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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中海地区古代民族的交流及其文化特性

刘% 健

（中国社科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

% % 摘% 要：% 所谓的东西方文化的界限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但是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

响，在今天的古史研究中，东地中海海岸被人为地看作东西方的界限。事实上，东地中海地区

居民自古以来的频繁移动使得他们原有的语言习惯、生活习俗逐渐融为一体，在社会及文化发

展的多个方面一直表现出一致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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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中海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之间，不是一个单

一的整体，而是一个“群海联合体”。［$］［!］地中海辽

阔的水域将三大文明地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彼此分开，又使它们连成

一体。许多古代民族分布在这个内海周围，尤其是

东海岸地区。虽然他们属于不同的人种和语族集

团，但是，就地中海地区的古代历史而言，他们构成

了一个整体。在这个地区，古代诸民族频繁迁徙、

交往，并随之产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所谓的东西方文化的界限当然不是从一开始

就存在的，这已经被学界所公认。但是，正是由于

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即使在今天的古史研究中，东

地中海海岸也已经被人为地看作东西方的界限，

也因此，古代史研究也被人为地划分为东方史与

西方史。本文试图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生活

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古代居民在民族属性上有何联

系与差别？东地中海古代居民之间的关系如何？

如何理解他们在各种观念习俗上的同一性？他们

之间的差异性是否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

在安那托利亚高原东南部的查塔·休於和叙

利亚北部的杰里科这两个人类的史前遗址中，考

古发掘已经发现了当时居民进行海上贸易的证

据。远洋航行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沿海贸易显

然已经在史前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一定的地

位，即使这样的贸易活动在当时仍然是零散的偶

然行为。贸易活动的范围也不会很大，大概仅限

于地中海东部的部分岛屿，但是，史前居民的交往

与交流已经存在。

我们不知道这些史前居民的民族属性。我们

知道的是，大约在公元前 !" 世纪左右，印欧人开

始在地中海地区出现。在黑海及其沿岸的考古发

现证明，最早的印欧移民从黑海北岸分开，一部分

向东经黑海东岸进入西亚地区，另一部分在黑海

西岸再次分开，其中一部分进入安那托利亚高原，

成为赫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进入巴

尔干半岛，成为早期希腊人的一部分。

从狭义上说，赫梯人专指一支迁移到安那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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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中心地区的印欧人，他们与同属于印欧人的

卢维人和帕莱人或同时或先后迁徙到安那托利亚

地区。广义上的赫梯民族，则指包括耐塞特人、卢

维人、帕莱人和当地土著的哈梯人在内的多民族

的统一称谓，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来自两河流域

（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叙利亚地区

的居民。赫梯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是印欧语

言中最古老的一种，但文字则是在到达安那托利

亚高原之后产生的，他们借用了两河流域地区的

楔形文字书写体系，用楔形文字符号表达印欧语

言的音节，并大量借用苏美尔语及阿卡德语词汇，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赫梯语言文字体系。

大约公元前 !"## 年，第一批说希腊语的移民

进入彼奥提亚、科林提亚和阿哥利斯地区，他们可

能是说 伊 奥 尼 亚 方 言 的 希 腊 人。大 约 公 元 前

!$## 年，说阿凯亚方言的希腊人大概从中希腊西

北边进入并占据了希腊东部和南部地区，他们是

迈锡尼文明的建立者和主导者。!

比印欧人的活动更早的是地中海东岸和南岸

的两河流域居民和古代埃及人。古代两河流域文

明最早的创立者是苏美尔人。与苏美尔人几乎同

时或者先后到达两河流域地区的还有一部分塞姆

人，他们与苏美尔人共同创造了两河流域地区最

早的文明，虽然我们命名为苏美尔文明，但从苏美

尔语言和地名中多处具有塞姆语言特色的词汇、

地名就可以发现，塞姆人从一开始就参与到文明

和历史的创造过程中了。从那以后，塞姆人就逐

渐成为两河流域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主人。

苏美尔商人的贸易范围十分广泛。他们沿幼

发拉底河上溯到达了今天叙利亚北部地区以及安

那托利亚高原东南部地区。［%］虽然并没有直接证

据显示苏美尔人曾经参与过地中海海上贸易，但

这些地区具有靠近地中海东岸及北岸的地理位

置，而且，从这些地区发现的大量史前居民使用贝

壳的证据也证明当地居民早已经建立了海上联

系，苏美尔人从事海上贸易的可能性并非没有，苏

美尔人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把地中海纳入自己

广阔的贸易网络之中了。

进入有史时代以后，地中海地区各民族的交

往有了更多的记录。在两河流域地区，苏美尔城

邦时代末期，新的塞姆人部落迁徙而来，建立了专

制国家，他们就是阿卡德人。阿卡德人创造了属

于塞姆语系的阿卡德语，但在文化和民族意识上

则靠拢苏美尔人，成为苏美尔文明的组成部分。

苏美尔人继续在地中海东岸扩展自己的政治与经

济势力。阿卡德人领袖萨尔贡曾说，他曾到达过

“上海”和“ 下海”，并用那里的海水洗涤他的武

器，并派遣阿卡德公民统治这些领土，［&］（’!!）这里

的“上海”就是地中海。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

辛还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地中海岸的地方建立了边

境防御要塞，纳拉姆·辛时期的领土观念也超越

了萨尔贡时期的“上海”和“下海”的范围，向更广

大的地区扩张。［(］（’%#$ ) %!(）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疆

域已经到达地中海东岸，约公元前 *#(( 年，舒尔

吉王发兵巴勒斯坦地区，开始向地中海东南沿岸

地区扩展势力。这时，苏美尔人已经沿幼发拉底

河的水上贸易通道将波斯湾与地中海连接起来，

形成了沿海与陆路贸易的统一网络。

乌尔第三王朝的辉煌是苏美尔人在历史舞台

上的谢幕曲，又一波移民浪潮吞没了苏美尔人。

新移民阿摩利人逐渐掌握政治军事及经济权力，

接受苏美尔文化，并融合了自身游牧民族的文明

特色，创建了新的民族及民族文化，它就是巴比伦

民族文化。

巴比伦人在苏美尔文明的基础上创立了具有

鲜明民族特色的巴比伦文化，确立了民族的祖先

神、祖先神话、创世神话等一系列经典。公元前

!$ 世纪开始，加喜特人加入并强化了巴比伦人的

民族认同意识，确立了民族宗教仪式。公元前 +
世纪，迦勒底人则在亚述人的统治下振兴了巴比

伦人的民族文化，并将之推向顶峰。我们今天看

到、了解到的巴比伦文明多归功于迦勒底人。阿

摩利人、加喜特人、迦勒底人以及其他规模大小不

一的塞姆移民部落共同组成了巴比伦民族，创造

了民族文化。同时，在两河流域地区的北部，亚述

民族也在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亚述民族最初

的构成成分与巴比伦人相同，均是阿摩利人，后

来，越来越多的塞姆移民迁到这个后来被称做亚

述的地区，新移民也以亚述人自称。亚述人创立

的国家与巴比伦国家在以后的 *### 多年里成为

势均力敌的对手，他们的势力此消彼长，构成了两

河流域古代民族发展的主旋律。

两河流域的移民浪潮及复杂的政治局势变迁

并没有截断两河流域地区与地中海的联系。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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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地区建立了大大小小城邦国家的阿摩利人

多来自叙利亚地区，与地中海沿岸的联系很可能

早已有之。巴比伦第一王朝杰出的统治者汉穆拉

比建立了一个空前广阔的帝国，其统治疆域同样

也已经到达地中海东海岸。古巴比伦商人的足迹

也继续向四方扩展，商人们祈祷，“ 对于漂泊在海

上畏惧风浪的人，请给予他慰藉。”!

公元前!" # 公元前!$ 世纪，近东各国，包括赫

梯、埃及、巴比伦、米坦尼、亚述等国之间建立了广

泛的外交关系，他们通过信件往来订立互不侵犯协

定、互相交换产品和特产，并以通婚等形式巩固相

互间的关系。［%］!&&’ 年，考古学者在埃及北部的阿

马尔那发现了大量用楔形文字书写的书信，证明在

公元前 !" # 公元前 !$ 世纪，古代近东地区曾经有

过一段 各 国 频 繁 交 往 的 时 期———“ 阿 马 尔 那 时

期”。在联姻和商品交换过程中，近东各国之间也

进行着广泛而频繁的文化宗教交往。这个体系中

除传统强国，如埃及、中巴比伦、赫梯国家外，亚述

中王国、叙利亚的乌加里特等国家也逐渐参与其

中。在他们之间频繁的书信往来中，我们经常可以

发现来自爱琴海和地中海国家的信息。

亚述帝国时期，国家主导了与地中海的贸易

活动。亚述王埃萨尔哈东曾与腓尼基人的推罗王

巴阿鲁签定条约，约定“ 若巴阿鲁的船或推罗人

在腓力士或亚述边境沉没，船上的一切货物归属

亚述王埃萨尔哈东；但船上的人不包括在内，他们

必须全部返乡。”［’］（()$$ # )$"）亚述王及以后的新巴

比伦王先后在巴勒斯坦地区用兵，两河流域人已

经与地中海人建立了直接、长期交往的网络，这些

交往不只是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

大约从公元前 !) 世纪开始，在安那托利亚高

原中部建立政权的赫梯人开始在文献中记载他们

与希腊人国家阿黑亚瓦的关系。［&］（(*’ # !+"）赫梯人

与爱琴海及地中海北岸居民的交往记录也频频在

赫梯文献中出现。赫梯学研究成果已经完整地勾

画出赫梯人统治时期沿海地区的政治地理形势，

从北部开始，依次是爱琴海沿岸的维路萨、塞哈河

流域国家、阿黑亚瓦、卢卡、地中海北岸的阿尔查

瓦以及地中海东北岸的基祖瓦特那国家。有学者

认为，维路萨应是希腊人口中的特洛伊，卢卡应是

希腊人所称的吕西亚。"赫梯国家与这些国家和

地区的关系也时时发生变化，当一一将这些沿海

国家收入赫梯帝国版图之后，赫梯人直接面对大

海，与今天的塞浦路斯居民，赫梯人称阿拉西亚

人，发生了直接冲突。但是，长时间与大海的隔绝

显然导致赫梯帝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十分薄弱，与

阿拉西亚人的冲突成为赫梯帝国灭亡的导火索。

埃及国王的舰队和商船也早已在地中海南北

航行。埃及与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最早在青铜时

代早期（约公元前 $)++ # 公元前 $+++ 年）就已经

存在，埃及早王朝一、二期，也有间接证据表明埃

及影响继续向北部扩展。埃及中王国第十二王朝

时期，拜不勒斯已经是埃及与克里特贸易的重要

中转站。喜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了第十五王朝，

恢复了已经中断的与克里特的贸易联系，埃及影

响继续向北扩展，三角洲地区以及巴勒斯坦南部

在喜克索斯政权的控制下，密切的贸易关系继续

保持。在克里特出现了具有埃及特色的圣甲虫印

章，在埃及喜克索斯人的都城阿瓦利斯，也发现了

具有克里特风格的壁画。在第十八王朝的壁画

中，出现了来自爱琴海的使团。［*］（(,)) # ,%,）埃及文

学作品中也多有以航海为主题的故事，如《 外那

木报告》讲述了外那木被派往地中海东南岸的拜

不勒斯购买红木修建阿蒙神庙的故事。在新王国

时期，约旦河两岸均为埃及领土的组成部分，埃及

人与地中海的交往更加直接和频繁。

地中海东部海岸是两河流域地区各强国、赫

梯王国以及埃及王国争夺得重要地区，它不仅是

政治军事要道，也是水路商业交通的枢纽。在乌

鲁克时期，乌鲁克人（即苏美尔人）就曾经有移民

在叙利亚地区定居，后来阿摩利人、胡利安人的移

民浪潮先后经过这个地区。公元前 !"++ # 公元

前 !,++ 年，随着胡利安人国家米坦尼的衰落，迦

南人的乌加里特国家逐渐成为叙利亚地区的主要

势力，附属于赫梯王国的统治。在赫梯国家与埃

及国家争霸斗争中，迦南地区成为两国争夺的焦

点地区，先后处于赫梯人和埃及人控制下。赫梯

国家灭亡后，部分赫梯人南迁到叙利亚地区，与当

地人共 同 建 立 了 部 分 小 国，史 称“ 新 赫 梯 人 时

期”，这些人后来亦成为迦南人的组成部分。在

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时期，迦南还是两国的

西部边界，亦是民族混杂，迁徙频繁的地区。迦南

人指生活在叙利亚南部迦南地区的居民。迦南地

区北起西顿，南至加沙，西临地中海，东抵约旦河

!+!

刘- 健：东地中海地区古代民族的交流及其文化特性



谷。因其重要城市乌加里特在贸易中享有盛名，

故又称乌加里特。乌加里特处于幼发拉底河与地

中海贸易的中间点上，来往商人和商队频繁。在

乌加里特城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来自安那

托利亚、塞浦路斯（ 古称阿拉西亚）、爱琴海商人

经商和居住的遗迹。

希腊克里特 ! 迈锡尼文明时期，克里特人与

安那托利亚人、两河流域人和埃及人都建立了广

泛的贸易联系。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东部中央，

十分适合船运贸易，克里特的水手向北可以到达

希腊半岛和黑海，向东抵地中海东岸各地区，向南

达埃及，西至地中海西部岛屿及沿岸地区。考古

学者在克里特发现了两河流域的印章，在地中海

和爱琴海底发现了这个时期的沉船，古埃及文献

中记录了埃及人对克里特岛的访问和见闻。在克

里特，一些重要的商业口岸和进出口加工基地，如

东部的扎克罗、南部的科莫斯、北部的马里亚等，

迅速兴起。来自地中海东岸及东部海域各岛屿的

原材料和各种产品涌入克里特，极大地促进了当

地经济的发展。［"］（#$%& ! $%%）早在青铜时代中期，希

腊大陆就已经与包括特洛耶在内的爱琴海北部地

区、基克拉迪斯群岛存在着贸易关系。青铜时代

晚期，它又与克里特开始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克里

特的米诺斯文明在此时已发展至高峰。在米诺斯

文明的影响下，其历史步入文明时代。之后迈锡

尼文明的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展，他们在地中海地

区展开了广泛的贸易、殖民乃至于武力掠夺和征

服。在公元前 ’& ! 公元前 ’( 世纪迈锡尼文明的

全盛时期，其贸易活动范围东到特洛耶、西里西

亚、叙利亚等西亚沿海地区，南抵埃及，西达南意

大利和撒丁岛，北至马其顿。大约公元前 ’&%)
年，希腊人在克诺索斯建立王朝，取代了当地米诺

斯人的政权，统治了克里特全岛。迈锡尼希腊人

是当时东部地中海世界最强有力的民族之一，其

势力仅次于控制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赫梯帝国和

埃及新王国。

二

公元前 ’$)) 年前后的一百年间，两河流域及

东地中海地区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安那托利

亚地区曾经盛极一时的赫梯帝国灭亡了；在叙利

亚巴勒斯坦地区，多数城邦也衰落了，最主要的乌

加里特和埃玛尔城邦国家衰亡；在塞浦路斯岛上，

政权垮台了，当地代表民族特色的文化也发生转

变；埃及不再拥有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

控制权，在公元前 ’’ 世纪，埃及又失去了对西奈

地区和努比亚地区的所有权。随着诸强国的衰

落，以至灭亡，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一些新的

民族、新的国家纷纷兴起。在两河流域地区，亚述

人兴起了，巴比伦人的统治面临重重危机。这一

切都是由所谓的海上民族带来的。

海上民族是对公元前 ’$)) 年前后先后迁徙

到东地中海地区的各个部族和民族的统称。根据

埃及法老麦奈普塔赫的铭文记载，在他统治的第

五年（ 公元前 ’$)) ! 公元前 ’$)" 年），他抵御利

比亚联军对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地区的侵袭，联军

中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所有地区的北方人”“海上

国家的（ 人）”，海上民族的称呼因此得名。约公

元前 ’’*+ 年，在埃及法老拉美西斯第八年的战争

中，他抵御由叙利亚经海上和陆路南下的民族的

侵袭，其中一些部族的名称与麦奈普塔赫铭文中

记载的“ 海上民族”的部分名称相同。根据浮雕

中描绘的画面，这些人随军带着家庭和牛车，应是

部落迁徙，在寻找新的居住地。其中，卢卡人应是

曾经生活在安那托利亚赫梯王国南部卢卡地区的

居民，在与埃及军队进行的卡迭什战役中，他们曾

经是赫梯军队的组成部分。萨尔登人，从穿着上

看，与叙利亚地区青铜时代末期人们的穿着相似。

从公元前 ’& 世纪末开始，他们在埃及军队中担任

雇佣兵。在拉美西斯三世与海上民族的战役中，

双方军队中都有萨尔登人士兵。他们应是东地中

海人，居住在土耳其或利凡特地区。登奄人可能

在公元前 ’& 世纪居住在乌加里特北部，在服饰与

装备上，与海上民族中的派莱塞特人和杰克尔人

相似，证明这些部族之间可能一直保持着比较密

切的关系和相似的生活方式，同时一起担任雇佣

兵。拉美西斯三世在一篇祈祷文中曾经指出，他

将一部分人迁移到边境地区，担任边防军队，同时

迁徙的还有他们的家人。［’)］（#(,, ! (,"）这些人中就

包括上述海上民族中的一些部族。考古证据也证

明，在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 ’( 世纪，当时埃及的

北部边境确实曾经有一些边防驻军要塞，驻军即

为所谓的海上民族。这些边防军队在中央政府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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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顾及时，极有可能逐渐演变发展为独立的城市

国家。《旧约圣经》中提到的腓力士人城邦国家

很有可能是其中的一支。还有一部分人可能组织

起来掠夺商路和侵占周边国家，以获取生活资料；

或者参加周边国家的军队，成为雇佣兵。

海上民族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民族成分。由

于他们并未建立统一国家，保留文字，因此关于这

个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宗教信仰，我们无从得知。

但在政治上，海上民族的军事行动极大地改变了

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形势，进而改变了东地中海

地区的民族构成，古代社会也从青铜时代进入铁

器时代。

三

在希腊大陆，迈锡尼文明覆亡，在希腊半岛出

现了新移民浪潮。多里斯人于大约公元前 !!"#
年渡海前往克里特和爱琴海南部很多岛屿。其中

某些岛屿在此之前已有他们的多里斯同族到达。

多里斯人又从这些岛屿进一步推进到小亚细亚西

海岸南部地区。小亚细亚西海岸南部及附近岛屿

也因此得名“ 多里斯”。伊奥尼亚人从雅典向小

亚细亚移民。移民开始于大约公元前 !### 年，分

几批进行，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到达亚洲的

伊奥尼亚移民虽然来自不同的部落，但都认同

“伊奥尼亚人”这个共同的名称。该名称在亚洲

各民族中流传开来，成为他们对希腊人的统称。

小亚细亚西海岸中部地区也因此得名“ 伊奥尼

亚”。!公元前 $ % 公元前 & 世纪希腊人展开大规

模的殖民活动，从公元前 & 世纪中期起，因为与腓

尼基人殖民活动发生正面冲突，希腊人在西部和

中部地中海地区的殖民活动锐减。希腊人在与腓

尼基人殖民竞争的同时，在文化上又受到了他们

的影响。公元前 ’(# % 公元前 &(# 年间是希腊人

在艺术和宗教上的东方化时期，他们就是主要通

过与腓尼基商人、工匠等人员的接触而接受到近

东影响的。

海上民族移民浪潮结束后，东地中海沿岸地

区的居民也出现了新面孔，腓尼基人、阿拉米亚人

和希伯来人开始在东地中海地区历史变迁中扮演

重要角色。

腓尼基人开始成为东地中海，乃至整个地中海

地区海上贸易的主角。有关腓尼基人的历史、文

化，后人的了解大多来自他们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

殖民地。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录，以及古典作家记

录中的腓尼基人是生活在北非和西地中海地区的

腓尼基人，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当地的风俗

文化，他们的文化表现出融合的特点。在《荷马史

诗》中，腓尼基人被看作是高级工匠、强盗、流浪者

和商人，是四处游荡的民族。在希罗多德撰写的

《历史》中，记录了腓尼基人在希腊地区的殖民活

动。修昔底德指出，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半岛的殖民

活动甚至早于希腊人。东方的一些学者也记录了

腓尼基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活动，公元 ! 世纪的约

瑟福斯曾经记录过推罗的一些腓尼基统治者的名

字，描述他们的活动。犹太人对腓尼基人的看法也

与探险家、商人的定位相去不远。

在古代两河流域文献记载中，对腓尼基人的

描述也大同小异。根据亚述文献，大约公元前

!!## 年左右，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战

胜腓尼基人之后，出访腓尼基城市，腓尼基人箪食

壶浆以迎之，献给他华服、贵器、象牙、稀有木材

等，并以海上旅行款待他。这时的亚述国家正是

中王国统治鼎盛时期，在巴比伦和埃及统治日趋

衰微的时候，腓尼基人需要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和

稳定的市场。公元前 !# 世纪，中亚述王国的统治

衰亡后，腓尼基人又转而经营与正在兴起的以色

列王国的关系。从大卫王到所罗门王时代，以色

列国控制着从红海到叙利亚、进而到安那托利亚

和两河流域地区的贸易路线。亚述帝国兴起后，

亚述人大量引进腓尼基人的技术和工匠。在亚述

首都尼姆路德的王宫里，具有腓尼基人特色的象

牙雕刻、家具、金属制品随处可见。同时，在亚述

与埃及的贸易中，腓尼基人获得了担任中间商的

权力。公元前 $ 世纪末，亚述帝国版图向叙利亚

地区扩张，腓尼基人成为帝国主要的原材料供应

商。腓尼基人也在这时开始将贸易和探险的触角

伸向西地中海地区，通过贸易手段将东西地中海

连成一体。

阿拉米亚人则开始向传统的巴比伦人、亚述

人统治区域渗透，并逐渐掌握了地中海东岸向东

的陆路贸易通道，不久阿拉米亚语开始成为商业

流通语言。阿拉米亚人是西塞姆民族，它同样并

非一个统一民族，而由多个部族组成。这些部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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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相同在于均使用阿拉米亚语。阿拉米亚语与

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相似，属西北塞姆语族。公

元前 ! 世纪起，阿拉米亚人开始接受字母文字，阿

拉米亚语逐渐成为西亚地区的通用语言和文字。

公元前 " 世纪，它作为西亚地区通用语言的地位

才被阿拉伯语取代。

约公元前 #$%$ 年，阿拉米亚人已经在叙利亚

和两河流域上游地区定居。青铜时代晚期，阿拉

米亚人建立的小国林立在叙利亚地区。在两河流

域地区，也很早就有阿拉米亚人生活的记录了。

在阿卡德语中，他们被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称为阿

赫拉穆，意为游牧人。［#$］（&’!%）提格拉特·帕拉沙

尔一世从在位的第四年开始，先后有 #( 年的时间

都把处理与阿拉米亚人的政治关系作为统治重

点。他在文献中说：“ 为了阿赫拉穆 ) 阿拉米亚

人的事情，我先后 *+ 次渡过幼发拉底河，一年两

次。”［"］（&*"%）公元前 #$ 世纪末，他们已经在亚述中

心区的西部，即两河流域地区上游建立了国家，驱

逐了当地的亚述人，“他们征服亚述地区，将亚述

人驱赶到基瑞乌瑞山里。他们抢走了他们（ 即亚

述人）的金、银和他们所有的财产。”［"］（&*"%）随着

亚述帝国日益强大，阿拉米亚人建立的小国逐渐

被并入王国版图。向西往叙利亚迁移的阿拉米亚

人，直达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几个重

要的王国。所罗门统治期间，阿拉米亚人的主要

权力中心向大马士革转移。［##］公元前 ! 世纪初，

阿拉米亚人建立的大马士革王国十分强大，对以

色列构成严重威胁。据目前所有的证据看，阿拉

米亚人的活动范围多限于地中海东岸向内陆的地

区，并不似腓尼基人那样在东西地中海海上交通

中叱咤风云。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阿拉米亚人

和腓尼基人都是多种民族因素集合而成的民族称

谓，两者的活动区域也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阿拉

米亚人的语言和商业管理作用在地中海地区以及

东岸内陆地区的普及可以证明这一点。

希伯来人在东地中海地区古代政治发展史中

也许并不是主角，但是，正是希伯来人在古代近东

地区深厚的文化积淀氛围中吸收、发展并保存了

古代近东文化的精髓，并在以后的历史中对整个

世界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 公元前 "%$ ) 公元

前 ,*%）作用。处在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之

交的希伯来人的历史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宗教

上受到这两个古代文明的深厚影响。根据文献和

考古发现，居住在迦南地区的希伯来人先后与阿

摩利人、阿拉米亚人、新赫梯人、腓力斯丁人、巴比

伦人、亚述人、埃及人等交流与融合，在经济生活、

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共性和相似性。埃及文化对

犹太人的影响表现在多个领域。在圣经文献中出

现了埃及智慧文献片段；埃及宗教画像手法也影

响了以色列产生前的迦南地区，再被后来的以色

列人吸收，出现在圣经绘画中。埃及的智慧文献

中有部分段落直接在犹太人文献中出现。犹太人

的一神观念的发展过程与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主神

崇拜的发展关系密切。两河流域地区宗教神祇崇

拜经过三千年已经发展到至高神崇拜，巴比伦人

的马尔杜克神和亚述人的阿淑尔神分别是两个民

族的主神，在宗教神祇崇拜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他们被称为众神之王，他们的城市被尊为宇宙

中心、永恒之城，是两个民族的圣城。《 圣经》中

最古老的诗歌《海之歌》中有这样一句话，“主，神

之中，谁如你？”一方面说明在早期犹太宗教传统

中，还存在着耶和华之外的神，另一方面，他已经

是至高无上的神，与马尔杜克神和阿淑尔神的地

位不谋而合。其次，在摩西十诫中，规定了犹太人

的安息日传统，以及需要遵守的历法和节日传统，

这些都脱胎于两河流域文明中的相关因素。再

次，犹太人的上帝选民观念与两河流域居民中巴

比伦人、尼普尔人、西帕尔人的特权有关，与基底

努图的观念有关。最后，犹太人的摩西十诫中第

, ) #$ 条是道德规范，与古代两河流域自古以来

的立法传统极其类似。在吸收和融合了多个古代

文明的精髓后，希伯来人继续以自己的文化，特别

是宗教文化影响着地中海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

这时，东西地中海地区的民族关系也早已发生了

重大变化，东西方文化的界限也已日益明确。

公元前 , 世纪，波斯人兴起并迅速扩张领土，

它吞并了从伊朗高原西部和南部经两河流域地区

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广阔领土，并沿地中海东岸向

南征服了埃及新王国。这样，整个地中海东部地

区被纳入了波斯帝国的统治范围。波斯王通过修

建道路、发展长途贸易，将地中海东部内陆贸易路

线统一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这个时期，地中海

东部的两个重要势力———波斯人与希腊人已经可

以进行面对面的文化交往。从古代东地中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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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经济交往的历史看，东地中海地区应处于

一个共同的生存圈之内，东地中海地区的各个国

家与民族之间经历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轨

迹，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表现出诸多相似性，当然

也表现在文化上。

四

古代东地中海地区居民在文化上的相似性表

现在许多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东地中海居民在

宇宙观、世界观与人生观，国家与王权观念，文化

认同标准以及宗教观念上都具有相似性。此外，

古代东地中海地区居民在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

上，在生产生活方式及习俗上，也具有一致性。

东地中海地区各古代民族在文化上产生相似

性的原因可以从几个层次加以解释：

首先，相似性特征源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曾经共同经历的阶段或过程。如国家的形成和发

展、国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和运转，是多数民族都

曾共同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在向早期国家发展过

程中，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在各民族历史中找到

原始民主制度的影子，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城邦中

的统治者、长老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决策机制与

后来的希腊城邦民主制度有相似或相同因素。此

外，多神教信仰，对天地星辰、自然万物的崇拜，祭

祀、供奉、牺牲等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东地中海

地区各古代民族的原始宗教崇拜中，对大地母神

的崇拜均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从世界范围看，生

殖崇拜，特别是对母神的崇拜，几乎是所有民族原

始宗教崇拜中都存在的一个现象，也几乎无一例

外地在母神雕像或绘画中强调胸部和臀部，而且，

母神也往往与风调雨顺、富庶丰收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 年，查塔·休於人供奉的主神就是这

样一个肥臀丰胸，十分丰腴的女神，在不同场合，

她以生育、哺乳和有秃鹰陪伴的老妇人形象出现，

表达人畜兴旺的期盼。希腊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

陶土小雕像（偶尔为石雕像）大多是裸体妇女，腹

部、臀部和性器官被夸大突出着，她们应该也是象

征人口、牲畜和土地丰产的母神。

其次，各语族对相同的原始文化传统的继承

也造成部分民族文化中存在相似因素。东地中海

地区的居民主要属于两大语系，即印欧语系和亚

非语系。在多次移民过程中，两大语系的居民在

相遇、碰撞、冲突过程中逐渐走向和平相处。但在

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各语系居民的某些原始共同

性特征仍然被保存下来。比如，印欧语系居民中

普遍存在着对雷神的重视和崇拜；在印欧人的丧

葬传统中的某些习俗也被共同继承，这在荷马史

诗以及零星的赫梯文献中能够发现。［#］在亚非语

系塞姆人的传统中，对月神、金星神等崇拜的传统

也被多数塞姆人民族尊承，在巴比伦人、阿拉米亚

人，以及原始阿拉伯人宗教生活中都占据一席之

地。各语系民族对自身语言文化的继承是最一致

和连贯的。赫梯人、卢维人以及帕莱人等印欧移

民到达安那托利亚高原后，虽然接受了以塞姆语

言为主的楔形文字书写体系及大量塞姆语及苏美

尔语、胡利安语等多种语言词汇，但仍保留了印欧

语言的基本内核。

第三，在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各种文化之

间互相吸收产生了共性因素。地中海地区古代居

民之间交往的形式是多样的，包括人口迁移、物质

交换和文化模仿等。在地中海东岸的考古发现

中，我们发现了类似的城市公共建筑、相似的建筑

装饰风格和生活装饰品、如出一辙的城市进排水

系统，以及统一的度量衡器具等，都证明了不同地

区古代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是，单凭有

限的考古发现，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考古遗存是移

民的证据，还是文化影响的遗存。文化融合的过

程也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不尽一致。多神崇拜的

特点导致各民族神祇崇拜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共通

性，比如叙利亚地区广泛崇拜的女神塞贝尔，其各

方面特色在巴比伦和亚述宗教的伊斯塔女神、胡

利安和赫梯宗教的库巴巴女神，甚至埃及的伊西

斯女神中都可找到相似性。而从叙利亚地区所处

各国交往中心的位置看，塞贝尔显然是多种宗教

特色融合的产物，并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塞贝

尔神的崇拜甚至持续到罗马人统治时期。在希

腊，促成“黑暗时代”和古风时代初期宗教上新变

化和导致希腊宗教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近东

宗教的影响。在宗教领域，希腊在各个时期内都

受到了近东的很大影响。赫西俄德的诗作中保存

的创世神话、继承神话和神的谱系与近东的阿卡

德、胡里安、赫梯和腓尼基的同类神话有着惊人的

相似之处，而近东的这些神话可能最终都来源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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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神话。“黑暗时代”和古风时代初期，近东

宗教的大量因素，主要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宗教因

素进入希腊，并且对于希腊宗教的最终成型起了

重大的作用。例如，阿波罗、阿耳忒弥斯、赫法伊

斯托斯和阿佛洛狄特等神崇拜的若干要素都可以

在近东宗教中找到根源或联系。在崇拜习俗方

面，设有崇拜偶像的巨大神庙建筑从几何陶时期

开始出现，这可能更多地是受近东，尤其是西塞姆

文化影响的结果，而非青铜时代本土宗教建筑传

统的延续。古典形态的献祭仪式的某些要素，特

别是杀牲燔祭也是后迈锡尼时期学习近东宗教的

成果。!在不同民族文化接触和融合过程中，都存

在着从相互对立、冲突、碰撞到接受、吸收和融合，

最终完成本土化的过程。在赫梯，赫梯人先是完

成了安那托利亚土著的哈梯人文化的吸收和融

合，又接受了两河流域文化以及胡利安文化，并最

终完成了赫梯本土化过程。［!"］（#!$% & !’%）赫西奥德

的《神谱》也是如此，赫西奥德将希腊人原有宗教

传统中秩序混乱的神祇群体，系统化地安置进了

东方的神学框架，同时又以自己的创造力将这个

神学体系充分地希腊化。!

最后，某些文化上的相似性应与地理环境的

影响有关。东地中海各民族的早期王权观念有其

相似性特点。怎样才是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在苏

美尔人以及后来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看来，一个

好的统治者应该是一个无所不知、有智慧的人，他

应该为自己所在的城市或国家建造防御体系，他

应该修缮神庙来表示对神的尊重，他应该是个勇

猛的武士，与外来入侵者、被征服者，乃至各种各

样的妖魔鬼怪战斗等等。这就是两河流域人对吉

尔伽美什的定义，它也是对所有统治者的标准和

要求。［!(］（#! & "）在古典作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

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对米诺斯王的评价，他

是一个英明的统治者，他建立了城市，制定了最早

的成文法典。在神话中，他是一个勇猛的武士，但

也自认为神。应该说，在早期国家中，统治者通过

自封为神、王权神授等方式宣扬自身的权力与王

位继承的合法性是比较普遍的。但从东地中海地

区早期国家的王权观念看，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

特殊性，首先是王具有制定法典的义务和权力；其

次是王具有维护和建立城市的责任。城市的发展

是古代东地中海地区的特色和亮点。考古发现已

经证明至少两河流域地区的古代城市与王宫的布

局结构与克诺索斯城及其王宫有众多的相似点。

各地的民居建筑也有相似之处。这与当地相似的

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有不可否认的关系。此外，

从象形文字及楔形文字向字母文字的发展也与东

地中海地区特定的地理位置有关。从楔形文字和

象形文字的音节型文字向字母文字的转变，是经

过东地中海地区多个民族的共同努力完成的。从

约公元前 !’)) 年开始，叙利亚地区开始出现文字

书写的变革，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音节文字开始向

字母文字转化。古波斯人将繁琐的几百个楔形文

字音节符号简化为几十个用于古波斯语中，乌加

里特人进一步简化为 (’ 个在乌加里特语中使用。

公元前 !()) 年，用楔形文字书写的乌加里特字母

产生，现代字母中的 *，+，, 等字母出现，现代考古

发现的许多乌加里特文献就是用这种文字书写

的。［!)］（#()(）而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字母顺序

的雏形也在这个时候产生。源自埃及的西奈文字

符号是较早的具有字母文字特点的古代文字。公

元前 !( 世纪，腓尼基人使用 "( 个辅音符号诠释

腓尼基语，后来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希腊字

母，并成为今天西方广泛使用的字母文字的祖先。

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过，“ 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

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

的可接近性。”［!$］（#-%）文字的发展只有在东地中海

地区这样一个具有广阔地区、交通便利、多民族文

化汇合的地方才能够实现。

地中海地区，特别是东地中海地区古代民族

之间的交往，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活动开始以来

几乎没有中断过，或者说，从一开始东地中海地区

的发展就是一个整体。东地中海地区居民的频繁

移动使得他们原有的语言习惯、生活习俗逐渐融

为一体，共同发展，在社会发展阶段、宗教习俗、思

想观念、语言文字、建筑艺术等多方面表现出一致

性特点。可以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时期

是完全不存在的。公元前 $.) & 公元前 $/) 年，

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爆发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希波

战争，这应该是东地中海地区的主要民族之间第

一次如此大规模、近距离的接触。在经过之前一

千多年的不断交往和融合后，东地中海东西两端

的发展似乎终于走向对立了。希波战争之后形成

的希腊人与蛮族人对立的观念也似乎预示了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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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开始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分野或界限了。但是，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东征横扫整个地中海东岸，

使东地中海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领土，希腊化时

代的到来又一次为所谓东西方文化带来了亲密接

触与融合的机会。罗马人的扩张最终把地中海变

成罗马帝国的内海，地中海的历史进入新时代。

注释：

! 参见徐晓旭关于古代希腊民族的论述，载刘健等《 古代世界的

民族与宗教》，江西人民出版社（待出）。

" 相对于埃及学和赫梯学研究中对海上关系问题的关注，在古

代两河流域史研究中，几乎没有关于两河流域人与地中海地

区交往问题的研究成果，一个原因是两河流域人自古就有河

运传统，加之与波斯湾地区也很早就建立了贸易关系，因此，

如何甄别文献中出现的航运术语及海上岛屿名及地名是一个

十分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两河流域文献中涉及到的海

上关系的资料还没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此外，由于两河

流域人往往通过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居民与地中海居民进行

贸易联系，而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研究还不成熟，很难提供足够

的资料。

# !"#$%" &"’(#，“!)# &%*+,-".#/ %0 1-22. -+, 1.22.2# &%",#" 3%4.5

(’”，!#4 6$.$ 78 9 7: ; 7（7<=> 9 7<=?），@@A =B 9 7CD；“!)# +-5

2*"# %0 E’(#+-#-+ F+$%4$#G#+2 .+ H#/2#"+ 6+-2%4.-”，1./2%".- 8= ;

7（7<=<），@@A 7 9 D7；“1#44#+./G .+ I’(.-A J#/(%*,"#/”，K#-+

9 3-*4 #,A L"##M N%4%+./2/ -+, O-2.$# 3%@*4-2.%+/A （ PQ0%",：

N4-"#+,%+ 3"#//），7<<C，@@B87 9 B:7；“!)# I*MM- 3"%R4#G 9

-+, - 3%//.R4# S%4*2.%+”，K%*"+-4 %0 O#-" T-/2#"+ S2*,.#/ 88

（7<?:），@@A 8<B 9 :C:；S.4$.+ U%？-M，“!)# 1.22.2#/ -+, 2)#

L"##M”，I.+V*./2.(- DC（7<=C），@@A 8B 9 :=。

参考文献：

［7］W 费尔南·布罗代尔A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

界［E］A 北京：商务印书馆，7<<=A

［D］W 费尔南·布罗代尔A 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E］A 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DCCBA

［8］W 刘健A“世界体系理论”与古代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研究［ K］A

史学理论研究，DCC>，（D）A

［:］W J%*V4-/ XA Y"-’+#A !"#$%&’( "&) *+,’"& -.#’%)/：（D88: 9

D778 01）［E］A !%"%+2% Z+.$#"/.2’ 3"#//，7<<8A

［B］W 3A E.()-4%[/M.A !+2.# 3#."2/ %4 !+5"#,+：-%6’,’("6 "&) *.%7

$#"89’("6 :2"$’&",’%&［6］A UA $-+ I#"R#"V)# -+, LA \%#2A

;"&$+"$. "&) 1+6,+#./ ’& 1%&,"(,< =, ,9. 1#%//#%")/ %4 1’>’6’7

?",’%&/ ’& ,9. !@#% 9 A./%8%,"2’"& B."62，B=: :D［N］A I#*5

$#+，7<<<A

［>］W HA E%"-+A =2"#&" ;.,,.#/［E］A &-42.G%"#，7<<DA

［?］W KA &A 3".2()-",A =&(’.&, C."# D"/,.#& E.F,/ #.6",’&$ ,% ,9. G6)

E./,"2.&,，（8#)< #.>< .)&）［E］A 3".+(#2%+，7<><A

［=］W 刘健A 赫梯文献中的阿黑亚瓦问题 9 小亚与赫梯早期关系

新探［K］A 世界历史，7<<=，（:）A

［<］W 王以欣A 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E］A 天津：天

津人民出版社，DCCCA

［7C］6G]4.# U*)"2A E9. =&(’.&, C."# D"/, (< 8CCC 9 88C 0< 1<［E］A

I%+,%+ ^ O#[ _%"M：X%*24#,V#，7<<BA

［77］《圣经·列王纪》（上卷十一）［‘］A

［7D］刘健A 论赫梯宗教的特点［6］A 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

（第一卷）［N］A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DCC7A

［78］6+,"#[ L#%"V#A E9. D8’( %4 *’6$"2./9，-.&$+’& 0%%H/［E］A

I%+,%+：&".2./) E*/#*G 3"#//，DCC8A

［7:］斯塔夫里阿诺斯A 全球通史———7BCC 年以前的世界［E］A 吴

象婴，梁赤民译A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7<<>A

!"#$%&’() *(+,((& -&#.(&+ !+$&.# /0123)
.& !%)+ 4(5.+(00%&(%& 6(’.1& %&5 7$(.0 829+20%9 :(%+20()

IFZ K.-+
（ F+/2.2*2# %0 H%"4, 1./2%"’，N).+#/# 6(-,#G’ %0 S%(.-4 S(.#+(#/，&#.a.+V，7CCCC>，N).+-）

-*)+0%#+：!)# /% 9 (-44#, R%*+,-"’ R#2[##+ %".#+2-4 (*42*"# -+, %((.,#+2-4 (*42*"# [-/ +%2 %".V.+-44’ .+ #Q./2#+(#A &*2 .+04*5
#+(#, R’ 2)# #*"% 9 (#+2".( (%+(#@2.%+，.+ G%,#"+ "#/#-"()#/ %+ -+(.#+2 )./2%"’，2)# [%"4, ./ -"2.0.(.-44’ /#VG#+2#, .+2% [#/2#"+
-+, #-/2#"+ /#(2.%+/，%0 [).() 2)# /#-/)%"# %0 T-/2 E#,.2#""-+#-+ R#(%G#/ 2)# R%*+,-"’A F+ 0-(2，/.+(# -+(.#+2 2.G#/，"#/.,#+2/
%0 2)# T-/2 E#,.2#""-+#-+ )-$# G.V"-2#, -+, .+2#"-(2#, /% 0"#b*#+24’ 2)-2 2)#." %".V.+-4 4-+V*-V# )-R.2/ -+, 4.0# (*/2%G/ )-$# R##+
V"-,*-44’ .+2#V"-2#,，[).() )-$# /)%[+ V"#-2 /.G.4-".2.#/ .+ G-+’ -/@#(2/ ,*".+V 2)#." /%(.-4 -+, (*42*"-4 ,#$#4%@G#+2/A
;(< ,105)：T-/2 E#,.2#""-+#-+，4-+V*-V#，4.0#，(*42*"-4，+-2.%+，"#/.,#+2/

（责任编辑：陈W 吉）

?C7

刘W 健：东地中海地区古代民族的交流及其文化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