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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代埃及的教谕文献是我们认识古代埃及人社会、伦理等方面思想的重要文献，这种文献 

的起源、发展和结束的进程，基本上和埃及古代文明的进程同步。由于这种文献的内容和玛阿特观念 

密切相关，需要结合这种观念来考察教谕文献的产生背景，包括 自然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背景，可以 

透视出教谕文献产生背景当中所蕴涵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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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谕”(sbayt)是古代埃及最初产生的几种文体之一，在古王国时期，它和自传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体。 

从内容角度讲，教谕的基本内容是 “履行玛阿特”(ir m ‘3t)，虽然在各个时期教谕的内容都有相应的变化， 

但大体上都涉及诚实、谦逊、自我控制、尊敬权威、同情弱者等等玛阿特问题。由于玛阿特这个概念同时具 

有宇宙论和伦理学两方面的抽象含义，它既代表宇宙的秩序又代表社会的正义，所以我们这里要讨论的 “背 

景”就是和玛阿特观念相联系的教谕文献的产生背景。为了更为清晰地分析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埃及人自己 

的说法。 

一

、 神话、传说与教谕文献 

按埃及人自己的说法，托特是文字创造之神，作为 “神圣文字的主人”，书吏们认为 自己是 “托特的追 

随者”，他是书吏的保护神。他掌握着 “生命之家”中的神圣典籍，而 “生命之家”是一个受崇敬的资料中 

心，只对书吏开放，里面存放着完全受到托特保护的含有丰富知识的纸草文书，例如医学手册、关于数学问 

题的文献以及关于社会礼仪的教谕文献 1]。托特是和记录、文字、文学、智慧以及一切知识联系起来的，他 

还被称为 “神的话语 (mdw—nta")的主人”，所以托特是当之无愧的非常优秀的教导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托特和伦理思想的联系，他有时以 “正义之主”的形象出现：托特，南部希利欧波里斯的主人，揭示玛阿 

特，认识玛阿特的宰相 (维西尔)，他热爱玛阿特，把玛阿特给予玛阿特的执行者⋯⋯ 

另外，根据查斯毕四号纸草对古代圣贤的追述，最早书写教谕的应该是伊姆霍特普 J。他是最早的和 

“教谕”相联系的 “书吏”，也是第三王朝左塞王的阶梯金字塔的设计者。他还是维西尔，传说他写了很多教 

谕文献，但是没有一篇流传下来。他的伟大学识使他受到了极大的尊敬，在他死后 2000年左右，出现了神 

化他的证据：他被认为是智慧、书写和医药之神。因此对他的崇拜经常和托特神紧密联系在一起 。 

综合托特和伊姆霍特普的记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德”和 “知识”、“教谕”和玛阿特是不可分割 

的。下面我们按照玛阿特这个概念的几个层面来逐步分析教谕文献产生的背景和条件。 

二、教谕文献产生的自然条件 

由于埃及相对封闭的环境，周期的季节变化，尼罗河的定期泛滥，甚至由于少雨而每天都可见到的日出 

日落，使其具有相对稳定和规律的自然环境，这在塑造埃及人尊崇秩序和规则的性格方面产生了影响，这种 

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在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铭文中，“玛阿特”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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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秩序”含义，例如：“天空处于和平，大地在欢乐，因为它们听到 [培比]要把玛阿特放入混乱的地 

方。” 它象征着正确的世界定则，它的规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玛阿特”这个概念是古人用 自然法则解释 

社会法则的典范。正是这种观念影响了埃及人的性格，在各历史时期的教谕文献中，理想的人格是谦逊、和 

蔼、自制、公正、正直等等，这是对宇宙规则的遵守。 

按利希泰姆的观点，教谕文体的产生明显受到上述自然环境的影响，她认为：生活在等级社会之中的思 

想者们，认为人类社会的秩序即是宇宙秩序的镜像，就像太阳神每天通过其从不失败的巡回来统治宇宙一 

样，神圣的国王也保证着人类的秩序，在这种框架之内，对经验产生作用的实用思想加上宗教的感情和沉 

思，组合而成以简短的教导和以格言形式存在的信条，一系列的信条的组合就导致了教谕的创作。‘6 这里面 

所涉及到的 “秩序”观念已经把玛阿特和教谕文献联系起来，并指出了教谕文献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埃及的自然地理方面的相对优越确实造成埃及的文明成就有自然天成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在文 

明的创造中人类的主观认知能力。实际上古代埃及的自然环境也有不利的一面，我们决不能无限地夸大太阳 

和尼罗河给埃及人带来的幸福生活。太阳、尼罗河、沙漠和三角洲都隐含着灾难和毁灭的力量。与埃及的邻 

国相比，埃及是富庶的和幸运的，可是就其自身而言，它也经历奋斗、贫穷和灾难，这些经历使埃及人每年 

的胜利变得更为真实可信，使人们产生一种感觉，即胜利并不是埃及人的特权，必须以牺牲某种东西为代价 

才能得到它。_7 稳定的自然环境并不是尊崇玛阿特的原因，更为准确地说是埃及人认识到自然界中的灾难在 

人类社会中也有反映，即善恶的对立。玛阿特本身不能单独存在，它只有在和非正义的对立中才能表现出 

来，教谕文献的存在意义也展现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当中，包括教谕文献提到的明智与无知、秩序与混乱 

以及善与恶的对立。 

三、教谕文献产生的社会背景 

首先，很多教谕文献被后世传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教谕符合王室对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要求。 

在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我们还不十分明确当时的政府职能和社会阶级的详细情况，但社会等级分化是完全 

可以确定的：国王的高大形象在蝎王权标头上已显露无遗。到古王国时期中央集权政府和社会等级的分化已 

经建立起来。一套主张推行玛阿特的官僚政府的存在为教谕文献的存在设定了一个基本前提。 

国王和玛阿特的关系不同于普通臣民和玛阿特的关系，他是 ‘ 正义之主”，他能运用玛阿特的权威，拥 

有玛阿特的品质，但他和众神一样，需要依靠玛阿特而生存，这也就从根本上确定了和玛阿特相关的教谕文 

献存在的可能和必要。 

另外，宰相 (维西尔)在产生和传播教谕思想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作为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思 

想，关于 “正义”的伦理教化产生的前提首先和官僚政府有关，不论从狭长的统治区域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来 

讲，埃及都确实需要精心地管理，赢弱的政府管理会造成内部的混乱，政府的正常运转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建 

立在官僚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这样宰相的职能和设置传统十分有意义，不但是由于他 

在行政、司法和财政方面的重要的管理角色，而且还因为：(1)他要对王子进行正式的王室教谕 ，这也是他 

应该执行的职责；(2)他要为继承宰相职位的人写下教谕，古王国时期的 “对凯格姆尼的教谕”和 “普塔霍 

特普的教谕”就是宰相为儿子和王子所作。教谕的书写，最初基本上是为玛阿特的领导者和公职人员建立伦 

理空问的，教谕文体正是通过教导、传承和发展，才变成一种全民集合式的道德焦点和遗产 。 

书吏阶层对教谕文献的推广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倡导并努力去建立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而 

且．书吏作为伦理的教导者，提供了一种由道德文化支撑的关于正义的领导阶层的哲学范式，并以此作为达 

到理想的正义社会的关键，这种范式为大规模的伦理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哲学框架和背景 。书吏拥有 

较高的社会地位、充裕的收入、美好的名声，而且他是少数能操纵书写符号的人，书吏这一职业实际本身就 

和古埃及的官僚体制、教育制度、伦理思想等密切相关。 

四、教谕文献产生的历史背景 

直到第一中问期，由于有强大的集权政府的庇护，以及有自给自足的经济、有力的军队和天然的地理屏 

障作后盾，埃及一直处于和平时期，在此期问埃及平稳地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但在建筑、艺 

术、科学等方面成就巨大，而且在伦理思想上也颇有进步。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埃及平稳发展的时期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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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王国时期，因为第一中间期的地方贵族分权割据以及大饥谨所持续的时间并不久。另外，尽管埃及在前 

王朝时期就和域外有所往来，早王朝和古王国对外都进行过战争，但在这段时期埃及人是强大的，边境上的 

胜利更多地鼓舞了埃及人的自信心。 

但在历史背景上，古埃及人实际上总是关注秩序与混乱这一对立因素，甚至在国家起源的神话传说中， 

他们就运用荷鲁斯和塞特这样代表正义和邪恶的象征性表达方式。这种二元对立的表述手法在以后的历史中 

被反复强调，在法老埃及的各个历史时期，关于国王驱除混乱、恢复秩序、击败外族人的记载屡见不鲜，这 

种叙述 “历史功绩”记载甚至被后世的国王窃用。在教谕作品甚至一种教谕思想产生之前，埃及的历史发展 

历程已经让人们知道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秩序与混乱、正义与邪恶的存在和对立。前王朝时期各州之间的斗 

争，包括侵略与自卫、掠夺与抗争，这在埃及人的观念中一定留下印象。所以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毋宁说 

是埃及人看到了历史中秩序与混乱的对立，而不单单把历史的进程理解为稳定、和平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延 

续。 

这样，“历史”为教谕文献所提供的也是一种 “混乱”与 “秩序”相对立的背景，正如荷鲁斯与塞特的 

斗争的结局一样，历史进程中的秩序与混乱的对立的结局不能通过二者的平衡或妥协来解决，必须是一方战 

胜另外一方，历史中的混乱最终都要被秩序取代。教谕文献中所描述的玛阿特行为的回报以及邪恶行为的失 

败，和历史背景中 “秩序”的确立与 “混乱”的消退是一致的。 

从埃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文献资料看，实际上真正把古代埃及的宗教观念和伦理观念连接起来，并 

比较完整地反映什么是玛阿特的文献其实就是教谕文献，而对这种文献产生背景的探讨实际上是在各个角度 

把玛阿特观念和古埃及社会情况连接起来，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延伸到其它领域，从而深化和细化了我们对玛 

阿特观念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对和玛阿特观念相联系的教喻文献的产生背景的分析中看到了埃及人 

思想中的二元对立因素，这样我们就更为深刻地理解了在众多的具有对称的、对立或某种对应关系的艺术品 

之后 的思想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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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ve Background of the Teaching Text of Ancient Egypt 

SHI Hai—bO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bs嘣 ：111e teaching text，that exsists in the long time of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study SO- 

cial ethic ideal of anient egyptian．teaching text’S content relates to Maat tightly．So we need to corperate this ideal to study 

the 0堍inal background including natural，soci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SO as to perspect the duarul idea which included in 

the generative screen of the teaching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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