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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明特征新论 

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人们一直在讨论古希腊文明的特征，也得出了许多鲜明见解。本文强调在 

论述古希腊文明特征时，必须注意的两个问题：即古希腊文明的开放性、扩张·陛、和古希腊 

文明的多元·陛和多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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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笔者研习希腊史的一点体会来论述 

在研究古希腊文明特征时，必须注意的两个根 

本问题 。 

一

、古希腊文明的开放性和扩张性 

大概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 

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 

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 

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 

甚至常常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 

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 

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 

其实在古代 ，米利都的赫开泰乌斯认为，希 

腊人长期以来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 ；希罗多 

德指出希腊的一个主要城邦底比斯的创建人卡 

德摩斯就是属于闪族的腓尼基的一个王子，并 

且指出希腊的许多神名来 自埃及；文艺复兴时 

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 ·斯卡利杰也指出希 

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伟大的科学史专 

家乔治 ·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 

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 

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 

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 

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0自20世纪 8o 

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 

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 

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 

明实际上“起源 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 

东方诸文明，0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具有一种 

开放和扩张的特征。 

(一)前古典时期希腊文明对东方文明之吸 

收 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苏美 

尔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希伯 

莱文明以及古印度文明等等——对古希腊文明 

都有较大的贡献 ，尤其是赫梯文明扮演了古代 

东方 和古代欧洲的桥梁作用。早在公元前 

3000多年以前，在今 日所说的近东一带，包括 

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 

及等地区，就已建立了高度发达且严密的政治 

和文字系统国家。这一近东文化圈与邻接地区 

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不仅有政治、军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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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上的交流，而且更有语言、文学、艺术上 

的互渗。 

公元前 3000年左右，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 

爱琴海一带，产生过一个繁盛的克里特文明，这 

种文明同亚非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深受西亚 

和埃及文明的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希腊地 

区”，还是一个蒙昧未开化的区域 和希伯来人 

不同，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自身没有直接的 

联系，但是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 

亚的近邻赫梯、迦南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 

系 通过南安那托利亚的城市、迦南、塞浦路斯 

和克里特传送着物质与精神的财富——毫无疑 

问，这些东西将在希腊土壤中扎根 几年前在 

希腊底庇斯发现的令公众惊奇的地窖中的圆柱 

形印章并没有使考古学界震惊，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在希腊大地上将会发现众多的此类物品。 

20世纪早期英国考古学家吴雷在叙利亚奥隆 

特斯(Orontes)河口附近阿尔 ·敏纳的挖掘，证 

实至少在公元前 9世纪末期以前，优卑亚岛上 

的希腊人就 已来 到此地 (当时可能 叫 Posi 

deion)，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希腊人把此地当 

作一个贸易货栈，说明这一时期希腊已和西亚 

地区有了很密切的贸易往来 这个贸易直繁荣 

昌盛达好几百年之久，0希腊人以此为据点并 

进而与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 这种贸 

易把西亚的青铜器、珠宝、象牙饰品等传到希 

腊，与此同时，由于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 

品出口到希腊，同时相当数量的工匠也来到希 

腊世界寻求生路。他们在克里特建立起自己的 

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加工，并制作青铜器， 

另有一部分工匠甚至到达了阿提卡。这样的交 

往和联系对希腊文化产生了不 可估量的影 

响0；不只是在西亚，古希腊人在埃及的尼罗河 

支流卡诺色斯河也建有诺克拉底斯商站。埃及 

法老萨美提克一世 (公元前 663年一公元前 

609年)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舰 

队，他的士兵大多数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 

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就是 

在这时建立起来的 0到法老阿美西斯(公元前 

578年～公元前 525年)时答应希腊人可以把 

这里建造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市，可按照自己 

的形式建造庙宇，并且按照自己的愿望经营市 

5O 

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 

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了。可想而知，希 

腊人从这里学习了多少埃及人的知识 在艺术 

方面，被称为“原始科林斯风格”(约公元前 720 

年一公元前 640年)时期的陶器，就明显地存在 

东方痕迹 这些东方化的陶器普遍采用东方纺 

织品或叠银工艺品上撷取的图案、动物形象及 

神话人物 因此，包括希腊在 内的这种地中海 

东部的早期文明，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属 

于东方的更为贴切。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 

的这种联系便结束了 这种局面直到公元前 8 

世纪时才被突破，那时希腊人走出了他们的“黑 

暗时代”，并再次被东部邻居的杰出成就所震 

惊。这一时期，迦南的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希 

腊人，而腓尼基字母又是从埃及象形文字演化 

来的，后来希腊字母又演化成拉丁字母，并最终 

成为西方各国的字母 ；同时 ，在小亚细亚 的米利 

都学派开始研读巴比伦天文学家的作品，从巴 

比伦人那里引进了日钟、日晷并把一日分成 l2 

个部分，0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这在后来雅典 

的哲学学派达到了高峰 。到公元前 5世纪希腊 

文明进人黄金时代 ，它在艺术、建筑、哲学和文 

学方面几乎都表现出了东方传统的影响。 

东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经过希腊、希伯来 

和基督教一直向西流传，最终到达了近代西方 

世界。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 

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 

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60进位制的数字系统 
— — 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 

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 

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 伴随天文 

学而来是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 

的名称——公牛座 、双星座 、狮 子座 、天蝎座等 

等；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显然 

是值得商榷的。许多世纪之前 ，埃及人就提出 

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的许多想法。 

希腊人的贡献，在于使哲学发展比以前内容更 

为广泛，包罗万象0；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 

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 

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 

在整个地 中海周 围的大多数地 区，王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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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神授的观念，君应向神述职的观念——传人 

西方社会的本质之中；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 

把成文法传给了西方。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 

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太多数地 

方。希腊、罗马通过近东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伊 

斯兰世界只是在征服了现在的伊朗，即古代美 

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之后才有了正式的法 

典。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 

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萨 

格斯(H．Saggs)在其所著《伟大属于巴比伦》 

(1962)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 

终都可追溯到⋯⋯古代近东。” 

希腊文学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 

的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与希腊 

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丢卡利翁造了 

一 艘船，靠它渡过了洪水，而洪水却毁灭了其他 

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 

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 

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 

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神 

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 

人地相似，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 

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 

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 

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 

似的地方，这部作品最近已由莫斯科普希金博 

物馆从泥版文书中翻译过来。作品中一位美索 

不达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艾亲和妻子 

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 

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美索不达米 

亚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 这时腓尼基 

的神也传人希腊，如在腓尼基神话里有一个神 

叫做“浦昂”(锤子神)，后来被希腊人改称“皮格 

梅”，意思是“拳头大的神”。0 

在希腊“智慧”文学的领域里，学者们直到 

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 

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都有原型，公元前 

l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 

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地相似。许多 

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以图翻译过 

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 

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因此，追本溯源，倒是亚、非地区的文化影 

响了希腊文化，尤其是从公元前 750年到公元 

前 650年的一个世纪里，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 

化的影响 。鉴于上述史 实，英 国学者奥斯文 · 

穆瑞在 1 980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The 

Orienlalizing Period)的概念 ．不久就 为人们所 

接受，这一概念首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 

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 

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 

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化 当然，这种汇合并不 

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 

始终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 

谁对谁的影响太，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 

杂的因素决定的。 

(_二)过渡的古典时期 在西方，“古典”一 

词用于历史时期时，有广、狭两种含义。至于前 

者，有人认为古典时期在希腊是从公元前 600 

年～公元前 300年，在罗马是从公元前 300年 

一 公元 300年；。也有人认为大致是指公元前 

10世纪至公元前 5世纪希腊、罗马的文化艺 

术；0还有人认为整个古代希腊文明(甚至包括 

罗马文明)都可称之为古典文明，因此希腊一罗 

马时代被称之为古典时代或古典世界； 甚 至 

有人认为西方古典文明包括古代西亚、北非、南 

亚、中亚的传统；0西方(欧洲)古典时代应从公 

元前 1000年代初古希腊文化算起，加之以罗马 

古代共和国至帝国，而结束于公元 476年西罗 

马帝国灭亡，或延长至东帝查士丁尼(公元 527 

年一公元 565年)时代。这时又因蛮族人侵，结 

束了欧洲古典文化，所以西方(欧洲)古典时代， 

是介于先后两次大规模蛮旌人侵的历史事变之 

间，亦即古 欧洲第一次和第二次黑暗时代 之 

闻。0狭义上来说是指介于古朴时期(公元前 8 

世纪一公元前 6世纪)和希腊化时期之闻的那 

段时期；而在这个时代中真正的古典阶段约出 

现于公元前 460年一公元前 430年之间——阿 

提卡和伯罗奔尼撤出现一种生气勃勃、无与伦 

比的发展时期 。 
一 般来说，在希腊文化史上，公元前 5世纪 

称为古典盛期，下一个世纪则称为古典后期，有 

时也以世纪为专名而分别称之 为“五世 纪”和 

“四世纪”(不加公元前字样)。严格地说古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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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希腊是从公元前 480年波斯人失败开始到 

公元前 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为止，在罗马 

是从前 1世纪开始直到公元 14年奥古斯都去 

世为止 (这段 时间也就是罗马史上 的“黄金时 

代”)；0也有人认为是从马拉松战役开始，而古 

典后期则在前 330年结束，并不完垒等于整个 

世纪。0本文所考察的对象就是狭义上的古典 

时期 

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吸收主要 

是因希波战争的爆发而得到加强。古波斯帝国 

是雅利安人中的波斯人居鲁士二世于公元前 

550年灭米底，进而向外扩张而建立的。雅利 

安人这个名称是从雅利安语系而来的，属于雅 

利安语 系的人有印度人 、希腊人 、罗马人、日耳 

曼人、克尔特人以及斯拉夫人等等。波斯人，在 

语言方面，也属雅利安语系。不过其虽同属雅 

利安语系，他们的骨骼、血缘、发式、眼睛、头盖 

等并不完全相同。公元前 500年小亚细亚的希 

腊城邦米利都反抗波斯起义，加之波斯人支持 

腓尼基舰队活跃于小亚细亚和黑海海峡地区， 

侵犯了希腊人的商业利益而爆发了希波战争， 

最终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终。这场战争在世界历 

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后，世界文明发展的格 

局便逐渐形成东西方并立共存之势，一直延续 

至今 这次战争更大大地扩展了希腊人的视 

野，进一步促进了希腊人海纳百川的雅量，增强 

了希腊人的自信心 

希渡战争曾把“苜蓿”输人到希腊。苜蓿是 

喂 马 的一 种很 好 的饲 料，希 腊 人称 之 为 

Medike，因为大量生产于波斯境内的米底，而 

由希渡战争时传人希腊的 中国音译为苜蓿， 

可能出自波斯境内靠近里海一个地方的土语 

bflso 希腊人称桃子为波斯苹果，杏梅为亚美 

尼亚苹果 他们以为桃子出自波斯，杏梅出自 

亚美尼亚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中国 

伊兰》一书里说，希腊人错了 桃子原来出自中 

国，杏梅原来也出自中国 波斯人和亚美尼亚 

人，不过傲个媒介，把桃子和杏梅从中国经由波 

斯输人地中海而已。0 

这一时期古埃及的文化对于古典时期希腊 

文化的影响也很大：许多伟大的希腊学者这时 

前往埃及并在那里学习过。如在公元前 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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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迪奥多罗斯 (Diodorus)的著作 中可以 

发现许多这类人物：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摩 

克里特、希罗多德、柏拉图、梭伦和欧克多索 

(Eudoxus)等。当代学者很少认为这些人全都 

在埃及旅行过 ，但也很少有人全部否定他们没 

去过埃及，更加重要的是，当今也很少有学者争 

论埃及文化对希腊文明所发生的重要影响这一 

事实。 

(三)后古典时期希腊文明对东方文明之扩 

张 公元前 334年亚历 山大东征以后所建立的 

地跨欧亚非的帝国，第一次统一了地中海东部、 

西亚地区，也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光芒万丈 

的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323年一公元前 30年)。 

亚历山大帝国几乎包括 了当时人类的主要文明 
— — 波斯文明、埃及文明、犹太文明甚至印度文 

明——唯儒家文明例外。因此，整个欧亚大陆 

的交通就被打通了。不过这时的西方，文化中 

心发生了转移，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由伯里 

克利时代的雅典转移到东方各地，我们可以列 

举出最卓越的四个 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 

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叙利亚的安条克和罗得岛。 

以后的数世纪 ，这些地方一直是欧亚非文 明的 

17[聚地。 

希腊化时代和我们前面所讲的东方化时代 

以东方对西方 的影响为主正相反 ，这一时期以 

西方影响东方为主，充分地体现了古希腊文明 

的扩张性 。不过东方文 明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还 

是不可忽略的，于宗教信仰、科学等方面的表现 

尤为突出 文明交流的范围也大大拓展了，从 

印度到西西里，从成海、里海到印度洋 ，到麦罗 

埃(Meroe)，各种不同的传统，不同层次的文化 

都参与了希腊化的过程。 

梵语词汇“书”、“笔”、“墨水”等源 自希腊 

语 这表面书写的学问只是在印度人与希腊化 

的书籍贸易中得到一些知识后，才在印度开创 

的 水力磨房据说是希腊人米特罗多鲁 斯 

(Metrodoros)传人印度的；0在帕提亚的尼萨 

宫廷，酒杯上刻着酒神故事，宫中装饰有阿芙罗 

狄特、赫拉克力斯、赫拉的雕像，还上演希腊的 

戏剧；0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本都、比提尼 

亚及亚美尼亚的小君主，也对希腊文化一见倾 

心。他们接受希腊的崇拜名称 ，宫廷 中使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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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语言，修建希腊式神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 

建的城市，0都力图与希腊——一马其顿人君主 

国同列；波斯货币上，已见有 Basileus(王)的文 

字，可见希腊文化对其影响之深。0 

在希腊化世界所有社会集团中犹太人或许 

最不易受外界影响 然而，据《马加比传》中记 

载，耶路撒冷教堂一个名叫耶孙的高级教士引 

导同胞们接受希腊生活方式。追求希腊生活方 

式和外国风俗习惯 的潮流达到 了疯狂的程度 ， 

以至就连祭司们都对圣制失去了兴趣，对祭品 

不感兴趣。只要一见信号，他们马上就冲出去 

参加律法所禁止的运动会 

罗马是从公元前 3世纪开始直接接触与大 

量吸收希腊文化的，这已是希腊文化发展的晚 

期阶段——希腊化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希腊 

文化精华主要产生于公元前 5世纪前后的古典 

时代。倒如，汉密尔顿的《希腊方式》一书所论， 

就全是古典时代的作品(还包括像《荷马史诗》 

之类更早的作品)，于希腊化时代却只字未提。 

尽管罗马吸收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遗产的渠道 

始终畅通，但直接接触并吸收最多的毕竟是希 

腊化时代的希腊文化 罗马城这时像东地中海 

的许多港口一样，欢迎来自叙利亚、小亚细亚、 

埃及和希腊的学者 罗马文化受外界影响最多 

的自然是希腊文化。例如，罗马哲学、文学、戏 

剧、美术等，无一不是承继了希腊文化的衣钵。 

就是本来其神性跟希腊宗教毫无关系的罗马诸 

神，后来也都分别把他们对比作希腊奥林匹斯 

诸神，所以自古“希腊、罗马神话 就被混为一 

谈 古希腊有名的一句谚语“光明来自东方”， 

这本来是形容古老的亚非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 

影响，如今可以原封不动地移用到希腊文化对 

罗马文化的影响上 

希腊化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了罗马， 

结果使武力征服者的罗马人变成了被征服者， 

因而也曾经惹起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如大 

加图和瓦罗都反对希腊学术。特别是加图写了 
一 本关于医学和农业的书，来以此证明罗马人 

比希腊人高明，他憎恶和蔑视希腊人和希腊文 

化，认为希腊人的著作只配供查阅而不配供研 

究。然而他的著作却大量地运用了希腊人的资 

料 0但是太多数罗马人都努力把希腊人的学 

问吸收过来。正如罗马大诗人贺拉斯所歌颂 

的：“被征服者希腊反而战胜了征服者罗马，使 

粗野的拉丁民族迈 向文明开化 ”的确 ，罗马人 

继承了希腊文化遗产，接着再由罗马远征军把 

她传遍世界各地，使罗马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建 

下不朽之功。 

在印度，希腊文明经由西亚地区传人，形成 

了世界美术史上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因为它盛 

行于阿富汗和印度间，以白沙瓦为中心的犍陀 

罗艺术)。印度的佛教，原来是没有偶像的。自 

从希腊文明传人，佛教仪式里也有了偶像。而 

偶像的塑造，最为突出、最富有希腊色彩。犍陀 

罗艺术后随佛教向外传播也深深地影响了中 

国、日本，印度支那和 印尼的佛教 艺术 0新疆 

的早期佛教壁画就是犍陀罗艺术的移植—— 天 

山南路发现的古代西域画大都是附属于建筑物 

中的术版画、壁画和藻井(天花板)图画，单独成 

幅的有纸本、绢本、麻本和棉本图画。在前一类 

中的木版画和壁画，运用最多的是水粉画，多属 

于希腊罗马风格，与藻井图画、单幅绘画主要属 

于波斯、印度和中亚系统的有显著的不同 0羌 

以东米兰遗址出土的壁画，是 4世纪以前汉晋 

时代鄯善佛寺的遗物。其中有一套太子须大孥 

本生故事画，有一个画面是须大孥将大自象施 

舍给人。在白象的胳窝上有一小段关于画家的 

怯卢文题记：“蒂特作画，值 3千包马卡(Barn 

makas) ”蒂特(Tita)一字就是罗马文字中经常 

使用的 Titus一字，意为“仿罗马皇帝提图斯式 

的画像”。@ 

至于在此范围之外的中国，希腊、马其顿人 

也很有可能与其有过接触 公元前 3世纪末至 

公元前 2世纪初，塞琉古将领 Euthydemus据 

太夏和粟特独立，他和 他的儿子狄 米特里 

(DemetriUS，死于公元前 1 67年)向四周塞种人 

地区、安息和大宛扩张领土，斯特拉波曾引用 

后来学者的说法，认为他们把自己的帝国扩张 

到中国和弗林尼(Seres and the Phryni)。0塔 

恩认为这些希腊人侵入了中国的新疆(Chinise 

Turkestan) 西方一些学者普遍认为塞里斯 

(Seres)即指中国 日本学者及川仪右卫所著 

《东洋史》中说；“Seres者原由中国丝字一音推 

演而成，即丝商之意，于是常称中国人为 Sen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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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可见，在希腊化时代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 

的最初来源之一，便是与中国丝绸有关，这当然 

是因为丝绸乃中国文明的最伟大成果之一。发 

现于塔里木地区的一枚中国人的陶土印章，呈 

现出希腊式的图案。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希腊 

的影响在希腊化时期就已达到中国境内。0如 

果这一论点基本成 立，那就可 以说，希腊化 时 

期 ，希腊文化与包括中国文化在 内的欧亚非大 

陆的各主要古老文化，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 

接触。 

二、古希腊文明的多元性和多中心性 

我们在论古希腊文明特征时，总犯一个以 

偏概全的错误：那就是以雅典的历史来代替整 

个希腊的历史，以雅典的文明特征来代替整个 

古希腊文明的特征 

说到古希腊政治的特征时，人们总是说它 

的民主政治极富特色，当代 自由主义思想家 K 

· 渡普甚至借柏拉图之口说出：“雅典的民主政 

治以仁爱之心对待奴隶⋯⋯已非常接近于废除 

奴隶制度。 这难免有言过其实之嫌。其实在 

希腊也存在专制统治——斯巴达的寡头政治尤 

为突出。甚至有人认为在雅典并不存在真正的 

民主政治，雅典娜神庙就是专制的象征——雅 

典人就是利用表面上看似平等的提洛同盟的贡 

金来修建该庙的 这个从表面上看似民主政治 

灯塔的雅典，却在同盟内部称王称霸，处处奴役 

它的盟邦，甚至连雅典人 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对 

外统治是搞“雅典帝国”，就是伯里克利时代的 

体制也很难说是“民治”的。只有四分之一的公 

民才享有政治权利，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不算 

作公民。伯里克利亲自发布禁令，规定只有那 

些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享有公民权，就是 

在公民中，也存在着以财产和收人为基础的严 

重等级划分。只有最富的人才能得到高位，没 

有财产的公民只有投票和作为陪审团成员的地 

位。总而言之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假的 0 

在说到希腊经济的特征时，人们总是以为 

她是一个重商民族 ，其实古希腊在大多数时期、 

大多数地区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这主要反映 

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希腊城邦的主要社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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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政治力量即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 

是手工业者或商人；证据的第二点是，同中国古 

代一样，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同样存在着重农 

轻商的观念。0 

在谈到创造古希腊文明的杰出人物时，总 

是认为他们都是雅典人，其实他们之中不乏非 

雅典人，如《荷马史诗》的编著者荷马，古代记载 

肯定他出生于希俄斯(Chios)岛或小亚细亚的 

士麦那(Smyrna)；早期著名的希腊诗人阿基洛 

古(Archilochus)就是帕洛斯(Paros)岛人；诗人 

伊翁是开俄斯人、赫格曼是萨索斯人；萨福和阿 

尔喀俄 (Alcaeus)是 累斯博 斯 岛上 的 米提 林 

(Mytilene)人；希腊另一个著名田园诗人赫西 

俄德，自称祖籍是小亚细亚的库墨。他们的诗 

作代表“希腊文艺创造的已经很高的发展阶 

段” 希腊最早 的哲学学 派——米利 都学派 ， 

其代表人物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 

尼都是出生在小亚细亚沿岸；就是毕达哥拉斯 

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也是出生在小亚细亚 

沿岸的萨摩斯岛，迨其思想成熟后才移居南意 

大利的克罗顿，创立该学派的；另外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斯塔吉拉人)、高尔吉亚(利昂提尼人)、 

普罗泰格拉(阿布德拉人)、提奥夫拉斯图斯(累 

斯博斯人)、芝诺(塞浦路斯人)、希庇亚斯(厄利 

斯人)、普罗迪亚斯(克亚人)、特拉叙马库斯(卡 

尔西冬人)等都不是雅典人。被后人称为“医学 

之父”的希渡克拉底 也是可斯 (Kos)人。艺术 

家莱西亚斯是叙拉古人、渡吕格诺图斯是萨索 

斯人。这些人物及其成果，之所以不是出现在 

希腊本土，0而是出现在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其 

原因正像历史学家奥姆斯特德所揭示的那样： 

这里“处于东方思想的洪流中”。 

在谈到希腊遗留给西方的遗产时，总以为 

它的理性认识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其实 

在希腊人之中存在许多非理性的东西，并且探 

深地影响着人们，诸如此类 的东西不一而足。 

一 想到这些就不由不让人们重新考虑希腊文明 

的特征了，亦即希腊文明具有多元性。 

从文明中心的分布上来看，一部从爱琴文 

明到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史，在不同的时代有不 

同的文明中心，即古希腊文明是多中心的 

爱琴时代(又称克里特一迈锡尼时代，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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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3000年一公元前 】200年)的初期(公元前 

3000年一公元前 2100年)是金石并用时代，文 

化中心区域是爱琴海上诸岛屿，其中以西奥斯 

岛为最重要，它是商业汇集之地。这些岛屿通 

称为塞克雷底斯群岛，他们与埃及、巴比伦都有 

商业往来。在克里特岛上，以东部的帕拉加斯 

图等城市和南部的法埃斯多斯等城市为最发 

达，因为这些城市就克里特岛地理形势来看，是 

接近埃及和巴比伦的；中期(公元前 2100年一 

公元前 1580年)是爱琴海青铜文化时期 ，爱琴 

海中塞克雷底斯群岛地位下降，克里特岛渐形 

重要，而岛上东部城市亦没落，北部的诺萨斯等 

城逐渐发展为繁荣的城市，文化亦发达，诺萨斯 

城到了全盛时期。岛上南部城市如法埃斯多斯 

等，因与埃及有商业关系，仍居于重要地位；晚 

期(公元前 1580年一公元前 1 200年)也被称为 

“迈锡尼时期”。迈锡尼人在与克里特文化接触 

后，开始吸收克里特文化，并加以发展，而创造 

出自己的文化。迈锡尼人并与埃及直接通商， 

当时正是埃及帝国(新王国)时代(公元前 1580 

年一公元前 1 200年)，埃及十八王朝(公元前 

l580年一公元前 1350年)诸王皆与迈锡尼有 

直接商业往来 迈锡尼的兴盛不利于诺萨斯的 

繁荣。在公元前 1400年左右，迈锡尼人攻打诺 

萨斯而毁灭其城市。诺萨斯从此一蹶不振。埃 

及史料从此时起亦不再有关于诺萨斯的记载。 

爱琴文化重心从此转移到迈锡尼及梯林斯等 

城市。 

荷马时代(约公元前 l100年～公元前 800 

年)是希腊历史的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一阶 

段的建筑物遗迹很少，器物、武器、工具和陶瓷 

器的残留品也很少，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这时希 

腊的文明中心究竟在哪里，一般认为这是一个 

倒退的时代，是希腊的“中世纪”。反常的是《伊 

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重要的文学著作却 

出自这一时期，不过有关该书的作者的籍贯却 

是争论不休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希 

腊文明的多中心性。 

古风时代(又称大殖民时代 ，公元前 8世纪 
一 公元前 6世纪)的希腊城邦有好几百个，散布 

于希腊半岛、爱琴海各岛、小亚细亚沿海、黑海 
一

带以及地中海西部意大利半岛南端和西西里 

岛上。它们都是独立的城邦，在种族上和宗教 

上他们是统一的，但在政治上他们是分散的。 

这些国家常常互相掠夺，互相厮杀，彼此兼并， 

互相削弱。可以说这时的希腊没有一个可以统 

领一切的文明中心 ，只是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 

褫和大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异 

彩纷呈。 

古典时代(公元前 5世纪一公元前 4世纪) 

的文明中心是雅典和斯巴达。然而，一方面这 

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 

爱琴海岛屿诺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方面， 

还有许多“边远”的地区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 

西西里、利比亚诸希腊域邦，根本不在这两个国 

家支配之下，而是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 

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 

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中心集中在欧亚非交界 

之地，希腊半岛、西西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虽 

然这时的雅典仍不失为重要的文化城市(哲学、 

戏剧的中心)，但这个昔日的“希腊的学校”，在 

似应称为“希腊化世界的学校”的亚历山大里亚 

面前，确实“稍逊风骚”。这时的亚历山大里亚、 

安条克、帕加马等大城市已取代雅典而执文明 

之牛耳 这些希腊化城市成为东方海洋中的希 

腊文化岛屿，使得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相汇，形 

成别具一格的希腊化文化，并辐射到周围地区。 

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成了希腊化世界的 

文化大都市，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学者、艺人纷至 

沓来，竞芳斗艳，各显才华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 

巨人、文化成就多从这里诞生。在自然科学方 

面，有实测子午线的埃拉托色尼、提出“太阳中 

心说”的天文学家阿里斯 塔克、著 “数学圣 

经”——《几何原本 》——的欧几里德、被誉为 

“古代爱迪生”的阿基米德，还有被称为“古代最 

伟大的解剖家”赫罗菲拉斯；在文学方面，有伟 

大的诗人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乌斯、亚历山大里 

亚的卡里马科斯以及田园诗——牧歌——的代 

表狄奥克里图斯。这也就是人们把“希腊化时 

代”又称为“亚历山大里亚时代 原因之所在。 

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城是后起之秀，其文化以雕 

刻艺术最为著名。帕加马城宙斯大庙前神坛的 

浮雕描绘“巨人之战”，即希腊神话 中大地之子 

的巨人和诸神的战斗，被视为希腊化时代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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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作之一。叔利亚的奥龙特河畔屹立着塞 

琉古王国的都城安条克，这里的国王也热衷于 

希腊文化。罗德岛地处东西方商路的要冲，强 

大的经济实力使其成为以“太阳神巨像”著名的 

文化中心。 

在论希腊文明的这种多中心性时，我们并 

不否认某种统一性的存在：宗教、语言、制度、风 

尚、观念、情绪，全都趋向于这种统一性。不，还 

远不止这些。如 Hellenes是古希腊人共用的 

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 Hellas 
一 字则是中部弗西斯(Phocis)地区的称谓，其 

范围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Anthela)的 

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大地女神、太阳 

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修斯的神殿，这些地方 

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 

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属相互毗邻的 l2 

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 

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 

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成员的 

一 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随着“近 

邻同盟”的扩大，Hellas和 Hellenes称谓的使 

用也广为扩展，直到公元前 7世纪这些称谓成 

为整个希腊地区的标志为止。0 

以上所述可知，古希腊文明的特征正是通 

过开放性、扩张性、多元性和多中心性表现出来 

的，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古希腊文明时必须牢牢 

把握的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一种比较客 

观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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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Discussion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Greece 

CHEN Heng 

(Humanities College，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For a long time，people have been discussing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civilization。f anclent Greece
． 

and have drawn many distinct conclusions
． This essay emphasizes two points which peoplc must notlce wh k ex 

pound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Greece，namely，on the one hand，ancient Greek civillzation ls 

characterized by openness and expansion；onthe other hand，itismarked by plural[sm andmulti—centralitv
． 

Key words：Ancient Greece，civilization，openness，expansion，pluraham，mH1【j—centralitv 

(责任犏辑 ：吴晓明) 

5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