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异质性及其原因

赵克仁

　 　 内容提要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同属古老的东方文明， 二者之间存

在的继承关系已成为学界共识。 然而， 二者之间存在相似与共性并不能说

明它们同属一种文明。 希伯来文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埃及文明的精

华， 但其已完成了历史性的超越， 与埃及文明属异质文明。 尤其是二者在

国家政治体制、 经济秩序、 道德法律、 宗教信仰和文化属性等方面都存在

质的区别。 这些区别形成的原因有历史因素、 民族因素、 宗教因素， 还有

生活方式与活动地域的影响。 因此，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关系充分体

现了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的特点。 同时， 希伯来文明又被后来的西方基

督教文明继承， 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 埃及文明对人类历史进步与文

明演进所做的贡献仍值得我们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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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文明是世界上兴起的早期文明之一。 希伯来文明是在埃及文明的

基础上产生的， 但已与埃及文明存在质的区别。 探讨两种文明的异质性之

前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界定。 按照学术界最一般的说法， 埃及文明发源于尼

罗河下游， 一般从公元前 ３１００ 年的美尼斯国王统一埃及开始， 到公元前

３３２ 年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为止①， 此后埃及历史进入希腊化时

期。 希伯来文明发祥于迦南地区， 即今天的巴勒斯坦。 希伯来人是当今犹

太人的祖先。 希伯来文明的时间跨度， 向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１９００ 年前后，
即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率族人定居现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时期， 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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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 １３５ 年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失败后， 流散世界各地。① 在世界文明史

上， 希伯来文明具有游牧的特性。 该民族国家存在时间很短、 国土狭小，
因而没有列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然而， 希伯来文明集埃及文明、 巴比伦

文明和波斯文明之精华， 在世界文明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希伯

来人创立的犹太教对早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它也

因此被学界看作西方文明的源泉之一。 关于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联系，
学界有比较充分的论述。② 在质的区别上， 学界虽有涉猎但没有得到充分论

证。 笔者本着查缺补漏的原则， 本文专题探讨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异

质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以期推动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一　 两种文明异质的表征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发源于西亚北非两个相邻的地区， 在时间上埃

及文明稍早。 这两种文明虽然都被称为东方文明， 但希伯来文明的性质已

经不同于传统的东方文明， 并发生了质的飞跃。 下面我们将两种文明加以

比较， 找出二者的差异。
１ 政治上表现为君主专制与宪政民主的区别

古埃及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古代国家， 国内形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
金字塔顶小基大， 以广大的民众为基础托付着小团体的贵族阶层。 国王位

居金字塔顶， 下面依次是祭司、 官员、 书吏、 士兵、 农夫、 仆从等。 这种

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强调上下级关系， 严格遵守伦理制度， 形成了一个和

谐有序的社会。 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 国王既是全国的行政首领也是宗教

首领。 法老是古埃及国王的尊号， 原意为 “宫殿”， 相当于中国古人说的

“陛下”。③ 法老自称是荷鲁斯的儿子， 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 理论上， 国

王既有任命国内各级官员的权力， 也有任命全国各个神庙祭司的权力， 就

是说国王既是国家的领袖， 也是祭司的首领。 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 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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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支撑。 中央的大臣、 地方官员和神庙中的祭司， 一起执行法老和州长

的命令， 形成政教合一的体制。
法老是埃及万事万物的中心， 集世俗和神圣于一体， 沟通人世与神灵

两界。 法老不仅是神在人间的代理， 而且他本身就是神， 所以埃及国王被

称为 “神王”。 神王观念可以追溯埃及历史的源头， 最古老的埃及文献记载

着国王即鹰神荷露斯， 他是伟大的生命之神拉伸之子。① 法老有责任恢复和

维持整个宇宙的秩序。 玛阿特象征着宇宙中精神、 政治、 社会保持和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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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有公

平正义。 君权神授、 人神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建立玛阿特的首要条件。② 法老

把国家一部分土地划分给神庙作为领地， 将粮食甚至奴隶赏给神庙， 就

是说法老供养着全国的祭司阶层， 而这些宗教神职人员为王国政权提供

合法性。 无论是法老的登基还是执政 ３０ 年举行的塞德节等都由祭司主

持。③ 总之， 法老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 从政治上看， 埃及是个典型的君主

专制国家。
希伯来王国虽然也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 但其政治体制已朝着分权制

的方向发展， 因此也被一些学者称为 “主权在神的宪政国家”。④ 希伯来民

族政治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经历了从氏族部落民主制到君主宪政的过程。
在希伯来氏族部落的发展过程中， 契约思想是影响希伯来政治发展的重要

因素。 从美索不达米亚时期亚伯拉罕接受人与神之间的契约思想发展贸易，
到摩西时代人与神立约， 上帝给摩西传授十诫。 契约思想、 全民立约的平

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希伯来政治的发展。 律法和信仰是希伯来人立国的基

石。 公元前 １０２８ 年， 扫罗在迦南地区建立希伯来王国以后， 氏族部落民主

制与君主制两种思想还在交织。⑤ 以色列王国建立后， 以色列的政治权力分

为先知权、 祭司权和王权， 三权分立。 三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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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王权受到先知权和祭司权的制约， 以色列的政治模式体现为神权之

治与法律之治。 以色列王国是一个主权在神的宪政国家。① 祭司是人间的代

表， 把人的需要告诉给神； 君主是神的代表， 把神的旨意传达给民； 先知

是神的代言人， 负责解释神的旨意。 权力、 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分

离是希伯来社会的重要特点。 先知权、 祭司权都属宗教权， 王权与教权之

间的分离， 教俗分离在古代以色列已经出现。 这一特征深深地影响了基督

教， 在 《圣经·新约全书》 中， 当法利赛人诘问耶稣如何处理与罗马帝国

的关系时， 耶稣回答： “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马太福

音 ２２： ２１） 这句经文被学者认为是当代西方教俗分离政治体制的宗教来源。

２ 经济秩序上表现为农业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

耕种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埃及人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的耕作技术

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埃及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埃及所有政治、 军事、 社会、 文化的进步全都依赖于农业的发展。 因此农

业是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农民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劳动力。 比起两河流域

的巴比伦人， 埃及的农民确实占有天时地利之便。 正是由于法老政府对埃

及民众的有效统治和宗教教化的引导， 才使埃及的农民过上了有规律的生

活。 人们按照尼罗河泛滥的周期而确定了的泛滥季、 播种季和收获季的历

法， 过着一年三季按部就班的农耕生活。②

埃及的国家收入主要靠向农民征收赋税， 农民把大部分收成上缴给国

家。 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不同， 埃及农民也从政府那里获得一定实惠， 如

每年政府发放种子给农民， 国库中的储备粮足以让农民度过歉收的年份，
这些在希伯来 《圣经》 中都有记载。 农业的收成维系着政权的稳定， 历代

法老都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 每年的尼罗河泛滥都关系农业的收成， 政府

派专人测量尼罗河的水位， 预测来年的收成。 古埃及人视尼罗河为神明，
为它创作神话、 颂诗。③ 在古代埃及， 畜牧业和养殖业也是国民收入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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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动物的驯化和饲养很早就开始了。 埃及人饲养动物， 除了食用，
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劳动力， 农业生产中使用牲口耕作及运输的情况十分

普遍。
与埃及不同， 希伯来人在定居之前属于游牧民族。 内需的不足是其发

展商品交换， 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内在动力。 同时迦南地区独特的客观与

社会条件孕育了希伯来人的经商意识。 与埃及民族不同， 希伯来部落是一

个游牧部落组成的社会。 在于迦南建国之前， 希伯来人处于部落社会阶段，
游牧的性质使其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 只有一个大致活动的区域。 希伯来

人的生活用品大多通过与周边民族的商品交换才能获取。 在迦南建国之后，
希伯来社会的商业特性仍然没有退去。 希伯来人所处的迦南地区地处地中

海与阿拉伯沙漠之间， 相较周边沙漠来说算是富饶之地， 古代被称为 “肥
沃的新月” 地带， 希伯来 《圣经》 把迦南地区描述为 “流着奶和蜜” 之地

（申命记 ３１： ２０）。 实际上， 这里草木并不茂盛， 戈壁伴随着沙漠， 荆棘遍

地， 要想在这里发展农业、 养殖业， 都相当困难。 但它的地理位置很适合

于从事贸易和商业活动， 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便利条件。 迦南地处亚非欧

三大洲的结合部， 是东西方贸易的走廊和必经之地。 以色列史学家阿巴·
埃班在其书中写道， 在迦南地区有一条热闹的大道穿过地中海的沿海平原

地区， 那些来自两河流域的商队就是通过这条路进入尼罗河三角洲地区。①

就是说迦南地区联系着东西两个文明古国巴比伦与埃及的贸易。 迦南地处

中东地区腹地， 周边地域民族为了争夺中东控制权， 经常在这里兵戎相见，
争夺这个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 这样的条件使迦南地区早就成为不同民族、
不同部落、 不同文化交流和交往的重要场所。 内需不足与地处交通纽带的

客观历史条件， 使希伯来人很早就开始从事商品贸易活动。 在迦南地区定

居之后， 可以说希伯来人从一个游牧民族逐渐转向一个商业民族。 所罗门

时代， 希伯来人的贸易不仅局限于周边地区， 而且远达印度、 阿拉伯和非

洲一些国家。②

３ 法律上表现为道德法与成文法的区别

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 是人类社会内部调整人们关系的行为准则。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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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阶级社会中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
世界上最早的律法出现于公元前 ３０ 世纪， 古埃及第一王朝国王美尼斯在统

一上下埃及之后颁布， 其后萨基西斯、 赛索西斯和博克贺利斯相继颁布过

法典， 可惜这些法典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 埃及是最早颁布法律的民族，
希伯来法律位居其次， 双方法律具有不同的特点。

古代埃及法律的发展， 经历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化并不断完善的过

程。 在古埃及， 成文法出现后， 并不意味着习惯法悄然消失。 相反， 习惯

法在不断被成文法化的同时， 仍在众多领域发挥着作用。 作为成文法的补

充， 埃及社会流行道德法。 古埃及之所以流行道德法与这个国家的特点有

关。 第一， 古代埃及是一个神权国家， 人人信奉神灵， 服从神王的管束。
法老是公平正义的化身，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判断是非曲直， 王权就

是法律。 第二， 古代埃及虽有成文法律， 但宗教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在实

际操作中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埃及宗教文化本身具有法文化的性质。 就是

说在埃及宗教中本身含有许多约束人们行为的清规戒律。 如著名的玛阿特

说， 在社会上起到了一部分法律的作用， 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埃及文学作

品中的道德说教， 在预防犯罪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 如著名的 《阿蒙奈姆

普教谕》 《阿蒙尼姆赫特的教谕》 《普塔霍特普教谕》 等。① 这些教谕文学

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大众中流传， 起到了很好的道德教育效果。 第三， 如

前所述， 古埃及流行民间习惯法。 在埃及即使没有法典， 前人在档案中记

录下了丰富的断案经验， 后人有据可循，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习惯法。 在埃

及， 大量的纠纷是由通过民间习惯法解决的。 如遇到数量不大的偷窃， 财

产纠纷， 百姓一般请神庙的祭司来主持公道。 祭司代表民众发表意见， 判

断是非， 处理纠纷。 如果对祭司的判决不服， 还经常采用神谕的方法进行

裁决。②

冥神奥西里斯的冥界审判说， 是影响最大的神话传说。 按照埃及宗教

传说， 人在死后其亡灵要受到冥神奥西里斯的审判。 奥西里斯神和其他 ４２
位神灵组成一个陪审团， 用一个天平称量死者的心脏， 一边是死者的心脏

００２

①

②

Ｊ Ｈ Ｂｒｅａｓｔｅｄ，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Ｖｏｌ Ｉ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ｎ Ｌｔｄ ，
１９８８， ｐ ２５５
Ｅ Ｔｅｅｔ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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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代表公平与公正的玛阿特女神的羽毛。 若一个人一生作恶多端心脏

会重于羽毛， 那么心脏会被等在旁边的怪兽阿姆特吃掉， 死者面临第二次

死亡， 无法到达来生； 若一个人一生清白， 心脏轻于羽毛或与它等重， 那

么死者就通过了审判， 得以进入永恒的来世。① 同时埃及宗教要求人们崇拜

神灵， 遵守玛阿特。 因为玛阿特代表了现世的秩序和宇宙的秩序②， 这在人

类社会代表现世的法律， 在宇宙中代表天体运行规律。 这些教义和传说起

到了律法的作用。
与埃及流行习惯法与道德法不同， 在希伯来文明中， 成文律法在生活

中起到的作用远大于道德说教。 在这一点上它走在了埃及文明的前面。 希

伯来律法产生于公元前 １２ ～ 公元前 ５ 世纪。 希伯来律法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所谓的摩西五经， 即 “托拉”； 另一部分所谓的口传律法， 包括希

伯来人在耶路撒冷时期形成的 《耶路撒冷塔木德》 和在巴比伦流放时期形

成的 《巴比伦塔木德》。 希伯来民族历史上经历的两大重要事件， 促使了律

法的产生与完善。 一是希伯来民族英雄摩西上西奈山， 接受耶和华神赐予

的十诫， 这不仅是一神教创立的标志也是希伯来人拥有成文法的标志性事

件； 一是希伯来人从巴比伦返回迦南地后， 他们 “作为群体的生存已经失

去了稳定性， 受到各种条件和现实的约束， 没有既定的东西， 一切只是一

种馈赠， 正如土地或生命本身”。③ 这个痛苦的现实使希伯来知识精英进行

反思， 必须找到不同于传统的纽带维系希伯来民族的生存。 因为希伯来民

族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政权和属于自己的领土， 希伯来先知以斯拉在迷茫

中找到了民族生存的精神源泉， 这就是他从流放地带回的律法。 他对希伯

来律法， 不管是成文的还是口传的进行了整理和编撰。 以斯拉让希伯来人

回归律法的行为， 是律法史上的重大事件。 他为希伯来人确立了以律法为

核心的发展方向， 被称为摩西第二。 “当 《托拉》 被以色列人遗忘的时候，
是以斯拉从巴比伦赶来并重新确立了它的地位。”④ 所以说， 希伯来民族是

１０２

①

②

③
④

Ｂ Ｅ Ｓｈａｆｅｒ ｅｄ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 Ｇｏｄ，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
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ｐ ９２ － ９３
Ｊ Ａ Ｗｉｌｓ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 ｐ １１９
Ｊ Ｎｅｕｓｎ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ｏｒａｈ， ５ｔｈ ｅ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３， ｐ １４
〔西班牙〕 亚伯拉罕·科恩： 《大众塔木德》， 盖逊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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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律法为樊篱的民族。
４ 宗教上体现为多神崇拜与一神崇拜的区别

古埃及宗教是源于本土， 较少受到外来宗教传统的影响。 所以埃及宗

教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宗教起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 如果要探究人类宗教起

源或完整的宗教演变过程， 埃及是一个典型的样板。 最初的埃及宗教是从

巫术发展起来的。 按照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Ｔｙｌｏｒ， １８３２—
１９１７） 《原始文化》 中的观点， 埃及人最初的宗教是从 “万物有灵” 的自然

崇拜开始的。①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 约前 ４８４—前

４２５） 记载， 古埃及人是最早提出灵魂不灭的民族。② 由于人类认识自然

的局限性和对外界自然的依赖， 凡是为人们提供必要生存条件的自然物都

被视为神灵。 风雨雷电、 山川河流、 虫鱼鸟兽等都是神灵。 法国社会学家

涂尔干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８５８—１９１７） 明确指出，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时

期， 人类宗教最初阶段是对自然的崇拜。③ 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 埃及人

从神灵中逐渐排除了对一些无生命的自然物的崇拜， 而集中崇拜有生命的

动植物。 随着埃及宗教的进一步发展， 一些植物神也被排除， 只剩下对动

物的崇拜， 再向前发展就出现了人格化的神。 在动物神与人格化的神之间

有一个过渡阶段， 这过渡阶段出现了半人半兽形象的神灵。 所以说埃及宗

教向人们展示了完整的宗教发展历程， 当然也是人类思维演变的过程。 在

埃及宗教发展的过程中， 虽然有一定的阶段性， 但每前进一步并不意味原

来的神灵彻底消失。 譬如已经发展到人格化的神灵崇拜阶段， 自然界的大

神仍然没有退出埃及宗教崇拜的行列， 如对人们生活与生产影响巨大的太

阳神和尼罗河神始终位居埃及人崇拜的神灵之列。 这样， 埃及宗教虽然经

历了从多神崇拜向主神崇拜的演变， 但始终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阶段。 历

史上虽有埃赫那顿宗教改革，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而成为埃及历史的插

曲。 有学者认为， 希伯来人首领摩西是参与埃赫那顿宗教改革的 “中坚人

物”， 改革失败后他率领希伯来人逃出埃及， 在西奈山上接受十诫， 创立

２０２

①
②
③

Ｅ Ｂ Ｔｙｌｏｒ，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 Ｐ Ｐｕｔｎａｍｓ Ｓｏｎｓ ， １９２０， ｐ １８５
〔古希腊〕 希罗多德： 《历史》 （上册）， 王以铸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第 １６５ 页。
〔法国〕 埃米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 林宗锦、 彭守义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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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① 果真如此的话， 这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 埃及宗教在神灵崇拜

属性上经历了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 到动植物崇拜， 再到人格化神的发

展过程， 在神灵崇拜数量上， 经历了从多神崇拜到主神崇拜的过程， 完整

地呈现了人类宗教的发展历程， 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完整的研究资料。 有

人统计， 古埃及有名的大大小小的神灵就有 ２０００ 多个， 具有较明显特征的

神灵有 ２００ 多个。② 例如， 在底比斯西郊王陵谷图特摩斯三世墓室的墙壁

上， 就描绘了 ７４１ 个不同的神灵。 发现于亚历山大城的梅特涅石碑上镌刻着

３００ 多个不同的神祇造型。③ 所以说， 古埃及宗教是个典型的多神崇拜的

宗教。
与埃及宗教的发展历程不同， 希伯来宗教受外来文化传统影响较大，

可以说就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与宗教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希伯

来民族跨入历史门槛之前， 两河地区的人们普遍信仰多神教， 而希伯来民

族的一神教是在两河地区多神教的基础上产生的。 希伯来人信仰一神教的

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时期 （公元前 ２ 世纪）。 当

乌尔地区的人们还在敬拜众多的神灵并向其祈福的时候， 亚伯拉罕并没有

入乡随俗， 而是在众神中挑选了一位神灵来崇拜。④ 他相信这位神能 “使他

的后裔极其繁多”， 并能赐给他 “迦南全地， 永远为业” （创世记 １７： ２，
８）。 然而， 亚伯拉罕的信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神信仰。 真正的一神信

仰是在埃及确立起来的。 公元前 １４ 世纪， 法老埃赫那顿在埃及进行宗教改

革， 提倡信仰太阳神阿吞， 其他的神一律废除。 这次宗教改革对希伯来人

影响至深。 奥地利心理学家、 犹太人弗洛伊德 （ 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 １８５６—
１９３９） 曾大胆地假设 “如果摩西是一个埃及人， 如果他把自己的宗教传给

了犹太人， 那么那种宗教就是埃赫那顿的阿吞神教”。⑤ 希伯来民族英雄摩

西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无所不能的上帝。 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 在西奈

　 　 　 　 　 　 　 　

３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美〕 加利·格林伯格： 《圣经之谜： 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 祝东力、 秦喜清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１７８ ～ １７９ 页。
Ｂ Ｗ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ａｎ Ｓｕｔ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 ， １９８４， ｐ ３５
Ｂ Ｅ ｓｈａｆｅｒ， ｅｄ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 Ｇｏｄｓ，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 ５６
Ｂ Ｒｅｉｃｈ，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 ｐ １
〔奥地利〕 弗洛伊德： 《摩西与一神教》， 李展开译， 三联书店， １９８９， 第 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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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接受十诫， 标志着犹太一神教的诞生。 希伯来人的犹太教是真正的一

神教信仰，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神教。 犹太教的神耶和华不仅是唯一的，
而且是无形的， 无所不在的。① 从希伯来宗教过渡到犹太教既是希伯来民族

历史上的大事件， 也是希伯来文明区别周边其他民族的多神信仰， 发生质

变的重大事件。
希伯来人长期生活在商业贸易发达的西亚地区， 他们对市场经济中的

商品交换原则十分熟悉， 在商业活动中经常订立商约。 此时， 他们将日常

商业活动中的契约关系用于宗教中的神人关系， 于是在犹太教中上帝与希

伯来人订立契约。 上帝将希伯来人看作自己的选民加以保护， 而希伯来人

必须尽选民的义务， 遵守上帝定下的众多诫命。 一开始是摩西与上帝订立

的十条诫命， 被后人称为摩西十诫， 后来遵守的诫命确定为 ６１３ 条。② 与上

帝立约后， 原来的希伯来人身份由希伯来人变为信仰犹太教的人， 外界称

他们为犹太人。 犹太民族的诞生和摩西律法联系在一起， 并由此组成了一

个民族共同体。 同时， 在信仰、 律法和犹太民族三者之间还形成了相互依

赖的链条关系： 民族靠神圣律法维系； 律法的权威来自上帝； 民族因信仰

上帝而成为其选民。 一神信仰、 契约观、 崇尚智慧、 叛逆精神和善于吸纳

先进文化成为希伯来文明的五大特征。③ 在犹太教中， 犹太教与犹太人是统

一的， 即 “犹太人存在于犹太教中并为犹太教而存在”。④ 犹太教虽然对人

种没有过分强调， 可以是黄种人、 白种人， 甚至黑种人， 但只有信仰犹太

教就是犹太人， 同时只有犹太人信仰犹太教。 “犹太教是所有犹太人、 以色

列人和希伯来人的宗教行为。”⑤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众所周知， 早期的人类以家庭和血缘为纽带， 组成人类共同体； 古埃

及人将其发展为以自然环境， 尤其是以尼罗河为纽带结为共同体。 埃及新

王国时期的阿蒙神⑥曾通过他的祭司颁布命令： “凡被尼罗河水淹没的地方

４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 Ｌｉｎｄｂｌｏｍ，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６２， ｐ ３０８
Ｂ Ｒｅｉｃｈ，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ｐ ２
徐新： 《走进希伯来文明》，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６ ～ １３ 页。
〔德国〕 利奥·拜克： 《犹太教的本质》， 傅永军等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２３８ 页。
Ｇ Ｂｏｃｃａｃｃｉｎｔ，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Ｒａｂｂｉｎｉｃ Ｊｕｄａｉｓｍ，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Ｂ Ｅｅｒｄｍａ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 ， ２００２，
ｐｐ １２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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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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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埃及的土地， 凡是饮用尼罗河水的人都是埃及人。”① 犹太教第一次用

宗教文化作为民族团结的纽带， 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质的飞跃， 也是希伯

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异质的表现之一。
５ 文化上体现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区别

埃及文明属于农耕文明。 古代埃及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国度。 古

代埃及之所以与众不同， 是因为远在公元前 ３０００ 多年， 生活在尼罗河畔的

埃及人就已经创造出令后世叹为观止的农耕文明。 众所周知的金字塔、 狮

身人面像、 木乃伊等都是他们的杰作。 在物质层面， 埃及文明的成就可谓

空前， 在精神层面， 埃及文明虽不及后来的希伯来文明， 但它作为较早的

农耕文明的典型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之前， 埃

及人就在尼罗河神赐予的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息劳作。 从事农耕的埃及人

过着按部就班、 墨守成规的自然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按照农作物的

生长季节劳作， 遵循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的自然规律。 埃及人热爱自

然， 但并不喜欢旅游。 对他们来说， 最佳的旅游方式就是划着用纸沙草做

的小船， 畅游养育埃及人的生命河———尼罗河。 尼罗河水赋予埃及以生命，
并且不断滋养着这个早熟的人类社会。 埃及原始居民使用天然石和天然矿

物质制作的工具战天斗地， 发展出先进的农业和畜牧业。 埃及人除了农业

耕作， 还烧制陶器、 织布缝衣、 兴修水利， 大兴土木， 创造出辉煌的农业

文明。 与希伯来文明相比， 古埃及文明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首先， 埃及

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 受外界影响较少； 其次， 埃及文明是稳定而连

续的， 当然绝非静止的， 具有循序渐进、 小步迈进、 不断发展的特色； 再

次， 宗教在古代埃及人的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

留下了它的印记； 最后， 埃及民族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俗文化， 形成了

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风民俗与生活习惯。
希伯来文明属于游牧文明。 游牧文明的显著特点是居无定所， 生活条

件较为艰辛。 于是便形成了游牧民族不畏困难， 英勇顽强的精神特质。 游

牧民族的内需不足是受到自然环境的逼迫， 他们不得不经常处于迁徙和流

动之中， 以寻找水草资源。 因为迁徙流动， 经常处于适应新环境、 新变化

５０２

①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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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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况之中， 游牧民族心胸开阔， 适应性强， 不会产生排斥外来文化的现

象， 更多的是采取接纳、 吸收和适应的态度， 这与埃及民族的墨守成规不

同。 如果用最简练的一个字来总结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特点， 那么游牧文明

的特点是 “动”， 而农耕文明的特点是 “静”。① 同时， 这种特点也使得游

牧民族很容易形成商业文化， 而希伯来社会的商业气息就很浓， 因此也被

称为 “天生的商人”。② 希伯来社会兴起的市场经济、 产品交换， 不仅促进

了贸易的发展， 也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变化与应有的活力。 这使希伯

来文明具有包容性的特点， 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 希伯来文明的游牧文化

特性， 使其更容易为民族发展带来启示和灵感， 当然也就为社会发展带来

更多变革与发展的机遇。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希伯来文明虽然与埃及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在性质上已完成了一个大的飞跃， 已与传统的东方文明埃及文明存在质

的区别。

二　 两种文明异质的原因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之所以形成异质文化， 有历史的因素、 民族的

因素、 宗教的因素， 当然还有生活方式和活动地域的影响。
１ 埃及历史的稳定性与希伯来历史的波动性

显著的政治连续性、 固有的文化传统、 法老对国家的专制统治被令狐

若明先生总结为埃及文明的三大传统特点。③ 埃及文明从王朝时代之初便显

露出它的特色。 王朝序列世代相传， 很少中断， 文化传统稳定不变， 一脉

相承， ３０００ 多年的岁月铸就辉煌。 漫长而厚重的历史赋予了埃及丰富多彩

的社会生活以及神秘的文化遗产。 举凡宗教、 文学、 建筑、 雕刻、 绘画、
音乐、 舞蹈、 科学等， 埃及人无不精通。 埃及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挑战着现

代人的智力与想象力。
埃及文明丰富的内涵表现在其独特的历史进程之中。 早王朝时期是古

６０２

①

②
③

陈巴特尔， 《历史与文化中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 ｈｔｔｐ ： ／ ／ ｈｓｓ ｇｚｕ ｅｄｕ ｃｎ ／ ｓ ／ ４１ ／ ｔ ／ １０１ ／
ｃ０ ／ ８ｂ ／ ｉｎｆｏ４９２９１ ｈｔｍ， 查阅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彭树智： 《犹太—希伯来文明的交往特征》， 《中东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令狐若明： 《古埃及文明的传统特点》，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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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埃及文化的形成时期， 它为随后的古王国时期的政治稳定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古王国时期是埃及文明的第一个繁荣期，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象征就

是金字塔。 在这一时期影响埃及文化艺术的规范、 手法也逐渐形成， 并为

后世各代所继承， 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中王国时期埃及文化艺术达到

一个高峰。 王室陵墓和神庙中的雕像与浮雕显示其宗教艺术的卓越技巧，
珠宝加工技艺达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一些杰出的文学作品也被创作出来。
新王国时期埃及的文化达到一个巅峰。 在雕塑和绘画上主题呈现多样性，
在材料运用的广泛性以及技术、 技巧和工艺上， 使后世王朝难以企及。 这

一时期出现了纯粹为观赏而作的艺术品。 用祭司体书写的文献涵盖了各个

学科， 留下了大量的纸莎草文书。 后王朝时期， 埃及文化不同程度地受到

周边文化的影响。 利比亚、 努比亚、 波斯、 希腊、 罗马相继给埃及文化带

来冲击， 但直到阿拉伯征服之前， 埃及基本上延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埃及文明经历了 ３０００ 多年的法老时代， 埃及的土地上共出现过大大小

小 ３１ 个王朝， 共同演绎了埃及文明的进步之旅。 然而， 由于受时代与地域

的限制， 埃及文明没有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延伸到更深更广的维度。 在悠远

浩渺的时空浓香艳郁地绽放之后， 埃及文明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但它的精髓被希伯来文明所吸收。 希伯来文明后来融入西方文明， 也使埃

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源头被永远载入史册。
与埃及历史的稳定性不同， 希伯来民族的命运多舛， 历史进程跌宕起

伏。 犹太民族①的祖先希伯来人， 从民族学上看最早属于阿拉伯半岛上闪族

的一支。 早在公元前 ３０００ ～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 游牧的闪族部落就曾从西部的

叙利亚草原移居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亚， 到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末已和当地的苏

美尔人混居。 闪族文明与苏美尔文明相交融。 根据传说， 希伯来人的祖先

在美索不达米亚以游牧为生， 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在公元前 １９００ 年前后决

定迁离现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 他们先是往北移居哈兰城， 亚伯拉罕在其

父亲去世后， 率领部落向西南迁徙， 渡过了幼发拉底河， 因此亚伯拉罕的

后人被称为希伯来人， 意为 “来自河那边的人”。② 亚伯拉罕率领的部落最

后到达迦南地区 （现今的巴勒斯坦地区） 定居。 亚伯拉罕被尊为希伯来人

７０２

①
②

摩西创立犹太教后， 外界称希伯来人为犹太人， 后来他们自己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称呼。
Ｂ Ｒｅｉｃｈ，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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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先。 希伯来人接受了两河流域的宗教， 并深受其影响， 所以， 不少古

巴比伦的宗教观念和创世传说等后来被载入希伯来人的宗教典籍。 作为游

牧民族的希伯来人在迦南地区定居后， 发现此地草木并不茂盛， 砂石遍地，
荆棘丛生。 公元前 １７００ 年前后， 因为迦南地区闹饥荒不得不去尼罗河下游

的埃及寻找求生之路。 埃及的法老接纳了这些逃荒者， 将他们安排在歌珊

地区。 他们在埃及待了 ４００ 多年， 按照希伯来 《圣经》 记载， 希伯来人

“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之久 （出埃及记 １２： ４０）。 希伯来人在埃及时

期耳濡目染， 自然而然地受到埃及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影响。 由于希伯来人

口增长过快， 威胁法老的统治， 埃及法老对希伯来人的政策趋于强硬， 不

仅让他们服苦役， 而且下了屠杀令。 约公元前 １３００ 年， 希伯来人在民族英

雄摩西率领下逃出埃及， 越过红海返回迦南。 在此期间， 摩西创立了犹太

教， 希伯来人也被称为犹太人。①

在历经扫罗、 大卫和所罗门三代君主的辉煌后， 伴随着公元前 ９３０ 年所

罗门王去世， 犹太王国随即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国和南部的犹太国。 到公

元前 ７２１ 年亚述人大军进犯， 灭掉了北部以色列国。 此后在不到 ２００ 年的时

间里， 两河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新兴的巴比伦帝国很快打败了亚述

人， 公元前 ５９７ ～ 公元前 ５８６ 年， 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兵攻陷耶路撒

冷， 犹太教圣殿被毁。 犹太王国被打败， 大批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国。 作

为 “巴比伦之囚”， 犹太人在异乡他国的屈辱生活反而增强了其民族意识和

宗教信念。 另外， 流放巴比伦期间有意无意地摄取了巴比伦人的文化与宗

教传统。 公元前 ５３９ 年波斯人战胜巴比伦， 释放犹太人重返迦南。 此后在公

元前 ５３９ ～公元前 ３３３ 年这段时间， 犹太人处于波斯帝国统治之下。 直到公

元前 ３３３ 年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 犹太人进入希腊统治时

期。 希腊之后是罗马帝国时代。 希伯来民族在中东的历史， 可以说到罗马

时代基本终止。 公元 １３５ 年犹太人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世界各地。
２ 埃及民族的保守性与希伯来民族的开放性

古代埃及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埃及民族的保守性格。 由于文明兴

起较早， 古埃及文明周边几乎没有与之相似的古代文明。 埃及东面和北面

环海， 南面和西面被沙漠包围， 埃及人生活的区域就是一条狭长的尼罗河

８０２

① Ｂ Ｒｅｉｃｈ，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ｐ ２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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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地带。 在埃及文明兴起的早期阶段， 离开尼罗河， 埃及人将无法生存。
他们拥挤地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狭长地带， 要远离尼罗河到遥远的地方去

探险是不可想象的。 对尼罗河的眷恋使他们与土地紧密结合， 农民的眼界

受到土地的限制， 他们守着尼罗河神赐予的这片土地， 按照季节的轮转过

着按部就班的农耕生活。
除了受农耕生活的影响外， 埃及文明的保守性与埃及人循环往复的宇

宙观和历史观有密切关联。 埃及人从他们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中， 得出了

循环往复的历史发展观。 古埃及人认为宇宙是个统一体， 人类社会只是神

所创造的世界的一部分。 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应该保持和谐有序， 变革只

能带来混乱和不稳定。① 在此思想指引下， 埃及人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循

环式的， 不断地经历 “秩序—混乱—秩序” 这样的循环， 没有止境。 这种

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并非认为历史是静止的， 而是认为历史发展是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埃及社会发展相对平稳， 要进行社会变革

阻力重重。
与埃及文明不同， 希伯来文明是在吸纳了埃及文明与巴比伦文明的基

础上成长起来的， 它将埃及文明与巴比伦文明的精华相融合。 希伯来民族

活动的地域地处亚、 非、 欧交界的迦南地区。 希伯来民族活动的范围北达

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 南抵埃及尼罗河流域。 希伯来民族当时定居的迦

南地区， 是东西方贸易的通道， 那里也是各种文化汇聚之地。 当时迦南地

区不仅有迦南文化， 还有腓尼基文化、 叙利亚文化、 埃及文化、 巴比伦文

化， 后来还有从地中海克里特岛进入的菲力士人的文化。 希伯来人善于向

外来民族学习， 这些文化经过希伯来人的综合吸纳， 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

色的希伯来文化。 他们参考腓尼基的拼音文字， 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
希伯来文。 希伯来人将自己的民间传说、 神话、 史诗、 歌谣、 谚语、 箴言

等用文字记录下来， 把自己民族的教义教规、 民族历史记录下来， 创造出

希伯来独有的 “先知文学” 和 “启示文学”， 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葩。
希伯来文化对埃及文化的吸纳是全方位的。 从希伯来圣经中的赞美诗、

割礼到风俗习惯等， 都不难看出希伯来圣经与埃及文明的内在联结。 以至

于德国犹太学者利奥·拜克 （ Ｌｅｏ Ｂａｅｃｋ， １８７３—１９５６） 在阅读了希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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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颜海英： 《守望和谐： 古埃及文明探秘》，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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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 之后说： “每当发现 《圣经》 与其他古老民族宗教文献之间存在的

联系， 就会产生一种否定犹太教创造性的倾向。”① 而希伯来文明的创造性

恰恰就在于它的综合性。 希伯来文明将其他古老民族的文化资源整合成系

统的具有新质意义的文化意象。 正如刘洪一先生所说， 希伯来 “ 《圣经》 在

对上古周边异质文化的吸纳中， 能通过有机地整合而生发出新质意义”。②

希伯来 《圣经》 中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意识， 包括对希伯来人自身的怀

疑和反思。 希伯来宗教经典除了 《圣经》 外还有口传律法 《塔木德》。 《塔
木德》 并不是 《圣经》 思想的简单延伸， 它 “作为 《圣经》 意义的第二层

次， 以批判性和完全自觉的理性精神摄取 《圣经》 的各种含义”。③ 《圣经》
的批判精神不仅针对权威， 也针对希伯来民族本身， 这种永恒的普遍怀疑

论和批判意识， 是文化发展与演进的巨大动力。
在这种批判精神的指引下， 希伯来人打破了埃及人循环往复的历史发

展观。 希伯来人认为人与神立约、 神的法律是明确的， 神是诚实可信的，
这样， 人在历史中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历史就此有了终极的意义。 相

对于这个终极意义， 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物， 都是为了完成某一个确定的

任务。 因此历史上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意义， 都对以后的历史发展起作用。
这样一种线性进化论的历史发展观， 在古代堪称思想领域里的革命。

３ 埃及宗教的内源性与希伯来宗教的外源性

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埃及人一方面对大自然产生强烈的依赖感；
另一方面又受到大自然恶劣条件的威胁， 对大自然产生畏惧感， 因而古代

埃及宗教始于对自然的崇拜。 在文明兴起后， 埃及宗教经历了一个从多神

崇拜到主神崇拜， 从自然崇拜到动植物崇拜， 再到人格化的神的崇拜的发

展阶段。 所以， 埃及宗教发展的过程是完整的， 较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
这也是人类学家在谈及宗教起源与发展进程的时候， 总是引用埃及宗教作

为范例的原因。 埃及宗教起源与发展进程的这种内源性既是区别希伯来文

明的特征， 也是与希伯来文明产生异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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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 利奥·拜克： 《犹太教的本质》， 傅永军等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１３ 页。
刘洪一： 《 〈圣经〉 的世界意义—犹太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一种联结》， 《犹太研究》 ２００４ 年

第 ３ 期。
〔法〕 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 《塔木德四讲》 ， 关宝艳译， 香港道风书店， ２００１，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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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进程与埃及截然不同。 希伯来民族是个多灾

多难的小民族， 地处中东腹地巴勒斯坦地区， 深受四邻文明古国的影响。
埃及、 巴比伦、 腓尼基、 叙利亚、 波斯、 希腊、 罗马文化与宗教传统相继

影响希伯来民族。 希伯来文化吸收了四邻各文明古国的文化优点加以消化

吸收， 创造性地发明了自己的文化并自成体系。 希伯来文化通过其宗教经

典， 优美的文字体系而保存下来。 正如朱维之先生所说， 希伯来文明 “是
中东地区人类文明摇篮集大成的文化”。① 希伯来宗教的外源性不仅表现为

宗教文化对外来文化与传统的吸纳， 而且表现为希伯来民族在历经坎坷之

后， 在受到外来因素冲击时， 犹太教不仅能够迅速修复外来的创伤， 而且

还利用外来创伤强化民族主义， 不断进行宗教改革， 增强内聚力。 希伯来

民族除了在君主制时代享受了大约 １００ 年的安定与和平外， 可以说历经磨

难， 命运多舛。 “由于经常受到灭亡的威胁， 他们坚信必须维护和传播自己

的信仰。 宗教是他们的共同财富， 或者说已经成了联结他们民族共同体的

纽带。”② 历史上， 希伯来民族每一次民族危亡恰是其犹太教得以强化的时

期。 希伯来人 ４００ 多年在埃及被奴役的生活， 催生了犹太教的诞生， 乃有西

奈之约、 摩西十诫。 希伯来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巴比伦之囚， 方有 《托拉》
正典的问世。 公元 ７０ 年罗马入侵、 第二圣殿被毁， 才有贾布奈革命③、 《圣
经正典》 的编撰、 《密西拿》 和 《革马拉》 的撰写。④ 这些犹太教经典成为

希伯来民族生存的精神力量， 成为希伯来文化的核心。

４ 埃及农耕经济的局限性与希伯来游牧经济的开放性

埃及处于非洲大陆东北侧， 其文明兴起较早， 且较少受到其相邻文明

１１２

①
②
③

④

朱维之主编： 《希伯来文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 页。
〔以色列〕 阿巴·埃班： 《犹太史》， 第 ６２ 页。
贾布奈是巴勒斯坦地区地中海沿岸的小镇， 古代犹太教神学院所在地。 公元 ７０ 年罗马大军

攻破耶路撒冷城， 犹太民族处于危亡之际， 贾布奈神学院的犹太知识分子本·扎凯 （ Ｊｏ⁃
ｈａｎａｎ Ｂｅｎ Ｚａｋｋａｉ） 呼吁犹太人研读经文， 回归宗教生活， 以精神的力量反抗罗马帝国统

治， 史称贾布奈革命。
《塔木德》 （Ｔａｌｍｕｄ） 是犹太教口传律法总集， 是仅次于 《圣经》 的主要经典。 它形成于公

元前 ５ 世纪到公元 ５ 世纪之间， 由 ２０００ 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构成。 其内容分为三部分： 口

传律法， 称为密西拿 （Ｍｉｓｈｎａｈ） 为希伯来语， 意为复述； 口传律法注释， 称为革马拉

（Ｇｅｍａｒａ）， 为亚兰语， 意为完成； 《圣经》 注释， 称为密德拉西 （Ｍｉｄｒａｓｈ）， 为希伯来语，
意为讲解。 编撰 《塔木德》 的目的是在抽象的 《圣经》 与复杂多变的生活之间架设一座桥

梁， 指导大众在日常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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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古埃及人的经济模式以农耕为主， 人口缺乏流动性， 从而铸就了

埃及民族的大陆性文化性格。 埃及农业发展对尼罗河有很大的依赖性， 埃

及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尼罗河谷和下游三角洲地带。 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

限制， 埃及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尼罗河神赐予的这片土地上。 埃及的自然条

件， 加上法老政府宗教的教化， 使埃及人形成了典型的农耕生活方式。 在

这种生活方式的主导下， 造就了埃及人的民族性格， 其主要表现为墨守成

规、 虔诚温顺、 合作团结、 注重集体等。 在发展模式上形成了以自我内省、
向心凝聚为宗旨的发展方针， 以及独立自主稳定绵延的文化形态， 古埃及

人的生活方式是由其内向的经济决定的。 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下， 埃及

人形成了安于现状、 规律生活、 重传统轻变革的民族心态。
希伯来民族的生活属于游牧方式。 如前所述， 游牧生活方式的最大特

点是流动性， 其经济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的经济， 市场交换在希伯来日常生

活中必不可少。 在希伯来社会， 人口的流动性远大于以农业为主的古代埃

及。 希伯来人的活动范围很大， 从西亚到北非， 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
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尼罗河三角洲。 在民族迁徙， 人口流动与贸易交换

的过程中， 希伯来人广泛接触周边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 经济的向外开拓

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 彭树智先生在谈到希伯来文明的交往特征时， 指出

希伯来社会的商业属性对其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他说： “商业不仅是随着分

工扩大而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经济交往形态， 而且是政治交往、 社会和文

化交往的纽带、 先导和渠道。” 他把希伯来民族交往的开放性作为希伯来文

明的六大特征之一。① 的确， 希伯来民族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民族， 它不排斥

异族异质文化， 而是采取归纳综合、 吸收内化、 为我所用的态度。 这样，
希伯来民族在早期的社会发展中， 得益于周边外围文化的滋养， 形成了热

情好客、 重视汲取、 求新求变、 喜欢探索的文化精神。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

文明截然不同， 它以文献资料和精神遗产著称于世。 希伯来文化遗产由希

伯来 《圣经》 《次经》 《伪经》 《死海古卷》 四大部分组成。 它是在吸取四

邻各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 逐步发展形成的。 最初是口耳相传， 后来在公

元前 ６ 世纪到 ２ 世纪陆续编纂成书。 它生动、 形象地反映了希伯来民族从氏

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发展史， 展示了希伯来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画面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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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树智： 《犹太—希伯来文明的交往特征》， 《中东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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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风貌， 记载了他们的政治、 经济、 宗教、 律法、 文学和艺术发展状况，
是研究人类早期精神文明和文化遗产的、 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结　 语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虽同属古老的东方

文明， 但由于历史进程、 民族性格、 宗教信仰、 文化属性、 活动地域与生

活方式等不同因素的影响， 两者在政治体、 经济、 法律、 宗教与文化方面

存在质的区别。 通过对比两种文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 古代国家政治形态的形成与法律体系的建立与一个国家的自然

生态与人文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不同的历史演进也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论是埃及法老的君主专制， 还是希伯来民族的宪政民主， 都是在不同的

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 传统的历史观认为， 从狩猎文明发展到游牧文明， 再从游牧文

明发展到农耕文明。 在我们对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做了比较之后， 这种

传统的历史观受到严峻挑战。 按照传统观点， 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之上，
那么埃及文明就应高于希伯来文明。 然而通过对两种文明的比较， 我们清

楚地看到， 游牧的希伯来文明在当时已经超越了埃及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 按照时间顺序来说， 兴起较晚的希伯来文明理应高于兴起较早的埃及

文明。 希伯来文明的历史发展表明，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希伯来文明的

历史演进推翻了传统的观点， 但却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再次， 从两种文明的对比中， 我们看到希伯来文明通过对埃及文明精

华的继承， 完成了质的飞跃。 两种文明虽属异质文明， 但从两种异质文明

的交往中，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矛盾与冲突， 更多的是借鉴与传承。 希伯来

文明的发展史启示我们， 在当今不同文明的交往中， 不应把文明的异质当

作引起矛盾与冲突的理由， 两种异质文明完全可以相互借鉴、 相互学习，
关键在于不同文明之间是否能像希伯来人那样抱持包容与开放的心态。 各

种文明之间， 相互吸纳对方的优秀传统， 取长补短， 才是促进文明演进与

历史发展之道。
复次， 埃及文明是兴起较早的古代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后期，

埃及人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并发明了文字， 埃及文明被刘文鹏先生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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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早的巨人”。① 埃及文明的成果被希伯来文明继承， 希伯来文明又

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勃兴提供了源泉和动力。 社会的发展、 文明的演进，
犹如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强”。 埃及文明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的第一波浪潮， 不能因为它的失落而否定其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也不能因为其时空的遥远而被当今的人们遗忘， 正是有了埃及文明的第一

推动力才有了其后文明的进步。
最后， 人类社会还在发展， 我们仍然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阶段。 不管

是同质文明还是异质文明， 都是人类文化遗产， 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传承。
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者的我们， 应该秉承希伯来文明的开放性， 以批判性和

完全自觉的理性精神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这样， 才能真正做到继承

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构建和谐发展的人类社会。

［责任编辑： 刘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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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文鹏： 《古代埃及史》，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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