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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埃 及 女 性 地 位 考 辨
*

王海 利

  内容提要  从历史角度看, 在古埃及社会中虽然女性与男性至少在理论上享有平等的法

律地位, 但缘于社会的、传统的限制, 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 古埃及男性比女性更处于优

势。在文学作品中, 女性成为消极、被动、任性、堕落的代名词; 在艺术创作中, 女性处于

从属地位; 从语意学角度看, 女性被置于称呼的客体。因此, 尽管古埃及的女性拥有比同时

期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性较多的权利和较高的地位, 但仍旧没有改变古埃及男性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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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们在对古埃及妇女的研究中发现, 与同

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相比, 古埃及女性拥有更高的

地位, 享有更多的权利, 这似乎成为古埃及文明

有别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鲜明特征。法

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 #德#波伏娃对古埃

及妇女状况曾进行过这样的评论: /在埃及, 女

人的处境十分有利,,女人拥有和男人同等的权
利, ,女人保持了人的尊严。0¹

既然古埃及的女性是如此幸运, 那么, 古埃

及社会真的是女性的天堂吗?

历 史 考 察 :

女、男 享 有 平 等 的 权 利 和 地 位

  古埃及妇女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权。古王国

时代第三、四王朝的一名高级官吏梅腾在其墓中

留下的自传铭文中提到, 他的母亲有 50斯塔特

土地, 并以遗嘱方式转让给她的子女们。º 这说

明古埃及妇女在很早时期就已拥有获得不动产的

权利。中王国时代的 5拉宏纸草 6 文献中提到,

男主人通过 /家庭协议 0 把他的所有财产都转
让给他的弟弟, 若干年后, 他的弟弟又用这种办

法把财产转让给了妻子。这些财产中包括土地和

房屋。»

古埃及妇女在拥有财产权的同时, 还拥有对

该财产的处置权。一份古埃及纸草文献上记录了

妻子将自己的银两贷给她的丈夫, 并要求丈夫 3

年后按 30%的利率返还的法庭案例。¼ 在处理遗

产时, 古埃及女性既可以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子女,

也可以剥夺子女的继承权。新王国时代麦地那的

一个名叫瑙那克特的妇女留下了自己的遗嘱: /我

养他们的小, 他们却不养我的老。帮助过我的,

我会给他财产; 没帮我的, 我什么也不留。0½

古埃及妇女可以不必请男性保护人, 而自己

立遗嘱或在法庭上作证。在一篇已成碎片的纸草

文献上, 记载了一位地方官员的妻子伊瑞努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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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支付女奴不当而引起的争端。在该事件中伊瑞

努弗特的丈夫的兄弟都到法庭上为她作证。¹ 此

外, 古埃及妇女还可以自己的名义收养小孩, 见

证法律文件的签订, 担任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等。

正如西方埃及学者所言, /虽然通常只有极少数
妇女出现在法律记载中, 但是妇女确实在某种程

度上控制着她们自己的财产, 作为独立的法人携

案上庭, 为别人的借贷担保及从事公务 0º。

在与古埃及同时期的其他文明中, 女性的地

位有所不同。古希腊法律将妇女置于严格的管制

之下, 她 /终身是一个永久的未成年者 0»。古

希腊妇女一生要处在监护人的支配之下。监护人

可以是她的父亲, 她的丈夫, 甚至她丈夫的继承

人。监护人的支配权不仅涉及她的人身, 还延伸

到她的财产。因此, /希腊女人处在半奴隶状

态, 连抱怨的自由都没有0¼。
另外, 古埃及妇女有离婚的自由, 离婚后的

妇女可以获得丈夫 1 /3的财产。如果丈夫死了,

妻子可以拥有丈夫生前所有的财产。½ 这一点与

同时期的赫梯、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有较大差

别。赫梯法律规定, /如果一个男子娶了妻子, 男

子死了, 他的兄弟则可以占有该女子。如果一个

女子嫁了男人, 女子死了, 她的丈夫再占有该女

子的姐妹, 则不受法律惩罚0¾。美索不达米亚的

情况与赫梯的情况类似, 其法律规定 /如果丈

夫死了, 该女子应该再与他的兄弟结婚。如果他

没有兄弟, 则嫁给他的近亲。¿ 这些情况都说

明, 古埃及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她们所享有的经济、法律权利, 以及自由与男子

别无二致。

虽然我们在法老国家的公共管理机构中几乎

从来看不到妇女的身影, 但是, 一些文献资料和

考古资料中出现的相关头衔表明, 古埃及女性可

能从事、参与国家的一些公职。埃及学家费舍尔

(H1 Fisher) 对古王国时代有关头衔研究后发

现, 有相当一些妇女有 /织工之屋的管理者、

假发之屋的监工0À 之类的头衔。保存在荷兰莱
顿博物馆里的一尊古埃及妇女雕像, 其年代属于

古王国时代第五王朝, 这位妇女拥有 /王室的

熟人、王室的增添荣耀者、节日的女主持人、假

发车间的管理者0Á 这样的头衔。中王国时代,

仍旧有一部分妇女享有 /织工之屋的管理者、

假发之屋的监工0�lu 之类的头衔, 但是拥有者的

数量较古王国时代相对减少。新王国时代, 妇女

参与国家公共管理活动的例证则更为少见。因

此, 随着历史的发展, 古埃及女性很可能越来越

被排斥在国家的公共管理生活之外。

古埃及数千年的历史中, 国王基本上由男性

垄断, 但并不排除出现过女性统治者, 如尼陶柯

丽丝 (N itocris)、索柏柯尼弗鲁 ( Sobekneferu)、

哈舍普苏特 ( H atshepsut)、埃及艳后克丽奥帕

特拉 ( C leopatra) 等。除了这几位女性统治者

外, 古埃及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些著名的母后和王

后, 如荷泰普荷瑞斯 ( H etepheres)、阿赫摩

斯 -奈弗尔塔丽 ( Ahm ose - N efertari)、泰伊

( T iye)、奈弗尔提提 ( Ne fert iti)、奈弗尔塔丽

( Ne fertar i) 等, 她们都在古埃及的历史上发挥

了积极作用。

文 学 角 度 : 女 性 被 视 为 消 极 、

被 动、任 性、堕 落 的 代 名 词

  古埃及人普遍爱好文学, 我们可以从出自古

埃及人之手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找到考察古

埃及女性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不过, 值得指出

的是, 在古埃及社会中, 女性几乎没有接受教育

的机会, 因此, 我们今天所能阅读的古埃及作品

大都出自古埃及男性之手。换言之, 今天我们所

能认识的古埃及女性形象是通过戴着古埃及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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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 /有色眼镜 0 所反映出来的。

在 5哈姆汪斯与塔布布的故事6¹ 中, 主人

公哈姆汪斯被一个叫塔布布的美女所勾引。塔布

布要求哈姆汪斯首先必须起草一份契约, 将他的

所有财产都归她所有, 还要求哈姆汪斯必须把他

的孩子杀掉, 免除后患, 然后才能与她共享云雨

之情。虽然这则故事是以梦的形式出现的, 但在

某种程度上它似乎告诫人们, 女人即诱惑、邪

恶、贪婪的代名词。

一位古埃及祭司安赫桑柯教导自己的儿子

说: /让你的妻子看到你的财产, 但不要把它交

给她。千万不要让一个女人为你做事, 因为她首

先会考虑自己。千万不要对妻子讲秘密, 你对她

讲的一切都会像长腿一样跑到大街上。不要对你

妻子的美貌感到骄傲, 她的心放在她情人的身

上。今天她与丈夫一起做的事, 明天就会与另一

个男人再度发生。0º 古王国时期的一位智者普

塔赫霍特普告诫人们说: /如果你希望友谊长久,

那么进入你的主人、兄弟, 或者朋友的家门后,

千万不要接近女人,,那转瞬即逝的快乐犹如一
场梦, 当你醒来时, 你已经陷入死亡之中。0»

显然, 古埃及人把女性看成消极、被动、任

性、堕落的代名词。在戴着 /有色眼镜 0 的古
埃及男性看来, 女性的形象明显低于男性。

艺 术 角 度 :

女 性 处 于 从 属 地 位

  我们知道, 在艺术创作中, 按照科学的原

理, 事物的表现应该遵循远大近小的透视原则。

但是, 古埃及人的艺术创作并不遵循这一原则。

古埃及人的艺术创作中往往用散视法则替代透视

法则。¼ 散视法则与透视法则不同, 它并非基于

科学法则, 而是要提高或夸大描绘对象的地位和

形象。因此, 散视法在表现人物时, 并不注意他

在画面上的科学的、实际的位置, 而是采用大比

例的方法加以突出, 或者缩小相关的其他人物的

形象, 以衬托主要人物的伟大。这种不顾实际的

夸大或缩小人物形象的创作原则, 在古埃及艺术

创作中十分突出, 这也是古埃及服务于法老王权

的功能性艺术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古埃及艺术

中, 当男女双方同时出现时, 往往女性的形象比

男性要小得多。显然, 这种创作遵循了古埃及艺

术中的散视法则。

古埃及艺术中在对夫妻形象的处理上, 一般

是女性依靠着男性。这种艺术创作范式不仅反映

了性别差异问题, 也反映了权力的享有问题。埃

及学家们指出, 在古埃及艺术中的相关描绘中,

国王往往对神满怀深情, 主动向神靠拢, 因为国

王权力来自神。这是古埃及艺术表现的一个范

式。那么, 古埃及艺术中女性对男性的这种表

现, 其实是反映了女性处于男性之下这一社会

现象。½

在关于古埃及的夫妻雕像中, 男性的形象往

往比女性更为积极。当夫妻同时出现时, 丈夫通

常一只脚向前迈出一小步, 而妻子却两脚并拢一

起, 显得比较被动。这些场景通常发生在男性主

动进行供奉, 妇女往往只是在一旁观看, 这种主

动和被动的对比体现得很鲜明。此外, 男性常常

比较积极地参加一些运动, 如狩猎, 但这时女性

只是旁观者, 而绝不是一个参与者。¾

另外, 在古埃及艺术中对男女位置的处理

上, 也遵循一定的范式。一般来说, 男性通常居

于右侧, 而女性则位于左侧, 因为古埃及人以右

为尊。¿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只要我们留意观

察一下保存下来的古埃及人的一些艺术作品就很

清楚了。À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古埃及人的坟墓和丧葬纪

念碑, 就会发现这样的事实: 男人几乎都毫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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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是坟墓的主人。坟墓中的铭文记载大多也是

关于男人的生平业绩, 关于妻子的情况则一笔代

过。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陪伴, 处于从属地位。

坟墓中有关的铭文常常这样表述, 如 / mw t1 f0

(他的母亲 ), / hm t1 f0 (他的妻子 )和 / s3t1 f0 (他

的女儿 )。相反, 几乎从来看不到 / jt1s0 (她的

父亲 ) , / h3 jj1s0 (她的丈夫 )和 / s31 s0 (她的儿

子 )这样的表述。

女 性 被 置 于 称 呼 的 客 体

19世纪法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商博良破译古

埃及文字的成功, 使学者们从此获得了阅读古埃

及文字的能力, 从而找到了打开古埃及文明宝库

的钥匙。随着现代埃及学者们对古埃及语言文字

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我们发现, 古埃及人

使用的语言是一种高度性别化的语言, 类似某些

现代语言, 如德语或法语, 即都存在性、数等变

化, 古埃及语言中名词有阴性和阳性之分, 物主

代词也有性的区别等。¹

虽然在古埃及历史上, 王后作为 /第一夫

人0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古埃及语言文

字中, /王后0 并没有一个相应的专门的词, 即

没有 类 似 英 语 中 的 / queen 0, 德 语 中 的

/ KÊn igin0, 法语中的 / re ine0, 而仅仅是一个复

合词 / em t nsw 0, 直译为 /国王的妻子 0。古埃

及国王不只有一个妻子, 但国王通常只有一个主

要的妻子, 即王后, 在古埃及文字中写为 / em t

nsw w rt0, 被直译为 /国王的主要妻子 0。根据

埃及学家罗斯的考察, / em t nsw 0 头衔最早从古
王国时代的第四王朝开始出现, º / em t nsw w rt0

头衔则最早出现于中王国时代的第十三王朝。»

显然, 这些称呼是将国王作为称呼的主体。

另外, 古埃及皇室成员中比较重要的其他女

性群体 ) ) ) 母后、公主, 在古埃及语言文字中也

都不存在专门的词。在古埃及文字中, /母后 0

写为 / mw t nsw0, 被直译为 /国王的母亲0。根
据罗斯的考证, 该头衔早在第一王朝时期就开始

出现了。¼ /公主 0 写为 / s3t nsw 0, 即 /国王

的女儿0。显然, 该头衔也是以国王作为了称呼

的主体。

在古埃及, 用来称呼女性的最常用的一个头

衔是 / nbt pr0, 其字意为 /房子的女主人 0。该

头衔类似我们汉语中使用的 /家庭主妇 0 之意。
从中王国时代开始, 古埃及就用 / nbt pr0 来指

代妇女。我们认为, 没有什么比此头衔更能表明

女子在家庭内部的地位了。的确, 女性的职责主

要是体现在家庭中, 烤制面包、纺线织布、缝制

衣服、打扫卫生、抚养子女等。

结   语

虽然古埃及女性与男性至少在理论上享有平

等的法律地位, 但是, 由于来自社会的、传统的

限制, 客观上男性的地位明显高于女性。事实

上, 古埃及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不

过, 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 古埃及女性一

旦进入家庭角色, 她们则普遍受到尊重, 尤其是

成为母亲之后, 她在家中的地位会迅速提升, 古

埃及社会对母亲的尊重被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

正是由于这些对母亲形象的宣传和刻画, 导致学

者们忽略了古埃及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事实。

埃及学家罗宾斯曾经指出, /如果说古希腊

男性根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女性, 古埃及的情况

则并非如此, 满怀性别优越感的古埃及男性充分

认识到了女性之美, 并对女性满怀恐惧。根据古

埃及保存下来的大量考古以及文献资料来看, 古

埃及男人真正爱过她们, 而且尊重过她们。0½

尽管古埃及女性拥有了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地

区女性较多的权利和较高的地位, 但是仍旧没有

改变古埃及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质。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赵  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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