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是南亚被发现的最早的佛教圣地

在尼泊尔佛陀诞生地蓝毗尼的玛雅黛维女神庙（the Maya Devi Temple）的一系列最

新考古发掘证据表明，佛陀诞生地蓝毗尼的历史比我们已知的更久远。

到目前为止，据说最早的佛教建筑是由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Emperor  Ashoka）建

造的。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Emperor Ashoka）曾经到访蓝毗尼，并建造石柱和佛塔，弘

扬佛教精神。蓝毗尼在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英国杜汉大学的罗宾·康宁汉（Pro.  Robin  Coningham）教授，曾与国际专家科什

山·普拉萨德 · 阿查里雅（Kosh Prasad Acharya）一起主持过有关尼泊尔的研究。在加

德满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说：“南亚的第一次考古发掘的证据表明，阿育王建造的

佛塔使用了当时树龄较长的木料”。

从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研究的团队资金由日本政府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文化遗产的日本保护信托基金提供。项目的第一阶段已于这个月在尼泊尔南部的蓝毗尼完成。

康宁汉（Pro.  Coningham）教授同时指出：“研究发现，在距佛陀诞生地往南几百米

远的地方发现了公元前1300年的村落的遗址。这一发现，将该地区的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千

多年”。

蓝毗尼发展基金会负责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基金会主席Acharya Karma Sango Sherpa

指出：“这两个发现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佛教的起源和蓝毗尼在精神层面的重要意义”。

尼泊尔文化、旅游、民航部长Sushil Ghimire指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蓝毗尼的

历史比阿育王（Emperor Ashoka）到访的这段历史更加久远。尼泊尔政府将加大努力，保持

并突出遗址的普世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德满都办公室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尼泊尔代表Axel Plathe

说：“我很高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德满都办公室、蓝毗尼发展信托基金和尼泊尔国家考古

局的合作项目能有导致如此重要的发现”。

日本驻尼泊尔大使 H.E.Kunio  Takahashi说：“日本很荣幸能够对这个重要项目的成

功作出贡献”。

该项目已产生若干其他重大成果——加强了对佛陀诞生地三个最具象征性纪念碑——

佛祖诞生石头（the Marker Stone）、 佛祖降生雕塑（the Nativity Sculpture）和阿育

王石柱(the Ashoka Pillar)的保护。丹下健三为蓝毗尼做了总体规划，对蓝毗尼进行持续、

相关的保护，规划了全面的管理步骤，并指定了相关国家机构和专家进行管理。

该项目表明世界文化遗产蓝毗尼的保护和管理要与具有丰富人文景观的大蓝毗尼区管

理结合起来。因此，该项目的第二阶段预计即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