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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环境

与古埃及艺术风格
*

赵 克 仁

  内容提要  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尼罗河环境孕育了古埃及文明。艺术是古埃及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 闪烁着人类文明的光芒。在尼罗河环境下孕育出的古埃及艺术, 展现了独

特的风格。古埃及艺术所体现出来的对称性、平衡性、神圣性、实用性、完美性、写实性、

象征性等风格, 都与尼罗河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在尼罗河环境下形成的宗

教思想、灵魂不灭观念, 以及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和法老的权威深深地影响着古埃及艺术。

尼罗河不仅养育了埃及人民, 也滋养了古埃及艺术。从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相结合的视角审

视古埃及艺术, 是深化 /尼罗河与埃及文明0 这一课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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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古代文明多半发生在大河流域。四大文明古国 (埃及、古巴比伦、印度、中国 ) 无一例外。

/大河文明论 0 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¹ 埃及文明是在尼罗河流域形成的, 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她最

具代表性的是金字塔、神庙建筑, 以及绘画与雕刻艺术, 这些文明载体的艺术风格都是在尼罗河地理

环境下形成的。尼罗河与埃及文明是埃及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学界已有初步研究。º 本文主要论述尼

罗河地理环境对古埃及艺术风格的影响, 意在把对尼罗河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引向深入。

对 称 性 与 平 衡 性

埃及地形地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对称性和平衡性。尼罗河穿越埃及全境。河两岸遍布着肥沃

的原野, 与两岸河谷的黑土毗邻的是沙漠, 在河流两岸黑土地与沙漠的交接处分别耸立着两座山脉。

西部和东部的景致几乎相同。依赖黑土地生存的人们在晴空下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河两岸的景色尽收

眼底。如果他们从北方到南方旅游, 将发现南北景色几乎是一样的。土地宽阔而平坦; 树木稀少而矮

小; 一眼望去, 除去一些人为的庙宇, 没有物体可以阻隔你的视线。无论这种双边对称的地形、地貌

是不是原因, 埃及人的确对平衡、对称和几何学有独特的感受。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们的艺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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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

世界文明的金字塔在几何形状上严格遵循了轴对称的形式法则, 它以中轴线为中心, 平均分配体

积。在新王国时期, 太阳神阿蒙已成为埃及全国崇拜的主神。阿蒙神庙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宏大, 其建

筑设计和外形几乎是固定不变的。神庙总体呈长方形, 一般为南北走向, 四周以围墙环绕; 所有的建

筑物都坐落在一条中轴线上, 在此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神庙的四大组成部分: 塔门、露天庭院、列柱

大厅和神殿。塔门是古埃及神庙特有的庙门形式, 因庙门建在两座对称斜壁的巨塔之间, 故称塔门。

列柱大厅是一个多柱式大殿堂, 其对称的是大厅中央的约高于其他圆柱 1 /3的两排圆拄, 形成两层高

低不等的屋顶。¹ 埃及艺术家所刻意追求的那种平衡还表现在雕刻和绘画上。我们可以用一段描述雕

塑家和画家的铭文说明这一点。铭文作者炫耀的正是自己运用平衡、比例和对称技巧的能力。他写

道: /我知晓如何去制作黏土, 如何按照比例均匀地分配它, 如何通过增加或去掉一些黏土雕刻或表

现一座雕像, 以使作品各个部位的位置都十分准确。0关于他的绘画能力, 他写道: /我知晓如何去表
现人物的活动, 女人的姿态、瞬间的动作、俘虏的孤独和畏缩, 或者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的眼神 0。º

埃及人则为他们世界的对称感到自豪。他们认为, 要是地面有一条尼罗河, 那么天上一定也有一条尼

罗河。雨水就是他们 /天上的尼罗河 0 的产物。如果太阳是天上的神灵, 那么法老就是人间的神,

它们统治着有规律的宇宙和世界。他们的世界是一个永恒的世界。埃及人给差不多每位男神都匹配了

对应的女神。

神 圣 性 与 实 用 性

在干燥少雨的古埃及, 日出、日落在埃及人的生活和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埃及人痛恨黑

暗和寒冷, 他们看到太阳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到了夜晚 /整个大地陷于黑暗中, 好像它要死亡一

样 0»。所以太阳力量的人性化 ) ) ) 太阳神, 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是至尊之神和创世之神。古埃及人最

早建造了祭祀神灵的祭坛、塑像和神庙, 最早在石头上雕刻动物形象。公元前 3150年, 在美尼斯

(N arm er- M enes) 统一埃及时, 埃及雕塑此后的形态已经显示出来。古埃及人的雕塑风格: 永恒之

神无表情的面容和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描述已经形成。他们通常的风格是遵循自身严格的规则, 即他们

的雕刻与宗教密不可分。而由于古埃及雕塑本身是一种宗教行为, 而宗教要求一种永恒的雕塑风格。

埃及雕塑是生命静态景象的一种完美体现。古埃及人是金字塔的建造者。古埃及的雕塑与金字塔的造形

是同质的, 是一种风格。房龙从宗教功利性的角度指出: /金字塔不是表达美感的产物, 它的高度实用

性与现代银行保险柜相似。所不同的是, 金字塔的修建, 不是为了保存珍宝, 而是为了保存比珍宝更贵

重得多的埃及先王的遗体。0¼ 美国考古学者从建筑的实用性角度认为, 金字塔是下部粗壮, 顶部尖削的

塔形结构, 因此, 当沙漠起风时, 风沙遇到塔基就顺势绕着塔身旋转起来, 直至尖顶把冲击力引向高

空, 而使塔尖和塔身免遭其害。½

古埃及艺术是大型的、庄严神圣的, 因为它主要用于神圣仪式, 为数众多的艺术品皆为仪式的组

成部分, 用以稳固强化日常生活的基础。埃及人对自己的宗教同样确信无疑。享有崇高地位的太阳

神, 生命的赋予者, 称之为阿蒙 (Am on)。奥西里斯原本是尼罗河之神, 后来是冥界之神。对奥西里

斯的膜拜始于一种自然宗教。依据传说, 奥西里斯是一位善良仁慈的统治者, 被他邪恶阴险的弟弟赛

特 ( Set) 所谋杀。赛特将奥西里斯的身体劈成碎片, 爱西丝 ( Isis) ) ) ) 奥西里斯的妻子, 将他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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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碎片重新拼合在一起, 并使他重获生命。这位死而复生的神明重新收回了他的王国, 最终他俯降到

阴间冥界, 成为死人的审判者。鹰首的赫鲁斯 (H orus) 是奥西里斯的遗腹子, 长大成人, 为其父亲

复仇, 杀死了赛特。叙说尼罗河春天洪水的神话后来意义深层化了, 将奥西里斯的死亡和复活嬗变成

个体永生的允诺; 既然神明死而复生, 人也能够战胜死亡。最终, 王位之神赫鲁斯战胜赛特, 代表着

战胜邪恶的胜利, 象征着法老的至高无上。这类神话及与之相关联的传说, 通过 /神圣的雕刻 0, 教
导着每一代人。

古代埃及人认为, 人死后灵魂只是暂时离开尸体, 经过一段时间后灵魂会返回尸体, 在阴间复

活, 并继续在来世生活, 直到永远。¹ 这样一种要服务于实用的目的, 殡葬雕像就必须是死者清晰可

辨的肖像。否则, 漂泊的护卫灵可能就找不到它的适当住所了。在祭祀神的庙宇里, 肖像不能刻画

偶然或普通的活动。作为联结人与神的法老的雕塑必须表现法老的威严, 不能表现人世短暂生命中

的喜、怒、哀、乐。法老的脸孔和姿势无个性化肖像的特点, 而是一个有规律宇宙的冷漠形象。作

为不变的神的肉身, 法老不能被想象为情绪化的。雕刻必须用永恒的姿势表现法老。站立时, 他的双

脚要牢牢地立在地面上, 两臂垂直放在身体两侧。坐着时, 他采用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时的神圣

姿势。

在旧王国时期, 死去的国王变成奥西里斯神。然后, 渐渐地所有死去的埃及人也都能变成奥里西

斯了, 于是私人的陵墓和殡葬雕像多了起来。雕塑家面临的困难任务是表现不带任何受时间约束的性

格或个性的人物个体。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的稳定形象不能显示运动, 因而埃及雕塑家把精力集中在人

体最不动的部分 ) ) ) 头部。到新王国时期 (前 1552~前 1069年 ), 埃及圆雕的形式显示了某些变化。

殡葬雕像不再秘藏在专放雕像的密室里。它们被加倍放大, 有时成为建筑的巨大组成部分; 或者, 它

们会成为放在棺材中的小雕像。除了阿肯那顿的宗教改革时期 (前 1352~前 1338年 ) 外, 雕塑风格

极少变化。当阿肯那顿把他的首都从底比斯移到阿马纳时, 出现了一个现代主义的 /阿马纳插曲 0,
强调法老和太阳神分享政权, 并摆脱古老的仪式。可是这一插曲很快就结束了。埃及宗教主宰着雕塑

艺术, 而古代埃及雕塑也从未变成世俗的。

程 式 化 与 完 美 性

古埃及的地理环境, 以及生活的循环往复, 是艺术家创作思想和风格的来源。同尼罗河水每年有

规律的泛滥与消退相对应, 植物有茂盛和枯萎; 太阳每日有升起和落下, 这些自然现象的周而复始使

古埃及人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 世界是循环往复的, 自然万物可以死而复生, 人也应当如此。对他们

来说, 时间的运动并不意味着前进, 而是一种节奏。尼罗河是埃及生命之流, 埃及雕塑家戏剧化地表

现了这种节奏。希罗多德说过, 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尼罗河每年的泛滥使土地肥沃。埃及人就是喝

尼罗河水的人。周期性变化的尼罗河显示出它自身的生死循环。上述自然现象不仅对埃及人的生活,

而且对埃及人的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

埃及人的文化在前 5000~前 3100年间的前王朝时期进化极其缓慢。在前 3150年, 下埃及国王美尼

斯征服上埃及统一全国, 第一王朝诞生了。在埃及纳尔迈发现的石板画表现美尼斯抓住一个倒地的敌人

的头发, 正准备打发他去与刻画在下方部位的他的两位同伴会面。在右上方, 一只猎鹰 (代表上埃及 )

出现在纸草簇丛之上, 爪中握有一根绳索, 与显然是从泥土中生现的人头连在一起。泥土、人头和纸草

象征着农业, 代表着下埃及; 连接的绳索象征美尼斯将两个国度连为一体。即使是在这一早期时代, 埃

及艺术的基本程式已露端倪: 面孔和双腿以侧面呈现, 而眼睛和躯体则仿佛从正面看到的一样。

古埃及的肖像雕刻, 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固有的风格。古埃及人雕刻人物形象用的模型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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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未完工的陵墓中, 我们发现指导雕塑家工作的 /格网0 标记。人们早就推测这些标记是美术

家们常用的一种手段, 用画方格来放大小草图。¹ 埃及人的法式不仅规定了每个身体细部的位置和比

例, 而且规定了表现身体的方式。在一个平面上, 头必须表现成侧面的, 而眼睛却是正面的。圆雕

像, 被设计为只从正面观看。这种固有的风格束缚了雕塑家的想象力, 但也正因为如此, 才有数千年

埃及雕塑的高标准和明确无误的风格。这种风格既能体现雕塑家精湛的技艺, 同时又是束缚雕塑家的

枷锁。

古埃及雕刻缺乏自然的表现形式。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古埃及人就通过大小变化来表达。因

为他们的陵墓和神庙浮雕用较大的人物形象表现较有权势者, 所以最大的雕像就是最有权势人物的雕

像。如同大字的信息一样, 埃及的巨像是象形文字的大字标题。一尊自然风格的巨像倒会显得古怪而

又滑稽, 而一尊传统风格大型法老像却显得颇有感染力。埃及雕塑家没有形成透视法则, 正面形象继

续主宰着雕塑创作。雕塑的草稿制作者被称为 /形象的作家 0。通过对艺术年表的仔细研究可以看

出, 他们的图画草稿是从草体字衍生出来的, 而草体字又是从象形文字中衍生的。因而, 浮雕、绘画

和圆雕的设计实际上来自文字。艺术与文字等同的做法使它们保持了严格惯例。

一个人的地位越高, 他的肖像就越刻板, 且越无变化, 而法老很早就成为定型的形象。相反, 人

们看到描述埃及低级官员的雕塑, 却经常被雕刻得面容富于特色, 身体或瘦小, 或大腹便便。º 人物

形象由三维转为浮雕或绘画的二维时, 仍然受到固定的保持客观的法式控制。在不用透视法的情况

下, 他们把不同视点组合在一起来展示躯体坚实的形状与立体感, 结果产生一种漫画式的风格。在他

们的雕塑中要求现实性与宗教性的和谐与统一。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 古埃及艺术家是 /历史上我所遇到的所有人中技能最为完备的

人 0»。现今我们所见到的古埃及的艺术创造和美学趋向, 既是埃及统治者艺术和美学思想的表达,

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民族审美思想的表现。埃及的艺术创作原则和美学思想是适应专制王权的需要

而形成的, 而王权又通过统一的宗教观念、铁的法律形式来巩固和维护它们。因此, 古代埃及的艺术

创造原则和美学思想具有整齐、划一的统一性和持久性的特征。法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艾黎#福尔曾

经指出: /埃及艺术可能是世间最不具备个人特征的艺术。艺术家在作品中销声匿迹。0¼

写 实 性 与 象 征 性

农业发展逐渐毁灭了尼罗河谷的森林, 造成木材资源奇缺, 而东、西部则是无垠的沙漠, 使埃及

变成惜木如金的国家。古埃及人除了造船、制作工具和必要的房屋装饰外, 所有的巨大建筑都用石头

作为建材。在尼罗河谷石头储量丰富, 埃及人最伟大的成就正是用不朽的石头建成金字塔和神庙。金

字塔的建筑同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而神庙建筑则同天文有直接关联。太阳从东方升起, 从西

方落下, 每日如此。与此相应, 古埃及人便居住在尼罗河东岸, 而将墓地置于西岸。因此, 卡尔纳

克、卢克索等神庙都位于东岸, 而金字塔则建于西岸。这正体现了古代埃及人希望生命也能像太阳一

样循环往复的观念。埃及以东方为最神圣的方位, 太阳神从东方升起, 开始永恒不断地巡视; 埃及建

筑都以宽阔的仪仗大道和高高的大台阶为特征, 法老是全国的大家长, 其住地和墓地都应当高高在

上, 供后人景仰崇拜。金字塔是从最早的大台阶形式的 /马斯塔巴0 发展而来, 这种大台阶形式是

埃及建筑的典范形式。

#37#

尼罗河环境与古埃及艺术风格  

¹

º

»

¼

参见 [英国 ] 拉尔夫# 伊利斯著; 李靖堃、叶艳红译: 5K2与金字塔 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29页。

Ancient Egyp tlan l ives- 1 - 5, ht tp: / /hom epage1pow erup1 com1 au /~ an cien t / l ifel1h tm1

Rob ert C1 Lamm, H umani ties inW estern Cul ture, Volum e I, Th eM cG raw - H illC omp an ies, 1996, p1371

[法国 ] 艾黎# 福尔著; 张泽乾、张延风译: 5世界艺术史 6,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58页。



古埃及人在几千年中创造了不朽的巨石艺术, 它以庞大和精细令人惊叹不已, 这种艺术是完美

的, 它更多地是以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永恒的生命理念, 埃及艺术家是为了 /永恒0 而工作, 表达了

对生命永恒的坚定信念和敏锐的美感。古埃及人称金字塔为 /麦尔 0 ( m er) , 意为 /角椎体 0¹。埃

及沙漠中的沙丘, 在风蚀后多呈角椎形, 古埃及人从沙丘的形状中受到启发, 才有如此辉煌的艺术杰

作。今天, 西方人称金字塔为 /彼拉米德 0º, 则丧失了古埃及人取自自然的原始意义。有学者认为,

金字塔是埃及人对永恒的山峰崇拜的转借形式, 是把永恒的山峰同法老的永恒联想在一起而采取的物

质表现形式。
»

作为宗教建筑, 神庙是古埃及人参拜神灵的主要场所。参拜神灵时所举行的宗教仪式, 已成为古

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埃及神庙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数量众多、造型优美的

圆柱。而其样式和艺术风格完全模仿大自然的作品。柱身有优美的弧度, 模仿纸草刻出的一束束装饰

线, 柱头的装饰图案多为纸草、莲花和棕榈叶; 造型有如含苞欲放的花蕾、有的呈现为盛开的花朵,

展现出古埃及特有的自然风格。另外, 埃及人在艺术作品中崇尚自然色。古埃及人对色彩有特殊的感

受。在古埃及语中, /颜色 0 与 /自然0 是同一个词。他们不承认光影中色彩的层次变化, 他们在艺

术实践中只运用单色, 这样便于一目了然地把握事物的特征。色彩的使用原则是按自然原色, 表现男

人时用棕色, 表现女人时用黄色。

综上, 古埃及艺术风格是在尼罗河环境下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宗教思想、灵魂不灭的观

念, 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和法老的权威深深影响着埃及艺术。所以说古埃及的艺术风格也是尼罗河赐

予的。尼罗河不仅养育了埃及人民, 也滋养了古埃及艺术。离开对尼罗河环境的研究, 对古埃及艺术

的探讨都将是肤浅的。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成  红 )

  ¹ I1 E1 S1 Edw ards, The Pyram id s of E gypt, H arm ond sw orth and New York, 1991, p12831

  º 英文为 / Pyram id0, /彼拉米德 0 一词源于古希腊语 /彼拉米斯 0 ( Pyram is) , 这是古希腊人食用的一种三角形糕饼, 由于金

字塔的形状与这种糕饼的外形极为相似, 所以这么称呼。

  » 参见邱紫华著: 5东方美学史 6 上卷,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第 249页。

#资料库 #

撒 哈拉 以 南 非 洲 地 区

经 济 增 长 放 缓

  最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受全球宏

观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经济增长将放缓, 增长率从 2007年的 615%

放缓至 2008年和 2009年的 6%左右。同时, 通

货膨胀形势严峻, 通胀率将升至 2009年的

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受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金融形势动荡的影响, 流入非洲的私

人投资、援助和侨汇预计均将减少。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网

站, h ttp: / / xyf1mofcom1 gov1 cn /xgxz /xgxz1h tm ,l 2008年 10月

27日 )

(安春英  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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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 ile Environm ent and Styl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Art

Zhao K eren pp134- 38

  It w as the N ile that gestated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 ilization. Art had been an im portant part

of the anc 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ancient

Egyptian art produced out o f the N ile env ironm ent

w ere uniquely characterized, w ith the sty les o f

symm etry, equ ilibrium, heaven liness, pract icab ili2
ty, perfectness, realist icness and sym bolization

closely tied to the geograph ica l and hum an env iron2

m en t o f the river. The ancient Egyptian art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nf luenced by the ancient Egyptian

re lig ious though,t the sense of ever- lasting sp iri,t

the ancient da ily life and the au thority o fPharaoh. It

is an inseparate part of the subject / the N ile and

Anc ien t Egyptian c iv ilization0 to v iew the ancien t

Egyptian art from the com b ination of geography and

hum an environm ent studies.

Fem inism in Egypt:

from GamalAbdelNasser to Gam elM ubarak

X ing Guim in pp144- 48

  Fem inism, like other socia l thoughts and

m ovem ents, has not been developing or grow ing up

in iso lation. Oppositely, it is usually a response to

the dom estic politica l environm ent and though.t No

m atter it is the A rab ian nat iona lism in N asser. s

tim e, the Egyptian nationalism in Sada t. s tim e or

the / Personal Iden tity Law 0 during M ubarak . s

term, they are a ll the outcom es of Egyptian po litica l

identification and that o f the huge changes of state

po licy and dom estic po lit ical envir ionm ent in Egyp.t

A ll these changes, especia lly the developm en t and

grown- up o f the Islam ic fundam entalism, const itute

the dom est ic po litical backg round of the developm en t

ofm odern Egypt ian fem in ism.

A Review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Harmanization

of Business Law in Africa

Zhu W eidong pp149- 53

  The H arm anizat ion of Business Law in A frica

( OHADA ) is one of the im portant reg ional organ iza2
t ions in A frica. It has been effective in harm on izing

the respect ive dom estic law s, especia lly in prom oting

its m em ber states to adopt the uniform law s. The

OHADA has authorized a g reat deal of the un iform

law s since its foundat ion, wh ich has played im por2
tant ro les in guarantee ing the confirm ativeness and

foreseeab leness o f the local business law s, deve lo2
ping reg ional investm ent and trade and accelerating

A frican econom ic integration. TheOHADA has som e

unique w ays in fram ing and im p lem enting the unform

law s, wh ich is d ifferen t from those o f the other law

organizations in the w orld, though issues cond it ion2
ing its developm ent still ex is.t

#80#

 WEST ASIA AND AFRICA  N o. 1,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