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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埃及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X

田  明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1摘  要2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古代埃及文化对周边地区有很大影响。特别是犹太文化,无疑应该

继承了埃及文明的许多特征。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 所以埃及文化的痕迹依然留存。埃及和早期基督教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基督教受埃及文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文学、神学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基督教文学中的

一些词汇、语言、题材和体裁明显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 埃及传统的宗教思想与基督教神学之间有很多相通契

合之处; 古埃及艺术、特别是宗教题材的艺术, 为后来的基督教留下了一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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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石, 基督教在形成的过

程中广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为日后成为一

种世界性宗教提供了思想前提。本文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重点论述了埃及传统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 以

就教于专家。

一

作为世界最早形成的统一国家和文明的发源地

之一,埃及曾几度占领并统治巴勒斯坦地区, 对这一

地区政治、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古希伯

来人也曾长期在埃及居住,据5圣经6记载, /以色列
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耶和华领他们出了

埃及地0。1125出埃及记6的记载是否准确还有待考

证,但犹太人长期居留埃及或被埃及掠为奴隶的事

实是为史学界一般所公认的。大约同时代埃及 19

王朝拉美西斯三世的5胜利颂6石碑(或称5以色列石

碑6)上也有这样的铭文: / 以色列荒芜了, 其子孙断

绝0122
。这也是/以色列0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
新王国之后,埃及渐趋衰落,但和希伯来人的交

往却日益频繁起来。在大卫时代,以色列东王室成

员哈达德逃到埃及,一个不知名的法老给他提供了

政治避难(5列王纪上6, 11: 14 ) 22) , 这个法老可能

是 21王朝的西阿蒙(约公元前 990 ) ) ) 974年)或普

撒塞尼斯二世(约公元前 974 ) 940 年)。在所罗门

登基时,哈达德曾返回巴勒斯坦烦扰所罗门。此外,

在 22王朝法老舍尚克一世(5旧约6里的示撒) (约公

元前 940 ) ) ) 919年)当政时, 所罗门的敌人耶罗波

安也避难于埃及( 5列王纪上6, 11: 40)。所罗门国王

曾经娶一位埃及公主为妻( 5列王纪上63: 1) ,尽管没

有给出法老的名字, 时间上推测可能是普撒塞尼斯

二世或舍尚克一世。不论如何, 所罗门最终获得了

嫁妆 ) ) ) 加沙城( 5列王纪上6, 9: 16)。

公元前 587年,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紧

接着巴比伦人扶植的总督基大利被谋杀, 几年后,出

现了大规模的希伯来人移居埃及的浪潮( 5耶利米

书6, 41: 16行起) , 当时的先知杰里迈亚, 提到了这

次较早的希伯来人向三角洲和上埃及的殖民运动

( 5杰里迈亚书6, 24: 8; 44: 1)。在埃及阿斯旺的厄勒

藩汀岛上一个公元前 6、5世纪的犹太遗址中出土了

大量书信和商业法律档案, 这些文档是写在纸草、陶

片和皮子上的, 提供了大量埃及影响的证据。宗教

信仰中既有向耶和华祈祷也有向埃及神祗求助的习

惯。一个典型例子来自于一份纸草, 该纸草写道:

/我祈求耶和华和克努姆保佑你0。132

公元前 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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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 随后他的部将托勒密接管了埃及和巴勒

斯坦,此后巴勒斯坦地区长期处在托勒密、埃及控制

之下。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巴勒斯坦,都存在两种

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罗马帝国时代采取的反犹政

策,又迫使大量犹太人移居埃及,这也为以后基督教

在埃及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二

基督教文学中的一些词汇、语言、题材和体裁明

显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如5圣经6 中的摩西

( Moses)一词来自于埃及语的 msw ,意为孩子。5列

王纪上6中发现了外来习惯用语。如在严重干旱的

时代,以利亚爬上了迦密山顶, /将脸伏在两膝之中0
(18: 42) , 让我们想起埃及常见的表示痛苦的短语

jaja er mast(将头贴在大腿上) ,这在埃及文学作品

很常见,象5辛努亥的故事6等。圣经里的一些隐喻
也源自埃及语。例如, 耶和华答应耶利米让他在百

姓面前成为/坚固的铜墙0(5耶利米书6, 15: 20; ) , 这

让我们想起描述塞提一世的埃及词汇 sbty oa n em t

(巨大的铜墙)。
142

我们不难发现, 5旧约6中还有不少语句和埃及

文献相类似或一致。如完成于 19王朝拉美西斯时

代的5阿蒙奈姆普教谕6152
和5旧约#箴言6中的话语

极其相似。如5教谕6第 1章中的/竖你耳听我言、竖

你心听我意0可以比照5箴言6( 2, 2)的/倾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0; 5教谕6第 6章中有/不可挪移田地的

界标0,这和5箴言6( 22, 8)中与/ 不可挪移你祖先确
立的古时的地界0几乎相同; 5教谕6第 9章中的/不

可与激怒的人亲近, 也不可与他交往0同5箴言6( 22,

24)中/好生气的人, 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

他往来0这一类话也非常相近。

也许埃及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在文学体裁和题

材方面。有人曾经说埃及是/短篇故事的故乡,埃及

文学的识别标准使埃及产生了第一批能被讲述的短

篇故事0。152如果我们可以用/短篇故事/这个术语,

称呼那些以简短、不繁冗、笔锋灵巧和流露感情为特

征的便于讲述的故事,那么,埃及人确实是它的创造

者。埃及人将这个文学体裁传给了希伯来人, 希伯

来人将它发展到更高水平。

埃及的民间故事还为这类作品提供了素材。例

如约瑟的故事就具有鲜明的埃及色彩。成书于约公

元前 1225年,埃及第 19王朝的一份手稿里记载的

5两兄弟的故事6,与希伯来材料里讲述的波提乏的

妻子企图勾引约瑟的情节有着惊人的相似 (5创世

纪6, 39: 6 ) 20)。我们也注意到,雅各的丧葬(5创世

纪6, 50: 2起)和约瑟的丧葬(5创世纪6, 50: 26)都使

用了埃及的防腐办法, 并且约瑟寿终时的 110岁年

龄也正是埃及材料里的理想年龄。圣经里叙述的摩

西魔术般的将苇子海水分开的这一情节( 5出埃及
记6, 14: 21行起)的灵感,可能来自韦斯特卡尔纸草

中对古埃及魔术师杰德雅穆哈的魔术的叙述( 5韦斯

特卡尔纸草6, 6/ 7 ) 13) 172。

5圣经6中的赞美诗也吸收了埃及的抒情诗的特
点和内容。有人认为, 5诗篇6104 借鉴了伟大的5阿

吞赞美诗6的内容。不可否认, 5诗篇6中的一部分与

号称/异端王0的十八王朝法老埃赫那吞(约公元前

1365 ) ) ) 1342年)当政时编写的5阿吞赞美诗6之间
有着惊人的相似。5阿吞赞美诗6对太阳神阿吞离去

之后的恐怖的黑暗作了如下描述:

  当你落在西方地平线之下时,

大地一片黑暗, , ,

狮子从窝里走出来了,

所有的爬虫都在咬斗。

黑暗获得胜利,大地一片死寂,

因为创造他们的人在他的地平线上休息

了152。

5诗篇6里相似的部分写道( 104: 20行起) :

你创造了黑暗为夜,

夜里林中百兽潜行:

幼狮为食物而吼叫,

向上帝寻求食物。

5阿吞赞美诗6影响的另一个例子出自5诗篇6

34: 12: 有何人喜好生活,贪图长寿,以享美福? 这几

句几乎是5阿吞赞美诗6中一句的复制: /噢,每个人

都喜好生活,贪图长久美好的生活0。

三

埃及传统的宗教思想与基督教神学之间有很多

相通契合之处。埃及宗教神话对后世文化特别是基

督教文化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其创世说、奥西里斯死

而复活的观念、对死后审判的叙述、对阴间地界的描

绘,以及关于救世王来临的传说182。

古埃及的金字塔文和纸草文献中保留了 3种主

要的宇宙创始的神学学说, 即赫利奥坡里斯神学、赫

尔摩坡里斯神学和孟斐斯神学192。其中赫利奥坡

里斯神学宣扬造物主阿图姆最早出现于混沌水中,

这无疑让人们想起了5圣经6中的/地是空虚混沌,渊

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0(5创世纪61: 2)。造

物主阿图姆独自生出了大气之神舒和湿气女神泰富

努特,而他们又结合生下了大地神盖伯和天空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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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特。天空女神努特通常被视为人形, 但有时也表

现为天牛站在东方地平面上, 她弯曲的身体造就了

天宫的穹庐,而她的双臂下垂到没落太阳地平线上。

这也是人们想象中, 最初天地的创造和分离。盖伯

和努特又生了奥西里斯和伊西斯与塞特和涅菲悌

斯。他们既是兄弟姐妹, 又是两对夫妻。后来的孟

斐斯神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故事,成为著名的奥西

里斯神话。传说中奥西里斯继承了他父亲盖伯的王

位,成为上下埃及之主1102。塞特为了篡夺其兄奥西

里斯的王位,采用阴谋淹死了他。奥西里斯的妻子

伊西斯找到了他的尸体, 却又被塞特残忍地肢解成

14块,并散扔到埃及各地。伊西斯历尽千辛万苦找

回碎尸拼合,伏尸感灵而生其子荷鲁斯。荷鲁斯长

大后,在众神的帮助下,打败塞特, 夺回王权, 又使其

父复活
1112
。奥西里斯的死而复生的神话, 反映了尼

罗河的周而复始的泛滥和季节交替的自然变化规

律,最初体现了人们对农业神的崇拜,后来发展为宗

教的/来世0观。耶稣基督的死后复活明显借鉴了奥

西里斯神话的内容。

奥西里斯神话和基督的传说有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个相似点就是奥西里斯和耶稣都和一个权威神

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奥西里斯地神盖伯的儿子, 从

他们那里继承了埃及王位;耶稣正因为是上帝之子,

才具有神的特权。奥西里斯和耶稣都是秩序的创造

者,是/道0的化身。在埃及中王国时期的文学作品

中,是这样称颂奥西里斯的: /神之子,奥西里斯就是

这样的, 天国的伟大权威, 活的统治者, 来世之

王0。152第二个相似之处是两个神话故事的主人公

的出现过程可以视为善与恶的较量,最初的较量中

恶势力暂时占上风, 最终的结果是善战胜了恶。奥

西里斯被塞特残杀分尸,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

都在死后三天复活了, 并且都成为主宰人们未来的

神。耶稣陪伴在上帝身边等待着末日审判, 奥西里

斯则成为冥府之主, 专施亡灵审判。他们的死亡是

邪恶势力暂时胜利的表现, 他们的复活则是最终战

胜邪恶的标志。

接下来奥西里斯神话的接力棒传给了他的儿子

荷鲁斯。耶稣与荷鲁斯的相似之处首先在于他们的

出生。据说伊西斯伏在奥西里斯尸体之上痛哭, 与

其体内的生命力相结合, 结果感应怀孕而生荷鲁斯。

这对后来圣母感灵而生圣子的传说有一定的启迪作

用。而且这其中都涉及到一位具有神性的母亲, 并

且都得到了后世的景仰。在奥西里斯神话中, 最初

伊西斯并不占主导地位。但随着新王国时代帝国的

强盛,埃及控制的西亚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

和部分幼发拉底河区域以及非洲的努比亚和利比

亚,这位女神获得更尊崇的地位。后来伊西斯兼有

了爱和食物女神哈特尔及天空女神努特的功效, 成

为埃及家喻户晓的人物。伊西斯崇拜在希腊罗马时

期深入罗马帝国,后来一直传播到莱茵河岸边。她

还荟集了希腊女神德墨忒而和罗马女神福耳图纳的

特性,成为征服罗马世界的埃及女神。伊西斯崇拜

在塞维鲁和卡里卡拉统治时达到了顶点。后来基督

教的圣母崇拜很大程度源与埃及的伊西斯传说。

最后, 这两个神话故事的结局都是实现了秩序

的完美回归
1122
。秩序的恢复是通过王权表现出来

的,而在两个神话中王权都有两种表达方式,即现世

和永恒。埃及神话认为奥西里斯的王权存在永恒世

界之中,荷鲁斯的王权则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 因而

后来的埃及法老都把荷鲁斯视为自己的守护神。而

基督神话中主张耶稣(代表上帝)拥有永恒的王权,

与此同时的现实世界则由精神来统治。

埃及神话中的奥西里斯审判也给基督教的末日

审判留下了印记。奥西里斯复活之后, 不愿再留人

间,于是成为冥府之王,专司亡灵审判。古埃及相信

人死后要在地下世界接受奥西里斯的审判,于是死

者常常以魔法和咒语欺骗神灵, 以证明自己生前无

罪,这些通常放置于棺木中, 考古学中称之为/亡灵

书0或/死者书0( T he Book of Dead)。/亡灵书0也可

以看作是代死者通过奥西里斯审判的陈情书。传说

记载,死者通常在木乃伊保护神阿努比斯的引领下

来到奥西里斯审判庭, 通过天秤来称量受审者的心,

以此来决定死者是应该享受冥间的快乐还是地狱的

惩罚。在天秤之前, 有一头如鳄鱼、前半身似狮、后

半身如海马的吃人恶兽蹲踞虎视, 专门吞吃生前曾

作恶的不义之人的心和身体。奥西里斯高坐在中

央,真理和正义之神玛阿特化身为砝码放置在天秤

的一端, 死者的心脏放在另一端。如果天秤的两端

平衡一致,托特神便宣布死者无罪,死者及其灵魂便

可以到达奥西里斯的冥府王国生存下来, 享受冥世

的欢乐。如果天秤两端失衡,审判没有通过,死者就

没有资格获得永生资格, 因而被守在天秤旁的动物

吃掉113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埃及还尝试了由多

神教向一神教的过渡的改革。众所周知埃及奉行多

元化宗教,除了祖先崇拜和动物崇拜外,还崇拜各种

自然现象。在众神之中, 最初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太

阳神/阿吞0,到了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四世统治时,

却抬升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为了对抗日益膨胀的

#3#



阿蒙祭司集团的势力,阿蒙霍特普四世(即后来的埃

赫那吞)推行了一次宗教改革,即把自己和王后尊崇

的阿吞作为唯一的神来崇拜, 打击阿蒙神和其他神,

在主观上试图推行一神教改革。由于埃赫那吞统治

的软弱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宗教改革最终失败了。

但从宗教自身发展规律看来, 多神教趋向一神教的

改革,这也是一个进步。尽管阿吞主义很快消失了,

但基督教的一神观念却深受阿吞神的影响。当时流

行的5阿吞赞美诗6是这样推崇阿吞神的: /你所造的

何其多,你是唯一之神,没有任何神像你! 你根据自

己的意愿单独创造大地0。152而在5诗篇6里也有相

似的宣告( 104: 24) : /耶和华啊, 你所造的何其多!

你用智慧创造了一切,大地上满是你的创造物。0可

见这种一神教的思想早在基督教纪元之前的 1300

多年就已经在埃及出现了。

四

古埃及艺术、特别是宗教题材的艺术,为后来的

基督教留下了一些素材。如法老时代的女神伊西

斯,她的事迹不仅征服了希腊- 罗马,也给基督教留

下了许多印记。伊西斯作为圣母形象的原形, 广泛

流行于埃及绘画、雕刻艺术中,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伊

西斯哺育其子荷鲁斯的图像, 一般被认为是圣母怀

抱圣婴耶稣形象的雏形, 并作为艺术题材广泛流行

于以后各个时期172。此外, 埃及艺术中常见的生命

符号/安柯0,通常也被视为永恒十字架的前身。

由此可见, 除了金字塔、方尖碑、神庙等辉煌成

就外, 埃及文化在思想领域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后来, 埃及传统文化的部分思想经犹太文明传递给

基督教,因而, 基督教的文学、神学思想和艺术领域

中都留下了埃及文化的深深痕迹。

1参考文献2

1125旧约圣经6(和合本)1M2. 香港: 1995. 73.

122 Brested. A ncient R ecords of Eg ypt ( V ol. II I ) 1M 2. New

York: 1962. 263- 264.

132 Dupont - Sommer. Le Syncr�tisme r eligieux des Juifs d.

�l�phantine d. apr�s un ostracon aram�en in�dit. 1J2. Revue

de I. histoire des r eligions, 1945. 17- 28.

142 A. Alt. . Hic murus aheneus esto. 1 J2. Zeitschr ift der

deutschen morg enl? ndischen Gesellschaft, 1933. 33- 48.

152 M . L ichtheim. A ncient Egy ptian Literature 1M 2. ( 2

Vols) . California, 1974. 146- 163. 105- 106. 203.

162T . E. Pee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 iteratures of E2

gy pt, P alestine and M esopotamia1M2. London: 1931. 27.

172哈里斯编, 田明等译. 埃及的遗产1M2.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6. 207- 242.

182卓新平. 世界宗教与宗教学1M2.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1992. 275. 279.

192刘文鹏. 古代埃及史1M2.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19

- 128.

1102S. A. B. M ercer. T he Pyramid T ex ts( 3 Vol. ) 1M 2.

Lo ndon, 1952. U tt. 426.

1112 R. O . F aulkner. T he Ancient Eg yptian Co ffin T exts

( V ol. I)1M2. Warminster, 1973. spells 148.

1122郭丹彤. 论古代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的影响- 关于奥

西里斯和基督的比较研究1J2.史学理论研究. 2007, 1.

66- 74.

1132G . Har t. A Dictionar y of Egy ptian Go ds and Goddesses

1Z2. London, 1986. 151.

On the Effects of Ancient Egyptian Culture to Christianity

T IAN M ing

( College of Political & L aw and History , Inner M ongolia U 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 ong liao 028043, China)

Abstract: As the historical glorious ancient nat ion, Egypt has the very tremendous influence to the periph2
eral locality. Especially the Judea culture, irreproachable should inherit Egy pt ian civilization many characteris2
t ics. Christ ianity origins f rom Judaism, therefore has preserved the Egy ptian culture t race. The relat ion between

Egy pt and early Christ ianity w as very complicated. Christ ianity is manifested the Eg ypt ian culture inf luence fo2
cused on literature, theology thought , art and so on. In Christianity literature, som e glossaries, the language,

the theme and the literature style received the Egypt ian culture. s obvious influence; between the Egypt ian tradi2
t ion. s religious ideas and the Christ ianity theolog y have some communicat ion; the ancient Eg ypt ian art , specially

the religious theme art , has lef t behind some source material for afterw ard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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