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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和早期希腊文明的交往
.

—
兼论古埃及墓壁 画 中的克弗佛乌(K

e
fti u) 问题

田 明
(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 史学院

,

内蒙古 通辽 02 804 3)

〔摘 要)作为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中心
,

埃及和希腊很早就有了联系
。

特别是埃及 18 王朝贵族墓壁画 中

描绘的进贡使者
—

克弗详乌人群
,

多数学者认为属于爱琴民族
,

主要是克里特人
。

克弗涕乌问题表明 18 王

朝时
,

埃及和克里特的关系更加密切
,

交流 日益频繁
,

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达到了顶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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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

并且和古

代世界另一文明中心
—

希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

它们相互交流
,

互相影响
,

从现代地缘政治这一

意义上讲
,

二者间的往来也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早

期的例证之一
。

一
、

埃及和希腊文明的早期交流

爱琴海地区中最早引人埃及物品又有自己物品

抵达埃及的只有克里特岛一个地方
。

在克里特的克

诺索斯发现了埃及前王朝和早王国的石制器皿
,

〔l〕

并且在当地还产生了仿制品
,

这应属于二者交流最

早的证据
。

另外
,

该处还出土了少量埃及中王国时

期的国王 以及一些个人雕像 (甚至还有公主像 )
。

〔“〕

在克里特发现的埃及物品大多数属于晚期米诺斯文

明后期
,

大致相当于埃及的希克索斯时代和新王国
。

这些物品还应加上出土的二十多个中王国时的护身

符
。

一些中期米诺斯陶器也出口 到埃及
,

在埃及的

里西特
、

卡洪
、

哈喇格和阿拜多斯都发现了中期米诺

斯的陶器碎片
,

而且在厄勒藩汀还发现了一个完整

器皿
。

米诺斯陶器在卡洪被仿制
,

当地陶工也制造

出多彩艺术 陶
,

卡洪还发现了 米诺斯石器的盖

子
。

〔2〕

少数埃及物品传播到更远地方
:
一个属 于第 5

王朝乌塞尔卡夫葬祭庙的器皿出土于克里特与伯罗

奔尼撒之间的凯提拉岛
,

埃及第一中间期和中王 国

时的圣甲虫护身符和纽扣印章出现于希腊的马萨拉

平原
。

川埃及出土的米诺斯风格的银器可能是上古

世界统治者之间的礼品互赠
,

甚至通过第三者转

赠
。

〔2〕

埃及的第二中间期时
,

来 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

渗人尼罗河三角洲
。

奥地利考古学家比塔克在达巴

遗址的考古证实它就是希克索斯王朝的首都—
阿

发里斯
。

希克索斯人以此为中心建立政权
,

势力延

伸到整个埃及
。

他们在大量吸收埃及政治
、

文化的

同时
,

也革命性地引进了青铜武器和装备
,

而且还带

来冶炼青铜和铸造工具和武器的方法
,

使埃及全部

熔人了地中海世界的青铜文化中
。

阁从此
,

埃及和

地中海世界及爱琴海地区的交往更加密切
,

考古发

掘也给予了证实
。

比塔克考古的另一项重大成就就是惊奇地发现

达巴遗址的一个希克索斯时代废弃的堡垒于 18 王

朝阿赫摩斯时被重新起用
,

并以其富丽堂皇的装饰

而被认定为一个新的皇家堡垒
。

在 H /I I区域的一

个小房间内
,

发现了一个 18 王朝早期祭祀陶器储藏

坑
,

其中还包括从中期米诺斯后期到晚期米诺斯初

期的陶器
。

川更引人注 目的是 H 八 区域
,

除 了大量

的圣甲虫宝石护身符(其中还有一系列皇家护身符)

外
,

在北平台的废墟中还发现了成千上万泥砖建筑

上的石灰泥壁画碎片
,

其风格和图案很容易就被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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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米诺斯壁画
,

特别是跳牛和斗牛的场景
。

根据

复原图可以看出是在网格状背景上绘有两组公牛
、

跳牛者和斗牛者的生动场面
,

而这曾被阿兰
·

伊文思

认定为典型的克诺索斯王宫标志性图画
。

叫 而画面

底部可复原成半玫瑰形三竖纹装饰的中嵋
,

这也是

典型的米诺斯风格
,

很可能最初源于克诺索斯王宫
,

后为迈锡尼皇家中心继承使用
。

这种典型的米诺斯

皇室风格的壁画
,

根据其技术
、

原材料
、

颜色和肖像

细节
,

不难判定为米诺斯工匠所为
,

而 当时埃及肯定

没有征服爱琴海地区
,

这种密切的联系只能用王室

联姻来解释
。

第 18 王朝的奠基人阿赫摩斯最有可

能是这一堡垒的建造者
,

而他 的妻子肯定不是米诺

斯人 (是他的姐妹 )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

他的母亲

—
阿赫霍太普二世王后

: h n w t id bw H 3 w 一 n bw t
,

意为
“
H a 。 一 n e but 海岸的女主人

” ,

而该地后来被确

认与爱琴海岛屿有密切联系
。

因此
,

17 王朝这个王

后的名称和地位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在达巴遗址发现

的埃及 lS 王 朝早 期与米诺斯 文 明 的紧密的联

系
。

〔“〕

二
、

克弗锑乌人群的发现

这一时期
,

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 目的当数被称

作克弗
J

涕乌场景的壁画
。

埃及语中关于克弗梯乌人

群
,

在中王 国时 即已知晓
,

并且二者可能已有 了直接

联系
,

却未见于任何文字记载
。

但是确实存在一些

证据
,

诸如一些皇室和大臣墓室的壁画中反映的情

况
。

第 18 王朝前期底 比斯 以西的一部分贵族墓壁

上
,

描绘了一系列搬运贡品的外国人
,

这些人就是与

爱琴海民族有密切联系的
、

被称为克弗梯乌的外国

使者〔“〕
。

大多数的墓主们都生活在哈特舍普苏特
、

图特摩斯三世
、

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期问大约半个

多世纪里
,

其中的几座坟墓尤为重要
,

按时问先后顺

序列举如下
:

(一 )萨那马特墓 萨那马特是哈特舍普苏特统

治时期的
“

大总管
”

和
“

阿蒙总管
” ,

这一头衔使他有

权掌控卡纳克神庙的巨大财富
。

这里也是已知最 早

的爱琴海进贡场景
。

在萨那 马特墓过道的西墙上
,

描绘了来 自爱琴海朝 贡使者的庞大队伍
。

不幸的

是
,

这部分墙壁遭到意外的损坏
,

致使原来的 6 幅壁

画保存至今的只有后 3 幅
。

这些人被画作暗黑色的

头发
,

眼睛为白眼球红眼珠
。

第一人的图像仅存胸

部以上
,

右手持一白色杯子
,

左手托着一个绘成红棕

色的高器皿 ;第二人的装束中仅能看见衣带
,

左手握

一白色杯子 ;最后一人穿着苏格兰式男裙和紧身上

衣
,

系着精美衣带
,

右手托着一红棕色的大水罐
,

左

手拎着一只高的带柄坛子
。

(二 )普密尔墓 普密尔为图特摩斯三世时的
“

阿蒙第二先知
” ,

并且是哈特舍普苏特和后来图特

摩斯三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建筑学家之一
。

他很可

能管理阿蒙神庙 的税务并从事神庙的建设工作
,

这

也许可以解释在他 的墓里发现的外国人及其贡品

图
。

爱琴海民族的场景发现于墓的左厅右侧
,

有两

幅壁画
。

第一幅上绘有普密尔坐着接受官员献给神

庙的贡品
,

第二幅画着普密尔站着记录来自北方的

朝贡
。

四个进贡者站在一堆金环后面
,

其中第一二

个属于典型的叙利亚人
,

第四个可 以被确认为叙利

亚人或利比亚人
。

第三个人的皮肤颜色看起来比埃

及人要暗一些
,

头发是黑色的并且在额头上打着卷
,

鹰钩鼻子
、

大嘴巴
、

短脖子和一张光滑且不留胡须的

脸
。

(三)英提夫墓 英提夫是哈特舍普苏特和图特

摩斯三世统治时期的
“

国王的大传令官
” 。

在他的墓

壁画中描绘了四组进贡场景
。

第二组是叙利亚人送

来贡品
,

第三组和第四组根据其贡品判断应是来 自

绿洲的人们
。

第一组壁画是一个系着典型米诺斯风

格腰带的使者
,

后面跟随一 个穿着特殊草鞋的米诺

斯人
。

在所有底 比斯墓中发现的外国人图 像中
,

这

一穿着特制爱琴海类型鞋的人最具代表性
。

(四 )乌塞 尔阿蒙墓 乌塞尔阿蒙是
“

这个城市

的统治者
”

和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
“

维西尔
” ,

他的墓

里
一

也保存了外国进贡的场景
,

贡使穿的爱琴海风格

服饰和萨那马特墓属同一类型
。

在其墓志里记述了

爱琴海 的进贡者
,

这是保存完好的最早的记录
。

(五 )蒙卡皮拉萨墓 蒙卡皮拉萨在图特摩斯三

世统治时期先是作为
“

阿蒙第二先知
” ,

后来又成为
“

阿蒙第一先知
” ,

并一直连任到阿蒙霍特普二世统

治之初
。

他在卡纳克神庙的职责包括积聚来自外国

的财产
。

在墓穴横厅的西墙上绘有三个陈送礼单的

使者
,

第一个甸甸着
,

第二个跪着
,

第三个站着
,

上面

的象形文字可读作
“

克弗佛乌土地之王进来贡品
” ,

被确认为与克弗梯乌的国王有关
。

(六 )拉克米尔墓 拉克米尔是
“

这个城市的统

治者
”

和图特摩斯三世统治后半期和阿蒙霍特普二

世统治之初的
“

维西尔
” 。

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 的贵

族之一
,

其墓葬保存完好
。

壁画显示他在其仆人的

陪同下接受献给图特摩斯三世的贡 品
,

而搬运贡品

的人有五类
,

依次是
:
蓬特人

、

克弗梯乌
、

努比亚人
、

来特努人和所有其他外国的俘虏
。

第二类的克弗梯

乌人搬运的各种彩绘器皿
,

形状怪异
、

多样
,

为狗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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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狮子柄 )
、

狮子
、

长颈鹿
、

公牛
、

瞪羚的头形
。

这个

墓的图像最早被冠以克弗梯乌的名称
,

因为其中有
“

克弗梯乌土地王子和一片大绿之中的岛
”

这样的象

形文字铭文
。

(七 )阿蒙尼姆赫布墓 阿蒙尼姆赫布在图特摩

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普二世时期曾在军队中服役
,

并

最终获得了
“

陆军中校
”

的军衔
。

墓壁画中有三组异

族贡使的场景
,

从旁边的铭文看
,

这些人物包括上下

来特努(叙利亚 一 巴勒斯坦 )首领的使者
,

其中第三

个被称为克弗梯乌土地⋯⋯的首领(派来的)⋯⋯

(八)卡纳蒙墓 卡纳蒙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

时期曾作为
“

阿蒙神的牛的监管者
”

和
“

国王的大管

家
” 。

在其墓的外厅南侧描绘了墓主坐在高台之上

接受新年贡品
,

台基下面雕刻着 13 个外族人的名

字
,

每人都以捆绑形象为代表
,

胳膊被绑在背后
,

身

体的下半部分被一椭圆圈代替
,

里边记载着他的种

族或地域名
。

代表克弗佛乌的肖像留着胡子
,

四塔

螺旋状头发垂落在肩膀上
,

头发上还扎着一条白色

带子
。

(九 )阿尼纳墓 阿尼纳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

时期的
“

阿蒙第二先知
” ,

是王后泰伊的兄弟
。

其墓

壁画中的一副图景描绘了九个臣服者(埃及传统的

敌人 )跪在阿蒙霍特普三世和泰伊面前
,

而且他们的

脖子被纸草和莲花一类植物系在一起
,

他们军队的

胳膊也被绑在背后
。

其中第五个被认定为克弗梯乌

人
,

但明显这一图像应属于混血儿(有胡须 )
。

三
、

克弗梯乌人群的确认

以上墓壁画中的图像清楚地表明
,

这些被称为
“

克弗佛乌
”

的人群都是典型的爱琴海地区居民
,

因

为他们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

(1) 这些人的皮肤呈暗棕红色 ;

(2 )他们都不留胡须
,

那些被确认的有胡须的克

弗佛乌人群
,

可能是对叙利亚人或混血儿的误认 ;

(3) 他们的头发和其他异族人不同
,

他们留着长

发
,

有时像王冠一样卷在前额
,

有时散披在肩膀或后

背上 ;

(4 )他们的身材非常苗条
,

壁画中的图像通常要

比埃及人的腰更纤细一些 ;

(5) 有时他们穿着露脚指头的草鞋
。

除此之外
,

这些人的服饰和他们搬运贡品的器

皿也具有典型的爱琴海风格
,

下面将从这两个方面

进行探讨
:

在讨论这些壁画的同时
,

我们应该对人物的服

饰变化给予足够的重视
。

在早期的萨那马特
、

英提
·

8
·

夫和乌塞尔阿蒙的墓室壁画中
,

向我们展示了米诺

斯特点的服饰
,

即穿着带有前盖片和后襟的短马裤
。

后来的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出现了穿着男式短裙

的克弗佛乌人群
,

这种带褶的苏格兰男式短裙经常

出现于克诺索斯王宫的壁画中
。

这些服饰中有两种

最基本的样式是起源于爱琴海地区的
。

第一种样式

是米诺斯人穿的用宽带束腰的紧身服
,

前边有一片

似乎挂在腰带上飘动的东西
,

这通常被认为是男性

生殖器的保护物或叫做下体盖片(前盖片 )
,

正如在

萨那马特
、

英提夫和乌塞尔阿蒙的墓室壁画中人物

的衣服
。

第二种样式就是男式褶桐短裙
,

上面有许

多刺绣并一直垂落到两腿中间
,

这可以在第二个时

期的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墓中找到
。

以爱琴海人的观点看
,

这一系列埃及绘画中最

重要的当数拉克米尔墓中的壁画
。

其中的克弗梯乌

种群最初穿的是带有前盖片和后襟的短马裤
,

在图

像已经全部完成以后
,

服饰又被重新更改成男式短

裙
,

这可能代表了爱琴海地区权力的转移阁米诺斯

人以穿着有前盖片和后襟的短马裤为代表
,

而迈锡

尼人则穿着男式褶桐短裙 ;也有人持不同毛月见点
,

那

就是男式短裙在克里特延续年代极长
,

包括米诺斯

和迈锡尼两个时期
。

克弗梯乌使者的贡品中最具特色的也许要数各

式器皿了
。

这些可能用来盛放进贡的橄榄油和葡萄

酒的金属或石制器皿被认定为爱琴海地区的产品
,

因为在希腊半岛和克里特岛的考古中出土了许多类

似的器皿
。

因此我们有必要评述这些彩绘器皿及其

历史学
、

考古学意义
。

根据器皿的外形
,

这里重点介

绍几种容器并把它们与有关的爱琴海地区的器皿作

一详细比较
:

(一)有柄壶 在早期的萨那马特和乌塞尔阿蒙

的墓室中的有柄壶被画成椭圆形壶体
、

短颈
。

颈部

和主体被突出的环状物分隔开来
,

或更确切地说是
“

铸造环
” 。

手柄的边缘偶尔有鱼骨纹装饰
,

主体的

装饰图案多样化
,

有的在其肩部
,

有的覆盖整个器

皿
。

这种精美的造型实际上可以简单被确定为晚期

米诺斯的金属工艺品
,

因为在爱琴海地区也出土了

颈部有铸造环
、

肩部和主体上有装饰图案甚至手柄

边缘有锯齿形装饰的类似器皿
。

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墓中发现了细长壶的图

案
,

颈部没有铸造环
,

肩部有带状装饰物
,

多为螺旋

形线条
,

其颜色有时不同于主体颜色
,

这表明了带状

饰物也是容器的一个单独的组成部分
。

这种器物类

型也常见于爱琴海地区
,

并具有技术上的特点
:
所谓



带状饰物是能把器物颈部和主体连接在一起的一个

圈
。

这个装饰圈和手柄上的图案由特殊风格的百

合
、

叶瓣饰
、

波浪线和螺旋纹组成
。

川

(二 )双耳罐 在萨那马特的墓室壁画中只有一

只双耳罐
,

从它的形状及柄的设计形式来看
,

完全可

以和晚期米诺斯出土于皮塞拉的陶罐相比较
。

〔“〕那

些出现于拉克米尔墓中的带有实心 S 形手柄的器

皿
,

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出土于希腊基克罗斯的

那只仿金属器的石制器皿
。

在蒙卡皮拉萨墓中发现

的双耳罐图案是一种新的形状
。

它和有柄壶一样肩

部有装饰物
。

器皿主体与装饰条颜色的不同
,

表明

肩部的螺旋条纹和玫瑰饰不仅起装饰作用
,

也是器

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与之相似的爱琴海类型器物是

在斯格皮洛斯岛发现的属于晚期希腊底文化时期的

一个青铜器皿
,

遗憾的是
,

它是迄今所知唯一的青铜

双耳罐
。

〔7〕

(三 )公牛头形双 口 器 三只爱琴风格的公牛头

形双口器被绘于乌塞尔 阿蒙
、

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

萨墓壁上
。

乌塞尔阿蒙墓中所见的那只被绘成白色

(银质)
,

蒙卡皮拉萨墓中所画的那只为黄色(金质)
,

并附带有黑色十字形镶嵌物
,

而发现于拉克米尔墓

中的那只也为金质但没有装饰
。

同样
,

与之相似的

爱琴海地区的公牛头形陶
、

金属双 口器也为人们熟

知
。

(“〕

(四 )狮头形双 口 器 几种狮头形双 口器出现于

爱琴海人进贡场景中
。

在乌塞尔阿蒙墓壁画中发现

一个卧式狮头器皿
,

蒙卡皮拉萨和拉克米尔墓中分

别出现两只和一只类似器物
。

所有这些都被涂成黄

色
,

可能意味着是黄金制品
。

艺术师们无疑是想模

仿在迈锡尼发现 的那种可能 由克里特工匠制造的金

狮头形双 口器
。

〔”〕

(五 )豺头形双 口 器 爱琴海人携带的豺头形双

口器 出现于乌塞尔阿蒙墓
、

蒙卡皮拉萨墓和拉克米

尔墓的壁画中
。

其中乌塞尔阿蒙和拉克米尔墓中的

器物呈白色 (可能为白银或雪花膏制品 )
,

蒙卡皮拉

萨墓中的双 口器为蓝色
。

也有人把这些器物与现藏

于不列颠博物馆的那只米诺斯式狗头形双口器作比

较
。

〔‘〕

(六)动物形双 口 器 无可否认的是
,

这种动物

形的双 口器类型是爱琴海人独创 的
。

因此
,

在乌塞

尔阿蒙
、

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其它的墓壁画中出

现的动物形的双 口 器也应该是 由爱琴海人带来

的
。
〔‘〕

(七 )圆锥形双 口器 这种类型的器皿仅出现于

爱琴海进贡系列中最晚的两座墓 (蒙卡皮拉萨墓 I :

2一 2 4
,

11 : 2 3 ;拉克米尔墓
: 4 2 一 4 5 )

,

〔‘o 〕包括两种

基本形状
:
一是简单的锥形体

,

另一种是在下 面加上

圆底座或更宽一点的底座
。

艺术家们还经常变换这

种双口器的柄手形状和数量
。

与之相似的双柄器皿

图出现于晚期米诺斯文明的印章上
,

并且还在费拉

卡皮出土了一个类似实物
。

〔’〕而单柄的圆锥形器皿

经常见于米诺斯文明出土文物中
。

(八)杯 在萨那马特和乌塞尔阿蒙墓中发现了

迈锡尼瓦菲奥式的金杯图
,

蒙卡皮拉萨墓中还 出现

了一只皮带柄 (软柄 )杯的图形
。

20 世纪初就有人

认定这些图形代表的是爱琴海的杯子
,

并且与在瓦

菲奥出土的那 只著名的金杯属 同一类型
。

〔“〕此外
,

在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墓壁画中还出现了爱琴海

人进贡的项链
,

由黄色
、

蓝色还有红色的小珠子串

成
,

分别代表了黄金
、

青金石 (蓝玻璃石 )
、

红玉髓或

唬拍等原料
。

而这些原料在克里特的工艺品制作中

经常使用
,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项链是他们

送给埃及人的贡品
。

四
、

历史结论

埃及 自前王朝以来
,

就和早期米诺斯文明有了

联系
,

克里特所用的黄金有可能来自于埃及
。

克里

特文明之初
,

埃及中王 国第十二王朝的文物曾留传

于克里特岛
,

当地工匠多有仿效
,

在壁画
、

陶器
、

工艺

品和图画文字的演变方面都可看到埃及的影响
。

克

里特的陶器在埃及也有发现
。

从希克索斯时代开

始
,

作为地中海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埃及和

希腊在文化
、

贸易交流的基础上
,

甚至还发展了规格

很高的姻亲关系
,

达巴遗址的考古证实了埃及 18 王

朝早期与米诺斯文明的紧密联系
。

到了埃及新王国时
,

恰逢克里特文明的鼎盛的

新王宫时期
,

二者交往更为密切
,

被称为克弗娣乌的

壁画场景也证实了这一点
。

这些人的服饰
、

皮肤和

身体特征都符合爱琴海居 民的特征
。

同时
,

从他们

搬运的大量金属或石制器皿来判断
,

应为典型的米

诺斯器皿
,

像公牛头形
、

动物形
、

圆锥形器皿
,

在爱琴

海的陶器或金属器中都可 以找到其原始的形状
。

¹

在蒙卡皮拉萨和拉克米尔的墓中还发现两处象形文

字铭文
,

可读作
“

克弗梯乌土地之王进来贡品
”

和
“

克

弗梯乌土地王子和一片大绿之中的岛
” 。

根据象形

文字和其它青铜时代的铭文
,

多数学者认为
,

米诺斯

文明时的克里特人就是克弗梯乌民族
。

º克弗梯乌

问题反映了埃及和克里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近
,

在

18 王朝时交换日益频繁
,

到 图特摩斯三世时达到了
·

9
·



顶点
。

其交往方式可能是海上直接往来
,

在特拉发

现的微型航海图也证实了米诺斯与北 非海岸的联

系
。

另一种可能是经毕布罗斯或乌伽里特的非直接

的商品交换
,

因为在以上两个遗址都发现了米诺斯

陶器
。

(2〕

作为两大文明发祥地
,

古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从

文明之初就有 了一定交流
,

并在不断的交往中共同

进步
。

考古学所见的二者交流最频繁场景
,

恰恰出

现于各自文明发展的鼎盛阶段
,

这也许可以说明
,

一

种近乎完全和平的交流
,

也能对古代文明的发展起

巨大的推动作用
。

只有不断吸收新的文明成就
,

才

能使固有的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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