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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出现了无数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古代文

明，它们以各自的光辉开启着人类发展的蒙昧时代，并以璀璨的光芒

惠泽至今。

人类究竟创造了哪些主要文明？它们分别始于何时？一直是一个

十分复杂且存众多争议的问题，不同视角的理解，产生了不同的文明

界定。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认为世界古代文明应该有26个文明、德国

史学家施本格勒认为历史上应出现8个高级文明，而俄国人丹尼尔夫斯

基则认为人类世界有12个历史文化类型。由于文献材料及考古材料的

局限性，人类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演进过程，并非为我们全部了

解，况且，各文明发展的最初一千多年里，都没有确切的纪年，其中

存在着诸多不能确定的因素。本书谨慎选取一种学说，以大型建筑、

文字、较为成熟的冶金技术、复杂墓葬这几个考古学的基本要素来界

定文明，将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明

作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中最具代表性和独特性的文明，并以此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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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其他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犹太文明及亚洲的一

些小古国文明，以各个文明阶段的典型事例或显著标识为落脚点，力

求以浅显的语言和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将漫长时代里纷繁复杂的文

明内容浓缩在一个有机框架中。

本书在编著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采用、参酌和

辑录了部分专著、译著以及互联网上的文字、史料和图释，因篇幅和

体例有限，尚未一一标注，在此向原作者和出版单位致以诚挚的谢

意！同时，对在本书的编著中给予大力支持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强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张静鹏老师深表谢

意！在此，特别要感谢本书编辑刘文辉先生，她对本书的脉络和结构

提出了诸多中肯的意见。

由于作者自身的局限，书中难免有值得商榷之处，还请读者诸君

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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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SHENG BI ZHI DE WEN MING GU GUO◎

文明萌动的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源于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

“河流之间的土地”，为古代希腊人及古罗马人对幼发拉底河和底格

里斯河流域地区的称呼。这一地区分南北两部，南为巴比伦尼亚，

北为亚述，包括现代伊拉克的全境，以及叙利亚和土耳其与其相连

的部分，就今天来说，大体相当于伊拉克一带的地区，在我国学术

界，一直把这一地区译为“两河流域”，或直译为“美索不达米

亚”。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高原，

全长分别为 2600 公里和 1850 公里，由西北部流向东南的波斯湾，古

时分别流入海，现汇为阿拉伯河入海。在古西亚，两河流经的狭长

平原和河谷地带，成为西亚“新月形”文明的东翼 （叙利亚、腓尼

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为西翼），它的西面斜邻叙利亚及阿拉伯沙

漠；东面以札格罗斯山脉为屏，分隔伊朗高原；北面是陶鲁斯山脉

和亚美尼亚高原，形成了与小亚细亚半岛的天然边境；南面濒临波

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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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知的文明古国

两河流域的中下游是平坦的冲积土地，巴格达到波斯湾边的两

河入海口高度仅相差 10 米。缓慢流动的河水带来大量的沉淀使河床

升高，河水经常漫过河堤甚至改道，由于气候干旱炎热，绝大部分

地区的年降雨量都在 250 毫米以下，南部则在 200 毫米以下，干而坚

硬的土壤，用两河河水进行人工灌溉，就成了两河文明诞生的关

键，也成了两河流域农牧业生产和发展的命脉。

非常令人奇怪的是，公元前 1 万年左右，在两河流域高降雨地

区及边缘多丘陵地带出现的农业生产萌芽，并没有使这些地区优先

产生文明萌动，而在农业生产自然环境恶劣，但人工渠网密结的两

河流域，却开出了大规模生产的文明花朵，并结硕成世界上最早的

古代文明之果——两河流域文明，也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南部。这里是两河的冲积平原和

三角洲，同埃及的尼罗河一样，两河常常定期泛滥，河水时涨时

落，只有修建堤坝沟渠蓄水排涝，人们才能耕种收获。两河流域的

居民主要用使用牛或驴拉着木犁耕地。那里的农业和畜牧产品相当

丰富，有诸如谷物、蔬菜、肉类、皮革、羊毛、亚麻以及角制品

等。肉类多以牛、羊肉为主，猪较少；谷物有小麦、红小麦、小米

等，大麦因适应本地略带盐碱的土壤环境，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

是主要的谷物。两河流域的人们用大麦芽酿造啤酒，小麦和大麦被

磨成面粉烤制面饼；他们的主要油类植物是芝麻；丰富的椰枣，俗

称“伊拉克蜜枣”，也是两河流域人民的美味食品，而南部炎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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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SHENG BI ZHI DE WEN MING GU GUO◎

气候和充足的灌溉水，非常有利于这种枣椰树的生长。这里的自然

资源相对贫乏，河流只提供鱼、其他水产品还有芦苇，芦苇的苇杆

可以用来编席、篮子和箱子，也用来造船和建房。由于枣椰树的木

质粗糙和它的果树性质，本地缺乏木材。石料仅有“石灰石”和

“摩苏尔大理石”二种。

虽然现代伊拉克以丰富的石油蕴藏著名，古代两河流域人却仅

知道石油的伴生物沥青矿。沥青矿最丰富的地带，是幼发拉底河中

游河岸上的西特和腊马迪一线。他们用沥青做砖层之间的黏接物、

房屋建筑和造船的防水涂料、燃料和艺术品的连接、镶嵌、塑型材

料，甚至作为药用。

两河流域没有金属矿藏，缺乏建筑、装饰和雕塑用的石料和木

材。从原始时期起，原材料就由贸易进口，并在这一无铜地区发展

成铜石并用文化。一般认为铜最早由伊朗西部和高加索山区的阿塞

拜疆和亚美尼亚输入。后来，附近的小亚、塞浦路斯、巴林岛和阿

曼的铜都能运到两河流域。亚述帝国时期，腓尼基人开始从西班牙

横渡地中海把铜运到东方。锡可能来自伊朗、高加索和阿富汗。白

银多数来自套鲁斯山脉。黄金来自从埃及到印度的许多矿点。伊朗

几处供应硬石料和各种有价值的宝石。文献提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

石刻匠常用的光亮的黑闪长岩碑料来自阿曼或埃及。普通木材可以

在札格罗斯山脉的森林中找到，但建筑庙宇和宫殿的高大杉木、柏

木和雪松则必须取自地中海岸边的黎巴嫩山脉和阿马奴斯山，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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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知的文明古国

种类的木材则来自海外的印度或埃塞俄比亚。

两河流域内部运输的主要途径是航行水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

里斯河形成两条南北大动脉，两河之间则有上下纵横的许多渠网连

接各个城市，由于冬季陆地上覆盖着河水泛滥留下的厚泥层，而春

季洪水又常发生，水路运输往往超过了以骆驼和驴车为主的陆路运

输。

两河流域通往西方叙利亚和地中海岸的商路有两条，一条由巴

比伦或西帕尔城，沿幼发拉底河上溯到达马端或其上游的现代戴尔

卓尔一带，然后向西进入大漠，到达叙利亚的绿洲提德木尔，再向

西行出沙原到达候姆斯。这条路途路程较近但旅行困难，但从那儿

出发，西可到达海岸腓尼基海岸的各城，北可进入北叙利亚的重镇

哈拉波，再向北可进入小亚半岛，向南则可到达大马士革，再往南

走，途径以色列和腓利斯汀，就可踏入通往埃及和非洲的大陆了。

由于这条路线穿越荒漠、行程艰难，而且易受荒漠绿洲游牧民族的

抢掠，商队一般采用另一条虽远，但能保证水和给养供应，又相对

较安全的路线。这条路线由西帕尔沿底格里斯河北上，到现代摩苏

尔对面亚述地区的尼尼微，后转西穿过哈布尔上游的各个城镇，由

舒巴特恩利勒到古札那，在巴里赫河上游的哈兰城休整后，向西，

在埃马尔城或卡尔赫美什城，渡过幼发拉底河，前面就是北叙利亚

重镇哈拉波了。由哈拉波向西，就可到达奥伦特流域和地中海岸的

乌旮瑞特城，南下经哈马特城可到南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北过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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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斯山，可进入小亚海岸的基里基亚平原，由此可以通向小亚半岛

西部。

两河流域通往小亚东部的商路，可以由尼尼微沿底格里斯上

溯，或由哈兰向北，穿过陶鲁斯山脉的各个关口。向东方的商路，

由于高山峻岭的阻挡行途比较困难，三个关口通过札格罗斯山脉，

最北点在上札布中上游柔万杜孜以东，下札布源头附近的腊亚特，

过此关就可以进入乌尔米亚湖南岸和阿塞拜疆。中部关口在迪亚拉

河上游南岸的哈拉比亚，其西北是下札布河南岸的苏莱马尼亚市。

由此关口可以进入伊朗高原。最南的关口在迪亚拉河中游南岸城市

哈那秦，对面的伊朗是凯尔曼沙；往东再行是哈马丹，进入伊朗高

原向东北行则至里海南岸。两河流域通往东南的道路经由埃兰的国

土。这条路没有山阻，苏美尔人可经由东邻乌莱亚和乌克奴二河的

苏萨平原。北方的亚述和阿卡德的商人则常沿札格罗斯向东南，经

德尔城进入埃兰首都苏萨。由苏萨向东是安善(后属于波斯)，向北

是里海南岸的米底各部落。古埃兰是—个经常进入两河流域和那里

的各王朝争霸的强大国家。在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 (前 2111~前

2004 年)统治埃兰的时期之后，这条商路一直控制在埃兰人自己手

中，两河流域的商人不能自由地使用它。

两河流域最南部还有一条重要的海上道路——波斯湾。文献中

常提到由迪勒蒙，即今巴林岛、马干和麦鲁哈来的船队。马干可能

位于埃及的或苏丹或埃塞俄比亚的红海沿岸地带，而麦鲁哈可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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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海岸一带。总之，两河流域文明处在一个连结

近东地区各部分的贸易网络的中心地带，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

贸易和商业特点。

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它虽始于公元前 3300 年左

右，但有较可靠确切的纪年，却是公元前 1400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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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远古的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是两河流域的希腊语意。由此而诞生的古代文

明，曾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当古希腊人还没有迈进文明

时代时，两河流域文明就已经延续了约2000年，放眼古代的美索不达

米亚，至今还能看到文明火种的痕迹。

古欧亚大陆文明的生活方式深受地理环境影响。美索不达米亚因

地理位置的影响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它自古迄今的发展，与一次又一

次的外来侵略是分不开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也是来自北面的入

侵者——印欧人，与来自南面的入侵者——闪米特人，为争夺这块肥

沃的大河流域而展开的长达数千年斗争历史。

美索不达米亚的最早居住者是苏美尔人，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

似。后来闪米特人的一个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以两河流域中部的阿

卡德为基地，首先征服了苏美尔，然后向远地进犯，最后建立此地区

第一个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庞大帝国。

阿卡德帝国在当时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但寿命短暂。来自伊

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毁灭了阿卡德，使这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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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消失。于是，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一个个又重新出现，并且

享有了一定的独立。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

的帝国。这一帝国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在这期间，一批闪米特

游牧民即阿莫里特人侵入两河流域，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汉穆拉比

（约公元前1704~1662年）的率领下，建立起巴比伦帝国。这种连续入

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近代，因为继阿莫里特人之后的入侵者还有赫梯

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

尽管这些帝国颇可夸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实质上还是以

城市为最基本单位，每个城市都尊奉一位主神，城市被看做是属于主

神的一个神圣的存在物。寺院和国王是当时最大的富豪，不过也有许

多私人资本被投入土地、手工业、商业冒险和放债。大多数平民是靠

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

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

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代货币。货币通常是银块

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其分量。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

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

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子、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

们服务的农人。农人则提供劳动、自行经营，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

产品缴纳给寺院、宫廷或地主作为报答。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

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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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亚的主要的组织纤维。最普通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

葱、洋葱、小罗卜、莴苣和黄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枣、石榴、无花

果和苹果。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账，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

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

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的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账或记录。管理事项

和账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杆当笔，刻写在泥版上然后将泥版

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称为楔形文字，显然不是为

了智力活动才发明的；确切地说，这是经营管理时的一种工具。正如

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

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美尔古典

文明的一个特征。”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

文字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

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

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

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

文化更其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

的主要手段。

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

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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