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埃及生态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

赵克仁
”

内 容提要 生 态文 明 是埃及 文 明 的 重要 内 容之一 。 埃及农耕 文 明 能 够

延续 ３０００ 多年经 久不 衰 ， 除尼 罗 河 流域优越的地 理环境等客观 因 素外 ，
古

埃及生 态教育发挥 了 无可替代 的作 用 。 具体表现在 ，
法 老政府通过埃及 宗

教 中玛 阿特理论析生 出 的 生 态教 育 理念 ，
加强 对 臣 民 的教化

，
对其进行 生

态教育 。 古埃及生 态教育 的 主要途径是通过神化 自 然 、 装 饰 审 美和 宗教观

念加强 民众 的 生 态意 识 。 这些 生 态教育 方 法 对保护 当 时埃及 的 生 态环境
，

培养和 强化埃及人 的 生 态 意识发挥 了 重 大作 用 。 尽 管 其 中
一

些 观念方 法还

比较原 始 ， 甚至带有 浓厚 的 宗教 色 彩 ，
但 这些 经验与 方 法 仍有很 多 值得借

鉴的地方 。

关键词 古埃及 民众 生态教育

尼罗河优越的 生态环境是孕育埃及文 明 的摇篮 。 生态环境一方面是大

自然的馈赠 ，
另 一方面也与人 的生态文 明意识和对环境 的保护有关 。 世界

上没有哪一个文明 像埃及文明这样如此强烈地依赖 自 然和生态环境 。 虽然

古埃及的成文法不够完善 ， 但其宗教本身具有法文化的性 质 。 通过宗教文

化 ， 古埃及法老政府成 功地完成 了对 民众实施 生态教育的 任务 ， 建立 了人

与 自然的 和谐关系 。 目前学 界对古埃及生态教 育的研究尚 属空 白 。 反思古

埃及法老政府对 民众的 生态教育 ， 其中 的一些经验仍可供 当下 的我们借鉴

学 习 。

？ 本文 为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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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玛 阿特理论衍生 出 的生态教育理念

古埃及对臣 民 的 生态教 育是从埃及宗教 中 的 玛 阿特理论衍生 出来 的 。

这一理论是埃及宗教 的核心教义之
一

。 玛 阿特对个人 的要求 和控制无形 中

催生 出埃及的 生态教育理念 。 所 以要探讨埃及 的生 态教育 ， 我们必须对古

埃及宗教的玛阿特理论有所 了解 。

１ ． 埃及宗教 中玛阿特的 概念与理论体系

玛阿特 （ Ｍａａ ｔ ） 是位头上饰有一根鸵 鸟 羽 毛 的女 神 ，
鸵 鸟羽毛就是她

的象征 。
￥ 在古埃及神话 中 ， 她是太 阳神拉 的女儿 ， 智慧之神托特 的妻 子 。

这是玛阿特神的物质形象和所 属关 系 。 玛 阿特 的 内 涵十分丰富 ，
她是古埃

及真理 、 正义 和公平 的化身 ，
也是一切宇宙 和谐之 因 的 化身 ，

对她 的信仰

是古埃及人宗教观念 的核心 内容 ，
也是古 埃及人对 自 然 和社会认识 的高度

概括 。 她覆盖 了宇 宙 秩序 、 社会关 系 、 社会 道 德 、 个人修养等领域 ，
有

“

秩序
” “

和谐
” “

正义
”“

公理
” “

真理
”

等含义 。
？ 其含义如此丰富

，

以

致一些学者认为玛阿特是难 以翻译 的 ， 因 为在现代语言 中找不 到与之相对

应 的词汇 。 玛阿特 的本 质是秩序 与平衡 ， 她象征 着宇 宙和谐有 序 的状态 。

失去玛阿特 ，
整个世界 不再和平安 宁 ，

不再繁荣 稳定 ，
不再有正 义公平 。

君权神授 、 人神之间 的和谐关系是建立玛阿特的首要条件 。

在成文法不够健全的古埃及 ，
玛 阿特起着法律 的 神圣作 用 ，

她 维系 着

社会的秩序 ， 规范着人们 的行为 。 所有法 老都以 玛阿特 的名 义统 治着他 的

臣 民 。 几乎所有 的神庙 中 都有 国王手捧玛 阿特女神像 ，
并将其奉献给神灵

的画面 。 这个简单的仪式 也有丰富 的 含义 。 埃及 宗教将玛 阿特看作 法老呈

献给神的精神食粮。 进献玛 阿特仪式 的第
一 层含 义是法老对神 的 敬仰和顺

从 ， 说明神权大于王权 。 法老通过这个仪式 向神发誓 ，
他要代表 神管理好

人间 的秩序 ，
严格遵守公平 、 正义 、 真理等理念 ； 第二层含义是通 过进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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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阿特仪式法老得到 了 与神 同样的 法力和权力 ，

“

君权神授
”

的理论即 源于

此
；

？ 第三层含义是针对神的 。 通过进献玛阿特仪式 ， 神灵得到 了法老履行

自 己职责的 口头保证 ，
法老在神面前发誓 的 内容 已经被神铭记 ， 如果 以后

法老违反 自 己 的誓言
， 他就会遭到神 的惩罚 。 这种 互动关系 类似后来犹太

教中 的契约关系 。 所不 同 的 是 ，
犹太教 的神人之约是有 文字记载的 ，

被镌

刻在石板上 ， 而古埃及法老与神 的契 约是 口 头 的
，
而非 文字 的 。 所 以 ， 敬

奉玛阿特女神和给神进献玛阿特的仪式都必须由 法老来完成 。

法老代表埃及人向神进献 了玛 阿特
，
而神则 赐予法老宇宙秩序 、 自 然

秩序与社会秩序 的 平稳运行 。 法 老为 臣 民带来法 律 、 公道 、 正义和 真理 。

埃及人享用神赐给的 物质世界 ，
在法老提供 的社会秩序 下生活 ，

就应该 听

从法老的命令 ， 敬拜神灵 。 当 国 家动荡 、 社会秩序混乱 时 ， 埃及人会说玛

阿特被弃置
一

旁 ， 等待 着贤 明君主使她重获荣耀 。 按照埃及 宗教 ，
法老是

至髙无上的统治者和神 灵在尘世 间活着 的代表 ，
它既是施政者 同时又作为

祭司传达神的 旨 意 。 法老 的世俗责任是组织 民众治 理尼罗 河 ， 确保有充足

的粮食供给人们食用 。 他 的宗教职责是凭借他所拥有 的神圣权力 以及他 与

神灵的特殊关系 ， 确保尼 罗 河洪水每年定期泛滥 ， 确保 阳 光充足 ， 河水 丰

沛 ， 促使农业生产获得丰收 。 埃及 宗教认为 ， 法 老使 自 然有序 ， 使人 间太

平 ，
这就是履行 了玛阿特 。

２． 玛阿特理论衍生 出 埃及的生态教育理念

古埃及人创立的生 态教 育理念是 建立 在玛阿特理论的 基础之上的 ， 是

玛阿特理论 的扩大和延伸 。 玛 阿特被认为是诸神在创世 时就 已建立起 的
一

种 自然与社会的 良好秩序 ，
玛阿特代表着 神的 意志 。 埃及宗教要求人人都

要按照神 的意志行事 ， 包括法老在 内 的
一切社会成员都要遵守和维持神所

建立的秩序 。 这种秩序是 国事行为 的规范 ，
也是指导个人行为 的 标准。 埃

及宗教要求人们一切 都要顺应玛 阿特 ， 在生 态方面 ， 就是顺应 自 然规律 、

生态法则 。 表面看来 ， 玛阿特理论 围绕 的 中心是个人生活规范 、 宇宙秩序 、

社会道德等 ， 实际上 ， 所有这些都是 围绕着
一个理念 ， 即 整个 宇宙 ， 包括

人类是一个有序的生态世界 。 从生态 意义上看 ，
玛 阿特 的实质是神 向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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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 人类 的
一切行为都需要 以维护生态体系 的有序运转为前提 。

埃及的生态教育就建立在这
一理论之上 。 既然法老可 以确保 自 然生态

秩序的健康发展与平稳运行 ， 那么 他也就掌握着 自 然生态 的 运行规律 。 法

老如何做到使 自 然生态保持平衡 呢 ？ 因为 神赋予了 法老管 理人间 ， 教化百

姓 的权力 。 他可以 利用 自 身权威制 定法律 ， 令人 民 服从他 的权威 。 但在古

埃及 ，
法老更多的 时候不是动用军 队 、 警察 、 法律来强迫人 民服从他的 权

威 ， 而是利用宗教教义和道德伦理教化 民众 。 众所周知
，
法老兼任 国王与

祭司
，
是王权与神权合

一

的统治者 。 法老 的统治属 于神权政治 ， 其国 家体

制是政教合
一的 。 古埃及 宗教体 系 中

一

系列 的清规戒律和神话传说 ， 包 含

了 丰富 的生态教育理念 。 埃及宗教中 的
一些 生态教育理念令 当今社 会的 我

们不能不为之叹服 。

３ ． 玛阿特理论对个人的要求与控制

玛阿特的信仰关系着每个人死后亡灵能否得 到永生的 问题 。 在古埃及 ，

死者还有一个名 字
“

玛 阿特之音
”

，
如果他在现世遵从玛阿特 ， 那么 他的亡

灵将在来世复活 ，
生命得到延续 。 也就是说 ，

玛阿特就是死者 的亡灵能否

获得永生的判定标准 。 在古埃及宗教教义 《 亡灵 书 》 中叙述 了冥神奥西里

斯审判亡灵 的宗教仪式 。 在亡灵审判 仪式上 ， 天平的 一端摆放着代表善恶

与是非的死者心脏 ，
而另 一端则是象征玛阿特的鸵 鸟羽 毛 。 只 有一生遵守

玛阿特 ， 所做 的 善事 远大于恶 行 的人 ， 其心 脏才能 与玛 阿特等重 或 比她

轻 。
？ 因此 ，

为 了获得来世幸福 ，
人们必须在现世行善积德 ，

按照宗教 的道

德标准约束 自 己 。 只要做 到 了这一点 ， 无论你是 富贵还是贫贱 ， 死者的 亡

灵都有机会获得
一

个永生 的来世 。 如果不信神 ， 没有履行玛 阿特 ，

一生的

恶行大于善行 ， 在 审判仪式上 ， 死者 的心脏将会 比玛阿特 的羽毛重 ， 那 么

死者 的心脏会被等候在旁边的 怪兽阿姆特吃掉 ， 亡灵被打入地狱 ， 不能进

人来世复活 。

按照埃及宗教 ， 玛阿特神被看作 社会 秩序 与 自 然秩序 的化 身 。 在埃

及这个神权政治 的 国度 里 ， 法老是埃及万 事万物 的 中 心 ， 集世 俗与 神圣

于一体 ，
沟通人世与神 灵两 界 。 他是 诸神 的 化 身 ， 代替 诸神治 理埃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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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 河水 的涨落 、 农业 的 丰 收 、 商业 的 兴衰 、 军 队 的 强 弱都有 赖 于他 。

至高无上 的法老被认为是根据 玛阿特 的 旨 意来统 治其 臣 民 的 。 玛 阿特实

际上是法老 意 志 与宗 教 观念 的 结合 。 玛 阿特对于不 同 的 人有 不 同 的 要

求 。 对 于官 员来说 ，
是戒除腐 败 ， 秉公执 法 ； 对于士兵来 说 ，

是 刻苦训

练 ， 英 勇作 战 ；
对于 农夫 来说 ，

是 辛 勤 耕 耘 ， 尽 心 尽 力 ；
对 于 工 匠 来

说 ， 是兢兢业业 ，
干好每

一

件活 ；
对于学生来说 ， 是刻 苦学 习 ，

获取更

多知识 。 总之 ， 玛阿特严格控 制着埃及人 生活 的 方方面面 ，
构成 埃及宗

教 一个 独特的理论体 系 。

二 通过神化 自 然培养民众生态意识 ，

如上所述
，
玛阿特代表 了和谐 、 秩序 、 公 平 、 正义等 理念 ， 神要求 人

们必须遵循这些理念。 法老作为神在人间 的代 表 ，
有义务将神 的这些理念

灌输到人的 思想 中
， 有 责任将 神 的 旨意传达 给埃及人。 为达到这

一

目 的
，

法老并没有用暴力强迫 民众去执行神 的理念 ，
而是通过创立宗 教来教化 民

众 ，
即法老是通过 宗教文 化建设来 完成这个任务 的 。 埃及宗教认为 ， 自 然

界的万物都是神灵创 造的 。 那 么这些 自 然 物也就有 了 神性 ， 因 而也是神 。

埃及人敬拜 自 然为神灵 ， 经历 了
一个发展过程 ，

这个过程与埃及宗教的 形

成与发展是同步的 。

１． 自 然崇拜
一直是埃及宗教崇拜的 中 心 内容

埃及宗教 的发展经历 了从万物有灵到动植物崇拜 ， 再到法老崇拜的 过

程。 不明 白古埃及宗教发展历程 的人很容易 产生错误 的 印 象 ， 以为古埃及

人崇拜很多神 。 实际上 ， 在埃及 某个地方 的人只崇拜某
一个或某几个地方

神 。

一方面 ， 由 于古埃及不同的诺姆 （ 希腊文 ｍｎｎｏ ｓ
，
意为畜牧的地方 ，

相

当 于州 ） 崇拜不 同 的 神灵
；
另 一方面 ，

神灵 随着 国家 的统
一

而发展演变 ，

有的地方神 随后发 展成为全 国 性 的神 ， 有 的地方神则被淘 汰 。 这种情况 ，

给人造成埃及神灵众多 而复杂 的 印象 。 不论古埃及 的神 灵如何发展 演变 ，

但万变不离其宗 。 埃及 的神灵崇拜始终 围绕着大 到宇宙 ， 小到动植物 的 自

然崇拜这个 中心 。 虽然发展 到后来埃及 的神灵开 始人格化 ， 就是人格化 以

后 的神灵仍与大 自 然息息相关 。 如被 人格化 的神 法老 ， 在埃及 的绘 画 与雕

刻 中仍然被描绘为一副没有表情 的冷漠 的宇宙形象 。 作为神 的 肉 身 ， 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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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描绘为情绪化 的形象 。 法老 的 神力 被认为可以 驱除混乱 ， 代表宇 宙

之神 主持人间 的秩序 。 法老是 自 然界诸神在人间 的代表 。

２ ． 早期 的宗教反映 了埃及人生 态意识 的萌芽

埃及宗教早期的 自 然崇拜 可 以从对赫利奥波利斯 的考古发掘 中得 到证

实 。 在赫利奥波利斯 ， 考古学者发现 了早期神庙建 筑的遗迹 。 彩 陶绘 画 中

的船只上有清晰可辨的神像图腾 。 象征繁殖的敏神 （
Ｍｉｎ ） 形象在绘 画中 最

为常见 。 除了绘画 ， 早期 的
一些雕像也夸 张地表现敏神 的形象 。 在墓 室绘

画 中
， 敏神常常被描绘为具有雷霆万钧和狂风骤雨 的威力 。 敏神 自 前王朝

时期起 ， 就是 广受埃及人尊崇 的 丰饶多 产之神 ， 也是上埃 及库 普特普斯

（ Ｋｏｐｔ

ｐｓ ） 地 区的主神 。 敏神 以头戴与阿蒙神相同 的双翎冠 、 阴茎勃起的男

性木乃伊形象 出现 。
？ 他还是东部沙漠的守护神 。 除地方神外 ， 太 阳神 和尼

罗河神是埃及全国性 的大神 。 埃及人对太 阳神 的崇拜贯穿埃及宗教发展 的

大部分时间段 ，

一般的 教科书上已 多有论述 。 下面我 主要探讨的 内容是法

老政府通过对尼罗河神 的塑造来强化人们 的生态环保意识 。 早期 埃及宗教

中埃及人的生态意识 已经萌芽 ， 只是 到后来 ， 随着埃及宗教 的发展 、 教义

的 完善与系统化 ， 埃及人的泛生态意识明显通过宗教体现出来 。

３． 法老政府通过塑造尼罗 河神强化泛生态意识

尼罗河是养育埃及人的母 亲河 ，
被埃 及人视为生命之源 。 河水 浇灌 了

田野 ， 给埃及人带来 了丰 富 的食物和充足 的衣物 。 同时 ，
尼 罗河 又是埃及

南北交通 的大动脉 ， 给埃及人 的 出行 带来便利 。 尼罗 河在埃及人的眼里是

神圣的 ， 假若有人溺水而亡 ， 两岸 的 居民 要给尸 体涂上颜料 ， 加 以 装饰后

再予 以下葬 ， 让他看起来 已 经不是一具 尸 体 。 埃及人相信他在进 入冥界后

是会复活的 。 就是说埃及人尽量模糊尼 罗河 给埃及人带来的 负 面影 响 ， 而

美化尼罗河给人们带来的丰收和喜悦 。

由 于尼 罗河完全决定着这片土地上的法规 ，
因此阿蒙神 ？通过他 的祭司

颁布命令 ： 凡被尼罗 河淹没 的地方都是埃及 的 土地 。 这种宣誓领土主权 的

方式完全是从生态视角 出 发的 ，
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 阿蒙的 祭司 还宣布 ，

①Ｒｉｃｈａ ｒｄＨ ．Ｗ ｉ
ｌｋ ｉｎｓｏｎ ， ７％ ｅＣｏｍｐＺｅｆｅＧｏｔ

／ｓａｍｉＧｔｗＷ ｅｓ ｓ ｅｓｑ／

＇

Ａ ／
ｉ
ｃ ｆｅｒａｔ 五幻讲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ａｍｅ ｓ＆

Ｈｕｄ ｓｏｎＬｔ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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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３ ， ｐ

． １ １ ５ ．

② 早期 阿蒙是底比斯的地方神
，
以 雌鹅的形象 出现 ； 新 王 国时期 成为全 国 性 的主神 ， 以公羊

的形象 出 现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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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居住在埃利潘蒂尼① 以下 ， 饮用尼 罗河水 的人都是埃及人 。
② 这一声 明

是认识上 的一 个巨 大变革 。 众所周知 ， 原始社会 的人们是 以 血缘为纽 带 ，

结成
一个共同体 。 埃及祭司 的这个声 明 已 经打破了原始社会以 来的 结盟规

则 ， 而以尼 罗河水为纽带 。 这种 以 自 然物为纽带 的结盟规则 ，
是埃及 民 族

形成的标志 ， 所 以说尼 罗 河塑造 了埃及人 ， 埃及人就是 喝尼罗 河水 的人 。

这样的声明 ，

一方面 ， 凝聚 了埃及 民族的 向心力 ， 促成 了埃及 民族 的团结 ，

巩固 了 国家的统一 ；
另 一方面 ， 也强化 了 民众 的 生态意识 ，

起到 了生态教

育作用 。

确实 ，
对于古代埃及民族而言 ，

尼罗 河在任何时候都 是他们判断事物

的标准 。 对法老而言 ，
最 大的 心愿 是在 自 己 死后 ，

人们在谈论到 自 己时
，

会说他就是尼罗 河 。 法老身后的荣耀 ， 他 的功绩都与尼罗河有规 律的泛 滥

联系在一起 。 只有 这样 ， 他 的灵 魂才能 在冥界通过冥神 奥西里斯 的 审判 ，

在来世永生 ， 灵魂 不朽 。 而对每一位埃及人来说 ，
死后 同样 面临冥神奥西

里斯对亡灵的审判 。 他们坚信 ， 只 有在现世虔诚地敬奉神灵 、 不违反宗 教

诫命 的人 ， 其亡灵才能通过审判 ， 进人来世的天堂 ， 得以永生 。

埃及宗教规定了人们在现世必须遵守的 ４２ 条诫命 ，

？ 若违背了 其中 任

何一条诫命 ，
亡灵在冥界接受奥西里斯审判时都将被判死刑 ，

灵魂要下地

狱
， 心脏被怪兽吃掉 ，

不得进入来世复活 。 宗教要求埃及人遵守 的 ４２ 条诫

命 中 ， 有不少诫命与尼罗河相关 。 判处亡灵死刑 的诫命包括堵截尼 罗 河水

流 、 污染尼罗河水 、 破坏尼罗河堤坝等 。
？ 埃及宗教将尼罗河奉为神灵 ， 他

们创造的尼罗河神哈皮 （ Ｈａｐｙ） ， 是身为男 性但却长着硕大胸乳 的形象 ，
因

为胸乳在埃及人那里是丰产的象征 。 尼 罗 河神在新王 国时期是全 国性的 主

神 ， 备受政府和 民众的崇拜 。 他们虔诚地敬奉尼罗 河神 ，
对河神善待有加 。

① 上埃及 阿斯 旺省尼 罗河 中 的岛屿 ， 第十八和第十九王朝的法老曾 在此处建造 了
一

座神庙 。

② 〔 徳 〕 埃米尔 ？ 路徳维希 ： 《青 白尼 罗河 》 下册 ， 郭院林等译 ， 花城 出 版社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３ ７

页 。

③ 当 时埃及全国共有 ４２ 个诺姆 （ 相当于州 ）
。 埃及人将现世 与来 世看作对 等的两个世 界 。 现

世有 ４２ 个诺姆 ， 那么在埃及人虚构 的来世 中 也是 ４２ 个诺姆 。 ４２ 对埃及人有着 不同 寻常的

意义 ， 如这里将人一生必须遵守 的诫命规定为 ４２ 条 。 除此之外 ， 冥神奥西里斯审判 亡灵 的

陪审团 成员也规定为 ４２ 人 。
４２ 不仅象征着埃及全国 ， 而且具有

“

完整 、 全部
”

的意义 。

④ 〔徳 〕 埃米尔
？ 路德维希 ：

《青白 尼罗河 》 下册 ， 郭 院林等译 ， 花 城 出版 社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３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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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的地方敬奉不同 的 神灵 ， 但 由 于神灵多是 自 然神 ， 人们从心里崇

拜它们 ， 这就使埃 及宗教宣扬的 泛生态意识和保护环境 的 观念深人 民 心 ，

由此起到 了对民众进行生态教育的作用 。

三 通过装饰审美不 断强化生态意识

审美具有意识形态性 ，
所 以装饰审美也就具有 了 审美教 育意义 。 埃及

人用动植物图案装饰 日 常用品不仅仅涉及审美 ， 还体现 出 装饰者对动植物

的敬畏与热爱 ， 从而对制作装饰图 案产生浓烈的情趣 。 在此动力 的驱动下 ，

他们构思出各式各样 的动植物装饰品 和装 饰图案 ，
以其美来 感染 他人 ， 观

赏者受这些装饰品 和 图案 的吸 引 ， 产生审美 的愉悦 。 因为这些装饰 品 以动

植物为图案 ，
所以 ， 每

一次审美的 愉悦都伴随着对动植物珍爱感受 的加强 ，

最终化为现实生活 中 的生态意识 。

１ ． 植物是埃及墓室和神庙使用最多 的装饰物品

尼罗河畔 ， 几乎所有能 叫得出 名字的 植物 ， 早在 法老时代 即为人所知 。

其原因是植物是埃及墓 室和神庙使用最多 的装饰 物品 。 由 于古埃及独特的

丧葬习俗以及干燥的沙漠环境 ， 使得那些坟墓 中的装饰得以长期保存下来 。

当人们打开古埃及人 的坟墓査看木乃伊时 ， 考古学者陆续发现木乃伊周 围

有 ２００ 多种植物 。 木乃伊的头部摆放着月 桂树枝或某个品种 的莲花 ， 手握长

春花或怪柳 的 嫩枝 ，
项 上环绕着素馨或 者薄荷 ，

迷迭香 、 木樨草 、 玫瑰 、

没药 和墨角 兰铺洒 于卧榻 。 此外 ， 墓 室还要用着色 的靛蓝 ， 用 漂洗 头发的

散沫花来装饰 。
？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这样如此热

爱和珍视植物 ， 早在 ６ ０００ 年前埃及人就熟知如此多 的植物品 种与属性 。 在

神庙装饰 中
， 人们发现大量以 动植物装饰 的绘 画和 浮雕 。 在 卡纳克 神庙 的

栏杆上 ， 有在岩石的罅隙 中绽放 的髙脚杯似 的莲花
；
有从尼 罗河 沼泽地里

探出尖尖脑袋的纸莎草
；
有在花草丛中 穿梭觅食 的精灵般 的戴胜 鸟 和可爱

的鸫鸟
；
有在毛茛属植物下奔走嬉戏 的鹬

；
也有 在髙雅 的百合花下 打盹 的

鹮 。 所有这些可爱 的生物形象 ， 都被工匠 们刻 画 在这个神圣 的祈祷场所之

①Ｊ ｏｈｎＨ．Ｔａｙｌｏ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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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在所有壁画 中 ， 出现最 多 的植物要数 纸莎草 。 壁 画 中 ， 法老 的 臣 民们

将收割的 纸莎草扎 成捆 ， 用来编草垫 ， 捻绳子 ， 结拖鞋 ， 扎草船 ， 甚至还

用它盖屋顶 。 纸莎草 的根还可 以食用 。 人们更多的 时候是把纸莎草做成 纸

张 ， 传播文明 。
① 走进卡纳克 ，

人们犹如打开了埃及人生活的历史长卷 ，
在

这里聆听祭司 吟诵经文 的声音 ， 感受大 自 然神灵 的形象 ， 潜移默化地受 到

宗教 自然观和泛生态意识的教育 。

２． 动物形象是大型公共建筑必备的装饰

任何
一

个到埃及旅游的人 ， 都会在大金字塔前 与狮身人面像拍照合影 。

用大型动物雕塑装饰法老 的 陵墓 ，
已 经不仅仅是

一种 宗教审美 ， 而且成 为

皇室高贵 的象征 。 除了 大金 字塔前 的斯芬克斯外 ，
在古代埃及 ， 其他法 老

的金字塔也经常有 大型动物雕像装饰 陪伴 ， 只 是没能保 留到今天 。 保 留 至

今的还有著名 的埃及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特陵墓前的葬祭庙 ， 在 葬祭庙前长

长的 甬道两侧 ，
排列着 两排大型的公羊雕塑 ， 也被称为斯芬克斯 。 除了 王

陵外部有大型 的动物雕塑外 ， 在法 老墓 室的 壁画 中我们也 可 以 看到埃及人

描绘的动物场景 。 埃及人将栖息于尼罗 河畔众多的 动物描绘在法老墓室 的

壁画 中 ，
可见埃及人对动物的 喜爱与崇拜 。 从法老墓室 的 壁画 中 ，

我们可

以看到尼 罗河堤坝上漫步的 狮子 ；
泥泞 的河水 中打滚 的河 马 ； 神庙门 前堤

坝上晒太阳 的尼罗 鳄群 。 这些惬意的 绘画再现了 当 年尼罗 河畔动物们生活

的场景 。 除了用动物雕塑装 饰王 陵外 ， 古埃及神庙前也经常使用大型动物

雕塑作为装饰 ， 如著名 的 卡纳克神庙 前的两排公羊雕塑 ， 就给游人 留下 了

深刻印象 。

埃及人对动物的敬畏与喜爱 不只是叶公好 龙式 的 ， 他们对动物 的敬畏

与喜爱是发 自 内心的 、 是真心实意的 。 诚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 多德所言 ，

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像埃及 这样 ， 人们几乎视所有 的动 物为神圣 ，

也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像埃及这样善待动物 。
？ 当 时的埃及人修建 了专门 的

动物神庙 ， 敬奉它们 ；
在生活 中 ， 埃及人 不仅收养受伤 的 动物 ， 而且拯 救

瀕临死亡的动物 。 埃及人甚至可以 剃下孩子的 头发去换银两 ， 以便为那些

“

神圣
”

的动物购买食物 。 如果一只猫死了 ， 全家人都会刮下眉 毛 ，
以示哀

①Ｒ ｉｃｈａ ｒｄＨ．Ｗ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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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古希腊 〕 希 罗多德
：

《历史 》 上册 ，
王以 铸译

，
商务 印书馆 ，

２００５
， 第 １ ３８ 页 。



２４４
丨 中东 问 题研究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２ 期 （ 总 第 ２ 期 ）

悼
；
同样

，
狗死了

，
全家人则剌掉全身的 毛发 。 死去 的 动物被 隆重地制作

成木乃伊下葬 ， 比如圣鹮 ， 甚 至拥有专 门 的 墓地 。 在动物墓地 中 ， 人们 发

现古埃及人曾经给死去的鳄鱼和蛇 的尸身上涂抹香料 。 如果 有人杀死了 神

圣的动物 ， 会以故意伤害神圣动物罪而被判 死刑 ；
如果 是误 杀则要 付出 神

庙祭司规定 的罚 金
； 如果有人杀死 了 朱鹭或鹰 ， 则 无论是故 意还 是误杀 ，

一

律处以死刑 由于埃及人
“

对 宗教的虔 诚远胜过其他 民族
” ②

， 古埃及

的宗教戒律就是法律 。 实际上 ， 这些规定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物保护法 。

３
？ 以动植物图案装饰家室和 日 常用 品成为埃及风情

埃及人为了加强生态意识 ，
逐渐形成 了 以动植物装饰家室和 日 常用 品

的 习俗 。 崇尚 大 自 然 ， 使用动植物装饰 已 经成为埃及 民族 的风情 ， 融入 了

古埃及人的血液 。 埃及人不仅在房前庭 院里种植蔬菜 ， 建造 园林 ；
而且在

屋 内装饰上大量采用 自 然景色和纯 天然材料 。 埃 及人 以 自 然为美 的理念 ，

也体现在服饰上 。 古埃及贵妇的 头饰 上 ， 常用动物的 羽毛或植物 的 花朵做

装饰 ；
他们的 日 常用 品也常以动植物来装饰 ，

如 图坦卡蒙墓 中 出土 的椅子 ，

椅腿被雕刻成狮爪形状 ， 椅 子扶手上雕有狮子头
；
开罗 博物馆收藏 的

一个

古埃及勺子 ，
是埃及哈托尔 女神和鸭子构成 的一个奇特造型

， 传达 出 浓浓

的生态和宗教文化气息
；
大英博物馆收藏 的古埃及 装眼影 的瓷瓶 ，

被制成

纸莎草秆的形状 ， 瓶身有水纹波浪形纹饰
，
瓶盖则是莲花形 。

？ 这样 的装饰

顷刻间就可 以把埃及人的思绪从繁华的 伦敦引 到风 景如 画 的尼罗 河 畔 ，
勾

起埃及人的思 乡之情 ， 使受过宗教熏 陶 的埃及人产生对大 自 然 的敬畏之情 。

该瓷瓶不仅是艺术品 ， 具有审美价值 ， 而且通过审美愉悦给人 以生态教育
，

潜移默化中使生态意识渗透到使用者的脑海之中 。

四 通过宗教文化给 民众灌输简单消费思想

古埃及人简单消 费的思想观念 ，

一方 面来 自 当时埃及恶劣 的 自 然生态

环境 ， 另
一方面来 自埃及宗教神学 的教化 。 埃及宗教是尼罗 河生态环境 的

① 〔古希腊 〕 希罗多德 ： 《历史 》 上册 ， 王以 铸译 ， 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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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 。 尼罗 河生态环境孕育 出 埃及 的 绿洲文化 。 这种文化要求人们和谐相

处 ， 简单消 费 ， 紧密 团结 ，

一致应对恶劣 的 自 然环 境 。 法老时代 ，
大 自 然

没有赐予埃及茂密的 原始森林 ， 他 们无法依赖狩猎活动来维持生 活 。 在降

雨量为零或近乎为零 的沙漠地带生存的埃及 民族 ，
充分发挥 自 己 的 聪明 与

智慧 ，
尽其所能应对恶劣的生态环境 。

１ ． 简单消费是埃及独特的 自然生态与环境的客观要求

尽管当时埃及面积多达 １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 ， 比法国和意大利加起来还大 ，

但古代埃及接近 ９０％ 的面积为沙漠 ，
在 比瑞士还小 、 面积不到全 国 １ ０％ 的

尼 罗河流域聚集着 １４００ 万埃及人 口 。
？ 神圣的 河水 吸引 了如此众多 的埃及

人云集于尼罗河谷和下游三角洲地带 ， 以 至于这个地方 的人 口 密度 比 当时

地球上任何
一

个地方都要稠密 。 在这种人 口 稠密 的环境 中产生 了
一

个高度

社会化的埃及 。 尼罗 河流域是埃及 文明 的发祥地 。 埃及 的农耕 文 明完全依

赖 自 然 。 埃及土地上 的细枝末 叶都 离不开 阳光 的普 照和尼 罗河 水的 滋润 。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 多德精辟地指 出 ， 埃及是尼 罗 河的 赠礼 。 确实 ， 埃及

文明来 自 太阳和尼 罗 河慷慨的 馈赠 。 古代 的埃及 ，
几乎没有邻居 ，

它位于

两大海洋和三大沙漠 之间 ， 与 它相伴 的 只有海洋和沙漠 。 在这样 的 自 然生

态环境中 ， 只有人人过简朴 的生活 ， 才不会超过大 自 然的 承受能力 。 否则 ，

大家都将无法生存 。 可见
，
简朴生活 、 简单消费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前提 。

埃及宗教虽然起源于世俗生活 ， 但在死者身后的 冥世 和来世得以升华 。

埃及宗教刻画 的来世虽然是现实世界的 翻版 ， 但在许多方面高于现世 ，
因

为在那里人可以永生 。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 ， 埃及人形成 了重来世 、 轻现世

的传统 。 所以古埃及人的 民风民俗 ， 就像尼罗 河水
一般简单而朴素 。 当然 ，

这与他们 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 残酷 的生态环境赋予了他们现实主义精神 。

尼 罗河绿洲狭小的空 间迫使他们的 居住地拥挤不堪 ， 人们彼此依存 ， 没有

任何人能够独善其 身 。 这种生态 环境孕育 了 埃及社 会 ， 人与人 、 人与神 ，

以及人与社会之间 和谐相 处的 习俗 。 因 此
，
和谐 、 秩序是古埃及宗教的 核

心 内容之一 。 埃及恶劣 的生存环境 与 自 然生态促使埃及人只 有抱 团取暖才

能求生 ， 因为个人的 力 量是无法应 对 自 然威胁 的 。 可以 毫不夸 张地说
，
阳

光已 将埃及人的矛盾蒸发殆尽
，
洪水迫使他们团结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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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简单消费思想来 自埃及宗教教义的积极 引 导

在尼罗河狭长的绿洲里 ，
埃及 民族逐渐 兴盛 ，

形成 自 己 独特 的 宗教文

化 。 尼罗河使埃及人成为共 同体 ， 造就 了埃 及民族 。 太阳 和尼罗河是埃及

人崇拜的两位主要的神灵 。
？ 因为崇拜太阳 ， 埃及人形成了 热爱生命 ，

崇 尚

节约 的习俗
；
因为崇拜尼罗 河 ， 埃及人建立起 了

一个秩序井然 、 相互尊重 、

彼此依存的社会 。 尼 罗河生态环境下孕育 出 埃及这个独特 的 国度 。 在法老

治理下的埃及 ，
工作成为必须 ， 敬神成为 习惯

，
服从 体现理性 。 尽 管在古

埃及也有富人将劳动 的重负 转嫁到 穷人身上 ，
自 己 不劳而获 ， 但这些肩 负

重担的劳动者几乎很 少反抗 ， 他们依然欣喜地工作着 。 因为按 照埃及宗教

神学
，
欺压百姓 、 为非作歹 ，

一生作 恶多端 的人死后
， 将 受到冥神奥西里

斯的审判 ， 其灵魂要下地狱 ，
不能到达永 生 的来 世 。 埃及人认为 ，

他们 自

己 没有反抗暴政的必要 ，
他们相信这些不劳 而获者 的亡灵将受 到奥西 里斯

神的惩罚 。 他们的辛劳会使 自 己 的 灵魂顺利通过冥神的 审 判 ， 进人来 世复

活 ， 得以永生 ， 享受天堂 的恩泽 。 宗教教义使这个 国家 的 民众 的辛 劳变得

神圣 ，

“

拉
”

神 的 阳光温暖着这个国家每个 劳动者 的心灵 。 宗教神学描绘的

来世 ，
对现世的人们充满诱惑 。 由 于埃及 自 然条件恶劣 ，

埃及人 身处逆境 ，

他们对来世充满憧憬 。 因 为现实残酷 ， 他们追 求永 生 。 所有 的埃及 神话 、

传说最终都体现着
一

种思想 ，
那 就是 与 死亡抗争 。 埃及宗教宣扬 的现世短

暂 、 来世永生 的思想支配着所有埃及人 。

３． 简单消费的生活方式成为埃及人的 民族习 惯

在上述宗教思想的支配下 ， 整个埃及社 会奉行简单消 费 、 生活朴 素 的

民风 。 在古代埃及 ， 现世的 民居
，
采用 土坯 来建筑 ，

而冥世 亡灵居住 的墓

室则 需要用石材来建造
，
因 为他们认 为 ，

墓室是 他们未来的 家 。 埃及 宗教

提倡现世生活简单化 。 根据 希罗 多德 的描述 ， 在 日 常生活 中
一般埃及男 子

只有两件衣服 ， 而有的妇女甚至只有
一

件衣服 。
？ 总之 ， 埃及人践行的 是朴

素简单 的生活方式 ，
连法老也不例外 。 现在 去埃及旅游 的 观光者 ， 很少看

到法老的皇宫
，
映人眼帘的 不是巍峨的 神庙 就是 高耸 的 金字塔。 这说明法

老时代建造的皇宫远不及金字塔和 神庙坚 固 。 这其 中 的 道理很简单 ： 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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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是现世法老的 居所 ， 而金字塔 是法老来世 的归宿 ， 自 然要 用坚 固 的石

材来建造 。

五 生态实践是对 民众最佳的社会教育

我国著名 教育学家陶 行知的 名 言 ：

“

生活 即教育 ， 社会 即学校
”

。 在建

设生态文明社会 的实践中 ， 法老政府通过生态实践让 民众亲身感受和体验

生态社会 。 用活生生的生态实践教育 民众 ，
从 中受益的 民众会 自 觉投身于

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
从而形成生态实践与生态教育的 良性互动 。 下面我用

三个事例来说明这
一问题 。

１． 法老政府按照 自 然节律制定历法安排农业生产

埃及人根据尼 罗河河水的涨落和作物生长的规律 ， 将一年分为泛滥季 、

生长季和收获季 ３ 个季节
， 每

一个季节为 ４ 个月 ，
共 １２ 个 月 ， 每月 ３０ 天 。

年末余下 ５ 天称
“

闰 日
”

， 作为节 日
， 如此全年共 ３６５ 天 。

？ 从每年 ６ 月 底

开始到 １ ０ 月 下旬 ，
尼罗河的泛滥带来了肥 沃的淤泥 ， 于是人们在这片沃土

上播种谷物 。 其后从 １０ 月 末到来年 ２ 月 末是生长期 ， 从 ２ 月 末开始
一直到 ６

月 底进人收获季 。 古埃及是一个农业社会 ， 大多数人居住在农业村落里 ，

尼罗河每年泛滥的节奏决定 了村落的 生活节奏 。 在泛滥季 ，
法老组织人力

修建神庙和金字塔等大型公共工程 。
一方面 ， 利用这个时 间修建工程可以

解决 闲置劳动力 的 问题 ， 因 为在泛滥季人们无法在农 田 里耕作 ，
法老可以

招募到 足够的人力 ；
另一 方面 ，

这个时候修 建大型工程可 以充分利用尼罗

河水进行运输 。 在洪水泛 滥的季节 ， 用大型的排筏或平底船可 以把大块的

石头轻易地运送到很远 的地方 。 大 型石 材是修金字塔 和神 庙必不可少 的 。

如果没有充足的河水是无法完成运输任务的 。 在生长季和收获季
，
农夫进

行农 田 管理和收获庄稼 。 法 老政府按 自 然规律安排生活与生产 ，
既顺应了

自然规律 ，
同时也使民众受到生态教育 。

２ ． 法老政府在南方修建的军亊堡垒群落具有生态价值

布恒 （ Ｂ ｕｈｅｎ ） 位于埃及南方 ， 尼罗 河中游与努 比亚交接地带 。 它是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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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军队驻守的军事要塞 。 埃及军队 在这个城 堡修建 了 大型 的堡垒群落用 以

抵抗外来人侵 。 从生态的 视角来看 ， 这些堡 垒群落具有重要 的生态与环保

价值 。

按照学界传统 ， 古埃及南 部疆界位于尼 罗河河谷 的大象 岛 附近 。 尼 罗

河上多有妨碍河流交通 的 险滩瀑布 ， 而瀑布附近多岩石 ， 其 中尼罗 河第一

瀑布位于大象岛 的南面 。 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左右 ，
埃及政府征服努 比亚后 ， 埃

及人在尼罗 河第二瀑布周 围
， 利用 当 时的 地理环境修建 了 许多军 事堡垒 。

布恒堡垒群是埃及军队修建 的最大的
一处堡垒群落 。 它给我们展现 了

一 幅

埃及人利用 自 然的独特图景 ，
与我们在王室 陵墓和神灵庙宇 中看到 的 图景

迥然不 同 。 除了具备纯粹 的防御 目 的 和军事功能外 ， 布恒堡垒群是
一座利

用 自然 的环保建筑 。 它用就地取材 的 土砖建成 ， 每座堡垒平均 占地 面积 ８０

平方米 ， 筑有双重城墙 ，
墙外为深沟 围 绕 。 这样 的土坯建筑不会对 自 然造

成影响 ， 完全符合生态与环保理念 。 从生态角度来讲 ， 这些 建筑是可逆的 。

布恒堡垒众多的菱形使得外墙的 军事功能得 以展现 ， 守卫 的 士兵可 以从多

个角度向来犯的敌人 发射箭矢 。 内 墙 厚达 ７ 米
， 两个棱堡 之间 的 墙面厚达

１ ５ 米 。 这样的建筑冬暖夏凉 ， 完全可以抵御夏季沙漠的 酷热和冬季 的寒冷 。

城墙角 有髙大的塔楼 ， 之 间分布着较小 的塔楼 ， 彼此 的 间 隔距离相等 。 布

恒不仅适宜军队长期驻守 ， 而且 易 守难 攻 。 努 比亚 国王统帅的 部落军队对

之无可奈何 ，
直到公元前 １ １ ００ 年埃及从努 比亚撤军 ， 布恒堡垒群才被遗弃 ，

在使用期间从未失陷过 。
？

３ ． 法老政府对法尤姆绿洲 的治理与开发

古埃及法老敬拜 自 然为 神灵 ，
处处奉行顺应 自 然的 生态法则 。 埃及生

态政策追求 的最髙 目 标是人与生态 系统 的和谐 。 法老政府认为 ，
人面对 自

然生态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 法老的政 策是
，
努力使 自 然生态的 演变朝着更

加符合人与 自 然生态 和谐 的方向 发展 。 法老政府对尼罗河 流域法尤姆绿洲

进行的治理与开发
，
就是法老人文生态思想 的集中体现 。

法尤姆在埃及语和阿拉伯语 中是
“

湖
”

的意思 。 为 了便于耕种和维持

尼 罗河下游河水的稳定 ， 法老需要一个湖和修建一条运河来 调控尼罗 河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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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
古埃及人在尼罗河西南沙漠深处找到 了莫利斯湖 （

Ｍ ｏｅｒｉ ｓ
， 今天的加

龙湖 ） 。
① 公元前 １ ９００ 年 ，

法老塞索斯特里斯二世 （
Ｓｅ ｓｏｓｔｒｉ ｓ Ｉ Ｉ

， 前 １ ８９ ５ 至

前 １ ８７ ８ 年 ） 下令在法尤姆开凿运河 ， 将尼罗 河水与莫利斯湖连接起来 ， 通

过控制河水治理法尤姆绿洲 。 开凿运河 是一项浩大 的工程。 为安 置参加工

程建设的劳工和官吏 ， 法老在法尤姆附近兴建 了新 的城镇 。 法老本人亲 自

监督了修建运河 的工程 。 法尤姆绿洲原是一大片沼泽地 。 按照计划 ， 运河

修成后 ， 将 由莫利斯湖 、 人工运河与尼 罗 河一起构 成大 自 然呼吸的生态系

统 。 它在洪水泛滥时期 吸收多余 的河水 ， 等到洪水消退 ，
又将其积蓄的河

水归还给尼罗河 。 在播种和收获季节 ， 湖水不仅用来灌 溉而且也 滋养 了许

多动植物
， 使法尤姆成 为名 副其实 的绿洲 。 人工修建 的运河与泄洪渠 ， 可

以协助大 自然达到收放 自 如的 双重调节 功能 。 由 于开凿运河 的计划完全遵

循 了 自 然法则 ， 运河竣工后发挥 了 巨 大的 生态效益 ， 达到 了预 期 的效果 。

经过排水治理后 ， 塞索斯特里斯二世开始 向法尤姆地 区 大规模移 民并进行

耕种 ， 使过去的 沼泽变成了 万顷桑 田 。 希腊历史学 家希 罗多德从一个旅行

者的视角评价法老的行为 ， 他抱怨法老将埃及变成
一

片让旅行者无法骑马 ，

无法驱车 的土地 。
？ 历史证 明塞索斯特里斯二世修建的 人工运河是成功的 ，

起码保证了尼罗 河下游地区 １ ６００ 年 的安康与幸福 ， 直到托勒密埃及时期 。

塞索斯特里斯二世去世之后的历代法老都很注意疏通河道沟渠 ， 也是该工

程能够长期发挥作 用 的 重要因 素 。 希腊化时期 ， 埃及被看作希 腊的 粮仓 。

当时的希腊政府为了从埃及获得更 多的粮食 ， 统治 者让埃及人将莫利斯湖

底的水排干 ， 以便 获得更多 的 良 田
， 然 而结果却适得其反 。 这样 的改变影

响 了尼罗河三角洲地 区原有的 生态平衡 系统 ， 埃及 下游 的粮食产量并未 因

为种植面积扩大而增加 ，
反而有所下降 。 上述这些生态方面 的实践 ，

用活

生生的现实教育了古埃及人 。 从这个角 度来讲 ，

“

道法 自 然
”

是正确的选

择 。 换句话说 ，
生态实践活动是对民众进行生态教育最好的老师 。

启 不

众所周知 ， 生态文明 的基本含 义包括生态意识文 明 、 生态 制度文明 和

①Ｗ ｉｌｌ
ｉａｍＪ． Ｍ ｕｒａａｎｅ

，
７％ｅＣｕＷｅｔｏＡｎｃｉｅ ｎ

ｔ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１９８ ３
，
ｐ＿ １ ９ ．

② 〔 古希臜 〕 希罗多徳著＜历史 》 上册 ， 王以 铸译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５

， 第 １ ５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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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行为文 明
， 其中生态意识是基础 ，

没有生态意识就没有 生态行 为文 明

与制度文明 ， 而人的生态意识文明 关键在于对公 民进行生态教育 。 埃及文

明虽然是古代文明 ， 从属性上讲属农业文明 ， 但埃及文明 中 的 生态教 育智

慧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 ，
对今天我 国的公民生态文明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

第一 ， 古埃及宗教中 的玛 阿特理论虽然具有麻痹人民 群众 反抗法 老统

治的 教化作用 ， 是统治者维护 自 身统治的 重要手段 ， 但其 中 有对人的 行为

进行约束的作用 ，
从 中衍生 出 的生态教育理念对 当今我 国 的公 民 教育仍有

借鉴意义 。 我们今天要对公 民进行生态教育 ， 也必须建立 一套 完整的 生态

教育体系 。 通过生态教育体系 提高公民 的 生态保 护意识 ， 树立正确 的 生态

观 。 目 前 ，
我国学术界还缺乏完整 的 生态教育体 系

，
需要建立从小学 到大

学 ， 再到成人的公民 生态教育体系 。 笔者认为 ， 生态整体主义理论虽然 源

自 西方 ， 但可以作为我 国建立社会 主义生态观 的基础 ，
因 为生态是人类共

同面临 的问题 ，
是不存在意识形态 问 题的 。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有权 生

存和发展 ， 但人类的发展和对 自 然 的利用必须
“

在能为 自 然所吸收 、 适 于

生态系统之恢复的 限度内
”

。
？“

生态整体主义的 最终理想是整个生 态系 统的

和谐 、 平衡 、 稳定和持久存在 。

” ？ 这 和古埃及人在生态方 面的 理念有 异曲

同工之妙 。 古埃及人认为 ，
人与 自 然都是生态系 统 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 组成

部分 。 人与 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 、 征服与被征服 的关系 ，
而是存在相

互依存 、
和谐共处的关系 。 埃及生态文明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 。

第二 ， 古埃及法老政府通过神化 自 然 、 装饰 审 美不断强化 民众生 态意

识 。 我们今天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 虽然不 能效仿古埃及 的方法 ， 但 我们 可

以通过加强公民意识 ， 提高公 民素质来强化生态意识 。 作 为
一

个 国 家的 公

民 ， 哪些是应尽 的义务 ， 哪些是应负 的责任 ， 必 须清楚 。 笔者认为应 把生

态教育贯穿在公 民 教育 中 ， 从而提高公 民 的生态意识 。 现在 ，
更多 的人关

注 自 己作为公民 的权利 ， 而忽视作为公 民应负 的责任 和义务 ， 这种情况必

须改变 ，
应强调权利与义务并重 。 古埃及人通过装饰审美提高 民 众生态意

识这一点
，
可 以直接为 当今加强公 民教育所效仿 ，

如在 日 用产品 造型上用

一些动植物图案 ，
既美观又新潮

，
同 时起到 了提醒公 民注意生态和 环保 问

① 王诺 ： 《欧美生态批评 》
， 学林 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第 １

１ １ 页 。

② 王诺 ： 《欧美生态批评 》 ， 学林 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第 １ １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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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功效 。

第三 ， 古埃及法老政府通过宗教文化给 民众灌输简单 消费 的思想 ， 同

时通过生态实践建立生态文 明社会 的经验完全可 以为现代人继承 。 我 国与

古埃及一样 ， 是有着悠久文明 的 国 家 。 学者们应努力发掘 我国历史 中有关

生态教育与实践的 内容 ，
这是一笔 宝贵 的资源 。 用我 国 的历史传统教育公

民 ， 更容易为人们所接 受 。 同时我 国地域辽 阔 ， 有着不 同 的 地方文化 ， 我

们还可以发掘地方文化 中 的生态资源 ， 建立朴素 的 、 绿色 的消 费思想 。
一

方面
，
政府要进行生 态文化建设

；
另 一方面 ， 政府要不断探索 和加强生态

方面的实践
， 使人民切身感受到生态社会带来的好处 ，

让天更蓝
， 水更绿 ，

山更青 。 老百姓有了 亲身感受后就会 自 觉投身到 生态文明 建设 中去 ， 从而

形成人文生态与 自 然生态的 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 ， 建立生态文明 社会的 第一步是加强公 民 的 生态教育 ， 提髙

公民 的生态意识 。 可 以说 ， 提髙公 民生态意识是基础 ， 创立生态制度是关

键
，
公民生态行为是效果。 如果真能做到这几点 ，

我 国 的生态社会也将早

日 实现 。

［ 责任编辑 ：
白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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