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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宗教中的西亚神灵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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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是典型的多神教国
家!其神灵有本土和外族之分"

本土神灵! 由埃及原始地方性
图腾崇拜或祖先崇拜对象演变
而来! 如创世神阿图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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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地方神索
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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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
族神灵主要源自埃及以外地区
和国家"它们在穿着%举止和体
质特征上明显有别于本土神
灵!具有鲜明的外族群体特征!

其中以体现努比亚人身体特征
的男神德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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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具有叙
利亚人狩猎传统特征的女神卡
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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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典型"

在诸多外族神灵之中 !西
亚神灵数量较多" 埃及地处北
非! 沿东北边界经由西奈半岛
与西亚地区相连! 与西亚地区
在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可以
追溯到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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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纪" 西亚神
灵最早就是通过地区双边贸
易% 人口迁徙或军事行动等方
式被引入埃及" 来自西亚的商
人% 移民和战俘构成了埃及最
早崇拜西亚神灵的人群"然而!

中王国&公元前
5678

年至公元
前

8779

年 $之前 !西亚神灵实
际上并未受到关注! 埃及人虽
在近东地区较为活跃! 却常常
以文明开化民族自居! 对西亚
人不屑一顾"

埃及人对西亚神灵之崇拜
可能始于中王国末期" 随着西
亚与埃及交流日益增多! 特别
是大量西亚人进入埃及北部三
角洲地区定居! 源自西亚地区
的女神阿娜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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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始受到埃及人的崇拜! 被尊为
(天空的女主人 ) 和 (众神之
母)*阿娜特原为叙利亚地区的
战争女神! 在埃及以头戴两侧

装饰羽毛王冠的女性形象出
现 !手持盾牌 +长矛或战斧 !以
此凸显她尚武与好战的天性"

第二中间期&公元前
877;

年至公元前
897<

年$是西亚神
灵迁入埃及的关键时期" 来自
西亚的希克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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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埃及北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建
立了政权! 他们在埃及北部为
西亚神灵修建圣坛和神龛" 受
益于希克索斯人的大力支持 !

巴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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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批西亚神
灵被介绍到埃及! 而阿娜特的
宗教地位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大
幅提升"

埃及人在驱逐希克索斯人
后开创了新王国时代 &公元前
897<

年至公元前
86?8

年$" 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由希克
索斯人引入的西亚神灵非但未
受冲击! 反而迎来了融入埃及
的黄金时代"据文献记载!十八
王朝时期&公元前

897<

年至公
元前

8489

年 $以巴奥 %瑞希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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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一批西亚男
神和以阿斯塔尔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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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戴什为代表的一批西亚女神
被迎入埃及万神殿中供奉 !这
是西亚神灵获得埃及认可的重
要标志"当然!这些西亚神灵能
够顺利进入万神殿! 还与十八
王朝的王室支持密不可分" 埃
及 法 老 阿 蒙 荷 泰 普 二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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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曾将瑞希普
和阿斯塔尔特尊奉为近卫战车
部队的守护神"之后!西亚的米
坦尼王国还应埃及法老阿蒙荷
泰普三世 &

:C+0')"+A DDD

$之
请! 将一尊来自两河流域地区
的名为莎乌什卡的女神像送到
埃及王宫内接受皇家供奉 !说
明西亚神灵此时已得到埃及统

治阶层的认可"

十九王朝&公元前
8489

年
至公元前

8568

年$是西亚神灵
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的时期" 此
时的西亚神灵依旧受到王室成
员们的青睐! 如法老拉美西斯
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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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女儿
取名为贝内特,阿娜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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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 (女神阿娜特的女
儿)*西亚神灵还受到了众多非
皇室人群的崇拜! 大英博物馆
所藏的一块石灰岩石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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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为我们展示了这一图景* 该
石碑上半部为 (三联神 )!除左
边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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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外!中间的卡戴
什女神和右边的瑞希普神都是
西亚神灵* 卡戴什女神以站在
狮子背部的女性形象出现 !左
手持蛇象征繁殖力! 右手持莲
花代表情感与欲望* 瑞希普神
则留有叙利亚特点的胡须与发
型!前额佩戴羚羊头饰!手持长
矛! 反映了他野蛮与好战的特
点* 石碑下部描绘了一位平民
装束的男子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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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着妻
儿向女神阿娜特献祭的场景 *

据石碑中的图像和象形文字可
知! 奇阿献祭的目的是向司职
战争的瑞希普和阿娜特祈求平
安与护佑! 向象征情感与繁殖
的敏和卡戴什祈求家庭和睦 %

儿孙满堂*

二十王朝&公元前
8566

年
至公元前

86?8

年$至希腊化时
代&公元前

445

年至公元前
46

年$ 是西亚神灵崇拜在民间传
播的重要时期* 此时西亚神灵
受到民众的广泛崇拜! 很多地
方神龛和小神庙开始供奉西亚
神灵* 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了一
件小型赤陶土神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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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龛正面形塑的裸体女神是埃及

风格的阿斯塔尔特女神形象 *

另外! 这一时期仍有新的西亚
神灵被埃及人接受! 如在后王
朝时期 &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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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元前
444

年$!在埃及南部城市埃勒
芬提尼出现了对源于以色列的
雅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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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崇拜*

罗马统治时期是埃及宗教
中的西亚神灵衰落的时代* 至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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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阿拉伯人征服埃
及后强制推行伊斯兰教! 禁绝
其他一切神灵崇拜! 埃及宗教
中的西亚神灵从此湮没*

虽然西亚神灵曾在埃及的
特定历史时期受到顶礼膜拜 !

但现实中埃及却将西亚人视为
敌对民族* 如古埃及教谕文学
作品-梅里卡拉王的教谕.中就
写道/(至关重要的是! 亚洲人
&注/古埃及人将如今的西亚地
区称为亚洲$憎恶埃及*别让你
的心为他们困惑! 亚洲人只是
一只河堤上的鳄鱼* ) 依此而
言! 即使西亚神灵暂时被埃及
民众接受! 面对埃及相对成熟
的宗教体系! 异族形象特质也
极 易 在 不 对 称 的 文 化 涵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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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被逐步消
减和淡化! 直至彻底同化* 然
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源自西亚
的神灵在埃及宗教演变发展过
程中非但未被同化! 其所特有
的西亚人特质还得以长期保
留! 对他们的崇拜甚至一直延
续到希腊化时代*究其原因!可
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 古埃及的宗教崇拜
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族群认同的
影响* 古埃及的民族多元化和
开放性为西亚神灵融入埃及宗
教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西亚人
在第一中间期和第二中间期大

量涌入埃及后! 不断与埃及人
通婚和杂居! 原来仅限于西亚
族群崇拜的神灵被两个族群混
血的后代所接受*

其二! 西亚神灵在融入埃
及本土宗教过程中! 埃及人采
用 了 埃 及 解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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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扩大认可
度* 埃及人尝试将西亚神灵解
释为埃及神灵的变体之一 !如
巴 奥 神 被 认 为 是 埃 及 塞 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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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变体!阿娜特神则被
认为是埃及哈托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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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神的变体*同时!埃及人还想方
设法将西亚神灵纳入埃及神灵
谱系之中!如在一篇名为-阿斯
塔尔特与贪得无厌的海洋 .的
埃及神话故事中! 阿斯塔尔特
就被描述成孟菲斯创世神普塔
的女儿*

其三! 西亚神灵们所具备
的游牧民族的尚武好战个性及
野性的繁殖力! 恰是农耕文明
之下埃及人所渴求的异能特
质*尤其是在新王国时代!为了
建立地区性的军事霸权! 埃及
频繁对外用兵* 虽然埃及本土
神灵中也有蒙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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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战
神! 但西亚神灵巴奥戎装激昂
的形象和女神阿斯塔尔特骑马
挥动武器的形象更切合战争中
提振军队士气+ 鼓舞军心的实
际需求*在埃及统治者看来!西
亚神灵所具有的某些个性特征
非但不能被消除! 或许在某种
程度上还应被突出强调*

西亚神灵融入埃及宗教经
历了较为漫长和复杂的演变 !

这一过程为透视和理解古代西
亚+ 北非文明间的宗教文化交
流提供了一个范例* !作者为南

通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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