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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遗产及其对希腊文明的影响

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F）

% % 摘% 要：%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自早期到

罗马时代一直对周边的国家、民族产生强烈的影响，希腊也不例外。在公元前 J+" K 前 #+" 年

间出现了所谓的东方化时代，这一时期的东方各种文明对希腊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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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遗产与特征

对于人类文明产生的标志，学界有不同的看

法。但人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作为衡量文明是否出

现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观之，美索不达米亚确

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因其早在公元前 *+"" 年就产

生了文字，自然也就引发了一系列文明成就。

楔形文字的发明，不仅造就了高度发达的官

僚体制———古代近东最持久的一个遗产；而且丰

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变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社

会结构（ 比如制定成文法律可以确保社会的稳

定），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所有肥

沃新月地带的民族都采纳了这套书写系统。甚至

腓尼基文字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JH），早期

埃及语也深受影响［!］（=*!J），结果形成了一个以苏

美尔!为中心的“ 楔形文化圈”，犹如以中国为中

心的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因此也有人把楔形文

字称为“ 古代东方的拉丁语”———一种世界性的

语言。

美索不达米亚的科学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虽然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科学）。早在公元前 *
千年代中期从苏美尔人开始，美索不达米亚科学

就表现出一种特色：无穷无尽的、小心翼翼的以专

栏、序列的形式列举与编排事物，其最终的目的是

穷尽世界万物。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计算时间和

角度的 #" 位进制，$ 小时分成 #" 分钟，$ 分钟又

分成 #" 秒。这种方法的特殊配合具体表现在一

年分成 *#" 天以及圆周分为 *#" 度上面。这套体

系因其数字便于分割，至今仍为人们所采用。"再

如，美索不达米亚早在公元前 $H 世纪就已知道毕

达哥拉斯定律，只是没有形成具体的公式，没有应

用，不为人们广泛所知而已。两河的技术成就也

十分完美，主要体现在巨大的塔庙建筑上，不论在

理论方面，还是实际应用方面都比较复杂。在其

他科学领域，如天文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语

言学等方面，他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知识积累。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成就还体现在法律、文

学等方面上。法律理论很发达，在早期就很复杂，

以各种各样的法律判决表现出来，即所谓的“ 法

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汉摩拉比法典》了。该

法系具有如下特征：$) 皆以楔形文字镌刻；!)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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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逐渐向序言、正文、结语的“ 三段式”结构过渡；

!" 虽然多处提到神，但从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和调

整方法上看都完全是世俗性的法律；#" 是习惯和

审判实践的记录，缺乏抽象概念和普遍立法原则；

$"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诉讼与实体不分。美索不

达米亚文学是其文化成就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方

面。%& 世纪 ’( 年代发现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代

表了古巴比伦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目前世

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史诗。该史诗大体上

是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传说精华的汇集，成书于公

元前 )((( 年左右。

这一切都对古代东西方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

印，特别是对希腊文化从而对后来的西方世界发

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 %& 世纪中叶之前，欧洲

一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西方文

化是古希腊哲学、文学、艺术，罗马法律、技术，基

督教伦理道德的自然延伸，并没有东方的因素。!

随着 %&、)( 世纪的考古挖掘，象形文字、楔形文字

的释读，泛巴比伦主义、泛埃及主义的盛行，迫使

西方世界重新认识引以为豪的西方文化起源，重

新评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地位。

其实，与近代不同的是，古希腊人认为他们文

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从近东闪米特诸文明中

借用来的，尤其是从埃及文明中借用来的，而不是

源自欧洲自身。"希罗多德认为希腊的许多神名

来自埃及［!］（*$(，*+)），他也承认：“ 希腊从巴比伦那

里借用了日晷、指时针以及把一天分为 %) 部分的

知识。”［!］（*%(&）柏拉图在《 蒂迈欧篇》（,-./012）中

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普鲁塔克指出希腊哲学家依

赖早期埃及人的智慧。美国学者伯纳尔（3/45-6
7046/8）#把这种观点称之为“ 古代模式”（96:-065
3;<08），自古代一直到启蒙时代几乎所有的民众、

学者都接受此种观点。但在这之后人们逐渐改变

了这种看法，代之而起的是所谓“ 雅利安模式”

（94=/6 3;<08），强调来自北方说印欧语言的入侵

者对希腊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

说希腊文化中的决定性因素来自欧洲本身，这种

观点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笼罩着西方学术界。

“希腊文化的闪米特或非洲根基或是被有意识地

清除了，或者是被掩盖起来了⋯⋯欧洲语文学家

为了保持雅典的纯洁，养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习

惯，对这些使他们难堪的部分只字不提。”［#］（*%&）

伯纳尔引起争议的著作《黑色雅典娜》$的核心就

是重倡那种为人所抛弃的“ 古代模式”，人们抛弃

这种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而是因为

这种观点强调了“东方”尤其是“埃及”对古代希

腊历史的影响，这是那些对 %& 世纪欧洲文化抱有

优越感的人所绝对不能忍受的，不管浪漫主义者

也好，民族主义者也好，激进主义者也好，历史主

义者也好，都是如此。假如人们接受伯纳尔观点

的话，就会把伯纳尔的希腊文明起源理解为一种

“修正的古代模式”（3;<->-0< 96:-065 3;<08），这

就是说，强调在纪元前 ) 千年代的希腊文化形成

时期，近东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对她的决定性的

影响。对古希腊历史进入如此大规模地修正，可

谓空前绝后，所以人们在伯纳尔教授著作中发现

了一些不足之处也并不奇怪，因而遭到了学术界

主流学者的批判，但这也正说明了人们对西方文

化起源的重新思考。%

无论 如 何，那 种“ 神 是 东 方 的，神 是 西 方

的”&，从而把东西方绝对地割裂的说法在今天

看来似乎已不合时宜。著名的文化理论家、社会

学家阿 尔 弗 雷 德 · 韦 伯（98>40< ?0@04，%+A+ B
%&$+）早在 %&!$ 年就说，“ 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

位于西半球的人类初级文化已经具有了我们现代

人的本性，他们将这种本性表现在磅礴宏大的气

势中，拉近了和我们的距离，让我们生动地体会到

他们的本性。———整个的西方世界，也许它也是

东方的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原始文化所取

得的文明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成就上，建立在他们

所创造的历史、文字、官僚主义、技术、艺术和最初

的实用性知识基础之上。他们发明的技术中的某

些成分经过波斯王朝、亚历山大时代、拜占庭王

国、阿拉伯帝国和弗里德利希二世时代（C4-0<4-:D
EE）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数外部表

现和艺术表现方式都要归功于他们。”［$］（*#+ B #&）法

国东方学家蒲芳莎、史蒂夫说，“在经历了 !((( 余

年的存在与辉煌，以及数百年的衰落之后，古老而

又伟大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消亡了。在它的废墟

上孕育和诞生的，是我们西方人的文明。”［A］（*%#）

由此可以发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

系是复杂的，对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巨

大的。

美索不达米亚（302;F;5/.-/，包括现代伊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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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本身就是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可

见这两种文明接触之早、源远之流长、关系之密

切。所谓的东西方文明只是一种人为的、带有种

族偏见的、不科学的划分。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

个大熔炉，在共同创造着大同文明，因此在哲学意

义上，古代世界几大文明的起源在时间上都是相

同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文明在文明史上的地

位是不分高下的，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毕竟还有

自身的特色。

相对于其他古代文明特别是埃及文明而言，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多样性、

多变性。从地理上、政治上、民族上看，应该说美

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古代

美索不达米亚种族繁杂，有多样的语言与文化；这

一地区的历史也分为许多互不相属的时期与时

代，让人目不暇接；它没有真正的地理统一体，更

重要的是也没有永久的都城大邑，都城经常变换

（巴比伦算是惟一的例外）。只是楔形文字、神

庙、城市构成了两河的统一因素，这里的人们首先

创造和发展了一种城市的、文明的、技术上复杂的

社会，这里的人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对世界的起

源和次序也有着同一的认识。但即使这些统一因

素也表现出美索不达米亚对多样性、多变性的喜

爱。已经挖掘出大量的楔形文献表明，同一文本

经常有许多不同的抄本；神庙中的神衹有 !""" 多

位，一位神衹有许多称呼。

但在 #""" 多年的文明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

影响下一个时代，这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

内在统一。古典苏美尔文明影响了阿卡德文明，

综合苏美尔 $ 阿卡德文明的代表者乌尔第三王朝

对以后的王朝又施加着影响。随着赫梯人的到

来，自公元前 !%"" 年以来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

都渗透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人们在肥沃新月地带

进行广泛的交流。距离这个肥沃地带越远，夜色

越浓⋯⋯似乎就像另外一个大陆的人们如孩子般

地在等待被唤醒。［%］（&’）“ 在近东沿地中海的肥沃

地带，人们本来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是，农具和武

器需要铜、锡，建筑，需要木材，各地区间需要互通

有无。愈来愈多的人转向赚钱又多又快的商业。

这个地区成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爱琴海地区

的 贸 易 枢 纽，也 成 为 三 种 文 化 交 流 的 中

心。”［(］（&!"）这便造就了许多新的文化成果。比

如，旧约圣经某些主题和楔形文学主题的相似性，

大洪水的故事!或者正直者受难的主题，这都要

归结于这类早期的接触。

可见，从文化上、思想上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文明。因为，苏美尔人不仅因发

明了文字书写系统而对后继的各种文明有着强烈

的影响，而且在法律、行政、宗教领域，乃至语言、文

学、教育等领域，都可以追溯到苏美尔的影响，大多

数西亚文明也包含苏美尔因素。波斯人、腓尼基

人、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苏

美尔人的继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美索不达米亚

文明具有统一性。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多样性与

统一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种和谐的统一。

与其他古代民族根本不同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创

造出一种由中庸和平衡来调节的生活方式。在物

质和精神两方面———信仰和伦理上、政治和经济

上———他们在理性和想象、自由和专制、知识和神

秘之间达到一种可实践的中庸之道。

更加重要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 开放”

的社会。尽管此地居民自认为是“ 选民”，但这并

不意味着他们是个地方性的民族。他们已经意识

到世界上有许多别的民族，当然也就没使自己与

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因此，他们在轻视与他们为

敌的邻居的同时，也敬畏西方的埃及人和东方印

度河谷地的民族。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对这两

种文明的兴起或许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诚如法国

古典学者斯卡利杰（)*+,-. /01234,5，!6’" $ !7"8）

所讲，“要正确地理解历史与年代，就必须研究古

代东方文明。”［8］（&’#6 $ ’’8）

二、对希腊世界的影响

希腊人是第一个真正吸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并把其中一部分传播到西方的民族。被称为“ 科

学史之父”的美国学者乔治·萨顿（9,*54, /15:
;*<，!((’ $ !8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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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索不达米亚母亲。”［!"］（&7’）

从空间上看，由于希腊特殊的地理位置，西部

海岸线比较平直，东部较曲折，多岛屿，使希腊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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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便于交往，其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是小亚细

亚、叙利亚 ! 巴勒斯坦地区和塞浦路斯，上述地区

本身即受到两河文化的强烈影响。［""］

从时间上来看，美索不达米亚与希腊的接触

可以划分为以下八个时期：!

"# 远古时期（公元前 $%%% ! 公元前 "&%%）

’# 晚期青铜时代（()* +,-* ./012* 34*，公元

前 "&%% ! 公元前 ""%%）

$# 早期铁器时代（()* 5,/67 8/01 34*，公元前

""%% ! 公元前 9%%）

:# 新亚述时期（()* ;*0 ! 3<<7/=,1 >*/=0?，公

元前 9%% ! 公元前 @"’）

&# 新巴比伦时期（()* ;*0 ! .,A7601=,1 >*/=B
0?，公元前 @"’ ! 公元前 &$9）

@#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 3C),*D*1=? >*B
/=0?，公元前 &$9 ! 公元前 $$%）

E# 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时期（36*F,1?*/ ,1?
)=< GHCC*<<0/<，公元前 $$% ! 公元前 "’I）

I# 罗马时期（J0D, >*/=0?，公元前 "’I 以后）

其中前五个时期为希腊世界与两河流域的间

接接触时期，是暗线；第六个时期为过渡时期，虽

然这一时期两者有了直接的接触，但由于战争的

原因，于文化意义不大；第七、八两个时期则为直

接交流时期，是明线，是东西文化大规模的碰撞、

冲突，并发生融合的时代。正如美国著名古典学

家斯塔尔所言：“整个亚述帝国时期，希腊人和近

东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接触，这样就可以使希腊人

不必面临来自近东的直接压力而发展。然而，波

斯人则跨越小亚细亚，首先征服在小亚细亚的希

腊人，然后征服爱琴海北部地区希腊人。到公元

前 &%% 年，希腊本土直接处于波斯势力威胁之

下。”［"’］（>"&E）自此希腊世界与两河世界逐渐发生

了直接的、不断的联系。

从内容上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希腊文明的

影响可谓包罗万象，涉及到语言、文字、政治、经济、

宗教、军事、建筑、医学、音乐等各个领域，两河的痕

迹无所不在。可见希腊文明“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

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

的终结和顶点”。［"%］（>@"）公元前 $%%% 年左右，在地

中海东部的爱琴海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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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诸文明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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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近

邻赫梯人、迦南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之联系。

早在公元前 $ 千年代就在苏美尔出现了，在晚期青

铜时代迈锡尼很常见了，大约到了公元前 9%% 年左

右，在塞浦路斯、爱奥尼亚很常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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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在未

来的希腊文明中扎了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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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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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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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

了古代希腊的“ 文艺复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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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一日分成十二个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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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纪，希腊

人进入黄金时代，在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

几乎都表现出受到东方传统的影响。

在语言上，英国著名的楔形文字植物学家、化

学家、词典编纂家坎贝尔·汤普森（J# K,DLA*66
()0DL<01）在 "9’& 年写了一篇文章《 来自巴比伦

的欧洲遗产》（()* M*A- 0N 5H/0L* -0 .,A7601），列

举了近 &% 个希腊、拉丁词语，这其中大多数与现

代欧洲语言有着同源的关系，这极有可能追溯到

阿卡德人那里，自然也就追溯到苏美尔人那里。"#%

“至少有 "’ 个植物名称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入欧

洲。”［":］（>":I ! ":9）桂皮（ C,<<=,）、甘松（ 1,/?）、孜然

芹（CHDD=1）以及其他许多术语都来自 &%%% 年前

的苏美尔人。［"&］（>":&）

在文学上，希腊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

米亚的影响。［"@］人类最早的史诗《 吉尔伽美什史

诗》在公元前 ’%%% ! 前 @%% 年间就以不同的语

言、版本广泛地传播，《 伊利亚特》与之的相似性

是不言而喻的。［"E］（>’）希腊神话与美索不达米亚

神话有许多类似的主题［"I］（>I% ! I"），《 伊索寓言》中

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 "I 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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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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田工农时》中有许多古老的文学形式，

比如格言、寓言、神话、劝诫，这在希腊诗歌中是不

多见的，其来源只能是苏美尔和埃及。［+,］（-+.）

在宗教上，毫无疑问巴比伦对希腊世界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苏美尔 / 亚述宗教在地中海文明

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早期希腊的宗教信仰

和实践必定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源头。

格鲁普博士（0#1 21 3#455%）甚至断言所有的宗

教都起源于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便是近东!"#———

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这种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

重要的两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

王权的概念。苏美尔人比希腊人更早就发明了国

家组织并进行政治活动［67］（-,8），在整个地中海周

围的大多数地区进行了城邦制度分布；王权———

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也

传入西方社会。

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最珍贵的一份政治

遗产是 成 文 法。这 种 法 律 源 于 个 人 权 利 的 意

识———又因众多的纠纷和诉讼而加强———美索不

达米亚法律演化为一种崇高的理想，符合整个人

类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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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

通过近东的接触而受到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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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伟大属于巴比

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

追溯到⋯⋯古代近东。”［6+］

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人们生活中司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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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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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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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音乐方面，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也是非常

深远的。［66］（-697）斯特拉波说，“据说古代音乐的发

明者是色雷斯人”，“ 包括曲调、韵律和乐器的所

有色雷斯音乐都来自亚洲”。!"$很久以来，考古学

家知道美索不达米亚人有乐器，特别是竖琴和七

弦琴。泥版文书中的线索是一系列数字，这显然

指的是巴比伦九弦竖琴中的弦。如果这个想法成

立，人们就可发现按这一次序排列的数字正表示

了这个乐器的音调，而另外一套音乐符号显然表

示音乐中间的停顿。这段约是公元前 +877 年左

右的泥版文书把人类所知最早的一套希腊音乐符

号（这包括来自小亚细亚的音阶符号）提早了一

千多年。这是迄今发现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节

记录，也是最早的连贯音乐系统。希腊人舞蹈中

使用的响板也源自苏美尔。［6:］（-+66）

在医学上，我们援引罗可斯比较中肯的评论，

他写道：“ 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虽然还包裹在迷

信之中，但已经有了某些实证科学的特征。它部

分留给了希腊人，与埃及医学同为公元前 9 世纪

伟大的希波克拉底改革铺平了道路。”［68］（-::6 / :::）

科学的黎明是历时几万年的全部进化过程准备起

来的，在纪元前 :777 年的开端，这个过程至少在

两个国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完成，在另外

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也可能已经完成。美索不达

米亚人及埃及人的文化，包括书写的使用，那时已

经达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并且累积了许多数学、天

文学、医学的知识。那么，看来可以证明“ 光明来

自东方”（;< 2#=%)>% ?4<）了。［69］（-++@）

两河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还体现在其他领

域。比如，在军事上，希腊人的许多作战技术特别

是方阵技术来源于苏美尔人的创造［6@］（-6.A），两河

流域的军队习惯性使用希腊雇佣军；在历史上，历

史编撰的内容、方法也深受影响；在建筑风格上也

受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三、东方化时代与轴心时代

因此，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不是西方影响东

方，而是东方影响西方，尤其是古代近东文明深深

影响着希腊文化，特别是从公元前 A97 年到公元

前 @97 年的一个世纪里!"%，希腊文化深受近东文

化的影响。早在 67 世纪初期，人们就提出东方化

时代（BC% 2#=%)>"(=D=)E -%#=FG）!"&的概念。指这个

时期的希腊艺术深受东方世界的影响：一是来自

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的影响；一是来自腓尼

基、埃及的影响。这是因战争、贸易、旅行以及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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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人对东方艺术主题与风格的喜爱而造成的后

果。［!"］（#$%!）结果这使先前几何风格时期（&’()’*+
,-. #’,-(/，约公元前 $000 1 公元前 "00）整洁的艺

术手法变得更加有活力，形状也变得更加富有表

现力。以人物、动物为主题的画面填充了以往的

空洞的画面，并伴有其他装饰性的因素。

大约从公元前 "00 年起，希腊人从他的东方

邻居那里学习如何使用铸模来大批量生产泥版浮

雕装饰版。这种风格后来被称为代达罗斯风格

（23’/34-. 5*64’），这是第一次东方化。从公元前

7%0 年左右开始，开始了第二次东方化。埃及人

的巨大建筑物深深震撼着希腊人，比常人还要大

的埃及塑像给希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在

材料方面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希腊人习惯

于石灰石、黏土或木材，现在则向埃及人学会了雕

刻石头的技巧，开始倾向于使用基克拉迪群岛上

的白色大理石了，特别是这其中的纳克索斯岛

（839(:）和帕罗斯岛（#3,(:）上的大理石。也就是

在这一时期，希腊世界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纪念碑

建筑物。风格与比例仍旧是代达罗斯风格的。大

约在公元前 7;0 年，首先在岛屿后来在希腊本土

上，希腊人开始雕刻裸体的、站立式的人物塑像，

先前只是在小的艺术品上才可以看到这一风格，

这种风格在比例、动作的细节方面都向埃及塑像

进行了借鉴。这种与实物大小一样的，或更大的

大理石年轻人塑像（<(=,(-）揭示了希腊人在技

巧、风格方面的快速发展：向自然主义风格的快速

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东方化洗礼之后，希腊

人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并没有被同化，而是大大影

响了周边民族。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 7"> 年!"$在

埃 及 建 立 的 第 一 个 希 腊 人 殖 民 地 诺 克 拉 底 斯

（83=<,3*-:）非常明显地表明希腊文化在那些更古

老民族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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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因素相汇合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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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由不同

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诚如论者所

言：“东方与西方在文化发展方面为各自将要在

新联合体中扮演的角色而做准备⋯⋯当彼此的思

想充分地从具体的领域、社会与民族条件中解放

出来，采取某种程度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变得可以

传播与交流时，文化之间的最佳融合就能实现。

于是人们就不再约束于诸如雅典城邦或东方等级

社会之类的具体历史事实，因而进入到在形式上

更为自由的抽象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宣称适用于

所有人，不但可学习，而且可以由论证加以支持，

更 可 以 在 理 性 讨 论 的 领 域 内 彼 此 相 互 竞

争。”［!?］（#!）

也许正是这种相互交流、竞争，最终导致了所

谓“轴心时代”（@A’ B9-34 BC’）的出现。这是德

国心理学家、哲学家雅斯贝斯（D3,4 E3:F’,:，$??;
1 $G7G）提出的概念。!&’认为公元前 ?00 1 前 !00

年间!&(在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中国等地出

现了哲学的突破，人类有了自我意识，精神生活得

到质的飞跃。文明基本形态成型，文明早期格局

由此而奠定，而且自此以后，人类历史上就再没有

出现过这种类似的现象。希腊哲学思想为西方政

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此外，通过柏拉图思想与基

督教教义发生了联系，而继承希腊文化衣钵的罗

马则把希腊文化加以发扬光大。生活在这一时期

的佛陀、孔子奠定了东方思想的两种类型。在中

国出现了儒教、道教，分别以孔子、老子为代表；在

印度出现了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以佛陀为代

表；在伊朗出现了索罗亚斯德教，以索罗亚斯德为

代表；在巴勒斯坦出现了犹太教，以以利亚（H4-+
I3A，公元前 ?"> 1 公元前 ?%?）、以赛亚（ J:3-3A，公

元前 "%0 1 公元前 7?$）、耶利米（ E’,’)-3A，公元

前 7!" 1 公元前 >?7）等先知为代表；在希腊则出

现了智者运动与各派哲学，以荷马、巴门尼德、赫

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

德、阿基米德等为代表。

这一时期的文学趣味也从对世袭贵族的关注

转移到对知识分子的关注。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时

代的意义体现在公元前 !00 年以后，因为这个时期

的思想是衡量后来各代人思想水准的刻度。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受惠于这个时代的公元前 >00 1 前

%00 年间的希腊文化被称为西方文明史上的“古典

时代”。轴心时代成就了人类的普遍特质：人类意

识到自我的存在及其局限性。渴望得到拯救；极力

通过反思得到拯救。在人类历史上，哲学家第一次

出现于公众面前。哲学争论用以说服其他派别。

这以争论、分裂和极端混乱而结束；这种混乱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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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今日的各种思想范畴；人类的思想观念、行为方

式、风俗习惯因此需要验证、怀疑、扬弃。

一方面，全部这些特征都是由于当时相同的

社会环境造成的。中国、印度、希腊等地都是由数

量众多的小国组成，并且彼此之间不断地相互争

斗。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以

交换思想。另一方面，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希腊、中

东、印度、中国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其中美

索不达米亚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这座“ 桥梁”

接联了东方文明到西方，反过来又接联了西方文

明到东方，同时“桥梁”自身独特的文化，属于“桥

梁”本身的各文明之间也是互动的。于是这个

“桥梁”中的两个世界之间就发生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进行着和平的、有时也是暴力的交往。交往

的过程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升华的过

程，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人类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可以随着时代的演进而络

绎往返。［!"］（#$"）

总之，美索不达米亚在各个领域对人类文明

贡献的众多证据仍是全部中的一小部分""冰山

之一角。把观念、技术、思想、主题这些历久而产

生的东西追溯到其本源，是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传

播的轨迹是极细小的游丝，时常扰乱探询者的眼

睛和心灵。毫无疑问，未来的发现将会有更多的

新的事实来强化这一画面，这必定会给人们带来

许多惊奇。未来只能确定的事实已很明显———美

索不达米亚，这一人杰地灵之处，独创了人类最早

的文化：两河之间的土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注释：

! 早在 !% 世纪初期，人们还不太熟悉 &’()* 这个民族，只是在楔

形泥版文书上知道有这个名字。随着 !% 世纪 +% 年代的几次

考古挖掘，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个民族的重要性。见 ,)-./*0

1-22*)33，45) 1-.678) 9.6:63-;)07/ -< =*65/)-3->:，?/@25-*.

A--B8，$"C%，;D EE"。

" 两河流域偏爱 C% 和它的倍数。比如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史

诗《吉尔伽美什》是由 $! 版泥版组成的；巴比伦人把他们的每

一个神各配以一个六十以下的数，这个数表明这位神灵在灵

霄殿里的品位。

# 如“策勒（9D F)33)*）$GHC 年的著作便公开反对希腊哲学的东

方起源说；维拉莫维兹（I3*765 J-. K73/(-@72L M N-)33).0-*<<）

在 $GGE 年宣称：无论是闪族人还是埃及人都没有对希腊文明

做出什么贡献，‘东方乃是希腊人的死敌’”。转引自叶舒宪：

《“东方”概念的话语建构之根———〈 东方化革命〉读后》，刊

《东方文化》!%%! 年第 H 期。译名有改动。

$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希腊人借用两河人的路径与起源都是模

糊的，包 括 法 律 问 题 也 是 这 样。见 9.6:63-;)07/ A*72/..76/，

“?782-*: -< N)8-;-2/(7/”辞条。

% 该书作者伯纳尔是一位汉学出身的东方学家、当代美国非洲

中心主义的主要领导人，在纽约康奈尔大学执教（据说自 !%%$

年起退休），为该校古代东地中海研究荣誉教授。他于研究古

典学方面是一个半路出家者，但正是由于该书而使他名声大

噪，成为媒体聚焦的人物。伯纳尔 $"+O 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犹

太书香家庭，其父著名的科学家约翰·伯纳尔（ P-5. Q)8(-.0

A)*./3，$"%$ M $"O$）在二战期间做过巴顿将军的顾问。祖父

迦丁纳尔（=D ?D R/*07.)*，$GO" M $"C+）是著名的埃及学家、

语言学家，著有《埃及语法》（9>:;27/. R*/((/*）、《拉美西斯行

政文献》（S/()8870) =0(7.782*/27J) Q-6’().28）等。伯纳尔于

$"HO 年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CC 年获剑桥大学东方学

博士学位，$"GG 年任康乃尔大学东方学系教授。早年出版中

国历史方面的著作有《 刘师培与国粹》、《$"%O 年以前的中国

社会主义运动》（157.)8) &-67/378( A)<-*) $"%O，$"OC 年著，中

译本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 $"GH 年出版）等。另著有《 卡德摩

斯书信》（1/0()/. ,)22)*8，研究希腊字母的起源）。

& A3/6B =25)./：=<*-/87/276 S--28 -< 13/8876/3 17J737L/27-.，T-3’()

U：45) V/W*76/27-. -< =.67).2 R*))6)，$OGH M $"GH，S’2>)*8 I.7X

J)*872: #*)88，$"GO；A3/6B =25)./：=<*-/87/276 S--28 -< 13/8876/3

17J737L/27-.，T-3’() UU：45) =*65/)-3->76/3 /.0 Q-6’().2/*: 9J7X

0).6)，$""$；A3/6B =25)./：45) =<*-/87/276 S--28 -< 13/8876/3

17J737L/27-.，T-3’() UUU：45) ,7.>’78276 9J70).6)，!%%CD

’ 最主要的批评来自 K)33)83): 1-33)>) 的 N/*: ,)<B-@72L，她认为

伯纳尔史实不清、学术无能、种族主义。见 Y-2 Z’2 -< =<*76/：

?-@ =<*-6).2*78( A)6/() /. 9[6’8) 2- 4)/65 N:25 /8 ?782-*:，

$""C。争议的著作主要有 A3/6B =25)./ S)J7872)0 W: N/*: SD

,)<B-@72L；?)*)8: 7. 25) I.7J)*872:：45) A3/6B =25)./ 1-.2*-J)*X

8: /.0 25) S)8;-.87W73727)8 -< =()*76/. U.2)33)62’/38 W: P/6\’)8

A)*37.)*W3/’；A3/6B =25)./ K*72)8 A/6B：N/*27. A)*./3 S)8;-.08

2- ?78 1*72768 W: N/*27. A)*./3，Q/J70 157-.7 N--*)（9072-*）；

17J737L/27-. -* A/*W/*78(：=. =’25).276 =.25*-;-3->: W: 15)7B5

=.2/ Q7-;；A3/6B8 7. =.27\’72:：9257-;7/.8 7. 25) R*)6- M S-(/.

9[;)*7).6)（A)3B./; #*)88）W: V*/.B ND &.-@0).0).>D

( 见《古兰经》，$D !D $E!。R-08 78 25) Z*7).2，R-08 78 25) Z667X

0).2。马坚先生把这句话译为“ 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值

得思量。见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 年，

第 $% 页。德国著名学者 K/32)* A’*B)*2（$"+$ M ）在其所著《 东

方化革命》（45) Z*7).2/37L7.> S)J-3’27-.，英译本 ?/*J/*0 I.7J)*X

872: #*)88，$""!）打头便引用这句话，这说明至少在穆罕默德时

代，伊斯兰世界已接受了欧洲那种划分东西方的地理观念。

) 值得注意的是，对两河人来说，大洪水是历史真实而不是虚构

的故事。见 S765/*0 =D R/W*7)3，R*)/2 1/;2/7.8 -< =.27\’72:，

R*)).@--0 #*)88，!%%$，第 HC 页。

* 见 &2);5/.7) Q/33):，=D 4D S):)8，?).*7)22/ N61/33，N/*7-.

1-[，Q/J70 #7.>*)) 编的《45) ,)>/6: -< N)8-;-2/(7/》，Z[<-*0 IX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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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出 版。该 书 第 -、. 两 章 /$&010’23"2!

40!’25’ 2!6 7!89:$!5$ "! ’;$ <%$$= >0%96（作者是 ?’$1;2!"$ @29A

9$(，BC DC E$($&）的划分方法，第 ,. F *G- 页。

!"#“刻章者喜欢的石料往往是美索不达米亚以外出产的，这说明

了当时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引自（ 英）塞顿·劳埃德《 美索不

达米亚考古》，杨建华译、黄菊元校，文物出版社 *++H 年版，第

-+ F .H 页。

!"$ 4BI J：G-, F G.HC 48C 30%$ K$!$%299( )2’%"6K$ *+.,。转 引 自

>"99"23 >C I2990，L%"K"!&：D;$ B!5"$!’ M$2% N2&’$%! O25=A

K%0:!6 08 ?03$ /06$%! >$&’$%! 7!&’"’:’"0!&，NC PC O%"99，Q$"6$!，

*++R，1C JG.C

!"% 英国古典学家 S2%!$99（*,.R F *+J-）有详细的论述。见 Q$T"&

EC S2%!$99，<%$$5$ 2!6 O2U(90!：B 40312%2’"#$ ?=$’5; 08 /$&0A

10’23"2!，B!2’09"2! 2!6 I$99$!"5 E$9"K"0!&，D V D 492%=，*+**，

11C J，J*，等处。

!"&D;$ <$0K%21;(，WC """C *XC

!"’ 这一时代的起讫点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公元前 X.H F 公元前

RG.、公元前 XJH F 公元前 .,H、公元前 XG. F 公元前 R.H、公元

前 XGH F 公元前 RG.、公元前 XGH F 公元前 .X.、公元前 XHH F 公

元前 R.H、公元前 XHH F 公元前 R-H、公元前 XHH F 公元前 RGH、

公元前 XHH F 公元前 RG.、公元前 XHH F 公元前 RHH、公元前 , F

前 R 世纪等不同的说法，大体上可以说整个公元前 X 世纪都属

于东方化时代。

!"( 一般认为，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促使许多学科取得了很多成

就，东方化时代就是希腊艺术史领域内出现的一个概念，后来

这个概念才逐渐引入到其他领域。在艺术领域东方化时代也

有不同的分期：在 40%"!’; 主要有 N2%9( )%0’0 F 40%"!’;"2!（ 公元

前 XG. F 公元前 XHH）、/"669$ )%0’0 F 40%"!’;"2!（公元前 XHH F

公元前 R.H）、Q2’$ )%0’0 F 40%"!’;"2!（公元前 R.H F 公元前 RG.）

和 40%"!’;"2! Y B!"329 S%"$Z$ ?’(9$（公元前 RG. F 公元前 ..H）

四个阶段组成；在雅典，主要有 N2%9( )%0’0 F B’’"5（ 公元前 XHH

F 公元前 RX.）、/"669$ )%0’0 F B’’"5 O925= 2!6 >;"’$ ?’(9$（公元

前 RX. F 公元前 R-H）、Q2’$ )%0’0 F B’’"5（ 公元前 R-H F 公元前

R*H）等三个阶段组成。笔者查了许多材料，难以查考是谁最

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应该是

英国学者霍尔（I2%%( E$K"!296 I299，*,XJ F *+JH）在《D;$ L9A

6$&’ 4"#"9"Z2’"0! 08 <%$$5$：?’:6"$& 08 ’;$ /(5$!$2! BK$》一书中

提出的（Q0!60!：@2#"6 M:’’ );"926$91;"2：PC OC Q"11"!50’’ 40C

*+H*，1C -J）。现在史学界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概念了，比

如英国学者 L&T(! /:%%2( 的《N2%9( <%$$5$》（<92&K0T，S0!’2!2

)%$&&，*+,H 年第 * 版、*++J 年第 G 版）一书的第 R 章就名为

“D;$ L%"$!’29"Z"!K )$%"06”。

!") 参 N!5(5901$6"2 O%"’2!!"52，“>$&’$%! ?5:91’:%$”辞条。

!"* 见 D;$ 4%(&’29 E$8$%$!5$ N!5(5901$6"2，“M2:=%2’"&”辞条，[:0’2A

’"0!& Q’6C ，GHH. 年。

!"+ 参阅 B92! NC ?23:$9《 D;$ <%$$=& "! I"&’0%(》书中一章“>$

\!0T I0T ’0 O$ <%$$=”C D0%0!’0：]!"#$%&"’( 08 D0%0!’0 )%$&&，

*++GC

!,- 参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

版社 *+,+ 年，第 X F , 页。值得注意的是，余英时认为这个概

念“并是雅斯贝斯个人的新发现。他的真正贡献毋宁是把问

题提得更尖锐、更集中。⋯⋯雅氏的新说法基本上是在韦伯

（/2^ >$U$%）的比较宗教史的基础发展出来的”。余氏随后又

说闻一多早在 *+-J 年发表的《 文学的历史动向》就描述过雅

氏的这一“轴心突破”现象，比他早 R 年。详见余英时《 轴心突

破和礼乐传统》一文，刊余著《 现代入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

书店 GHH- 年版，第 J+G F -*J 页。

!,# 一说公元前 RHH F 前 GHH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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