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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不久，他的棺椁和陵墓所在地成为其

亲属和部将争夺和运作权力的工具和政治符号。亚历山大受到不同时期

出于不同目的的塑造，被赋予了神圣色彩，他的棺椁和陵墓所在地笼罩

在由记忆和想 象 编 织 而 成 的 迷 雾 之 中。根 据 扬·阿 斯 曼 的 文 化 记 忆 理

论，考察历史人物的身世固然有意义，弄清这一人物为何以及如何在历

史长河中永存并对后世产生超时空的影响更加重要。亚历山大这个形象

有许多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故此，他发挥的作用也绝非真实历史人物所

能比拟。

关键词 亚历山大 棺椁 陵墓 记忆 想象

在西方，亚历山大大帝是妇孺皆知的历史名人，但是他死后究竟葬在

何处，学界一直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没有流传下来的可靠文献;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的遗体成为其生前部下争权夺利的重要工具，他的棺

椁和陵墓的所在地也成为运作权力和政治的符号，加上不同年月不同的群

体为了各自的目的对亚历山大进行想象和塑造，导致这位被赋予超人性质

人物的死亡及下葬之地变得越发神秘。如此伟大的人物死后无法留下确切

的墓址，着实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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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亚历山大之死及遗体的去向

多数学者相信，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23 年死在巴比伦，年仅 32 岁。① 对

于亚历山大的死因，历史上并没有流传下可靠的文献记载。根据斯特拉波、

狄奥多罗斯、普鲁塔克等古典作家的描述，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23 年从印度返

回巴比伦，不久后在那里去世，死亡原因有身患疟疾、过度饮酒和被人毒死

几种说法。② 因为没有确凿的文献证据，也无法通过考古学予以证实，学者

对此长期存在分歧。而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对各种间接材料的

分析，得出了亚历山大死于伤寒引起的发烧这一最新结论。③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辞世前，妻子罗克珊正怀有身孕。亚历山大召

见他的将领们，把戒指给了佩尔狄卡斯。这表明，亚历山大授权这位将领

统治江山，直到亚历山大的妻子罗克珊腹中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继位。关

于亚历山大的王位继承人，除了尚未出生的遗腹子，还有另一个合法的继

承人，此人便是亚历山大的智障弟弟阿里达乌斯，被称为腓力三世。④ 另

外，亚历山大曾与一位名叫巴尔希妮的波斯女子育有一子，取名为赫拉克

勒斯。亚历山大的部下当然不想把赫拉克勒斯推上王位，所以决定等待罗

克珊生下亚历山大的遗腹子，即亚历山大四世。⑤ 名义上，亚历山大的遗腹

子即亚历山大四世与腓力三世一起行使王权，而真正掌握大权的是这两个

君主的监护人佩尔狄卡斯。⑥ 作为统管巴比伦地区的官员，佩尔狄卡斯是亚

历山大去世以后最具实权的将领。但不可否认，托勒密在亚历山大死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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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代巴比伦天文学日记，亚历山大死亡的具体时间应当是公元前 323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1 日之间，参见 L. Depuydt，“The Time of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11 June 323 BC，

ca. 4: 00 － 5: 00 PM，”in Die Welt des Orients，Vol. 28，1997，pp. 117 － 118。
有些流传下来的文献提到了亚历山大临终前曾有发冷、发烧、出汗等症状，这些明显是感

染性疾病的并发症。被现代学者怀疑为毒死亚历山大的人很多，比如亚历山大的嫔妃、他

的将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及宫廷酒政，参见 A. B. Bosworth，Conquest and Empire: the
Ｒ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 171 － 173。该书

对学者提出的各种见解和猜测做了综述。
K. Nawotka，Alexander the Great，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0，p. 376.
Ｒ. M. Errington，A History of Macedoni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 114 －119.
亚历山大的遗孀罗克珊和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四世被卡桑德谋杀，后者通过娶亚历山大的

姐姐篡夺了王位。
K. Nawotka，Alexander the Great，p.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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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便成为埃及总督，他也是强有力的王权竞争者。①

因此，几个有权力决定亚历山大下葬之地的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

斗。在他们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视为夺取更大权力的重要砝码之时，② 来自埃

及和巴比伦的医生和术士正着手把亚历山大的遗体做成木乃伊，中间用去

了大约两年的光景。③ 那么，亚历山大的遗体究竟葬在哪里呢? 据说，亚历

山大生前最器重的术士亚里斯坦德曾预言: 亚历山大的遗体下葬的国土必

将兴旺和富有。④ 实际上，适合下葬亚历山大遗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 一是

位于马其顿的维吉纳，那里是马其顿王室墓地所在地; 二是位于埃及西部

沙漠中的西瓦绿洲。据狄奥多罗斯、库尔提乌斯、查士丁等古典作家的记

述，亚历山大在病榻上曾经表达了葬在位于埃及西瓦绿洲的阿蒙神庙的愿

望。⑤ 当然，如果亚历山大为突然死亡，那么他就无法说出魂归西瓦的想

法。而且，上述古典作家并非亚历山大同时代的人，他们这个信息从何而

来，渠道是否可靠，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三个古典作家都记述了同样

的一个细节，这也是非同寻常的巧合。也有说法称，当时大权在握的佩尔

狄卡斯决定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运到维吉纳，下葬在王室墓地。⑥ 佩尔狄卡斯

和阿里达乌斯负责亚历山大的葬礼。他们命人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装在一口

人形的金质棺材里，此外据说还有一层同样是用黄金制成的椁。同时，大

批能工巧匠紧锣密鼓地制作车辆，用来运送亚历山大的巨大棺椁。根据狄

奥多罗斯的记述，仅制作车辆就花费了近两年时间，而送葬队伍则由阿里

1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 Erskine，“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der，”in Greece ＆ Ｒome，Vol.
49，2002，pp. 169 － 170.
最具潜力的竞争者有佩尔狄卡斯、托勒密和塞琉古，三个人都曾经是亚历山大手下的将军。
亚历山大死前把象征权力的戒指传给佩尔狄卡斯，相当于任命他为摄政王，托勒密在亚历

山大死后被任命为埃及总督，塞琉古曾经是马其顿军队的步兵统帅，后来创建塞琉古王朝，

参见 N. Saunders，Alexander＇s Tomb: The Two-Thousand Year Obsession to Find the Lost Conqueror，
New York: Basic Books，2007，pp. 33 － 34。
G. K. York and D. A. Steinberg，“Commentary. The Diseas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Vol. 13，2004，p. 154.
《亚历山大的故事》中说，托勒密提议询问巴比伦神的神谕，神谕的意思是应当把亚历山

大葬在埃及的孟菲斯。很明显，这是代表托勒密王朝利益的亚历山大里亚人虚构的情节。
N. G. L. Hammond，The Macedonian State: the Origins，Institutions，and History，Oxford: Clar-
endon Press，1989，p. 24; N. Saunders，Alexander＇s Tomb: The Two-Thousand Year Obsession to
Find the Lost Conqueror，p. 38.
K. Nawotka，Alexander the Great，p. 382; N. Saunders，Alexander＇s Tomb: The Two-Thousand Year
Obsession to Find the Lost Conqueror，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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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斯率领。

托勒密，这位未来托勒密王朝的创建者非常清楚，占据亚历山大的遗

体将会强盛他的权力基础。① 因此，他决定率人堵截运送亚历山大遗体的车

队。一个版本是，两队人马在大马士革附近相遇，托勒密说服阿里达乌斯

改道去埃及。另一版本称，托勒密一行趁对方不备，掠夺了亚历山大的遗

体。佩尔狄卡斯听说以后惊恐万状，急忙派遣部队追赶，但被证明是徒劳

之举。② 埃利安还为后世记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情节，他说托勒密命令轻装

队伍把亚历山大的遗体火速运往埃及; 同时，他命人制作了一个假人，穿

上亚历山大的衣装。佩尔狄卡斯追上托勒密之后，以为夺回了亚历山大的

遗体，挽回了颓势。可是，等他弄清事情的真相时，大势已去。③ 不管亚历

山大生前是否表示过死后葬在埃及的愿望，对佩尔狄卡斯而言，托勒密的

如意算盘必将严重削弱自己的权力基础。鉴于此，佩尔狄卡斯不久便发动

了对埃及的军事入侵。④

二 孟菲斯还是亚历山大里亚

佩尔狄卡斯被谋杀后，马其顿军队的将士们要求将托勒密立为摄政王，

托勒密予以拒绝。当然，托勒密的才能无可否认，他拥有亚历山大遗体这

一事实也为他争夺霸权增加了砝码。从某种意义上，亚历山大的遗体、他

留下的王位和他创造的帝国构成了权力的三要素，而遗体在三者当中最具

重要性。⑤ 此外，托勒密可能早就意识到亚历山大庞大的帝国迟早会分崩

离析，所以他把全部赌注下在埃及。这一点也反映在托勒密将选择埃及何

处作为亚历山大的下葬地。一般认为，托勒密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运到埃及

的重要理由是亚历山大曾经表达过死后葬在西瓦阿蒙神庙的愿望。那么，

托勒密是否设法让亚历山大的遗愿变为事实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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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Chugg，“The Tomb of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lexandria，”in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New Series，Vol. 1，2003，pp. 73 － 75.
Ｒ. S. Bianchi，“Hunting Alexander＇s Tomb，”in Archaeology，Vol. 46，1993，pp. 54 － 55.
A. Erskine，“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der，”pp. 170 －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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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rskine，“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der，”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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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作家中，埃利安、斯特拉波和狄奥多罗斯称，托勒密把亚历山大

的遗体运到埃及以后葬在亚历山大里亚; 而保萨尼阿斯和库尔提乌斯则说，

亚历山大在埃及的下葬地点是孟菲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被运到亚历山

大里亚再次下葬。其中保萨尼阿斯还特别提到，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转移到

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是托勒密二世，这意味着两次入葬相隔很长一段时间。①

不仅如此，托勒密二世在位时期，与托勒密王朝相关的人在法罗斯岛上的

一块大理石上提到了亚历山大的葬地，称这位马其顿国王 “于公元前 321

年至前 320 年在孟菲斯入葬”②。

西瓦绿洲距离孟菲斯逾 500 公里，而且它的政治地位无法与孟菲斯相

比。马里埃特于 19 世纪末对临近孟菲斯的萨卡拉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但是后来的学者对他的发掘笔记和报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近来，埃及

学界重新发现它们的重要性并且完成了后续的发掘。根据研究表明，古代

埃及第三十王朝仍以孟菲斯作为都城。虽然至今未能确认属于这个王朝包

括内克塔内布二世在内的君主们的陵墓，学者们的确在开罗中世纪城墙中

发现了内克塔内布一世石棺的碎块。③ 而对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至关重要

的是，内克塔内布二世在位时在孟菲斯大兴土木，尤其是在萨卡拉，其中

最为重要的是他在阿匹斯圣牛墓地入口处建造了一座神庙。根据马里埃特

的笔记，他曾在这里发现了内克塔内布二世敬拜阿匹斯等神灵的浮雕碎

块。④ 此外，托勒密在这个区域也进行了建筑活动，其中最意味深长的是

呈半圆形摆放的十一座雕像，表现的都是希腊名人。⑤ 他们当中多数为亚

历山大生前喜欢的诗人和哲人，如荷马、品达、柏拉图等。⑥ 按照洛埃等人

对发掘场地原来格局的复原，这些雕像曾正对着内克塔内布二世建造的神

3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P. M.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Oxford: Clarendon Press，Vol. 1，1972，pp. 15 － 16.
A. Chugg，“The Sarcophagus of Alexander the Great?”，in Greece ＆ Ｒome，Vol. 49，2002，p. 14.
A. Dodson，After the Pyramids，London: Stacey International，2000，p. 163.
A. Dodson，“Of Bulls，Pharaohs，Persians and Ptolemies: the Latter Years of the Serapeum of
Saqqara，”in Bulletin of the Egyptological Seminar，Vol. 15，2001，pp. 35 － 38.
J － P. Lauer and C. Picard，Les Statues Ptolémaiques du Sarapieion de Memphis，Paris: L＇Institut d＇
Art et d＇Archéologie de le Université de Paris，1955，pp. 10 － 13.
马里埃特未能找到亚里士多德的雕像，不过洛埃等人推测，亚里士多德的雕像当时应当位

于最靠近神庙门口处，参见 J － P. Lauer and C. Picard，Les Statues Ptolémaiques du Sarapieion
de Memphis，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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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正门。① 但是，如何解释内克塔内布二世、亚历山大和托勒密三者在此处

这种不同寻常的交会? 比较可信的解释是，托勒密把内克塔内布二世建造

的神庙作为亚历山大的葬地，以此凸显亚历山大作为埃及王权继承者的正

统性，而托勒密则成为保证这种连续性强有力的人选。②

尽管亚历山大在埃及逗留的时间一共约六个月，③ 他在埃及并非走马观

花。亚历山大不仅选择孟菲斯作为其加冕埃及法老的地点，④ 而且还令人对

神庙进行修缮和增建。受亚历山大的恩惠，位于卢克索阿蒙神庙内的“千年

之屋“和“圣船停留所”以及卡纳克神庙内的图特摩斯三世的“庆典大厅”

得到了修缮。学者们也因此猜测，亚历山大有意把自己塑造成与图特摩斯三

世媲美的君主。⑤ 在卢克索和卡纳克神庙，亚历山大的形象出现达五十多

次。⑥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亚历山大模仿内克塔内布的生辰名 ( 强壮的荷

鲁斯) 为自己拟写了富有意义的荷鲁斯名字——— “埃及的保护者”，⑦ 可见其

良苦用心。因为在埃及神话中，荷鲁斯是奥西里斯的儿子，而当奥西里斯

被其邪恶的弟弟塞特谋杀以后，荷鲁斯为其父报仇，夺回了被塞特篡夺的

王位。⑧ 在古埃及文明后期，古埃及人经常把外族入侵者比喻为塞特。所以

这则神话与王权和现世政治之间的多重关联，只有埃及人才容易看懂。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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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P. Lauer and C. Picard，Les Statues Ptolémaiques du Sarapieion de Memphis，p. 87. 之所以说这

些雕像是在托勒密掌权时期雕塑的，是因为被塑造的人物当中有德米特里奥斯。此人是最

受托勒密重用的文人，托勒密二世上台以后，他被放逐并被迫自杀，因为他在宫廷权力斗

争中支持了另外一个王子。
根据希罗多德，公元前 6 世纪斯巴达人从帖该亚索回俄瑞斯忒斯的尸骨，这对他们在伯罗

奔尼撒战争中战胜雅典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雅典的客蒙费尽周折把忒休斯的尸骨取

回，因此留名后世，参见 A. Erskine，“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
der，”pp. 173 － 174。把建城者作为英雄予以崇拜并且把他的墓地放置在城墙之内，这在希

腊世界并不罕见，参见 I. Malkin，Ｒeligion and Colonization in Ancient Greece，Leiden: Brill，
1987，pp. 189 － 203。
A. B. Bosworth，Conquest and Empire: The Ｒ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p. 172.
C. C. Lorber，“Theos Aigiochos: the Aegis in Ptolemaic Portraits of Divine Ｒulers，”in P. P. Issif
et al. ( eds. ) ，More than Men，Less than Gods. Studies on the Ｒoyal Cult and Imperial Worship，

Paris: Peeters，2011，p. 295.
G. Hbl，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London: Ｒoutledge，2001，p. 85.
C. C. Lorber，“Theos Aigiochos: the Aegis in Ptolemaic Portraits of Divine Ｒulers”，pp. 285 －286.
J. v. Beckerath，“Knigsnamen，”in E. Otto and W. Helck ( eds. ) ，Lexikon der gyptologie，
Vol. 3，Wiesbaden: Harrassowtiz，1980，Vol. 556; G. Hbl，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
pp. 78 － 79.
C. C. Lorber，“Theos Aigiochos: the Aegis in Ptolemaic Portraits of Divine Ｒulers”，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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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见，亚历山大为了博得埃及人的好感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托勒密又何

尝不是? 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托勒密，他们都试图扮演埃及的拯救者。①

也有些学者认为，亚历山大的遗体葬在孟菲斯之后不久便被迁葬至亚历

山大里亚，他们的根据是亚历山大里亚于公元前 320 年就成为埃及的新首都。

不过现在看来，亚历山大里亚此时还远没有建成。更为重要的是，托勒密把

亚历山大的遗体葬在孟菲斯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为了确立亚历山大与法老时

代的埃及统治者之间的连续性。在这个环节中，内克塔内布二世被视为关键

人物。只有马其顿人对埃及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之后，托勒密王朝

的统治者才有可能考虑把亚历山大的遗体移到亚历山大里亚。②

托勒密在埃及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一点在 《亚历山大

的故事》的结尾表现得较为清楚③: 当托勒密陪同亚历山大的送葬队伍到达

孟菲斯的时候，民众夹道欢迎; 但是，孟菲斯的最高祭司阻拦了托勒密一

行，说亚历山大理应葬在他生前建立的城市。故事还特别提到，即将接纳

亚历山大遗体的那座城市不会太平，因为那里战争和纠纷司空见惯。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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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从这个角度上，有关冈比西斯虐杀阿匹斯圣牛的传说也可能是在这个时候被编纂出来的。
这一使外族统治合法化的过程持续了很久，因此，迁移亚历山大遗体的人不是托勒密而是

他的儿子，详见下文。
《亚历山大的故事》约于公元 3 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成文，之前则长期口头流传。因此该

故事很有可能是多人经长时间改编加工的结果，故其具体作者不详。有一部手稿当中称卡

利斯提尼斯是其作者，而这篇手稿的发表者称这篇作品为《伪卡利斯提尼斯》，之后不少

学者沿用至今。英文译本参见 Ｒ. Stoneman，The Greek Alexander Ｒomance，London: Penguin
Classics，1991，Book Ⅰ，Sections 1 － 12; J. A. Boyle，“The Alexander Legend in Central A-
sia，”in Folklore，Vol. 85，1974，p. 217。
J. Dillery，“Alexander＇s Tomb at‘Ｒhacotis’: Ps. Callisth. 3. 34. 5 and the Oracle of the Potter，”
in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Vol. 148，2004，p. 253. 根据亚美尼亚版本，送葬

队伍途径塞索斯特斯 ( Sesonchosis) 的陵墓时，从中传来声音，称亚历山大不应该葬在孟

菲斯，他的安息地应该是亚历山大里亚。这里所说的塞索斯特斯实际上指古代埃及第十二

王朝最著名国王塞索斯特斯三世 ( Sesostris Ⅲ) ，他登基以后向外扩张，在位末期埃及的势

力范围从西亚一直到尼罗河第三瀑布一带。我们很容易看出此版本字里行间反外族的倾向，

最高祭司也好还是假托塞索斯特斯的声音也好，二者均质疑亚历山大充当埃及君主的合法

性。孟菲斯最高祭司坚持亚历山大应当葬在拉克提斯 ( Ｒhacotis) ，拉克提斯这个名称也出

现在《陶工的预言》当中。该文被学者们认为是反马其顿色彩最为浓厚的文学作品。在世

俗体埃及语里，拉克提斯的意思是“在建中”或“建造”，与具有悠久历史的孟菲斯形成

鲜明对比。事实上，塞索斯特斯三世的陵墓并不在孟菲斯，埃及人假托这位国王反对托勒

密把亚历山大葬在孟菲斯，因为他们不认为亚历山大是埃及正统王权的合法继承人，因此

不应当或不配葬在孟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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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意味着，古埃及人或者至少以孟菲斯最高祭司为代表的埃及精英极力反

对将亚历山大葬在孟菲斯。在他们看来，亚历山大的归宿应当是那座仍处在

建设中的城市，那座在不远的将来因战乱和其他灾难而变成废墟并最终被人

遗忘的城市。① 无独有偶，有关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地方权贵们与亚述入侵者

争斗的故事恰好是在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被大量传抄，并得以保存至今。

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埃及人借此影射希腊罗马外族的因素不可否认。② 也

正因为埃及人怀有非常危险的反马其顿情绪，托勒密才要在选择亚历山大的

墓址上大做文章。

在《亚历山大的故事》里，还有一个情节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叙述者

称内克塔内布二世被波斯国王打败以后没有逃亡努比亚，而是逃到腓力二

世的王宫里充当术士。内克塔内布二世因为具有占卜和预言的才能而受雇

于腓力二世; 后来，他趁腓力二世外出作战之机，把自己乔装成阿蒙神

( 即宙斯) ，并与腓力二世的王后奥林匹娅斯发生了关系。以前不少学者相

信这一细节是由埃及人所为，③ 其原因有二: 一是他们视亚历山大为拯救

者，是他把可恨的波斯人赶出了埃及; 二是以此证明，马其顿国王登上埃

及的王座在血缘上具有合法性。④ 事实上，这种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与

这个故事的细节相关联的另外一个事实是，拿破仑远征军的士兵们在亚历

山大里亚的阿塔里清真寺院落里发现了一口巨大的石棺。⑤ 这座清真寺曾被

当时的埃及人说成亚历山大陵墓的所在地。因为这个原因，有学者认定此

石棺曾经属于亚历山大。待到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以后，学者们才弄清楚，

这口石棺的主人原来是内克塔内布二世。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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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J. Dillery，“Alexander＇s Tomb at‘Ｒhacotis’: Ps. Callisth. 3. 34. 5 and the Oracle of the Potter”，

p. 257．
Ｒ. Jasnow，“The Greek Alexander Ｒomance and Demotic Egyptian Literature，”in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 56，1997，p. 96.
Ｒ. Stoneman，“The Greek Alexander Ｒomance”，pp. 11 － 12; Ｒ. Ｒitner，The Mechanics of Ancient
Egyptian Magical Practice，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1993，p. 219.
Ｒ. Jasnow，“The Greek Alexander Ｒomance and Demotic Egyptian Literature”，p. 97.
法国军队于 1801 年被英军打败，作为停战的条件，法国人不得不把这口石棺及罗塞塔石等

文物交给英方。
K. Nawotka，“Alexander the Great”，p. 386. 内克塔内布二世曾经试图反抗波斯人的统治，但

于公元前 343 年被波斯军队打败。根据狄奥多罗斯记载，内克塔内布二世两年以后逃亡位

于埃及南部的努比亚，参见 A. Chugg，“The Sarcophagus of Alexander the Great?”，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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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线索，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断。公元前 321 年，即亚历山大的遗

体被运到埃及的那一年，亚历山大里亚仍在建设中，孟菲斯是当时埃及的

首都，而托勒密则极力想把亚历山大塑造为埃及合法的统治者。① 当托勒密

决定把亚历山大葬在由内克塔内布二世建造的神庙时，内克塔内布二世的

石棺处于闲置状态，把亚历山大装殓在原来属于内克塔内布二世的石棺，

人为地确立了两者不同寻常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上面提到的阿塔里

清真寺里发现的石棺确实与亚历山大有关系。这也说明，《亚历山大的故

事》里称亚历山大是内克塔内布二世的儿子并非无稽之谈。对公元 3 世纪

编纂 《亚历山大的故事》的佚名作者来说，在遥远的记忆中，亚历山大

使用了起初为内克塔内布二世制作的石棺，并且借助这个载体从孟菲斯来

到了亚历山大里亚。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人掺杂了内克塔内布二世逃亡马

其顿的情节，让亚历山大躺在内克塔内布二世的石棺犹如让这位马其顿国

王生前拥有对埃及的统治权一样合法且合理，因为前者是后者的亲生儿

子。在记忆的海洋里，事实与想象融合在了一起。

关于托勒密二世在位期间把亚历山大的遗体从孟菲斯移到亚历山大里

亚，多位古典作家做了相当一致的记述。按照狄奥多罗斯的理解，托勒密

( 即托勒密一世) 之所以没有把亚历山大葬在西瓦绿洲，是为了让亚历山大

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个他生前亲自创建的城市里得到符合其身份、功绩的纪

念和赞颂。② 不过通过上文的探讨已知，托勒密把亚历山大葬在孟菲斯，主

要目的是为了确立和强化马其顿政权的合法性。而到了托勒密二世统治时

期，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同时，由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在对外扩张中

受到塞琉古等王国的挑战，另一项重任落在了死去的亚历山大身上———把

亚历山大葬在亚历山大里亚，不仅充分展示了他与这座以其名字命名的城

市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据说不少曾效力马其顿军队的士兵都

集聚到亚历山大里亚。因为在这些士兵眼里，跟随托勒密等于为亚历山大

效劳。③ 卡里克塞努斯曾经描写了托勒密二世为了纪念其父托勒密而举行的

盛大游行。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的遗体也构成彰显托勒密一世伟大功

绩的重要工具。据称，用黄金制作的亚历山大头像被放置在由四头大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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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K. Nawotka，Alexander the Great，p. 384.
A. Chugg，“The Sarcophagus of Alexander the Great?”，pp. 15 － 17.
A. Erskine，“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der”，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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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车上，试图强调托勒密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密切关系。① 古罗马作家尼古

拉斯说，亚历山大的巨像曾经矗立在亚历山大里亚靠近地中海的某个地方，

四方来客从很远处即可遥望，因此它对这座城市的标志性意义不亚于法罗

斯岛上的灯塔。②

既然亚历山大的遗体最后被葬在亚历山大里亚，③ 他的陵墓究竟在城市

中的什么地方呢? 狄奥多罗斯于公元前 60 年前后参观了亚历山大里亚，

他对城市的布局尤其是亚历山大陵墓的位置做了生动的描写。他称陵墓所

在的地方为 soma，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表示 “尸体”或 “躯体”。④ 显而

易见，这座 城 市 因 亚 历 山 大 得 名，他 死 后 安 息 的 地 方 又 促 生 了 另 一 个

名字。

大约于公元前 20 年，罗马帝国时期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到亚历山大里

亚游历，在其著作中对这座城市做了相当详细的描写。根据斯特拉波的描

述，亚历山大陵墓所在地四周由围墙保护，从而成为托勒密宫殿区的组成

部分，托勒密王朝的家族墓地也在其中。⑤ 斯特拉波又说，托勒密最初把亚

历山大的遗体装殓在一口金质的棺材里。后来为了便于人们瞻仰，亚历山

大的遗体又被放入用玻璃制作的棺材中。⑥ 历史学家塔提乌斯出生并生活在

亚历山大里亚，他说亚历山大的陵墓位于城市的中心。据他及其他古典作

家的描写，托勒密四世建造了巨大的王室陵墓。⑦ 可能是在这个时候，亚历

山大的陵墓与托勒密王室墓地被合二为一。斯特拉波还曾经在其著作中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细节。他说， “被称为 soma 的亚历山大墓区是

王宫区的一部分，那里曾经是托勒密王陵的所在地”。既然亚历山大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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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A. Erskine，“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der”，p. 175．
A. Erskine，“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der”，p. 176.
K. Nawotka，Alexander the Great，p. 384.
D. Gross，Der Tote Krper als Medizinische，Soziokulturelle und konomische Ｒessource，Kassel: U-
niversity Press Kassel，2009，p. 17.
自古典时期，希腊人一般不再把坟墓建在城墙以内，这一点也说明托勒密王朝对亚历山大

尸体及陵墓的不同寻常的重视，参见 D. Gross，Der tote Krper als Medizinische，Soziokulturelle
und konomische Ｒessource，p. 17。
A. Stewart，Faces of Power: Alexander＇s Image and Hellenistic Politic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
ifornia Press，1993，p. 252.
A. Erskine，“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der”，pp. 165 － 166; K. Nawot-
ka，Alexander the Great，p.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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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在王宫区里，托勒密王陵为什么不在其中呢? 按照厄斯金的理解，罗

马统治者很有可能把托勒密统治者的尸骨从亚历山大陵墓中迁出，① 其目的

就是割裂托勒密王朝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因为，罗马统治者愿意被视为亚

历山大未竟事业的承继者，而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沦为他们的阶下

囚，当然不应享受同样的待遇。② 这就意味着，一直到罗马帝国时期，人们

仍然可以瞻仰亚历山大大帝，即便不能看见他的容貌，至少可以瞻仰他的

墓室和棺椁。

在拜谒亚历山大遗体的大人物中，身份最为显赫、为后世留下最为独

特传闻的人非奥古斯都莫属。据说，在亚克兴海战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帕特

拉以后，奥古斯都追赶前者至亚历山大里亚。奥古斯都在完全控制局势之

后，来到了亚历山大陵墓。苏埃托尼乌斯和狄奥·卡西乌斯均对此做了记

述，只是两人的说法大相径庭。③ 根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即将成为罗马

帝国皇帝的奥古斯都向亚历山大遗体敬献了金质王冠，然后又在上面撒了

鲜花。当有人问他是否想进入托勒密统治者的陵墓时，奥古斯都毫不客气

地说，他来这里是为了瞻仰国王，而不是尸体。狄奥·卡西乌斯笔下的奥

古斯都则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不仅没有敬献王冠和鲜花，反而在触碰亚

历山大遗体的过程中把他的鼻尖弄碎了。④ 这里出现的不同记述究竟是因为

两位作者依据的信息来源不同，还是二者对奥古斯都各有喜好，这很难说

清楚。对于我们来说，从陪同奥古斯都的人的问话中可知，亚历山大的陵

墓即便不是与托勒密王室的墓区在一起，二者相距也不是很远。另外，从

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的角度，既然已经把亚历山大视为运作自己手中权力的

绝佳工具，那么绝对不会把亚历山大的陵墓建在很远的地方。

公元 3 世纪初，罗马皇帝塞维鲁下令禁止公众进入亚历山大陵墓。最后

一位进入亚历山大陵墓的罗马统治者是卡拉卡拉，时间为公元 215 年。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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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 Erskine，“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der”，p. 177.
A. Erskine，“Greek Gifts and Ｒoman Suspicion，”in Classics Ireland，Vol. 4，1996，pp. 33 － 35.
据说亚历山大的木乃伊起初被摆放在金质棺材里，后来在托勒密九世在位时期，这口棺材

被用来铸造金币，取而代之的是玻璃棺材。很难说这里面有多少是事实，因为这种说法有

利于罗马统治者确立自己的统治权。
前者是罗马帝国御用史官，后者虽然为罗马帝国服务，但出身于希腊，参见 A. Erskine，

“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der”，p. 163。
Ｒ. S. Bianchi，“Hunting Alexander＇s Tomb”，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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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这位皇帝相信自己是亚历山大的化身，他还为亚历山大奉献了包括黄

金首饰在内的许多供品。① 大约于公元 270 年，也就是奥勒良统治时期，亚

历山大里亚城内发生战争。在此期间，亚历山大的陵墓很有可能遭到破坏

甚或被洗劫。② 此外，亚历山大里亚于公元 365 年受到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

海啸破坏。正是在这次地震中，宫殿以及法罗斯岛上的灯塔被夷为平地。

当时，亚他那修担任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可能是他令人把亚历山大的

棺材转移到他所任职的教堂。③ 这意味着，是大自然的力量迫使亚历山大的

棺材和陵墓相互分离。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

教，非基督教遗迹丧失了往日的吸引力，亚历山大的棺材和陵墓逐渐淡出

人们的视线，两者的关联也变得更加模糊。④

早期基督教时期的作家偶尔也会提及亚历山大，不过出于完全不同的

目的。狄奥多勒曾说: 毫无疑义，大流士、薛西斯、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

是伟大的君主，不过他们身在何处，无人知晓。圣若望在传教时问众人

“谁能告诉我亚历山大的陵墓在哪里?”⑤ 在狄奥多勒和圣若望看来，基督徒

为信仰而死，他们献身之地应该成为圣地，得到其他信徒的敬仰; 而不管

亚历山大生前多么不同寻常，死后人们不知其坟墓在何处。他们的用意很

明确，上帝才是归宿; 但同时，他们似乎没有否认亚历山大葬在亚历山大

里亚。不仅如此，在公元 4 世纪至 5 世纪的圣徒西索斯的一幅画像上，可以

看到他站在亚历山大的遗体前，似乎在思索人类的悲剧，为人类不可摆脱

的死亡宿命而哀伤。画像并没有说亚历山大的陵墓在哪里，但是从西索斯

出生并最后死于埃及这个事实判断，他是在感叹亚历山大的陵墓在星移斗

转中消失了踪迹，而亚历山大曾经安卧在自己创建的城市这一事实似乎间

接得到了印证。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开罗成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亚历山大里亚沦为无足轻重的边远小城。等到埃及并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的版图，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古代地中海区域最大的繁华城市更是变成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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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相传卡拉卡拉考虑墓室里阴冷，离开时把自己的斗篷披在亚历山大身上，参见 A. Erskine，

“Life after Death: Alexandria and the Body of Alexander”，p. 178。
K. Nawotka，Alexander the Great，p. 385.
一般认为阿塔里清真寺所在的地方曾经存在过一座教堂，而这座教堂的名字就叫圣亚他那

修教堂，参见 A. Chugg，“The Sarcophagus of Alexander the Great?”，p. 8。
A. Chugg，“The Sarcophagus of Alexander the Great?”，p. 24．
K. Nawotka，Alexander the Great，p.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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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无人问津的荒凉小镇。

三 探寻和发掘

埃及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之后，人们对亚历山大陵墓的所在地似

乎逐渐淡忘。不过记忆的线索往往异常坚韧，尽管这些线索会在历史的长

河中变得纤细，同时分出许多支线。生活在 9 世纪的伊本·阿卜杜勒·哈基

姆曾经提到亚历山大里亚有一座名叫 “杜尔卡内因 ( Dulkarnein) ”的清真

寺，而杜尔卡内因的意思是 “双角之王”，指的就是亚历山大。① 大约一个

世纪之后，马苏迪说亚历山大里亚有一座名叫 “先知和国王埃斯坎德 ( Es-

kender) 之墓”的建筑。不难看出，埃斯坎德不过是亚历山大 ( Alexander)

的不同写法而已。② 按照阿非利加努斯的说法，亚历山大里亚市中心有一座

规模并不很大的礼堂，下面就是亚历山大的陵墓，不少人慕名而来，在礼

堂前敬献各种供品。③ 这里所说的礼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坐落在阿塔里清真

寺庭院里的礼堂。阿非利加努斯的说法至少得到了英国旅行家乔治·桑兹

的证实，因为后者于 1610 年曾在亚历山大逗留。在他的游记中，他说见到

了那个遮盖着一座墓的小礼堂，以及远道而来向安息在其中的人致敬的穆

斯林。④

此外，德国人布劳恩和霍根伯格于 16 世纪末绘制了亚历山大里亚地图，

上面可以看到一座清真寺，清真寺宣礼塔旁边有一个带有穹顶的小建筑，

被标明为“亚历山大大帝之墓 ( Domus Alexandri Magni) ”。⑤ 据称，布劳恩

和霍根伯格从一个名叫雷斯基尔兴的科隆商人那里得到了相关信息。事实

上，雷斯基尔兴也未曾亲眼见到上文说的清真寺，他所依据的信息有两个:

一是很早以前葡萄牙人绘制的地图; 二是查理五世派遣的侦探们绘制的地

图。查理五世一度想入侵地中海南岸的港口，所以令手下人制作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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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古兰经》第 18 章，第 83 － 85 节称亚历山大为“有双角者” ( Dū＇l-Karnain) 。
P. M.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第一章。
A. Chugg，“The Sarcophagus of Alexander the Great?”，p. 21.
A. Chugg，“The Sarcophagus of Alexander the Great?”，pp. 21 － 22．
F. Geldner，“Braun，Georg，”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Berlin: Duncker ＆ Humblot，1955，

p.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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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的详细地图。虽然布劳恩和霍根伯格绘制地图所参考的信息来源很复

杂，不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亚历山大之墓处在阿塔里清真寺内的说法与

其他文献相符。

近代以来，因不同原因踏足亚历山大里亚的人都想对这座城市的历史

有所了解，尤其是把这座城市创建者的陵墓所在地弄个究竟。1737 年，一

位名叫努登的丹麦船长在亚历山大里亚登陆，并且试图找到亚历山大陵墓

的确切位置，但是无果而终。1738 年，苏格兰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做了

同样的尝试，其结果也完全一样。① 自 18 世纪末以来，随着探寻亚历山大

陵墓的人逐渐增加，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提供的答案主要有两种: 多数人

指向阿塔里清真寺，也有人称纳比但以理 ( Nabi Daniel) 清真寺原先是亚历

山大陵墓的所在地。纳比但以理的意思是 “先知但以理”，这里说的但以理

就是《圣经》里善于行奇迹的先知。关于这座清真寺如何得此名，流传有

两种解释: 其一，清真寺得此名与公元 15 世纪从今伊拉克摩苏尔来到亚历

山大里亚的库尔德人但以理 ( Sheikh Mohammed Daniel) 有关; 其二，这个

名字源于《圣经》中的先知但以理。在阿拉伯人讲述的故事中，但以理出

身叙利亚，如同亚历山大征战一样向外传教，最后死在亚历山大里亚，葬

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清真寺中。这也正是亚历山大与但以理被混为一谈，

并赋予他先知头衔 ( Nabi Eskander) 的原因。不管以上哪种解释更接近史

实，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事实与想象早已糅在一起，当时的人们都无法厘

清来龙去脉。

大约在 1860 年，埃及天文学家和建筑师法拉基进入纳比但以理清真寺

的地下室，他声称发现了带有穹顶的洞室，而且沿着铺有石板的通道可以

进入四个通向不同方向的长廊。据法拉基说，这些走廊很长且都有不同程

度的坍塌。虽然无法走进去看个究竟，但他猜测它们通向亚历山大的陵墓。

1874 年，探险家声称，在纳比但以理清真寺前面的空地上进行挖掘时发现

了巨大的花岗岩和大理石柱，但这些石柱后来被证明属于一座早期基督教

教堂。不过由于涉及宗教问题，而且周围分布着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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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 Chugg，“The Sarcophagus of Alexander the Great?”，p. 23. 阿塔里清真寺原址是公元 4 世纪

末为纪念亚他那修建造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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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势的几个家族的墓地，在这个地点的发掘工作总是断断续续。①

在 1960 年，一支来自波兰的考古队获得许可，在纳比但以理清真寺附

近的考姆迪卡进行挖掘工作。考古人员的目的是找到亚历山大的陵墓，但

是他们首先发现的是古罗马时期的剧场、浴池、蓄水池和住宅的遗址。在

此处，他们甚至找到了表现亚历山大的大理石雕塑碎块，其制作时间可能

是公元 2 世纪，但是亚历山大陵墓的踪迹却始终没有出现。② 意大利考古学

家阿德里亚尼曾经担任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罗马博物馆馆长，并在这座

城市长期从事考古研究和发掘工作。1964 年，阿德里亚尼在拉丁墓地挖掘

时发现了用雪花石膏砌成的类似墓室的结构。他断定该墓的主人曾经是亚

历山大，其主要证据是建筑所用的雪花石膏从希腊进口。③ 不过，多数学者

不认同他的观点，因为这座墓室处在托勒密宫殿区以外。1982 年，阿德里

亚尼去世，其发掘笔记和手稿由他的学生博纳卡萨整理出版，这一过程持

续了 20 年之久。根据博纳卡萨对这些材料的理解以及他自己多年的研究结

果，亚历山大就埋葬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一点似乎不应存有疑问。墓地曾

经位于城市的东北部，即距离宫殿不远的区域。④ 这种解释基本与主流的见

解吻合，即托勒密王宫区靠近地中海，并在多次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中

遭受破坏，甚至沉入海底。而亚历山大的棺椁或许幸免于难，这也促成了

之后有关 阿 塔 里 清 真 寺 和 纳 比 但 以 理 清 真 寺 为 亚 历 山 大 陵 墓 所 在 地 的

传说。⑤

33

①

②

③

④

⑤

也有学者指出，有关纳比但以理清真寺原址为亚历山大陵墓的故事源于一个名叫斯基利齐

的业余导游。大约在 1850 年，为了招揽生意，他称在这座清真寺地下室一个破旧门的缝隙

瞥见了亚历山大的尸体，说尸体装在一个玻璃棺材里，周围还散落着纸草卷。斯基利齐编

造的故事基本上取材古典作家的记述。尽管狄奥·卡西乌斯曾说塞维鲁皇帝把古代埃及有

关巫术的纸草卷放在亚历山大的陵墓里，在亚历山大里亚那种潮湿的气候里，即使未曾发

生地震、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那些纸草也不可能保存下来，参见 A. M. Chugg，“The
Tomb of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lexandria”，pp. 104 － 105。
W. Heckel，“Mazaeus，Callisthenes and the Alexander Sarcophagus，”in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Vol. 55，2006，pp. 389.
从 1989 年开始，一个叫苏瓦尔其的希腊人着手在西瓦绿洲寻找和发掘亚历山大的陵墓。
1995 年，苏瓦尔其宣布发现了通向亚历山大陵墓的地下通道，最终被证明是一种炒作，参

见 K. Nawotka，Alexander the Great，pp. 380 － 384。
1996 年，埃及文物部准许法赫拉尼对拉丁墓区进行发掘。在德国地质物理专家们的协助

下，法赫拉尼确认当时地面以下六米至十米处有类似墓穴的地下洞窟。
Ｒ. S. Bianchi，“Hunting Alexander＇s Tomb”，p. 55. 亚历山大里亚遭受过几次强烈的地震，海

岸线也因此发生变化，因此亚历山大陵墓已被淹没在海水中的可能性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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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亚历山大生前就被视为超人，死后被赋予神圣色彩，不同时期由不同

的人群出于各自的目的而塑造他的形象。正是由于这些想象和虚构出来的

故事，导致有关亚历山大棺椁的来历及其陵墓所在地等问题一直笼罩在由

记忆和想象编织成的迷雾之中。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角度来说，弄清亚历山

大的棺椁和陵墓究竟在哪里固然很重要，但现在看来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

已经变得很难; 更加有意义的是考察这一人物为何，以及如何长久以来一

直萦绕在人们的记忆中。① 应当说，正是有关他的棺椁和陵墓的许多疑问在

很大程度上触发了后人的想象，使得具体的历史人物穿梭于史实与神话之

间。亚历山大其人其事不仅被记录在古典作家的作品里，而且在整个古代

地中海区域，甚至是中亚和南亚许多民间故事中也以多种形式流传。阿富

汗有些古老的部落把这位马其顿国王说成部落先祖; 在中亚的民间传说里，

亚历山大变为长着两只角的魔鬼; 在伊朗，人们用 “亚历山大”这个名字

来吓唬小孩子。《亚历山大的故事》被翻译成古代和现代许多种文字，比如

希腊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科普特文、

西班牙文、英文等。② 由于亚历山大的身世及其遗体的遭遇扑朔迷离，有关

他的故事就更容易借助后人的想象而远远超出史实的范畴。然而，正是这

个被后世不断重新塑造的超人形象，其在历史长河中发挥的作用也绝非真

实历史人物所能及。

［责任编辑: 刘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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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 Assmann，“Memory，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in Ｒ. E. Goodin and Ch. Tilly (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
210 － 224.
D. Husemann，Mythos Alexandergrab. Spurensuche auf drei Kontinenten，Ostfildern: Jan Thorbecke
Verlag，2006，p. 7. 据说路易十四年仅 14 岁时坚持要在一出芭蕾舞剧中饰演亚历山大，拿

破仑的卧室墙壁上挂着表现亚历山大征战场面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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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b became a tool and symbol with which his relatives and generals tried to gain

power.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moulded Alexander the Great for their own purpo-

ses. The result is that he was apotheosized and the whereabout of his body and sar-

cophagus was lost in the remote memory and covered by mystery. According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of Jan Assmann，the reality of a historical personality is

meaningful，but it is more relev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why and how that person

remained in the memory of his descendents and influenced them. There is much i-

magination and fabrication in the figure of Alexander the Great，but it was just

through this principle that he played a much greater role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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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cal story，the interpretation of a beautiful and moving love story. The le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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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text as the material，the creation of Salomon the king and the queen of Sheba

super affairs. The legend has been Ethiopia folk and official recognition，become a

par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Cause of formation the legend，both the people longing

for a better love; also have the knowledge and wisdom of admiration，and people of

the advanced culture to follow. The legend contains a kind of Bible culture Phe-

nomenon; Highlights the“Bible”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 of text; reflects the

Matthew effect of Christian culture of supe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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