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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记者 李砺瑾/文 赵朝军/图

本报讯 昨日，龙门石窟研究院
对外宣布：经过国内权威专家确认，
在龙门石窟西山红石沟北崖，发现
一处唐代景教瘗（yì）穴，其为龙
门石窟继佛教、道教遗迹后首次发
现的另一类型宗教活动遗存。这种
全新形式的早期景教历史遗存在国
内尚属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知国
内最早的景教墓葬遗迹。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在龙门石
窟研究院研究中心馆员焦建辉的带
领下，来到龙门石窟西山红石沟北
崖中段山腰上，此处散落着10余个
大小不一的窟龛，形成了一处小型
窟龛群。

因其地处龙门石窟核心区外，
且无造像遗存，长期以来未受到关
注。直到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
普查，焦建辉才在其中发现这一与
众不同的景教遗迹。

这处景教遗迹位于该窟龛群的
东部，龛口呈横长方形，内部空间呈
横长方体，高65厘米、宽90厘米，
龛底进深70厘米。

值得关注的是，在龛口上方52
厘米的崖面上，阴刻有一略向左倾
斜的十字架，高26厘米、宽24厘
米。十字架一侧所刻汉字隐约可
见，似西域昭武九姓之“石”。

焦建辉说，这种内部低矮，空
间狭小，壁面处理较为粗糙，窟内

无造像或置像遗迹的小型洞窟和
方穴，此前在龙门石窟东、西两山
均有发现，确认为唐代埋葬佛教僧
俗之用，被学术界分别称为瘗窟和
瘗穴。

这一上方阴刻有十字架的瘗
穴，经过深入研究，并由国内权威专
家现场考察确认为埋藏景教信徒骨
灰的墓葬性质遗迹。

资料显示，景教形成于公元4
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上半叶的东罗
马帝国，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
之聂斯脱利派，被视为最早进入中
国的基督教派，唐贞观九年（635
年）传入中国后自称景教。

考古专家认为，这处瘗穴的选
址、形制等，是在当时处于主流、强
势地位的佛教影响下的产物。景教
遗迹与龙门佛教胜迹和谐共存，显
示了唐代包容开放的宗教氛围。

焦建辉说，龙门石窟这处具有
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景教遗
迹，为东都景教文化的存在提供了
更为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其对研究
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景教在唐代中
国的传播、景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
融合以及当时景教信徒的社会习俗
等，弥足珍贵。

同时，这一发现也为探讨洛阳
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及洛阳在丝绸之
路上的地位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对
我市即将迎接的丝绸之路申遗“大
考”，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国内首次发现，为洛阳丝绸之路申遗再添力证

龙门西山发现唐景教墓葬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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