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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古埃及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黎  海  波    宋  瑞  芝  
 

摘  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古埃及文化绝非孤立封闭的，它不仅横向传播和扩展了其丰富多彩的文
化，同时吸收、融合并创新了外来文化，而且还纵向保存与延续了人类文化，对世界文化影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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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iewed from the aspect of culture spread, ancient Egypt wasn’t isolated and closed absolutely. It 
not only spread and extended it’s colorful culture crosswise, while absorbing and merging with creating 
other cultures, but also preserved and spread longitudinally the culture of man. It affected word culture very 
gre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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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以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创造出古埃及文

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而且为后世西

方文化的发端和繁荣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但古埃及文

化的光辉成就，不是在孤立环境下取得的，而是在与

周边文明的交往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养分，得以丰富、

充实和壮大的结果。这一过程促使埃及文化的外向幅

射与传播。一些现代学者要么夸大古埃及的孤立性与

闭塞性，要么夸大它同外界的联系，甚至把古埃及文

明说成是一个又一个外敌入侵的结果。
[1]
由于历史文

献的限制及指导思想的不同，这两种看法不无偏颇之

处。本文从文化传播着手，结合最近发现的史料及研

究成果，试就古埃及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作

一探讨。 

古埃及文化和思想是通过腓尼基人传遍东地中海

沿岸各国和岛屿的。早在前王朝时期，埃及与腓尼基

就有经济和文化接触。为了进口建造神龛和宗教建筑

必需的木材等原料，古埃及人加强了同腓尼基人的往

来。他们在比布鲁斯修建起自己的神庙，发展与该城

的贸易关系，这样，埃及的文化与思想首先传给了腓

尼基人。在人类文化史上有着巨大意义的腓尼基字母，

是在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埃及的 24

个辅音字母，经喜克索斯人的再创造成为 26个辅音符

号构成的字母文字。喜克索斯人虽未完成这种文字改

进的工作，却“对西亚腓尼基字母的产生发生过重大

的影响”
[2]
。

 
腓尼基南部地区创造了由 22个字母构成

的字母表，腓尼基北部地区创造了以楔形文字为基础

的 29个字母，最后南部占了优势，由 22个字母构成

的字母表通行全国。
[3]
用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中，掺

和有埃及的象形文字，这说明，在创造字母的过程中，

腓尼基人立了头功，但若没有埃及人打下的基础，他

们难以成功。后来，腓尼基字母成为希腊字母、拉丁

字母以及现代西方文字系统的基础和来源。
[4] 
古埃及

的象形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 

古埃及政治和军事上扩张，使它与东地中海的叙

利亚、巴勒斯坦等的商业交流不断扩大。商业交流促

进了文化联系，从拉斯舍姆拉、盖特奈和美吉索等叙

利业和巴勒斯坦遗址出土的雕像、狮身人面像和装饰

图案，都表现出了埃及的艺术风格，就是一个很好的

印证。叙利亚东部的米塔尼壁画中有埃及女神哈索的

形象，叙利亚一些铜碗的象牙柄及碗上的装饰图案都

有埃及的主题，特别是对埃及服装、带翅的圣虫和鹰

头狮身像的仿制。
[5]
“埃及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埃

及对巴勒斯坦领土和文化侵略为标志的埃及和巴勒斯

坦关系的第四阶段也随之出现。”
[6]
考古方面的发掘和

分析表明，公元前 3150～前 3000 年埃及文化对巴勒

斯坦的影响巨大。在巴勒斯坦发现的古埃及陶制品主

要有两种：一种是定居于此的埃及人制作的一些厨房

器皿，其中有完全埃及风格和埃、巴混合式等风格；

另一种是从埃及进口的器皿，如带有波状花纹和手柄

的圆柱型容器。埃及人还把他们的建筑技术带到巴勒

斯坦。安拜索尔泰尔哈里夫和阿什克伦等遗址的砖质

建筑物，都是埃及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另外，埃及的

一些手工制品，如调色板、陶器、石质工具、雕刻品

也传到巴勒斯坦的泰尔－里什坡、泰里寇等地。
[7] 

 

古埃及文化除对地中海沿岸各地外，对非洲内陆

也有很大影响。埃及与非洲内地的文化联系在史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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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存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文明渗透到邻近各国。埃

及与西部撒哈拉人和利比亚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过

联系，第19王朝后，利比亚人成为常向埃及提供人力

和士兵的后备基地。前 10世纪开始，利比亚人建立的

利比亚舍易斯王朝(前 945～前 525 年)统治过埃及，

在埃及人的生活中，出现了黑人战士、政界人物和白

人战士、政界人物之间的对立，但文化却得到了振兴，

除祭司体文字外，还出现了世俗体文字，大量作品都

用世俗体文字写作。古埃及文化在与利比亚文化的交

汇中，对利比亚文化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南部邻居特

别是努比亚人在埃及军队里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作为

农业劳动者进入埃及，很快被埃及社会和文化生活同

化。南方的库什，从前 2000年起就受到古埃及文化的

影响，在同古埃及的贸易中广泛地借用了埃及文化。

不到 400年，位于第四大瀑布稍南的首都邓培塔就发

展成为崇拜埃及阿蒙神的一大宗教中心。他们采用埃

及社会组织的形式，不断侵入上埃及的底比斯。中王

国时期，一些埃及人越境到达苏丹，在布亨发现的石

牌上记载着当时有多个埃及家族长期居住在努比亚，

他们仍用埃及姓名，但崇拜的却是当地的神。18王朝

后，努比亚地区的埃及文化渐强。埃及式的坟墓代替

了古冢，小型金字塔坟墓代替了石墓，城市建设也仿

效埃及城市，王公们的墓上雕刻的肖像和名字都采用

典型的埃及式样。哈脱舍普苏特女王统治时代的拜拉

王公祖蒂希特普的坟墓与底比斯城的坟墓相仿。古埃

及与位于非洲之角的蓬特也存在商业和文化上的联

系，联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阶段在哈脱舍普苏特

女王统治之前，古埃及人对蓬特所知甚少，他们仅从

中间人那里买到香料，中间人为抬高香料的价格而广

泛传播关于蓬特的种种传说，但仅少数古埃及人航海

到过蓬特。第二阶段始于哈脱舍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期，

从寺院代尔拜赫的绘画看，有一支 5条船的船队被派

去运回香脂树。另外，在这座寺院的一间内室里，有

一幅哈脱舍普苏特的诞生画，画中她的母亲雅摩斯被

蓬特香料的香味熏醒。此画有意识地把蓬特这个国名

与女王的降生联系起来，反映了两者在政治与文化上

的关联。
[9]
埃及与非洲其他地区的文化联系，看来也

不少。埃及需要非洲的象牙、香料、乌木、木材等物

产，埃及的文化也随之传播到这些地区。研究发现非

洲的一些国家曾建立过与埃及相似的神圣王室，在库

什、撒哈拉、约鲁巴和丰人中都曾崇拜山羊(阿蒙的神

圣动物)。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古埃及技术、风俗习惯及

信仰，与非洲较近代出现的一些技术、风俗习惯和信

仰之间有许多相近之处。如对人的灵魂，埃及人和大

多数非洲人都很重视；多贡人把巫术陶器埋入地下与

埃及人把刻有敌人名字的陶器碎片盛在碗里，再埋入

特定的地点相似；古埃及的埋葬仪式和 11世纪加纳国

王的埋葬仪式相仿等。由此可以推测，古埃及文化可

能对非洲文明有过影响，至于影响到何种程度仍有待

研究。 

古埃及文化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形成也具有孕育作

用，在保存、传播西方文化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方

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希腊文字是在腓尼基字母的直接

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是在埃及 24个象形符号

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希腊的许多伟大哲学家、

科学家和史学家都曾到过埃及，有的还在那里学习过，

吸收了当地的文化成就，总结出自己的成果。一些著

名哲学家和科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德谟克里特、柏

拉图等都到过埃及。泰勒斯认为万物始于水，复归于

水，这与古埃及关于宇宙为水神的宗教传统有相似之

处。毕达哥拉斯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数学

家，他在数学上的成就深受埃及数学影响。古埃及几

何学吸引他去埃及旅行、考察。前 3世纪亚历山大博

物馆内的图书馆长卡利马利斯记载：“毕达哥拉斯在古

埃及住过多年，向祭司学过数学，他在埃及留学数年

后返回希腊，致力于数学研究，第一次使数学超出商

业需要的范围，创立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
 [10]
。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遍游埃及，搜集了大量史料，

写下名著《历史》，最为可贵的是他能不带民族偏见地

被埃及文化的辉煌成就所打动，实事求是地分析古埃

及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他指出，希腊人的一些宗

教祟拜，如对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崇拜、宗教仪式中用

牺牲占卜、节日集会、游行行列等都是从古埃及人那

里学来的。
[11] 
希腊人还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量地法和

几何学。梭伦立法中规定每个公民必须从事一种手艺

的条文，也是从埃及法老阿玛西斯立法中学来的。在

文学方面，古埃及的文学不论是在题材上或体裁上，

都长期影响着古希腊文学，也影响了欧洲近现代文学。

在古埃及文学的启发下，希腊人在诗歌和散文方面取

得了辉煌成就。由于古埃及文学对《旧约》文学的影

响，而后《旧约》文学又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方文学。

在艺术方面，早期古希腊雕刻大都与埃及雕刻一样，

是呆板的正面造型，如在提洛岛发现的阿黛密丝女神

像，在萨摩斯出土的赫拉女神像，在特尔非和阿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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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阿波罗男雕像等，无论在造型、动作、表情、

发式等方面都与埃及的作品相似。
[12] 

 

前 3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发明了莎草纸，它与传

统材料相比具有很多优点，如质轻、便宜、易造，耐

用，可卷折和便于运输等，于是得以大批量生产，作

为垄断产品向地中海国家出口，在近 4000 年的时间

内，是最受欢迎的书写材料。古代，埃及是生产莎草

纸的唯一国家。由于埃及气候干燥，文件不易腐烂，

有的至今还能在沙漠里找到。近 100年来发现的莎草

纸中有前 2700～公元 900 年用十几种文字书写的文

件，其中有希腊文、阿拉伯文、埃及文、科普特文、

拉丁文、阿拉米文和希伯来文等。
[13] 
埃及是我们今天

了解的记载最丰富的古代文明，这要归功于莎草纸，

它不仅传下来了埃及文明本身，而且保持了其他文明。 

古埃及人不仅把自己的文化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

人类，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成果，如闪族世界的多元

文化要素、希腊文化等。当古希腊文化趋于衰落时，

亚历山大城成了希腊思想和文化的中心，是它把希腊

文化传播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再把它传到西方世界。

如果没有埃及，很难设想希腊文化遗产能够保存下来。

在亚历山大时期，被埃及接纳的文化起着创造者和培

育者的双重作用。托勒密王朝统治之初，埃及人吸收

希腊文化十分缓慢，尽管希腊文比埃及文易写，但从

考古发现的纸草书中看到，用古埃及世俗体写的和用

希腊文写的几乎一样多。希腊法律反映到埃及的法律

文件中的进程也很慢，但埃及文化遗产却利用希腊文

这一新的语言媒介得以传播。以后，在艺术等其他领

域，埃及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突出，埃及的剧院、

雕刻艺术品等与希腊作品相似。如亚历山大的头像，

它属希腊利西普斯流派的传统，但也有革新(意大利语

意为“斯富马托”)，即用光线的明暗来表现面部轮廓，

而不太注意表现头发和面颊。又如埃西斯神像穿着一

套紧身服装，乳房间有一个独特的花结，头戴一顶埃

及式皇冠，但身体的造型完全是希腊式的，犹如希腊

人所崇拜的阿芙罗狄忒。
[14]
在绘画方面，亚历山大城

既有埃及风格，也有希腊风格，如安富希的一个陵墓

就有两种风格的绘画，这座陵墓主墓室的建筑式样和

壁画，都混合着埃及和希腊两种风格。在科学技术方

面，亚历山大城是当时的学术中心，云集了世界一流

学者，创立了许多新的学说。执教于亚历山大城的欧

几里德写下的《几何学原理》，奠定了古典几何学的基

础。阿基米德早年游历埃及，在亚历山大从事学术研

究，结识并受业于许多知名学者，他这位数学家和力

学家，不但发明了多种机械，而且创立了“阿基米德

定理”，这些成就既是希腊的也是埃及的，并由埃及得

以保存和传播。 

基督教出现后，埃及接受了它的一个支派，成为

基础稳固的科普特教派的传播地。这一教派把基督教

嫁接在古典文化上，从而得以继承希腊和罗马的文明，

这是埃及对新生的基督教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埃及

人创立的修道院制度，是对基督教的又一贡献，后来

这一套制度在中世纪的欧洲得到进一步发展。
[15]
伊斯

兰教出现后，传入埃及。古埃及文化又接受了新兴的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继续发挥着亚历山大学派的传统

作用。古埃及人相信“灵魂”不灭，死后永生，将尸

体用防腐剂和香料制成“木乃伊”保存，并修建豪华

坟墓，留下祭祀基金，创作祈祷文和“死亡书”。“古

埃及人的这种来世观念对犹太教和基督教曾产生过重

要影响。”
[16] 

 

综上所述，古埃及绝非一具孤立、封闭、沉寂、

枯朽的“木乃伊”，它不仅传播和扩展了其丰富多彩的

文化，而且吸收、融合并创新了外来文化，进而保存

与延续了人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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