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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祭司免税特权考
*

李   模

  内容提要  祭司是古代埃及社会中的一个特殊势力群体, 他们不仅具有通晓神事、为法

老加冕的宗教和政治特权, 还通过经营庙产等活动, 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在古代埃及的宗

教和世俗社会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古典作家还指出, 埃及祭司拥有免税特权。但大量的

埃及古代文献说明, 只有那些得到了法老特许令的神庙, 其祭司才拥有免税特权, 并不像希

罗多德、戴奥多罗斯讲得那么普遍,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他们的特权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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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模, 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太原  030006)。

*  古代埃及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 几乎都有自己崇拜的神, ¹ 而且, /每个神都有一群祭司, 而

不是一个祭司来奉祀 0º, 这样, 在古代埃及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 ) ) ) 祭司。埃及古代文献和一些

古典作家的论述也证实, 古代埃及确实有这样一个群体。» 在法老王朝漫长的岁月中, 祭司人数由寡

到多、由俗人兼任到逐渐专职化、由封闭孤立到联合统一、由神化王权的工具到与王权相抗衡, 逐渐

发展成一个有影响的社会势力群体。他们不仅在宗教领域内, 而且在世俗社会中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在教俗两界起到重大作用, 不仅因为其具有通晓神事、为法老加冕的宗教和政治特

权, 更因为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这从 5帕勒摩石碑铭文 6 ( Palermo- Stone Inscript ion)、 5哈里斯

大纸草 6 (Harris Papy rus)、 5维勒布尔纸草 6 (W ilbour Papyrus) 所反映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不仅如

此, 一些古典作家还指出他们拥有免税的特权。如, 希罗多德曾说: /在埃及人当中, 除去祭司而

外, 武士是唯一拥有特权的人们, 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赋予十二阿路拉的不上税的土地。0¼ 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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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古代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研究 0 阶段性成果之一。

古代埃及到底有多少神, 现已无法确考。有学者估计, 古代埃及的神可能超过 2 000个 ( Barbara Watterson, The G od s of

A ncien t Egyp t, London, 1984, p135)。还有一种提法认为, 在古埃及历史上, /易于辨认的神, 有 200多个, 个性不明显或存在时间不

长的, 几乎数不胜数 0 (参见 [德国 ] 汉尼希、朱威烈等著: 5人类早期文明的 /木乃伊 0 ) ) ) 古埃及文化求实 6,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125页 )。

希罗多德著; 王以铸译: 5历史 6 (上 ) , 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第 126页。

如图特摩斯四世 (Thu tm ose IV ) 时代的一个名叫坦涅尼 ( Thanen i) 的军队书吏对全埃及的人口和牲畜作了一次普查, 其中

提到了 4种人群: 军人、祭司、王室农奴和工匠 ( J1H1B reasted, Ancien t Records of Egyp t, U nivers ity of C h icago Press, 1906, Vo l1 II,

p1165, note a), 说明埃及人是把祭司作为社会的一个独立群体的。而古典作家更把祭司作为古代埃及社会的一个阶层或等级。如:

希罗多德把埃及人分成 7个阶级: 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贩、通译和舵手 (希罗多德著; 王以铸译: 前引书, 第 184

页 ) ; 戴奥多罗斯把埃及人分成 3个阶层: 祭司、农民和工匠 ( D iodorus S icu lu s, Diosorus On E gypt, tran slated from the an cien tG reek by

E dw in Mu rphy, M cFarland& C ompany, In c1, Pub lish ers, USA, 1985, p128) , 而在另一个地方, 他又把埃及人分成 5个阶层: 牧人、农

民、工匠、武士和祭司 ( Diodorus S icu lus, op1 cit1, p174) ; 斯特拉波也把埃及人分成 3个阶层: 军人、农民和祭司; 柏拉图则把埃及

人分成 6个群体: 祭司、工匠、牧人、猎人、农民和武士 ( S ee S1 J1Gardn erW ilk inson, The M anners and Cu stom s of th e Anc ien tEgyp tians,

Vol1 I, London, 1878, p1157 )。同时, 大量的祭司衔号出现在古代埃及的碑刻、墓铭中, 说明祭司确实是古代埃及社会中的一个群体。

希罗多德著; 王以铸译; 前引书, 第 185页。



是说祭司也是埃及人中的特权者, 也拥有不上税的土地。5圣经 6 中有一个故事说, 约瑟为埃及宰相

时, /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 法老必得五分之一, 惟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0¹, 也就是说祭司的
土地免于征税。事实是否如此, 笔者不揣浅陋, 谈一点看法。

一

埃及古代文献中确有关于祭司免税的记载。如第二十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发布的 5克努姆

( Khnum ) 神庙基金条例 6, 部分铭文如下:

法令在这一天的朝堂上发布给维西尔、王子们、王友们、法官们、市长们和所有的王室

官员; 王室地产的官员或任何被委任到这个田地的人都不得使这块田地上的居民进行强征劳

动; 他们的船不能被停下来进行任何巡查; 他们的船, 不能被派往这个田地的任何人依法占

有, 去执行给法老远送的任务。 (委任到这个田地的 ) 任何市长、任何视察官、任何官员,

不能通过合法占有、抢劫、或 [ ) ) ) ] , 拿走任何属于他们的 (财产 )。至于将要这样做的

任何人, [ ) ) ) ] 他拿的东西将被从他收集 ) ) ) 。º

从上述神庙条例我们可以看出, 克努姆神庙的土地、居民、产物一同免于王室征税, 也不得被政

府征用, 其实质是拉美西斯三世发布给克努姆神庙的一个特许令。特别是最后一句, /将来的维西尔

不向这些神庙的任何预言家征收银、金、皮革、衣服、膏油 ) ) ) 0, 说明克努姆神庙的预言家»此后

将获得免税的权利。

古王国时期, 经常发现法老发布这种特许令。如第四王朝初年, 法老斯尼弗鲁 ( Snefru) 下令,

他的金字塔二城永久免去力役及给朝廷的赋税, 同时二城中之佃户, 亦免于供养法老驿使等, 并不得

强迫其做农田凿石诸事, 其土地、牲畜、树木亦在免税之列。两城还有特许令在王室办公室, 规定其

权利与义务。此特许令在第六王朝培比一世 ( Pep i I) 第 21年, 又重新颁布。¼

第六王朝初, 法老特提 ( Teti) 接到报告说, 王室官吏已进入阿拜多斯神庙领地调查土田牲畜, 并

令人服役。特提王立即发布了一道命令, /此处土田祭司, 都为神庙服役, 不纳税于王家, 官吏不得干

涉。0½ 培比二世时代发现有保护明 (M in) 神庙及其祭司免受干涉及免于徭役的法令。¾ 此外, 一些丧

葬神庙也拥有这种特许令。

这些特许令的颁布, 使一些神庙及其祭司获得了免税的特权。这样, 久而久之, 国家田地和租税日

渐减少, 而神庙及其祭司则日渐富强, 法老权威已不如往昔。曾经拥有至高权力的法老现在被描绘成被

涅亨 (Nekhen) 鹰女神哺育的样子。¿ 第五王朝法老尼斐利尔卡拉 ) ) ) 建筑师死后, 法老悲痛欲绝, 回

到寝宫, 在那里向拉神乞求、祷告。正如威尔逊所说, /第四王朝时, 法老支配神, 而在第五王朝时,

神支配了法老。0À 法老不仅经济实力渐弱, 而且其政治威势也日益下降。 /至第六朝之末年, 法老徒拥
祭司长之虚名, 实际上埃及已成为祭司专政时代, 国王则大权旁落, 祭司则坐拥庙产, 王国之末日已

至, 政权皆操于此辈封建式之教士手中而已。0Á 因而, 这种特权, 不仅减少国家的税收, 更重要的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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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旧约全书# 创世纪 6 47: 26。

See J1H1Breas ted, Ancient R ecords of Egyp t, U n ivers ity of Ch icago Press, 1906, Vol1 IV, pp1147- 1501

预言家是古代埃及神庙祭司中的较高等级者。

See A1M oret, Th e N ile and Egyp tian C ivi lization, London, 1927, pp1204- 2051

A1M oret, op1 cit1, p12071

See A1H1G ard iner, Egypt of Pharaohs, OxfordUn iversity Press, 1961, p11081

See J1Kam i,l The Ancien t Egyptians: A P opular In troduction to L ife in the Pyram id Age, the Ancien tU nivers ity in Cairo Press, 1984,

p1651

J1A1W ilson, Th e Culture of Anc ien tEgyp t, the Un iversity ofCh icago Press, 1971, p1881

摩勒著; 刘麟生译: 5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 6, 商务印书馆, 1941年版, 第 122页。



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温床, 逐渐瓦解着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格瑞迈尔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种原则

(指丧葬基金享受免税特权 ) 蕴含着国家毁灭的种子。0¹ 虽然我们不能把古王国灭亡的原因完全归结于
此, 但它确实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

值得指出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神庙及其祭司都享有这种特权。如第六王朝法老培比二世时代, 远征

努比亚的上埃及长官哈克胡弗 (H arkhuf) 收到了法老的亲笔信, 让他赶快带回捕获的能跳舞的小矮人,

同时法老还下达了一道命令:

给新城镇之长、王友和祭司们之监督命令, 要求他们掌管下的每一个仓库和每一个没被豁

免的神庙应给 (远征人员 ) 提供补给。º

这个例子说明, 还有些没被豁免的神庙。

再如在 5哈里斯大纸草6 中, 拉美西斯三世法老谈到自己给予诸神的善行时说:

我用一堆堆的大麦和小麦填满你们的仓库。我建造你们的神庙和圣殿, 在上面雕刻着你们

的名字, 使其永存。我给你们提供奴隶劳力, 用大量的人口充实它。以前国王们对附属于神庙

的人们征收的杂税, 我则不征, 我不征召他们成为步兵和战车兵。»

这就是说, 拉美西斯三世曾下令免除神庙人员服军役。这种军役在拉美西斯三世之前曾执行过, 据

伽丁内尔讲, 是按神庙人员 1 /10的比例征召。¼

谈到这里, 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对神庙的豁免就是对祭司的豁免吗? 我们认为, 虽然二者不能

等同,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们又是一致的。因为对神庙的豁免, 无非是免除神庙财产 (包括土地、牲畜

等 ) 的税, 以及免除神庙人员 (神庙土地上的劳动者及各类祭司等 ) 的强制劳动等; 同时, 又由于大量的

神庙土地被祭司拥有, 所以说, 对神庙的豁免实质上就是对祭司的豁免。当然, 祭司在享受豁免权利的同

时, 要认真履行其神职义务, 这从上文我们所提到过的诸多特许令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的道理, 神庙没有

被豁免, 其祭司无疑也不可能享受到豁免的权利。神庙交税即是祭司交税。正如 A1H1伽丁内尔所言: /埃

及人总是认为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分 (即相同 ) ) ) 引者注 )。0½ 为了说明这一点, 他举例如下: 都灵税册中

一个地方谈到从预言家们收到的谷物款项, 与另一个地方从在伊斯那 ( Esna) 的涅布 (Nebu) 和克努姆神

庙收到的 402袋的税明显是指对同一块土地征收的同一种税。¾ 按照伽丁内尔的意见, 5维勒布尔纸草6 中
所有土地中的税额, 都是交给法老的。当然那些神庙土地的税也是交给法老的。

以上事实说明, 在古代埃及, 只有那些得到了法老特许令的神庙, 其祭司才拥有免税和免除国家

强制性劳动等特权, 并不像希罗多德和戴奥多罗斯讲得那么普遍,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 他们的特权

是有条件的。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安春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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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co lasGrim a,l A H istory of A ncien tEgyp t, tran slated by Ian Shaw, Oxford UK & C amb ridge USA, 1994, p1921

SeeM1L ich th eim, op1 cit1, p1271

See J1H1Breasted, op1 cit1, p13541

A1H1Gard iner, op1 cit1, p12931

A1H1Gardiner, W ilbou r Papyru 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Vol1 II, p12031

See ib id1



On the Pragmatic D iplomac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Ta iw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Kang Sheng pp126- 31

  S ince 1990s, the / Taiw an authority0 c laim ing

independence has not only been conducting / De-
S in icizat ion0 in Taiw an Island, but also been crea2
t ing international context for its substantial Ta iw an

Independence by using / pragmatic diplomacy0,
abandoning theOne China Principle, wh ich b locked

for some t ime the unificat ion o fCh ina. Based on the

facts above, w e shou ld hold back T aiw an Independ2
ence by streng then ing the re lationsh ip w ith A frican

countries, containing the pragmat ic diplomacy o f

Taiw an authority by making use o f the internationa l

law and princip les of international re lations on inter2
national p latform, actively supporting the norma l

business activ ities of the compatriots from Ta iw an in

A frican countr ies to form a positive soc ia l ground for

the un ification,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nat iona l pow er o f Ch ina and dealing properly the

re lations w ith the U. S. and o therw est countries.

TheH istorica lCulturalH eritage A ffectingM odern

Politica lDevelopm ent in Turkey

J iang M ingx in pp143- 48

  There are four major po litical cu ltural heritages

in modern Turkey: the m ilitary politica l heritage o f

the traditiona l authoritarianism, the Islam ic politica l

cu ltural heritage, Kema list heritage and multi- par2
ty po litical heritage, w hich have a ll p layed particu lar

ro les in domest ic po litic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modern Turkey. A s a nat ion that once created

long civ ilizat ion and influenced thew orld history sig2
n if icantly, themodern Turkey should inavo idably be

affected by its ow n historica l cultural heritages. The

var ious contradictory phenomena in modern Turk ish

society are exactly the outcomes o f the co llisions

betw een these historica l heritages and the modern

social reality.

Probing the Free of Duty Privileg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Priests

L iM o pp156- 58

  The priests w ere a group o f people w ith spec ia l

w e ight in ancient Egyp.t They had not only the ca2
pacity of commun icat ing w ith the gods and the reli2
gious and po lit ical privileges o f coronating Pharaoh,

but that o fm anag ing the property of temp les to accu2
mulate abundant econom ic pow er w hich in fluenced

significan tly the relig ion and secular society o f

ancient Egyp.t Some c lassica l w riters po inted out

that the ancient Egypt ian priests enjoyed the priv i2
lege of be ing free o f duty. H ow ever, a great dea l o f

literatures show that only those priests in the temples

that w ere aw arded w ith the specialmandate by Phar2
aoh could have the priv ileges of being free of duty

and these priv ileges were no t so common ly g iven as

D iodorus had described. To som e ex ten,t the

pr iests, privileges w ere condi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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