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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以 《圣经》故事为基础，演绎

出凄美动人的爱情传说。该传说既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做铺垫，同时又有

《圣经》文本为素材，并经过无数“隐含作者”的加工，从而创作出所罗门

王与示巴女王的超级艳史。该传说得到了埃塞俄比亚民间和官方的认同，

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传说形成的原因，既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

向往，也有对知识与智慧的敬仰，还有贴近先进文化的期盼。而传说中蕴

涵着一种《圣经》文化现象，不仅凸显了 《圣经》的文化文本性质，还反

映了基督教文化中的马太效应。

关键词 《圣经》 所罗门王 示巴女王 圣经文化

《圣经·列王纪》中希伯来国王所罗门与南方示巴女王之间的故事，虽

叙述不多，但由于《旧约》中描述的 30 多位女性人物多为身份地位卑贱的

女子，或以男性人物的妻子等陪衬人物出现，① 而描写王室级别的女性人物

则少之又少，故此，对这位异族女王的记录就更引人注目，也更为中外学

者关注。多年来，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之间的故事曾被演绎为一出又一出

的经典传奇。而透过这一现象，我们看到后人由此演绎形成的 《圣经》文

化。笔者拟从文化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期冀从中找到该传说所蕴

涵的文化内核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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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故事到传说的文化演变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既有历史的内容又有创新的成分。就是

说，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所罗门王会见示巴女王的故

事在《圣经》中确有记载。只是原文记述着墨不多，只有寥寥数语，因而

如今我们看到的很多故事细节都是后世的演绎。笔者将对这一传奇从故事

到传说再到文化现象的过程进行一番梳理。

1.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希伯来人是一个不断迁徙、流浪的游牧民族。根据历史传说，希伯来

人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由于阿拉伯半岛以沙漠为主，所能养活的人口有限，

所以半岛上的阿拉伯人与希伯来人由于争夺绿洲的水源和牧草，不断发生

摩擦和冲突。于是希伯来人离开半岛，开始了大迁徙。他们先是迁徙到现

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然后从乌尔沿着两河平原向北前进，跨过约旦河，

来到迦南地区，就是如今的巴勒斯坦，① 并希望在此定居。可惜此地并非宜

居之地。在遭遇旱灾、大饥荒后，希伯来人的族长亚伯拉罕带领族人迁居

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在埃及生活了若干年后，由于不堪忍受法老的残暴统

治，摩西率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经过西奈山时，上帝耶和华交给摩西一

个石板，上面刻着十诫的内容，上帝要他以此约束民众。摩西在西奈山上

接受十诫，标志着犹太教的诞生，而摩西十诫也成为犹太教的圣物。希伯

来人重返迦南地区后，经过与当地民族的战争，希伯来人逐渐拥有了自己

的国土。公元前 1025 年，扫罗宣布建立希伯来王国。希伯来人从此有了自

己的国家，不用再到处迁徙。经过第二任国王大卫的南征北战，希伯来王

国逐渐强大。王国的疆域北起黎巴嫩山，南至埃及边界，西起地中海沿岸，

东达约旦河东岸，大卫王时期成为犹太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③

公元前 973 年，大卫去世，其子所罗门登基，成为第三任希伯来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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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Ｒeich，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Washington D. C. :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2005，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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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卫的主要任务是打天下，所罗门王上台后的任务就是守天下。如

何取得人心，巩固政权，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是当务之急。所罗门王被称为

“智慧之王”，他最大的功绩在于用七年时间在耶路撒冷为犹太教神主耶和

华修建了圣殿，被称为所罗门圣殿。① 摩西十诫及犹太先祖亚伯兰罕与上帝

签订的契约等所有文献都被存放在一个金制的柜子里。这个柜子被称为

“约柜”，是犹太教的圣物。大殿建成后，所罗门王把约柜就存放在大殿内，

由犹太大祭司保管，并让犹太人供奉，从而利用宗教信仰增强了国家的凝

聚力。由于有了这座雄伟的圣殿，耶路撒冷从此成为犹太教的圣地和犹太

民族的精神中心。

所罗门王是位才华横溢的君主。他在政权巩固之后，十分重视和周边

邻国建立睦邻关系，并积极开展互利互惠的贸易活动。公元前 10 世纪，希

伯来王国西面的邻国埃及沦于异族统治，国力渐衰; 东面两河流域分裂成

许多小国，混战不已。由此，希伯来王国成为当时西亚北非地区最强大的

君主制国家之一。为了给王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所罗门

王通过联姻、签订商约等手段与周边的埃及、推罗、西顿、赫梯、埃兰、

示巴和东面诸小邦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圣经》记载的所罗门国王与示巴

女王的故事，就是所罗门王与南方的示巴王国历史故事的演绎。这其中既

有真实的历史，又有演绎的成分，因此我们把它归于文化的范畴进行分析。

2. 《圣经》对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故事的描述

一般认为，示巴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相当于现在的也门。当然也

有学者认为示巴位于今天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因而示巴女王就是埃塞

俄比亚女王。出现这样的争论，其原因也并不奇怪。“示巴”也被译为 “萨

巴”，原意为“乐土”，或出产金矿的地方。示巴在强盛的时候，疆域地跨

红海两岸，包括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和东非地区，因此说示巴女王是也

门国王或埃塞俄比亚国王都符合史实; 加上古代国家的概念与今天也大不

相同，考虑这些方面，示巴女王的出身就不存在疑问了。据学界考证，示

巴王国的首都位于今天也门东部城市马里卜。考古学者在马里卜郊外沙丘

上发现了一处设计奇巧的建筑物废墟，据证实是公元前 4 世纪所建的 “月

神庙”。当地人把它称为“比基尔斯后宫”，而 “比基尔斯”就是他们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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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女王的称呼。

示巴女王对耶路撒冷的那次著名访问发生在公元前 950 年，那是一次具

有重大意义的国事访问。① 因为希伯来王国在北方兴起之后，不断向外扩

张，并开始影响示巴王国的发展与经济贸易。所以示巴女王面见所罗门王，

其目的有三。首先，希望解除希伯来王国对示巴王国的威胁。希伯来王国

兴起后，疆域不断扩大，已经扩展到示巴王国的边界。示巴女王明显感到

自己有可能是下一个被征服的目标，对此十分担忧。如果要消除来自北方

的威胁，只有与希伯来王国建立友好关系，小心翼翼，不让希伯来人找到

进攻的借口; 或是联合周边国家与之抗衡。显然女王选择了前者。其次，

所罗门王当政期间，希伯来王国庞大的商船队对示巴王国的商业贸易形成

巨大威胁。两者不仅在香料的收购、价格等方面形成竞争，而且希伯来人

还试图阻截示巴王国的商路，导致示巴的商业与经济利益面临威胁。正如

犹太学者纳尔逊·格卢克 ( Nelson Gluck) 所分析的: “示巴女王对所罗门

的访问负有一项外交使命。所罗门的商队截断了她的财源，因而她试图阻

止以色列扩大贸易。”② 最后，示巴女王久闻所罗门国王的大名。示巴女王

听说他相貌非凡，气宇轩昂，而且聪明智慧，雄才大略，因而想亲自见识

一下所罗门王的风采。

《圣经》是希伯来人的经典，其中描写的主人公是所罗门王，所以经文

仅强调了第三条原因，对前两条原因轻描淡写，并没有直接提及。《圣经》

上说: “神赐给所罗门王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

量。所罗门王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的名声传扬在

四周的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

的香柏树直到墙上的牛膝草; 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

所罗门王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 《列王纪上》4: 29 － 34) ③

显然，示巴女王也是被所罗门王智慧所吸引的列王之一。所以，《圣经》对

上述前两条原因轻描淡写，也是为了凸显主人公所罗门王的智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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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K. Gottwald，The Politics of Ancient Israel，Louisville，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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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圣经》为中国基督教协会所编，爱德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1995。按照学术规

范，经文采取夹注方式，冒号前为章，后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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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的描写中女性大多是陪衬人物，异族女王也不例外。

根据 《圣经》描述，示巴女王为了会见所罗门王，不仅精心打扮自

己，而且带着 120 他连的金子、宝石及大批香料，并在庞大的官员队伍陪

同下来到耶路撒冷觐见所罗门王。在会见中，示巴女王被希伯来王国的繁

荣强盛、宫廷的富贵奢华、朝政的井然有序、所罗门王的个人风采所震

惊。根据原文中的描写，示巴女王来到所罗门王宫，见王宫 “席上的珍馐

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

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地神不守舍”。 ( 《列王纪上》
10 : 5 ) 为了验证有关所罗门王的智慧，《圣经》上称女王就用 “难解的

话试问所罗门”， ( 《列王纪上》10 : 1 ) 没想到所罗门王对答如流，“没

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 《列王纪上》10 : 3 ) 女王因而被所罗门王

的智慧深深折服。

关于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会见的结尾，《圣经》中只写了一句: “示巴

女王一切所要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厚意馈送她。于是

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 ( 《列王纪上》10: 13) 到这里，《圣经》的

记叙就已结束。但阅读 《圣经》的人们仍然念念不忘，总想探究所罗门满

足了示巴女王的什么要求，《圣经》没有具体说明，只用 “一切所要求的”

一带而过; 他又向女王馈送了什么? 是物品、是条约，或是默契? 也没有

具体描述。不过，这种简略的叙事手法正是 《圣经》的写作特点之一。也

就是说，《圣经》文本本身具有的简约性和开放性，有很多情节点到为止，

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给以后文人墨客的演绎、加工和重新编写留下余

地，所以才有了后来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演绎与传说。
3. 有关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演绎与传说

后人根据《圣经》中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故事，演绎出一则凄美动

人的爱情传奇。根据笔者搜集发现，该传奇在学界有很多版本，但大多只

是故事梗概，篇幅不大。① 在这些版本中，要数德国著名传记作家埃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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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劳成译《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文化译丛》1988 年第 2 期; 吴再丰: 《寻找示巴女王

庙》，《科学之友》2004 年第 4 期; 陈志华: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天风》2011 年第 7
期; 胡德富: 《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研究》，2014 年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一

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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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 ( Emil Ludwig) 在其 《自然传记》中的描述较为详尽。① 下文笔

者就以路德维希著作中的描述为基础，同时吸纳现有版本中的一些内容，

阐述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之间的爱情传奇。

相传有一天，阿比西尼亚 ( 今埃塞俄比亚) 美丽的公主用黄金和珠宝

将自己装扮得美艳绝伦，她骑马来到耶路撒冷。她先前听说，那里由一位

帅气而且充满智慧的国王所统治，于是渴望能够亲眼见到他。这位公主就

是赫赫有名的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示巴女王。

当时，从巴勒斯坦来到也门 ( 当时的也门也属示巴王国的管辖范围)

的希伯来商人，到处购买名贵的石材，不管价格多高都将其买下，带回去

送给自己的国王所罗门王，因为他要为自己崇拜的神耶和华修建一座壮观

的圣殿。② 这一消息传到示巴女王那里，她对耶路撒冷的这位所罗门国王心

生敬意。而且女王还从商人那里得知，这位希伯来国王学识渊博，充满智

慧，满脑子的寓言和浪漫的故事。尤其是所罗门王利用智慧赢得女性的故

事，令女王兴奋不已。

就这样，打扮艳丽的示巴女王来到耶路撒冷，受到所罗门王的接见。

会见中，两人一见钟情，他们对彼此都产生了好感。但是作为一名聪明的

女性，女王懂得欲擒故纵的道理，她要故意吊一下所罗门王的胃口。一开

始她故意疏远他，拒绝住在他的宫殿里。当他向她献殷勤时，她聪明地将

话题转向一些深奥的哲学问题，所罗门王不得不开动脑筋，花整晚的时间

解答示巴女王提出的种种难题。女王心里当然也明白，所罗门王从她身上

想得到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娱乐方式，因为他是一个男人。在解答示巴

女王问题的过程中，所罗门王所表现出的睿智与聪颖，渊博的知识和修养

深深打动了女王的心。她完全折服于所罗门王的学识，与他交谈简直就是

一种人生享受，因为她认为自己仿佛徜徉于知识的海洋。

最后，女王离别的日子近了，所罗门王就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向女

王的商队慷慨地赠送了许多当地特产和具有民族特色的礼物。示巴女王意

识到所罗门王逐渐变得焦躁不安，善于讨好女人的所罗门王发现自己的聪

明与才智对女王全无用武之地。因为女王把所罗门王的心思完全猜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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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 《自然传记: 青白尼罗河》 ( 上册) ，郭院林等译，花城出版社，

2008，第 78 ～ 79 页。
N. K. Gottwald，The Politics of Ancient Israel，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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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在女王的掌控之中。于是她稍微放松了礼节的束缚，鼓足勇气告诉

国王，如果他发誓不骚扰她的话，她可以在他的宫殿里度过最后一晚，而

她也承诺将尊重所罗门王提出的 “不触碰一切属于他的东西”的要求。所

罗门王对她话里的意思心领神会，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吩咐厨师为

女王准备一场丰盛味美的离别宴会。厨师遵照所罗门王的要求在示巴女王

的饭菜中加入一些辛辣的调料，使饭菜更香。

看到东道主已经理解了她的意思，女王参加了所罗门王举办的晚宴。

当晚宴结束，她和国王单独待在宫殿里时，美酒、佳肴和辛辣的调料发挥

了作用。女王因口渴去所罗门王的房间找水喝，不小心触碰了属于所罗门

王的水杯。所罗门王抓住机会让女王解除了誓言。女王对所罗门王说: “我

情愿解除誓言，并可以满足你作为男人的全部愿望。”就这样，两人在王宫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宵。虽然离别的日子已到，但所罗门王不愿让她离开，

女王自己似乎也不想离开。于是，示巴女王决定在耶路撒冷再住一些日子。

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然而，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时间的流逝，

整个宫廷都对这件事议论纷纷。这时，女王知道自己必须离开了，她决定

启程。伤心的所罗门王写下了当时令他心碎的 《所罗门之歌》 ( 亦翻译为

《雅歌》) 。这首情诗虽为示巴女王所写，但诗中并没有提及示巴女王的名

字，令后来的文人和 《圣经》研究者大伤脑筋。示巴女王回国前，已经身

怀六甲，所罗门王送给她三枚金戒指 ( 也翻译为指环) ，说: “如果你生下

一个儿子，等孩子长大了就让他戴着这三枚戒指来见我。”

回国后，女王产下一名男婴，她给儿子起名曼涅里克·伊博姆·哈金

( 又译埃布纳·哈基姆) ，意思是“智者之子”。孩子长得非常健壮，且酷似

所罗门王。小男孩长大以后，继承了王位。根据母亲的吩咐，他戴着所罗

门王当年离别时送给示巴女王的信物———三枚指环，来到耶路撒冷，拜访

他的父王，所罗门王满怀喜悦地接待了他。这时，所罗门王年事已高，他

希望曼涅里克留下继承他的王位，遭到了曼涅里克的断然拒绝，他坚持要

返回示巴。在曼涅里克离开时，所罗门王送给他来自以色列 12 个部落的许

多礼物，其中包括士兵和祭司。但是，曼涅里克刚一离开，沮丧的消息就

降临到所罗门王身上: 希伯来人最神圣的无价之宝———保存摩西十诫的石

板和约柜不见了。随后曼涅里克宣称，跟随他的祭司瞒着其他人将摩西石

板和约柜偷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所罗门王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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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知道这件事的大祭司保守秘密。然后他亲自出马去追赶儿子曼涅里克，

然而曼涅里克的队伍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那个时代经常发生的事，

强盗得到了天使的保护，他们通过红海逃回了自己的城堡。事已至此，所

罗门王知道约柜和刻有摩西十诫的石板追不回来了。于是，他请了一名技

艺高超的犹太工匠，运用高超的复制技术，重新制作了石板和约柜。新制

作的约柜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以假乱真。除了当时的祭司，没有

犹太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从那时起，希伯来人崇拜的摩西十诫和神圣约柜

就已经是一个赝品了。①

以色列史学家阿巴·埃班 ( Abba Eban) 在其 《犹太史》中，重复了

《圣经》对约柜的记载，也描述了示巴女王会见所罗门王的情节。他对后来

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引用了犹太史学家纳尔逊·格卢克

的观点。格卢克模糊地写到，示巴女王用 “贵重的礼物和她的美色诱使所

罗门签订一纸贸易条约”②。不过，这仅代表以色列和犹太史学家的观点。

一般的史学家都认为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爱情属于没有任何依据的杜撰。

然而，普通民众对此倒信以为真，并很欣赏这种演绎。

在阿拉伯和希伯来民族的其他传说中，还有许多关于示巴女王的神秘

故事，而她也被赋予了比基尔斯、西比尔 ( 希腊传说中的预言家) 等这类

神圣人物的名字。甚至还有传说记载她得到了神谕，得知基督十字架的下

落。埃塞俄比亚人对此传说至今仍深信不疑，并且在教堂的墙壁上绘制了

百余幅与此主题相关的图画。如今，这些壁画在巴黎和伦敦得以印刷出版，

并在国际上广为流传。从绘画中我们得知，最初的图画中所罗门王与情人

示巴女王是分床而睡的，后来的画师将他们二人画到了一张有些现代风格

的床上。

4. 埃塞俄比亚人对此传说深信不疑

如今的埃塞俄比亚国家有超过 3000 年的历史。早在公元 13 ～ 16 世纪，

阿姆哈拉人就建立了强盛的阿比西尼亚王国，而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名在

1941 年才开始启用。“埃塞俄比亚”是希腊语，意思是“被太阳晒黑的人民

所居住的土地”，它是古希腊人对东非这块土地的称呼。它的另一个名字

24

①

②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 《自然传记: 青白尼罗河》 ( 上册) ，第 78 ～ 79 页。
〔以色列〕阿巴·埃班: 《犹太史》，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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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西尼亚”源自阿拉伯语，意思是 “混血种人”。埃塞俄比亚人坚信所

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认为他们就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后代，并

以此为荣。他们相信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儿子曼涅里克一世 ( Menelik

Ⅰ) ① 是“万王之王”，并在埃塞俄比亚开创了阿克苏姆王国。

由于上述传说，埃塞俄比亚当地教会宣扬 《圣经》中记载的犹太人的

圣物———约柜，经过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后裔曼涅里克运至此地，而且

就珍藏在本地的教堂中。这也就是说，阿克苏姆是约柜最后的安放地。安

放约柜的这座教堂名为圣玛丽教堂，始建于公元 372 年，是一座具有五个侧

廊的长方形大教堂，被视为全埃塞俄比亚最神圣的地方。据说，它是为了

存放神圣的约柜专门修建的。16 世纪 20 年代，一位名为阿尔瓦雷兹的欧洲

人参观圣玛丽教堂时，金色的约柜还保存在这座古代教堂的内殿里，而教

堂的石碑上记录着埃塞俄比亚版的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的爱情故事以及其

独生子曼涅里克的传说。16 世纪 30 年代，一位名叫阿赫迈德的人发动了对

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当入侵者的军队逼近的时候，约柜被迫转移到其他地

方。100 年后，整个埃塞俄比亚又恢复了和平，约柜也被放回了重新修建的

第二座圣玛丽教堂，并一直保存在那里，直到 1965 年海尔·塞拉西皇帝下

令将它转移到一座更为安全的新的礼拜堂里。而这位皇帝也宣布自己是示

巴女王与所罗门王的儿子曼涅里克的第 225 代后裔。②

海尔·塞拉西的这一做法显然是利用古老的传说为自己寻找政治上的

合法性以及宗教上的正统性。虽然 “君权神授”的思想已经逐渐退出发达

国家的政治舞台，然而在非洲这样的贫穷落后地区，宗教仍大有市场。尤

其是埃塞俄比亚这种基督教和犹太教信徒众多的国家，塞拉西皇帝宣布自

己与犹太人的祖先有血缘关系，可以提高其政权在民众中的认可程度。根

据当地传说，因为曼涅里克不愿继承希伯来国王的王位，所罗门王只好给

他涂上继承王权的圣油，放他回埃塞俄比亚，并立下只有哈金 ( 哈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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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埃塞俄比亚历史上还有曼涅里克二世 ( 1889 ～ 1913 年在位) ，他于 1896 年在阿杜瓦战役中

击败过意大利的入侵。1887 年在绍阿地区建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他创建了埃塞俄比亚第

一批邮政、电话和银行服务设施，以及第一所医院，现代化学校和出版第一份报纸。1906
年曼涅里克二世身患重病，1913 年去世。
《世界文化遗产: 阿克苏姆考古遗址》，2014 年 1 月 20 日，http: //www. 71. cn /2014 /0120 /
751335.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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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孙后代才能统治埃塞俄比亚的约法。哈金回到埃塞俄比亚后，便成为

埃塞俄比亚的国王，称曼涅里克一世。从此，他的后代继位时都要举行一

番庄严的仪式，宣誓他们的王权来自所罗门王。1928 年，埃塞俄比亚末代

皇帝海尔·塞拉西在登基仪式上曾庄严宣布: “我是大卫、所罗门、埃布

纳·哈基姆之嫡裔。”1955 年埃塞俄比亚颁布的新宪法第二条中写道: “海

尔·塞拉西国王系不间断地传自埃塞俄比亚女王，即示巴女王和耶路撒冷

所罗门王的儿子曼涅里克一世的朝代……”这些都说明埃塞俄比亚一直以

示巴女王的后代自居。① 根据这一传说，欧美一些电影公司拍摄了数部影

片，如《谜中谜二: 示巴女王》 《示巴女王的女儿》 《寻找失落的约柜》

等，这些电影在国际上广为流传。

而对于埃塞俄比亚人坚信这个传说的原委，笔者经过收集整理，将学

者找到的证据归纳为四点。其一，他们认为埃塞俄比亚境内存在较多的犹

太人和基督教徒。追溯历史，埃塞俄比亚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远

早于其他欧洲国家，其源头可能与这段传说有关。其二，埃塞俄比亚当地

的语言与古希伯来语十分近似，这也被认为是示巴王国受希伯来文化影响

的结果。其三，《圣经》中所罗门王的作品 《雅歌》中有暗示: “耶路撒冷

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 ( 《雅歌》1: 5 － 6) 《雅歌》被认为

是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之间的情话，因为希伯来人是白种人，并不喜欢把

皮肤晒黑，而示巴女王来自东部非洲，被认为是黑皮肤的美女。其四，埃

塞俄比亚皇族确有白人血统。不过这些所谓的证据，笔者认为至多只能作

为旁证。

二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传说形成与流传的原因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关系从故事演绎为传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

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以计数的匿名人士参与了作品的加工修订，这

样的作者被文学界称为 “隐含作者”，② 而该传说就是典型的隐含作者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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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文化遗产: 阿克苏姆考古遗址》，http: //www. 71. cn /2014 /0120 /751335. shtml。
梁工: 《圣经叙事艺术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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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这一作品形成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因素和社会经济原因。

1. 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的追求

首先，从基督教伦理来看，基督教文化推崇一夫一妻制，强调夫妻是

在上帝面前结合的; 其次，基督教文化也特别强调爱情，歌颂爱情。那么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行为，从基督教伦理看来是偷情，是有违伦理的行

为。然而，从世俗的角度看，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行为则可称为因爱生

情。从学术上讲，爱情可以分心理学上的爱情和生物学上的爱情。而在伦

理上，爱情仅仅是婚前选择准备的过程。但是历史往往不是这样，真正的

爱情伦理观与婚姻伦理观，以及现行的爱情婚姻伦理观是三个完全不同的

概念。真正的爱情伦理观可以允许男女直接追求一生一世的忠诚关系，而

不需要通过婚姻维持。传说中的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爱情关系也是超越

了国界、跨越了民族的; 民间作者在该故事创作中则刻意去掉了政治、经

济，甚至契约，而是将其描述为一种理想、崇高的爱情。

爱情伦理关系缘自情感又超越情感，它的产生意味着两人的关系是神

圣的。在古代史上，宫廷中的爱情往往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如通过联

姻维持两国关系友好的情况。在此，婚姻往往成为一种外交手段，其目的

是为政治服务。而真正的爱情往往却被权力所压抑。像所罗门王与示巴女

王这样，身居高位的男女要追求真爱，在那个年代真是天方夜谭，只有在

传说中才能虚构出来。作为国王，国家利益的考虑是第一位的，权力的欲

望压倒一切，宫廷爱情往往是权力的附属品。而民间作者对这个故事的叙

述，略去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只描写爱情，可见人们对理想爱情的追求。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爱情传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中反映了人们对

爱情的渴望。

2. 传说反映了人们的崇智观念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一个崇尚智慧的民族。这一观点的依据就是希

伯来《圣经》，而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的故事就是其中崇尚智慧的事例之

一。在这个传说中，所罗门王的智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所罗门王回

答示巴女王提出的难题。从示巴女王的反应看，她对所罗门王的回答十分

满意，并被所罗门王的知识与智慧所折服。第二，所罗门王在女王提出不

许骚扰她的要求后，进而也提出女王不许触碰属于他的物品，这一要求比

女王的要求高出许多。第三，在自己与女王的关系被察觉后，所罗门王能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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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立断地处理各种问题。女王怀孕后，宫廷内外议论纷纷，他能果断摆

平各种关系，保住自己的王位; 在约柜丢失后，所罗门王当机立断，一面

要求大祭司保守这一秘密，一面派人连夜追赶; 在无法追回的情况下，他

寻找能工巧匠，秘密制作了一个新的约柜，这些都表现出所罗门王高超的

政治手腕和过人的智慧。

再说示巴女王。女王怀着对知识的崇敬、对智慧的渴望以及对所罗门

王的好奇，来到耶路撒冷与所罗门王会面，这表现出她尊重知识、崇尚智

慧的一面。在会见中，女王沉着冷静，利用智慧与所罗门王周旋，直到离

别日子临近才住进所罗门王的宫殿。崇尚和运用智慧本是犹太民族的特点，

一位异族女王也能如此具有远见卓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作为一

个历史学者，笔者对传奇中的描写是持怀疑态度的。笔者认为女王会见所

罗门王，政治与经济目的应该是首位的。
3. 传说反映了人们贴近先进文明的愿望。

文明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

包括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其观念形态。① 世界各民族都创造了

既属于自己也属于世界的文明，如灾难深重的希伯来民族创造了影响深远

的希伯来文明，古老的希腊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这两大文明

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两大源头。笔者认为，两者对基督教文明影响最深的，

莫过于犹太人创立的希伯来文明。而希伯来文明的核心是犹太教，犹太教

的核心思想则来源希伯来的经典 《塔纳赫》。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全部经

典，并称希伯来圣经为《旧约》。早期基督教徒也多来源于犹太教信众，他

们读的是同一本希伯来文 《圣经》、咏唱的是同样的赞美诗篇、共同遵守的

是犹太律法和安息日，可见希伯来文明对基督教文明影响程度之深。

在十字军东征时期 ( 1096 ～ 1291 ) ，欧洲基督教国家编造了一个传说，

说远在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君主约翰长老 ( Prester John) ，同他结盟有

助于反抗伊斯兰教。1490 年，葡萄牙探险家佩德罗·德·科维尔汉姆 ( Pe-
dro de Covilham) 航海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发现东非的阿比西尼亚是个

基督教盛行的国家，于是他们认定阿比西尼亚皇帝就是传说中的约翰长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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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① 当时阿比西尼亚的皇帝勒布纳·丹加尔 ( Lebna Dengel) 去梵蒂冈拜

见了教皇，希望联合对付穆斯林，但回国后才收到教皇的答复。教皇用拉

丁文给他写了一封字体优美的回信，这封信对于阿比西尼亚人来说简直就

是天书。教皇明知阿比西尼亚没有人懂拉丁文，这显然是对阿比西尼亚人

的侮辱，双方因此不欢而散。更令阿比西尼亚皇帝不能接受的是，教皇竟

然将拜占庭境内的一座教堂赐予了摩尔人，此后这座教堂便被称为 “摩尔

人的圣斯特凡诺”( Santo Stefano) 。后来，去耶路撒冷的阿比西尼亚朝圣者

听说，当时最强大的基督教国家是葡萄牙王国。因此从 1520 年起，阿比西

尼亚就和葡萄牙建立了关系，但双方最初的接触并不愉快。阿比西尼亚皇

帝决定访问这个最强盛的基督教国家，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之力抵抗穆斯林

入侵。当他率领装扮一新的代表团来到葡萄牙王国的宫殿时，国王竟然转

过身子，背对着他们这群“黑人”。葡萄牙国王不相信他们是基督徒，因为

阿比西尼亚人信仰的基督教是埃及科普特派，与他们的教义大不相同，② 双

方最终不欢而散。这些事件对阿比西尼亚人刺激很深。实际上，西方基督

教会也是近代才开始接受阿比西尼亚的这些黑人信徒。

三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传说的深层文化内涵

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演变，经久不衰，除了

上述原因，其背后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1. 该传说是典型的圣经文化现象

首先，《圣经》文本具有开放性。“从 《圣经》文本的角度而言，其不

断被诠释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与含混性。如此，经文是开放

的，为我们留下了众多想象的空间。”③ 正是 《圣经》文本留下的众多想象

的空间，使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能够被创作出来。梁工先生在其著

作中认为，《圣经》的文学品质之一就是 “虚构”，④ 既然 《圣经》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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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 埃塞俄比亚历史，http: // zh. wikipedia. org /wiki。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 《青白尼罗河》，第 84 页。
田海华: “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经典与诠释”国际研讨会论文，2010 年 1 月 1 日，http: //
blog. ifeng. com /1314002. html。
梁工: 《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人民出版社，2014，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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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都是虚构的，那么以此为基础对其再次进行虚构加工，应该被看作是

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行为。其次，对 《圣经》进行开放性诠释这一做法，

历史较为悠久。在《圣经》研究的历史上，犹太人斐洛将希伯来语 《圣经》

翻译成希腊文本。这种翻译，本身就包含着对原文的创新与改变，并开辟

了《圣经》变译的先河。而奥利金提出的寓意解经法，正式开始了对 《圣

经》的开放性诠释。正是基于这种传统，使后世学者敢于在 《圣经》文本

的基础上，对原有的 《圣经》故事情节进行演绎、杜撰、编译和加工。根

据梁工先生的介绍，仅在 20 世纪第三世界的 《圣经》诠释法就有 “象征性

解读法”、“下层解读法”和 “整体解读法”等。① 《圣经》诠释学的发展，

以及对《圣经》的多元诠释也是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传说出现的前提。如

果没有这种开放性的文本和对其进行多元诠释传统，这一传说是不可能被

创作出来的。正是根据以上两点，加拿大 《圣经》学者诺斯洛普·弗莱

( Northrop Frye) 将《圣经》视为“伟大的代码”与 “神力的语言”。② 《圣

经》独特的文化代码与可不断复制的魔力般的语言，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几千年来，《圣经》不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也不断被重新解读。在原有文

本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不断地演绎、批判，或被改写成各种语言的译本，

结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圣经》文化。到目前为止，研究 《圣经》的著作、

文章汗牛充栋，被改写的 《圣经》作品浩如烟海，其文字数量远远超过

《圣经》本身，而这些特点正是《圣经》源远流长的原因。

2. 该传说凸显了《圣经》的文化文本性质

首先明确什么是文化文本? 按照德国学者阿斯曼 ( Jan Assmann) 的文

化记忆理论，文化文本所包含的不仅有书面的文本，也包括口头的文本，

即口传文学。两者综合起来，就是阿斯曼所 谓 的 “文 化 文 本” ( Kulture

Texte) ，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③ 而 《圣经》不仅是神

学、历史和文学三维性质的文化文本，还可以被视作此类文本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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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工: 《后殖民圣经批评的基本主题》，《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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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含着超越时代的真理，并与集体身份认同的保障功能相连。① 同时，

《圣经》以其形式从本质上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文学作品———它不像小说那

样依靠故事情节的起伏吸引读者，读者也非为了娱乐或者获得情感体验才

阅读它。作为文化文本的 《圣经》享有被注释的特权，人们通过不断地阅

读、改编、注释、解读，使其内容变得日渐丰满。《圣经》风格简约，字句

凝练，叙述中存在很多空白，这种叙事风格使不同读者得以通过想象对圣

经文本上的空缺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填充，由此形成以它为灵感源泉的多

种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原始文本中有限的文字不仅得以扩展，而且

能够反映最新的现实生活。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如但丁的 《神曲》、弥尔顿

的《失乐园》和班杨的《天路历程》等，都是以 《圣经》为蓝本而进行创

作的。

同样，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以 《圣经》内容为基础，加上 “隐

含作者”对其进行演绎、加工，从而创作出新的作品。从逻辑上看，该传

说与西方作家以《圣经》为蓝本创作的其他作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

完全符合文化文本的创作规律，同时还能代表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念。由于流传已久，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也成为埃塞俄比亚民族

集体身份认同的作品，成为民族文化记忆②的一个组成部分。阿斯曼的 “文

化记忆”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所描述的文本是否符合历史真相，

而是仅将该传说视为文化记忆的现象，其目的在于强调 “文化借助于重构

过去而塑造的一种身份”，关注的是过去与现在的相互关联。③ 而所罗门王

与示巴女王的传说现在已经作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融入埃塞俄比亚民族

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之所以如此，既与 《圣经》的文化文本性质有关，也

与埃塞俄比亚有着众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信众的群众基础有关。否则很

难想象，在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度竟会流行这样的传说。
3. 该传说蕴涵着基督教文化带来的马太效应

基督教史，在历史上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主流文化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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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阿斯特莉特·埃尔: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第 136 页。
所谓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这个概念由德国学者杨·阿斯曼在 20
世纪 90 年代首次提出。
J. Assman，Moses the Egyptian: The Memory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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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世纪欧洲的主流文化，基督教曾统治欧洲长达一千多年。

马太效应 ( Matthew Effect) 指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现象。这一名称

来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讲完一则寓言后说: “凡有的，还要加给

他，叫他多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 《马太福音》13: 12)

而马太效应与二八定律①类似。马太效应说明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在现实中

指每获得一次成功，就会产生累积优势，使之拥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更卓越

的成就，所谓一步领先则步步领先。由此看来，某种文化一旦在世界历史

发展中取得优势地位，便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产生马太效应。这

实际上不利于构建和谐多元的世界，不利于文明之间的对话。对处于劣势

地位的文化，笔者主张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而非对抗。笔者深信，在

人类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求同存异

是不同文明对话的前提，同时也坚信在文化方面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

界的也是民族”的这一定律。

综上所述，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是以 《圣经》故事为依托的文

化现象。《圣经》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由于其文本的开放性、诠释

的多元性以及文化文本的性质，人民大众创作出这样的传说完全符合学术

上的逻辑，并应将它与其他西方作家以 《圣经》为蓝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视作具有同等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由此，我们应该帮它甩掉 “杜撰”的帽

子，将其回归文学创作的本位。西方作家模仿的 《圣经》作品，如班杨的

《天路历程》为什么没有被看作杜撰的作品，因为人们已经知道它本身的文

学属性。而将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称为 “杜撰”，本身就是一种错位

的评判。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去评判它，对其信以为真，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它本来就属于文化的范畴，为什么非要用历史学科的标准去衡量呢?

还有人对它进行历史考证，并认为其实质就是埃塞俄比亚的 《水浒传》，是

以历史为基础的文学作品。如果这样理解，恐怕就没有人可以对它说三道

四了，也使得这一传说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至于埃塞俄比亚人民对它信

以为真，这也是因为该传说已经融入了埃塞俄比亚的文化传统，成为民族

和集体认同的组成部分。此外，在历史无法解释清楚的地方往往代之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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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二八定律也叫帕累托定律。这个定律是由 19 世纪末期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弗利度·帕累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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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神话等。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可能离现在更近了一些，大概一

般人认为这个时候的历史应该很清楚了，不应该再用神话传说来替代。其

实不然，别说古代，就是近现代史中仍有很多历史谜团，在这些谜团未被

解释清楚之前，也会出现各种流言与传说。

总之，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传说，既有历史的铺垫，又有 《圣经》

记载为依据，同时也有民间作者的想象与演绎。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历史，

其文学和文化意义远大于政治意义。不过，这段传说已经深深影响了相关

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并在世界上广为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成

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埃塞俄比亚的

阿克苏姆城及其示巴女王的传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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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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 Alexander the Great，Sarcophagus，Tomb，Memory，Imagination

Salomon the King and the Queen of
Sheba Legend Cultural Analysis

Zhao Keren

Abstract: Salomon the king and the queen of Sheba legend is based on the

Biblical story，the interpretation of a beautiful and moving love story. The legend

has som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pave the way，simultaneously also to ha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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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 Bible，Salomon King，The Queen of Sheba，Bibl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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