers-and-headers masonry，或是以色列獨有的城市設計、大可婚美新疆 

坎兒井的地下引水道工程等等都全被忽略了。例如《前書》頁21引自Miller舊 

約以色列人所居住帳棚（包括會幕）的繪圖，明顯是受了西方A字形帳棚的影 

響。古今中東的帳棚設計，無論從材料到實際的用途，都和我們熟悉的不同。 

作者這種片面不連貫的描述，常令讀者摸不著頭腦。再引《前書》第三章為 

例，作者企圖以今天巴勒斯坦人仍使用不同的居住形式，說明聖經時代的人居 

住環境的進化。他先以Silwan (位於耶路撒冷東面汲淪谷的村子）的山洞，今 

天仍為村民所用為例，說明初民是以洞穴為居；而第二階段的民居實例，按他 

的看法，是貝杜因人（一種生活在南地和約但之半遊牧的民族）所用的帳棚； 

後是用磚頭或是用小石塊建成簡陋的房子。這種處理問題的手法真的十分方 

便’只把人類居住文化進化過程裡，一些今天仍然可見的實例拼湊起來就算 

了。其實’ Silwan的居民仍在使用山洞’是因為方便省錢’那兒主要用作儲物 

和養牲畜，更不是現代住房的主流。再者，磚塊也從來不是巴勒斯坦的主要建 

築材料，原因很簡單，巴勒斯坦地方主要是砂土和石灰土，點土不多。巴勒斯 

坦的建築學曾經有一段頗長的輝煌歷史，可是在時代進步的今天，為甚麼建築 

術倒退步了呢？作者顯然要對聖地考古學的討論有更新和更深入認識。 

《後書》的問題跟《前書》的大同小異，雖然內容的編排明顯比《前書》來 

得緊湊’惜作者仍用了許多篇幅來討論一些不大重要也沒有直接關連的題目。 

舉例說，列舉羅馬時代許多著名的工程師，對讀者認識耶路撒冷的聖殿到底有 

甚麼幫助？有關聖殿的設計，從縱的來說’作者沒有交待清楚閃族廟宇的發展 

史，從橫的來說，缺乏與同時期羅馬神廟的比較。 

後值得一提的是兩本書的書末都附有詞彙，對不熟悉古代歐洲建築的讀 

者相信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不過’收錄的範圍實在是太濫了，其中所收錄的， 

不僅是羅馬時代建築的術語，連聖經的人名、地名（例如：亞JH人、亞柯、题 

南），甚至一些很普通的名詞（例如：祭壇、方舟、約櫃等）也包括在內。要 

是說這是聖經背景的詞彙還說得過去，但作為聖經工程學入門的詞彙就十分不 

相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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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作者雖有意利用本身在建築學上的知識，把聖經考古學的發現 

介紹推至更高層次’可惜由於種種的因素’作者實在有力不能逮的地方，他這 

兩本作品只能說是在起步階段而已。 

【後記】寫完上面的評論後，自忖對一個對考古學認識不深的人是否太過苛 

刻了一點。平心而論’作者的確已盡了他 大的努力’為有心認識聖經背景的 

讀者’補充了不少坊間書籍缺乏的重要資料，可惜這兩本書與作者期望達到之 

目的之間，仍然存在很大的距離，需要別人繼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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