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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字源為波斯語 Katpatuka（良馬的國度；The land of beautiful 

horses / Country of thoroughbred horses），現在俗稱『奇岩區』。此區位於土耳其境內安納托利

亞（Anatolia) 高原中央。奇岩區內有著壯觀的火山溶蝕地形，最舉世聞名的莫過於古代文明

在此地形上所建立的岩窟教堂以及地下城。如今這裡已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

『世界遺產』名單之一。 

 

 
圖一，卡帕多西亞位於現今土耳其國內的安納托利亞高原上。 

 

這個世界遺產有著很古老的故事，要從很久很久以前說起了～大約在數百萬年前，那時

候可是據稱是我們人類祖先的靈長類『智人』都還沒出現的時代呢，那時在卡帕多西亞東西

的兩座火山 Erciyes 和 Hasan 發生一連串的大爆發，噴發出來的火山灰及岩漿掩蓋了卡帕

多西亞全區，隨著岩漿冷卻之後便形成了特殊的地質。由於這些岩石質地較軟，孔隙多，抗

風化能力差，經過長年的風化和水流侵蝕，表層軟土泥沙流逝，而堅硬的玄武岩及石灰岩突

兀地挺立，或形成山谷，或磨出平滑潔白的岩柱，因此大自然漸漸雕刻出如今這片大地的美

麗曲線。一群風化後聳立在高原上的長柱菇狀岩石，便成為此區最有名的地理景觀之一：『仙

女煙囪』（Fairy Chimney），這是因為不同次的火山爆發所沈積的火山灰性質不同，上層岩石

比較不易風化而形成此奇景。另外還有一座神奇的『駱駝岩』也定會令你印象深刻，這一隻

站在高岩上的駱駝完全是藉由大自然的手所雕出的。然而那裡的植被也是別具一番特色，那

些石灰岩丘上是寸草不生、岩石裸露，而山間峽谷則是林木茂盛，上下成為鮮明的對比。這

是因為峽谷內風力較弱，日照時間短，水分蒸發少，空氣的相對濕度較大，適宜植物生長，

所以草木主要集中在溪谷中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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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卡帕多西亞的一角                            圖三，卡帕多西亞冬天覆雪的大地 

 

    
圖四，卡帕多西亞的一角                       圖五，卡帕多西亞風化的特殊景觀，仙女煙囪 

 

    
圖六，卡帕多西亞風化的特殊景觀，仙女煙囪         圖七，卡帕多西亞風化的特殊景觀，駱駝岩 

 

 

 

 

 



除了特殊的地理景觀之外，在這塊土地上可說是民族的大熔爐，歷經了數種文明，早至

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甚至更早）到銅器時代初期我們可愛人類的足跡就踏上來了，考古

學家在此發現了一些人骨、火山玻璃加工的石器以及壁爐等等，估計約是西元前 3500 年左

右，以及更晚期一點的青銅器，這些時期都還算是史前時代。 

 

然而有比較明確的文明最早約是在西元前 1900～西元前 1300 年從東歐來的西臺人

（Hittite）所建立的，西臺是傳說中第一支使用鐵器的民族！繼之而來的文明是自東歐跨海

而來的腓尼基人（Phrygia），他們也將希臘文化帶來了這裡。接著在大約西元前 550 年波

斯人（Persian）統治了這個區域，並賜予了他一個美麗的名字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波

斯語 Katpatuka）意為良馬的國度，因為從這裡進貢了最優秀最健壯的馬匹。 

 

  圖八：出土於安納托利亞高原的青銅器，用法仍不詳。 

 

到了西元前 334 年，東歐希臘半島北部的馬其頓國王一舉長征至此擊敗了波斯帝國，他

就是眾所皆知的亞歷山大大帝。之後他繼續長征將勢力擴展至更東部的幼發拉底河，至此希

臘文明便漸漸主宰了安納托利亞高原。亞歷山大死後，他建立的帝國分裂成數個小國。在西

元 17 年古希臘時期的卡帕多西亞王國（The Kingdom of Cappadocia）結束，此區也隨之成為

羅馬帝國的一個省份。 

 

在西元初期的羅馬帝國時代，最早的基督教已經慢慢從南部的巴勒斯坦傳至此，加上羅

馬帝國視基督教為異端，受到帝國的迫害，有不少教徒也來到了此地，在此岩石區挖掘地下

洞穴以及岩窟建立教堂、住宅，並定居於此進行教會活動。而西元 330 年羅馬帝國東西分裂

後，此區便屬於東羅馬帝國管轄（史學家將西元 395 年後的東羅馬稱之為拜占庭帝國）。此

時由君士坦丁大帝統治的拜占庭帝國接受基督教，使之合法且給予自由，漸漸成為帝國主要

的宗教（其實在 313 年他頒佈米蘭勒令，基督教就已重獲自由，也是他規定星期日為禮拜的

日子）。 

 

這段期間卡帕多西亞奇岩區的教徒們繼續留在此地，並修建了許多教堂以及內部裝飾，

這些岩石般的教堂外表樸實，但內部儼然是不同的世界。有著許多細膩的雕刻和美麗的濕壁

畫，描繪了許多不同的聖像以及宗教符號。不過大多還是以聖經故事為主，例如聖母瑪麗亞、



耶穌受難記、最後的晚餐等等。這段期間基督教盛行了三百多年。直到西元 726 年，拜占庭

時期的利奧三世（Leo III）明令禁止聖像崇拜活動，也就是儀式活動中不得有聖像存在或崇

拜的行為，後世稱之為反聖像崇拜時期或聖像破壞時期（Iconoclastic period）。這個禁令持續

了至少一個世紀(至西元 843 年)。就在這段時間裡基督教遭受全面的迫害，宗教活動轉為地

下化，基督徒便開始藏匿與遷移。 

 

許多基督徒遷移到了一個隱蔽性良好的絕佳地點～卡帕多西亞，這段時間也因此增加了

不少岩窟教堂、住宅還有地下城（這也是有故事地，容我後面再介紹）。目前至少有超過六

百多個岩窟，估計還有更多！大約在九世紀時也就是過了一百多年後，禁令已解除。之前漸

漸衰敗的拜占庭藝術開始恢復元氣，基督教活動開始熱絡，許多基督徒加入這個地方，並重

新修建、粉飾教堂，藝術層面更是精進許多，其中一些濕壁畫經過了近千年的歲月至今仍然

色彩鮮明，保存良好。也因此我們得以在這些教堂中見證到美術史所謂的後反聖像崇拜時期

（Post- Iconoclastic period）的獨特藝術。雖然有後人的補修，不過仍然有些教堂還是留有反

聖像崇拜時期的破壞的痕跡，尤其是聖像畫上的眼睛或頭部仍可看出被蓄意破壞！ 

 

在卡帕多西亞內最多岩窟教堂的地方是歌樂美(Goreme)，他有個露天博物館，是觀光

必經之地呢！一些比較有名的岩窟教堂，例如 Elmali Kilise 岩窟教堂雖然小，但是內部非常

美麗，又稱為『蘋果教堂 Apple Church』。還有因為窗戶極小，陽光不易照射進去，因而濕

壁畫不易褪色而保存良好的 Karanlik Kilise 岩窟教堂，又被稱為『黑暗教堂 Dark Church』。

在此小小補充一下什麼是濕壁畫 (fresco) 呢？濕壁畫它有完美的無光表層，色彩效果十分鮮

明，色彩穩定可長期保留下來。它是利用永久性抗鹼水溶性顏料混水，一般多是植物性顏料，

之後將其彩繪於剛塗抹上去還未乾燥的濕灰泥，顏料會漸漸滲透而吸附於灰泥當中，等到灰

泥乾了以後，顏料便永久性地與灰泥結合在一起了。真正的工程其實很費力的，分幾層塗、

每層的塗料、塗上去的時間點等等都要考慮進去，而且這不像油畫，版畫有機會修改，濕壁

畫只有一次機會，乾了之後就很難補救了！ 

 

     

圖九：蘋果教堂內部                               圖十：蘋果教堂內部 



 

     

圖十一：黑暗教堂內部                              圖十二：黑暗教堂內部 

 

  圖十三：黑暗教堂外觀  

 

卡帕多西亞除了岩窟教堂之外，另一舉世聞名的就非『地下城』莫屬了！可說是人類歷

史的曠世巨作之一呢！地下城顧名思義就是在地底下的城鎮，當然不是從地表上沈沒下去地

底的，而是真正在地底下挖掘開發出可供生活的都市。較深的地下城可深至 55~85 公尺，

最深的地下城估計有十八層，目前開放給遊客參觀的約 5~8 層。在地下城裡生活機能一應

俱全，包括水井、通風井、光線、廚房、倉庫、酒窖、廁所、牲畜養殖場和墳墓等等無所不

包。一間間不同功能的房間彼此互通，裡面的通道錯綜複雜，大多只容許一至兩人進出，多

要彎腰屈膝而行，猶如迷宮一般。 

 

神奇的是，無數條高低不同的垂直通風井，深達 70～80 公尺，造就了完善的通風系統，

使得即使在炎熱的夏天，地底下仍維持約 20 度Ｃ的溫度甚至更低，像是全年冷氣開放似的。

每一座地下城相當一個大社區，估計顛峰時期一座城市的居民高達兩萬人。還有些通道長達



10 公里以連接兩座地下城。這類的地下城目前發現約有三百多座，已經被發掘出來的有數十

座。最有名也最具規模的是卡馬柯里 (Kaymakli)和德林庫佑 (Derinkuyu)。最早發現的地下

城德林庫佑是在西元 1963 才被發現，在此之前這些人類偉大的作品可是被埋藏了千年之久

呢。 

    

圖十四：地下城概示圖    圖十五：地下城儲藏室運作假想圖 

 

 

你一定納悶這些地下城從何而來呢？好好的地上不住，費那麼多力氣去往地底下挖十數

層！小規模的地下城的歷史最早可追塑到西元前一千多年的西臺文明，目前歷史學家推測當

初應該是用在軍事用途，用來抵禦外敵。直到西元七世紀的拜占庭帝國時期，由於受到南方

阿拉伯人的入侵，很多基督徒便逃至目前這些地方建造地下城，並在此抵禦侵襲。 

 

然而在這個時期裡地下城的數量越來越多，規模也越趨完善。所以整個地下城可以說是

生活都市與軍事堡壘的結合，所以設計上也都以安全為最高守則。例如：炊煙容易暴露行蹤，

因此數個家庭共用一個大廚房，減少暴露的機率。還有很多通道的出入口處都有一塊巨大的

圓盤石，在緊急的時候可供堵住入口或困住敵人，有些甚至是要用槓桿原理才能移動的數頓

大石頭。在這麼深的地底下能做到這樣，可真是費盡心思的設計啊！ 

 



      
圖十六：地下城通道與大圓盤石概示圖                  圖十七：地下城的大圓盤石用來防禦敵人之假想圖 

 

 

     
圖十八：地下城德林庫佑                                圖十九：地下城通道出入口的大圓盤石 

 

          

圖二十：地下城深數十公尺的通風井                         圖二十一：地下城裡狹窄的通道 



 

時光飛逝…………經過了數百年的拜占庭帝國時期，在西元 1453 年，東方的土耳其人

所建立的鄂圖曼帝國攻陷了『君士坦丁堡』，並改名成為『伊斯坦堡』，並逐漸發展成當時歐

洲最大的都市。隨著鄂圖曼帝國日漸強大，回教的勢力也逐漸勝過基督教，不過卡帕多西亞

的基督徒們仍享有宗教自由，並與回教徒和平共處，一些基督教教堂並沒有被破壞，甚至只

是加上圓頂尖塔，便成為清真寺供教徒使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西元 1923 年，在一

些回教徒的壓迫下，基督教教徒撤出卡帕多西亞，到愛琴海對岸的希臘去，而希臘的回教徒

則回到土耳其，形成空前的教徒大交換。如今，卡帕多西亞的教堂、修道院及希臘風的住宅

已經人去樓空，不過在當地人努力地保留之下，讓我們還能夠見到這些人類所留下的並深具

歷史意義的美麗遺產。有機會拜訪當地的話，可別只是走馬看花，嘴上直呼好漂亮、好神奇，

而忘了它背後可是有一番故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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