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西亚地区，在人们的

印象中，或是战火纷飞、恐怖活

动盛行；或是原始而保守、披着

神秘的面纱； 或是都如海湾国

家一般，富得流油。 若放眼整个

人类文明大家园， 也可能会想

当然地认为， 这里的文化是单

调的、文明是落后的。 但是当你

漫步在巴格达的街头或是游览

于两旁耸立着高大石壁的佩特

拉古城，你可曾想到，这里不仅

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而且文

明的类型多姿多彩，让你目不暇

接，稍一接触，便会深醉其中。

绚烂多彩的古代西

亚文明

在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眼

里，“环境并非无所不能， 但是

它会对任何既定地点先天具备

的或者后天获得的有利条件产

生很大影响”。孕育了古老的苏

美尔/巴比伦、亚述和波斯诸文

明的西亚地区作为古代世界体

系的枢纽地带，从很早时候起，

就成为连接地中海沿岸各国与

亚洲地区的交通要道。 除了通

过波斯帝国连接的陆上丝绸之

路， 古代西亚地区围绕阿拉伯

半岛还有三条主要的交通贸易

路线： 第一条是汉志路 （Hijāz

Route）， 这条路线主要以巴勒

斯坦和外约旦的红海港口及边

区重镇为起点， 经过阿拉伯半

岛的红海海岸山脉线， 抵达也

门。 这条线路曾经是亚历山大

大帝及其后来的继任者同亚洲

其他国家展开贸易活动的海上

主要通道， 近代汉志铁路基本

就是沿着这条线来修建铺设

的。 第二条线路是达瓦西尔河

道线（W?di’d D?wasir），这条线

是从也门的东北部到达阿拉伯

半岛的中部， 再从半岛中部连

上另一条河道线———鲁麦河道

线（W?di’r Rumma）后，抵达美

索不达米亚东南部。 这条线是

古代也门阿拉伯文化与亚述和

巴比伦文化交流的主要纽带 。

第三条路线是西尔汉河道线

（W?di’s Sirhan）， 这条线是从

半岛中部出发， 经过半岛上的

焦夫 （Jawf）绿洲 ，抵达叙利亚

东南部。 位于今约旦首都安曼

以东干旱高原上的古城佩特拉

（Petra）， 在历史上就是这条贸

易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 是半

岛南部阿拉伯人和地中海之间

商队往来的必经之地。 亚历山

大东征后， 就将佩特拉作为希

腊人储备粮食的重镇，因此“佩

特拉” 系希腊语， 意思为 “岩

石”，又被称为“岩石城”。

如此重要的交通地理条件，

使西亚地区成为了所谓的“五方

杂处之地”， 这里的民族迁徙与

流动性强，商贸活动繁荣，物质

交换频繁， 人们的思想

观念不断得到交

流与碰撞， 因此

文明不仅具有

高度活力， 而且文明的形态多

变，尤其两河流域地区，次第出

现的文明形态有苏美尔文明、阿

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

明、新巴比伦文明，其中苏美尔

和巴比伦文明构成了两河流域

文明的基础。

文明始于苏美尔。 苏美尔

文明是西亚地区两河流域文明

的起源。 西亚地区两河流域文

明的发展频繁受当地民族迁徙

流动影响， 文明的次第更替频

繁发生。 发源于西亚塔鲁斯山

和扎格罗斯山的两条河———底

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巴格

达附近几乎汇合， 从巴格达以

南的两河流域冲击平原上 ，其

南半段在古时被称为 “苏美

尔 ”，北半段被称为 “阿卡德 ”，

这两段又合称为 “巴比伦尼

亚”。巴格达以北的地区被称为

“亚述”。 两河流域地区无天然

屏障， 又位于农耕地区和游牧

地区的交界处 ，因此历史上民

族大迁徙频繁发生， 文化交流

频繁。 该地区次第出现的文明

形态有苏美尔文明 （公元前

3200-前2300年）、 阿卡德文明

（公元前2300-前2191年）、古巴

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前1595

年 ）、亚述文明 （公元前8世纪-

前612年 ）和新巴比伦文明 （公

元前626年-前539年）。 两河流

域文明的兴衰更替是沿着两河流

域逐渐向北发展

的， 但苏美

尔和巴比

伦文明始

终是两河

流域文明的基础。

两河流域高度发达的文明

历来是各民族争夺和学习的对

象。 在这里先后有几个外来民

族交替出现， 它们在吸收和借

鉴两河流域文明成果基础上 ，

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文明 。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埃兰文明。

在两河流域文明之外，存在

一个与两河流域文明争霸的埃

兰文明。埃兰文明是伊朗文明的

早期来源，其产生于伊朗高原之

外受两河流域影响较大的苏萨

平原， 即今天伊朗的胡泽斯坦。

埃兰文明受两河流域文明的影

响较大， 其文字最早为象形文

字。 公元前3000年末，阿卡德人

将楔形文字传入埃兰地区，埃兰

人开始使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

字， 因此埃兰的文字、 雕刻、印

章，甚至司法和历法，均属于楔

形文化圈的一部分。公元前2300

年左右， 埃兰摆脱阿卡德统治，

建立了统一的埃兰联邦国家。公

元前639年，埃兰被亚述所灭，在

经历了亚述、新巴比伦和米底王

国的短暂统治后，埃兰成为波斯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重要行

省———胡泽行省，居民也被伊朗

语居民同化，称为胡泽人，首都

苏萨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

政首都。深受两河流域楔形文化

影响的埃兰在成为阿契美尼德

王朝的一个行省后，自然就将楔

形文化介绍给了伊朗，不仅帮助

伊朗人创制了古波斯楔形文字、

司法和历法，还协助伊朗人创建

了行政管理体制，如今的古波斯

楔形文字对研究苏美尔楔形文

字具有极大的辅助意义。

西亚地区另一个为人熟知

的古老文明就是波斯/伊朗文

明。 公元前2000年，伊朗和印度

境内开始出现印欧语系的印度

伊朗语居民，他们被通称为雅利

安人。 在这些伊朗部落中，米底

和波斯这两支部落最为强大。公

元前673年，米底王国建立，这是

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由雅利安人

建立的统一国家，其征服活动加

速了伊朗境内不同民族与部落

的同化过程，促进了伊朗民族和

伊朗文明的形成。米底王国的都

城哈马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

要枢纽。公元前550年，米底王国

被古波斯帝国所灭，成为阿契美

尼德王朝的一个行省，米底王国

的各项制度也被阿契美尼德王

朝所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为波

斯人所建，因此被称为波斯帝国

或古波斯帝国。 公元前543年，

居鲁士二世征服巴比伦。 巴比

伦文明中的一些元素被波斯文

明所吸纳和借鉴。 居鲁士之后

的另一位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

将波斯帝国疆域继续扩大 ，疆

界东起印度河流域， 西至色雷

斯沿岸，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

塞俄比亚，波斯帝国由此成为古

代第一个地跨三大洲的帝国。公

元前330年，阿契美尼亚王朝被

亚历山大帝国所灭。 公元前322

年亚历山大帝国瓦解， 其在原

波斯帝国亚洲部分的领土为塞

琉古王朝继承。 公元前129年，

塞琉古王朝被安息王朝取代，到

公元1世纪时， 安息王朝与同时

代的罗马、印度和中国并立为当

时的四大帝国。公元224年，安息

王国被萨珊王朝取代。萨珊王朝

是古代伊朗最辉煌的时期，其基

本统一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南部。

萨珊文化成为西亚文明与印度、

中亚和中华文明交流的中间站。

此外，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和埃及文明两强之间的巴勒斯

坦地区， 在公元前2000年前出

现了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

明。 公元前2000年晚期，摩西带

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东北部 ，

前往巴勒斯坦。 在那里，希伯来

人形成了犹太和以色列民族，并

成为著名的一神教圣经民族，除

了《圣经·旧约》，《塔木德》被奉

为犹太民族的第二圣经。

还有公元622年崛起于阿

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明。 伊斯

兰文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其

影响力拓展到阿拉伯半岛以外

的整个西亚北非地区， 就连波

斯帝国也在伊斯兰力量的扩张

下被伊斯兰化。

善于兼收并蓄的古

代西亚文明

“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

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

不同文明在起源之初虽独立发

生， 但其发展离不开与其他文

明的交往、 互动与互鉴， 文明

交往的过程中虽有矛盾和碰

撞， 但和平共处、 相互渗透和

交融互变却为常态和主流， 西

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同样

如此。 遗憾的是， 由于近代以

来西方国家对学术话语权的主

导性作用， 国际学界多关注于西

亚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

鉴， 而忽视了西亚文明与亚洲其

他文明的交流互动 。 实际上 ，

古代西亚文明与其他亚洲文明

之间也存在大量的物质、 文化

与技术交流。

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

流互鉴。 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

的交流主要通过丝绸贸易与伊

朗文明发生联系。 陆上通过我

国内地新疆经沙漠绿洲、 中亚

与西亚联系， 海上通过印度洋、

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与西亚

产生联系。由于当时的海上丝绸

贸易主要被印度商人所垄断，陆

上丝绸贸易主要被波斯商人所

垄断，因此中华文明与西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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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学术话语权的主导性作用， 国际学界多关注于西亚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

交流互鉴，而忽视了西亚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 实际上，古代西亚文明与其他亚洲文明之

间也存在大量的物质、文化与技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