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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是闻名遐迩

的历史古城，享有“世界最大露天博物

馆”的美誉。它拥有卡尔纳克神庙、卢

克 索 神 庙 和 帝 王 谷 、 王 后 谷 等 考 古 资

源，堪称集纳古埃及文明精华之所在，

因而被誉为全球考古学的“前沿”。

2018 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与埃及旅游和文物部组建的中埃联

合考古队在卢克索孟图神庙开启合作之

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

次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目前，联合考

古项目已完成 4 个季度的田野工作，取

得一系列成果，展现了中埃双方考古领

域的合作大有可为的前景。

呈现神庙“新图景”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卢克索北部，

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卡尔

纳克神庙建筑群。大约自公元前 2000 年

起，历代法老在此不间断地建造、装饰

和修缮大型石构神庙，使之成为古埃及

历 史 上 规 模 最 大 的 宗 教 建 筑 群 。 1979
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至今仍是埃及最

受游客欢迎的景区之一。

孟图神庙区始建于古埃及新王国时

期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

（公元前 14 世纪），在公元前 4 世纪至公

元前 3 世纪期间趋于完善。公元 1 世纪

前后，孟图神庙区开始衰落，年久失修

导 致 神 明 雕 像 与 宗 教 祭 祀 场 景 逐 渐 消

失，民居湮没了部分神殿，直至 19 世纪

全部化为古迹废墟。

古埃及神庙也被称作“神的居所”。

在孟图神庙区的围墙内，至少供奉着 4
位神明，分别为主神孟图、公平正义女

神玛阿特、拥有丰富神格的奥西里斯，

以及孟图之子哈普拉。孟图神信仰起源

于底比斯地区 （即如今的卢克索地区），

经历多次演变，新王国时期多以勇猛善

战的公牛形象示人，这也是孟图神常被

称作“战神”的由来。第二十五王朝时

期的法老对孟图神格外崇敬，曾在孟图

神 庙 门 前 修 建 了 宏 伟 的 柱 厅 ， 饰 以 净

礼、献祭、加冕等彩色浮雕。玛阿特女

神的神庙与孟图神庙相比，占地面积较

小，残存的墙体上保留着拉美西斯时期

（约公元前 12世纪） 的铭文和壁画。

约公元前 1000 年前后，随着奥西里

斯信仰在底比斯地区流行，统治者开始

更多修建奥西里斯神殿。目前在卡尔纳

克地区已探明奥西里斯神殿约 20 座，其

中近半数遗址都位于中埃联合考古队的

工作范围内。哈普拉神出现年代更晚，

其神庙的始建年代及功能仍处于讨论阶

段，有待下一步研究。

上世纪 40 年代，法国学者曾对孟图

神庙区进行小规模发掘，但随后数十年

里并没有开展正式工作，它所包含的千

余年历史信息也远未被真正了解。2018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签署了 《中埃卢克索

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

份为期 5 年的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

式组建，并于当年 11 月 29 日正式开工。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埃及进行系统的

考古研究活动，希望在全面获取资料的

基础上建立神庙区的三维模型，并结合

铭文研究、地理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对

神庙区的平面布局、营建顺序与功能分

区等问题得到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探索孟图神庙在新王国时期底比

斯地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希望，

随着联合考古队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

未 来 孟 图 神 庙 区 将 会 逐 渐 褪 去 神 秘 面

纱，向公众呈现“新图景”。

挖掘和保护并重

乍看去，一处泥砖铺设的地面由大

小相同的砖块通过黏合物平铺而成，铺

设手法十分规整。再细看，每块泥砖上

都有一个椭圆形印章印记，内有阿蒙霍

特普三世的登基名……这一神奇发现为

研究孟图神庙主体建筑的始建年代提供

了准确的年代标尺，对于认识神庙区早

期建筑分布具有关键作用。几年来，一

次次重要的发掘和发现，让联合考古队

成员内心充满了职业成就感。

孟图神庙区地势开阔平缓，围墙内

的神庙区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联合考

古队现场考古发掘所布设的探方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在遗址南围墙处的奥西里

斯小神殿区内，我们完整挖掘了 6 座神

殿中的第三座小神殿，也发现了泥砖围

墙 等 附 属 建 筑 ， 获 得 了 一 批 包 括 石 雕

像、青铜奥西里斯雕像等在内的重要文

物，为更深入地研究奥西里斯神补充了

新的资料。

为了解整个遗址的形成过程，我们

对孟图神庙和玛阿特神庙相连接的区域

进 行 了 解 剖 式 发 掘 ， 发

现 了 古 王 国 时 期 的 遗 迹

和 遗 物 ， 初 步 了 解 了 这

一 地 区 古 埃 及 人 生 活 方

式 的 特 征 和 演 变 。 我 们

还 对 建 筑 物 表 面 的 铭

文 、 刻 划 符 号 以 及 法 国

学 者 发 现 并 收 集 的 建 筑

构 件 进 行 了 研 究 和 系 统

记 录 ， 完 成 了 第 二 和 第

三 座 奥 西 里 斯 神 殿 的 加

固与出土遗物的清洗修复，完善了遗址

文物的保护工作。

2021 年 3 月，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

联合考古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学论坛·2020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是

名单中唯一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能够

亲手触摸埃及的古老文明，与之进行跨

越时空的对话，令我们这些考古工作者

分外兴奋和自豪。

如何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保护脆弱的

文物，始终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开展首

季度工作时，遗址内唯一一座阿蒙霍特

普 三 世 立 像 是 我 们 的 “ 重 点 保 护 对

象”。这尊 3 米高的雕像于上世纪 50 年

代出土，刻画着阿蒙霍特普三世手持旗

杆迈步向前的生动形象。由于当年的修

复技术有限，雕像看似完整，实际上十

分脆弱。

为了尽量减少阳光暴晒和动物侵袭

带来的损害，我们决定为雕像量身定制

一座保护棚。我为保护棚绘制了图纸：

由木架支撑起一块木板来隔绝日晒，在

位 于 雕 像 膝 部 的 高 度 固 定 4 块 透 明 玻

璃，在保护的同时也能使参观者看到雕

像全貌。组装搭建完成后，埃及同事竖

起大拇指连连夸赞：“这不仅是一座集

保护与展示功能于一体的木棚，更是为

‘法老’建造的一座临时居所！”今年 3
月，雕像在专业人员的护送下已运往吉

萨，将在新建成的大埃及博物馆得到妥

善照料并永久展出。我们为之悬着的一

颗心，终于放下了。

学习与借鉴并举

相知无远近，志合越山海。中国和

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

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交相辉映。

今天，进一步加强中埃文明交流合作，

让我们从厚重悠长的文明交往中凝结出

新的智慧，让彼此连接在一起，犹如近

邻一般。

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是两国考古

学家的一次握手。古埃及文明有着丰富

的文字资料，埃及考古学更偏重于铭文

研究，埃方同事对遗存特点、挖掘方式

有着更好的判断能力，在修复石料和重

建倒塌建筑物等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

中方考古队员更善于使用考古学的层位

学 、 类 型 学 构 建 考 古 学 文 化 的 时 空 框

架，中国的发掘记录系统与埃及传统考

古学有着较大不同。我们与埃方同事充

分交流，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并在野外

实地进行讨论，数易其稿后，达成了双

方认可的工作方案。

联合考古项目也是两国考古学家的

一次深度对话。中国考古学多手段、多

学科的研究优势可以为埃及考古学带来

更开阔的视野，产生新的切入点和研究

角度。对于中方队员来说，深入参与埃

及考古工作，可以从实践中了解另一个

学术传统和系统，对我们的考古学学科

发展也有极大裨益。在埃及著名考古学

家扎西·哈瓦斯眼里，中埃首次考古合

作是埃及乃至世界考古界令人振奋的大

新闻，双方在田野发掘、 3D 建模和雷

达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

在共同的工作中，双方学者不断加

深了解，结下深厚友谊。埃方同事为中

方队员讲授基础阿拉伯语，中方队员也

教会了埃方同事一些中文日常用语，双

方还时常交流各自的传统文化习俗。琐

碎、艰苦的田野工作，也由此充满了欢

声笑语。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赴世界主要文明发祥地参与

发掘和研究，是中国考古面向世界、走

向世界的又一座里程碑。它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认知两个古老文明在表现形式和

形成机制上的不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

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从黄河到尼罗河，共同探寻文化宝

藏，让古老文明跨越时空对话，是考古

工作者为中埃友谊、中阿友谊添砖加瓦

的最佳表达。

（作者为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

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国外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图①：孟图神庙遗址群出土的宝石

饰品及残件。

图②：孟图神庙遗址群出土的小型

人偶“乌沙不提”。

图③：孟图神庙遗址群出土的青铜

奥西里斯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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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埃考古学家 4
年来的携手合作，埃及卢
克索孟图神庙逐渐褪去神
秘的面纱，向公众呈现更
为清晰的图景。共同探寻
文化宝藏，让古老文明跨
越时空对话，成为考古工
作者为中埃友谊、中阿友
谊添砖加瓦的最佳表达。
赴世界主要文明发祥地参
与发掘和研究，是中国考
古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
又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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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阿拉伯

语里是“花园”之意。这座古城历经沧

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

715 年，当时它被称作“哈吉尔”。公元

14 世纪，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

图泰到访此处，在游记中形容这是“一

座美丽富饶的城市，有河流与树木”。彼

时，位于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利雅得，是

来往商队的驿站中心，连接东北方伊拉

克的巴士拉和库法、东边的巴林、西南

方也门的纳吉兰，以及西边的汉志。

回 溯 历 史 ， 经 历 数 十 个 世 纪 的 风

雨 ， 直 到 1932 年 沙 特 阿 拉 伯 王 国 建 立

后，利雅得才恢复稳定。随着国家实力

逐渐增强，利雅得也从一座沙漠小城逐

渐 发 展 为 功 能 齐 全 、 布 局 井 然 的 花 园

城市。

2018 年 3 月，我随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代表团参加利雅得国际书展。为期

10 天的书展组织了近百场文化活动，包

括文化讲座、研讨会、名家访谈、诗歌

晚会等，一场场文化盛宴令与会者颇有

收获。近年来，利雅得国际书展不断丰

富参展图书主题门类，图书品类繁多、

质量上乘，参展的各国出版社也越来越

多。书展在文化交流、版权贸易和阅读

推广等方面均取得不俗成绩，已成为大

型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书展间隙，我们参观了位于利雅得

老城区的马斯马克堡，这是当地为数不

多保留至今的老建筑之一。“马斯马克”

意即坚固的建筑，该堡始建于 1865 年，

地基用石头建造，墙体由土坯及混合了

干草的泥土建筑而成，四角分别立有一

座高达 18 米的圆柱高塔。馆内藏品比较

丰富，陈列着一些古代生活器具，如照

明灯、书写工具、陶罐和金属器皿、民

族服饰等，还包括各种战争武器，如匕

首刀剑、枪支弹药和大炮等，向游人诉

说着王国统一的艰辛历程。此外，馆内

还有一些记录利雅得古城及其街道、市

场的珍贵老照片。徜徉其间，仿佛见证

着 利 雅 得 过 往 岁 月 的 兴 衰 成 败 、 跌 宕

起伏。

代表团分头参观了沙特阿拉伯最为

古老知名的沙特国王大学。其中，我参

观的女大学生城占地宽广，环境优美，

整洁安静，设施先进，处处展现出现代

化、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女生们穿戴打

扮虽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她们身上洋

溢着青春的气息，眼中充满好奇。几个

开朗大方的女大学生还开着摆渡车，带

我们前往各个院系、实验室和图书馆参

观，一边细致讲解，一边愉快畅聊，不

时 热 情 合 影 ， 给 我 们 留 下 非 常 深 刻 的

印象。

2018 年，利雅得在世界城市排名中

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被认为是世界

上建设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其市

区建筑不算密集，而且普遍不高。目之

所及，开阔明朗，并无高楼大厦鳞次栉

比带来的压迫感。市中心最高的标志性

建筑是王国中心大厦，它也曾是中东地

区最高的建筑。大厦外形简洁别致，中

间的圆拱形空洞设计能抵抗当地频发的

沙尘暴，减少大风对建筑物的影响，获

得多项建筑大奖。不远处，另一座别具

特色的高层建筑——费萨尔塔与王国中

心大厦隔空相望，遥相辉映。华灯初上

时，从大楼高处俯瞰整座城市，霓虹斑

斓，街道并不嘈杂喧嚣。

在国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沙特各

界努力顺应发展潮流，拥抱崭新变化。

2016 年 4 月，沙特政府启动“沙特 2030
愿景”，寻求在 15 年的时间里实现经济

产业多元化，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

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新举措也随之出台，

包括允许举办音乐会、建造电影院、邀

请世界著名艺术家表演以及大力开发旅

游资源等等。

沙特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国

家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利雅得这座沙

漠中的“花园之城”将不断焕发新的蓬

勃生命力。

“花园之城”利雅得
尤 梅

自古以来，阿拉伯民族热爱文

学，其早期文学遗产可上溯至公元

5 世纪。阿拉伯人最引以为傲的古

代文学成就，是他们称为“阿拉伯

人之史册”的诗歌。同时，阿拉伯

散文也有诸多名作传世，最为世人

熟知的无疑是民间文学巨著 《一千

零一夜》。

自 19 世纪初开始，在传统文

化与外来文化撞击、融合之下，阿

拉伯文学逐渐走上创新发展的现代

复兴之路。曾经成就辉煌的阿拉伯

诗歌，经历了新古典主义、浪漫主

义和现实主义的风格嬗变，最终确

立了自由体新诗的主导地位。小

说、戏剧等体裁也结出具有阿拉伯

风格的累累硕果。阿拉伯现当代文

学的一项突出成就，就是涌现出一

批具有世界声誉和深远影响的作家

和作品。文学理论与文化思潮同频

共振，阿拉伯文学走进更加广阔的

天 地 ， 更 加 贴 近 人 民 与 时 代 的

脉搏。

本土优秀作家
的群体性崛起

阿拉伯现当代文学记录了阿拉

伯社会的风云变幻，抒写了阿拉伯

人民的喜怒哀乐，表达了确立民族

认同、传播启蒙思想、抵抗殖民侵

略、追求理想进步等深刻主旨。一

部现代阿拉伯文学史既是一部包罗

万象的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变革

史，也是一部现代阿拉伯人的心

灵史。

从地域分布看，阿拉伯各国文

学发展虽不同步，但整体呈现全面

开花之势。埃及、黎巴嫩、叙利

亚、伊拉克等国文明根基深厚，一

直处于阿拉伯社会变革中心，且与

西方文学接触较为频繁，成为阿拉

伯现代文学的先驱和重镇。在阿尔

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马格里

布国家，以及沙特、阿联酋、科威

特等海湾国家，文学虽然后发但进

步迅速，各有千秋。

从文学体裁看，小说尤其是长

篇小说，逐渐成为阿拉伯现代文学

的主角。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

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为代表的

一批文学大家，创作了大量思想深

邃、艺术精湛的小说。诗歌特别是

自由体新诗和散文诗，也深受阿拉

伯读者喜爱。黎巴嫩作家纪伯伦、

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以及叙利亚

诗人格巴尼、阿多尼斯等人的诗作

风靡阿拉伯世界，并在世界诗坛享

有盛誉。同时，现当代阿拉伯文学

史上的一些重要创作理念，也往往

发端于诗歌界。

从写作风格看， 20 世纪上半

叶活跃于阿拉伯文坛的作家大多遵

循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创作风

格，但马哈福兹等作家的作品中也

融入意识流、象征、隐喻等现代写

作技巧。 20 世纪后半叶崛起的阿

拉伯作家群体，既受西方现代文学

观念与写作手法影响，又从阿拉伯

传统文化中汲取神话、传奇、民间

故事等养分。可以说，阿拉伯现代

文学在与世界文学主流接轨的同

时 ， 保 留 了 浓 厚 的 阿 拉 伯 本 土

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以来，

众多阿拉伯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也颇

具规模与成就。她们更加关注女性

的真正解放，抨击封建礼教与陈规

陋习。有些女作家的视野非常广

阔，在作品中表达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与忧患意识。这些优秀的女性文

学作品，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

亮丽风景。

着力把握社会
与时代脉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

是 2011 年前后多个地区国家接连

发生动荡，阿拉伯世界遭遇沉重危

机。在时代的洪流中，阿拉伯民族

经历的坎坷催生了阿拉伯文学的

兴盛。

在 新 世 纪 风 云 变 幻 的 历 史 关

头，阿拉伯文学没有缺席。作家

们对当代阿拉伯人面临的各种挑

战做出回应，以文学表达对现实

的关切与忧思。一些重要作家着

力把握社会与时代脉搏，洞察历

史与现实的幽深曲折，留下不少

精品佳作。

新世纪阿拉伯长篇小说的数量

之丰、质量之高、影响力和关注度

之广，以及一些小说的销量之大，

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面对复杂而

曲折的现实生活，长篇小说这一文

体最有可能提供充足的空间和自

由，让作家刻画、批判和反思现

实。一些作家聚焦社会热点，创作

的小说成为大众话题，作品销量一

路攀升。网络文学的出现，也使得

长篇小说更易问世并广为传播，许

多作家脱颖而出。同时，部分阿拉

伯国家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设

立了丰厚的文学奖项，刺激并推动

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发展。

新世纪 20 余年里，阿拉伯文

坛后起之秀崭露头角， 80 后乃至

90 后 成 为 颇 具 影 响 力 的 作 家 群

体。曾经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验性

写作，逐步被贴近现实又超越现

实的新现实主义所替代。

展现鲜活丰富
立体的中国形象

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在阿拉伯

文学界，许多现当代作家都与中国

结缘。其中不少人曾经来过中国，

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并以中

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为题材创

作了很多作品，涉及游记、散文、

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多种

体裁。

呈 现 在 阿 拉 伯 现 当 代 文 学 中

的中国形象，总体延续着阿拉伯

叙 事 中 对 中 国 的 正 面 话 语 传 统 ，

并以丰富的时代素材，描摹中华

民族经历的苦难与辉煌、中华大

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不少优秀

的阿拉伯作家能够摆脱西方的话

语霸权，以独特丰富的视角，客

观 理 性 地 看 待 中 国 ， 呈 现 出 鲜

活、丰富、立体的中国形象。

讴歌中阿友谊也是阿拉伯作家

书写中国题材的常见主题。诗人格

巴尼曾在叙利亚驻华使馆担任外交

官，在他创作的多篇诗歌中，“中

国”都被赋予遥远而美好的意蕴。

另一位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于

2019 年出版了中国题材诗集 《桂

花》，将他对中国自然、文化和友

人的深情厚谊寄寓其中，真诚真

挚，读之令人动容。当无数阿拉伯

青年诵读这些美丽的诗篇时，无疑

也会给他们心中的东方文明古国增

添浪漫温馨的色彩。

被誉为“也门小说之父”的阿

卜杜勒·瓦利在短篇小说 《中国之

路》 中，讲述了上世纪 50 年代中

国援外人员与也门人民共同建设也

门公路的往事。作家用朴实的语言

告诉人们，“中国之路”实际上有

两条：一条是铺在莽莽群山中的有

形之路，另一条是在也门人民心中

延伸的“友谊之路”。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

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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