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年 是 埃 及 学 诞 生 200
周年。作为研究古代埃及文

明 的 一 门 综 合 性 学 科 ，埃 及

学以解读古埃及的文字文献

为 基 础 ，全 面 研 究 古 埃 及 历

史 、宗 教 、艺 术 、建 筑 以 及 科

技等。埃及学的诞生以 1822
年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古埃

及 文 字 为 标 志 。 此 后 ，古 埃

及 石 刻 、壁 画 、雕 刻 、文 书 上

的 秘 密 逐 步 揭 开 ，人 们 得 以

触 碰 遥 远 但 真 实 的 古 埃 及

文明。

近几十年以来，更多学科

开始介入埃及学，交叉研究兴

盛不衰。中国与埃及都属于

文明古国，对人类早期文明做

出巨大贡献。埃及学与汉学

的比较研究具有广阔的阐释

空间。

人们通常把埃及学的产

生归功于商博良的天赋和勤

奋。商博良的确堪称语言天

才，他不仅精通古希腊语、拉

丁 语 等 西 方 语 言 ，而 且 通 晓

汉 语 、阿 拉 伯 语 、波 斯 语 、希

伯 来 语 、科 普 特 语 等 东 方 语

言 ，甚 至 养 成 了 使 用 科 普 特

语写日记的习惯。科普特语

是 古 埃 及 语 的 最 后 一 个 阶

段 ，这 一 时 期 的 埃 及 人 借 用

了 希 腊 字 母 ，同 时 也 沿 用 了

埃及世俗体中的 6 个字符记

录希腊文中没有的音素。因

此 ，科 普 特 语 对 于 研 究 古 埃

及 语 ，尤 其 是 破 译 古 埃 及 文

字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地看，商博良的成功

并非偶然，而是取决于多种因

素。试想，如果没有罗塞塔石

碑上的多语对照碑文，他不可

能破译古埃及文字；若没有其

他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法

国学者德·萨西、英国学者托

马斯·杨和瑞典学者阿克布拉

德等人奠定的基础，商博良在

埃及学研究上的成功恐怕也

无从谈起。

同 时 ，随 着 国 际 学 界 对

汉学和埃及学研究的不断深

入 ，以 及 比 较 文 字 学 研 究 的

发 展 ，研 究 者 发 现 商 博 良 之

所 以 能 够 脱 颖 而 出 ，一 个 不

容 忽 视 的 原 因 是 ：商 博 良 所

了 解 的 汉 语 汉 字 知 识 ，也 对

他成功破译古埃及文字起到

了 重 要 作 用 ，欧 洲 汉 学 的 建

立 和 发 展 助 力 了 埃 及 学 的

诞生。

在 商 博 良 之 前 ，欧 洲 汉

学 已 有 长 久 发 展 。 1585 年 ，

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中华

大 帝 国 史》在 意 大 利 罗 马 出

版，为当时的欧洲打开了一扇

认 识 中 国 的 窗 口 。 1669 年 ，

英 国 建 筑 师 约 翰·韦 布 出 版

《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

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这是

西方较早广泛论述中国语言

的著作，将中国语言放入世界

语言研究范围内。随着西方

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逐步

深入，18 世纪以降，欧洲开始

出现了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

虽然那一时期的欧洲学

者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认知

逐 渐 丰 富 起 来 ，但 他 们 普 遍

认为汉字与古埃及文字同为

图 画 文 字 ，直 接 通 过 图 画 符

号 表 达 思 想 和 概 念 ，因 此 不

与口头语音发生联系。直到

19 世纪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

较 语 言 学 建 立 后 ，这 一 认 知

才开始改变。

1814 年 ，法 兰 西 学 院 正

式设立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

席 ，由 年 轻 的 汉 学 家 雷 慕 沙

主 持 。 它 的 设 立 ，标 志 着 法

国乃至整个欧洲专业汉学的

诞生。

雷 慕 沙 和 商 博 良 同 为

德·萨西的学生，他刻苦钻研

汉 语 ，先 后 出 版 了《汉 文 简

要》和《汉文启蒙》等著作，构

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汉语语

法 教 学 体 系 。“反 切 ”是 中 国

古 代 最 常 见 的 汉 字 注 音 方

法 ，采 用“上 字 取 声 ，下 字 取

韵”的原则。欧洲人曾将“反

切 ”的 原 则 错 误 理 解 为“ 元

音 +辅音”，即第一个字取元

音 、第 二 个 字 取 辅 音 。 直 到

雷 慕 沙 在《汉 文 简 要》中 以

“ 可 汗 ”一 词 为 例 ，才 对“ 反

切 ”进 行 了 第 一 次 准 确 介

绍 。 这 也 让 商 博 良 认 识 到 ，

既 然 汉 字 可 以 表 音 ，那 么 古

埃及文字也很可能如此。

长 期 以 来 ，在 西 方 研 究

的 视 野 中 ，古 埃 及 文 字 具 有

的图画特点令很多研究者产

生 了 误 判 ，他 们 认 为 古 埃 及

文 字 隐 藏 着 祭 司 的 神 秘 智

慧。商博良在对汉语的研究

中 意 识 到 ，古 埃 及 文 字 研 究

需 要 摆 脱 以 往 那 种 象 征 性 、

隐喻性的解读模式。

商博良通过罗塞塔石碑

上 托 勒 密 名 字 的 圣 书 体 、世

俗体和希腊文三种不同文字

的 对 比 ，来 识 别 特 定 字 符 的

音 值 ，很 快 就 读 出 了 托 勒 密

的名字。这使他意识到古埃

及 文 字 实 际 上 记 录 了 古 埃

及 人 的 语 言 ，而 不 是 所 谓 的

象 征 神 秘 智 慧 的 符 号 。 后

来 ，商 博 良 又 陆 续 读 出 了 克

里奥帕特拉、亚历山大、凯撒

等 人 的 名 字 ，从 而 发 现 了 释

读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真正钥

匙——“表音”。

雷慕沙对中文的“形声”

概 念 也 做 了 详 细 介 绍 ，指 出

以形声方式构成的汉字的数

量 占 据 汉 字 总 数 的 一 大 半 。

“形 声 ”这 一 概 念 ，也 使 商 博

良进一步认识到汉字的表音

特 性 ，尤 其 是 形 声 字 在 汉 字

中 数 量 如 此 丰 富 ，使 商 博 良

对古埃及文字可以表音的认

识更为坚定和明确。

1822 年 ，商 博 良 在 法 兰

西 科 学 院 发 表《关 于 象 形 文

字语音学的字母——给达希

尔先生的信》的报告，公开了

他 对 古 埃 及 文 字 的 新 发 现 。

1824 年，商博良在《古埃及文

字体系概要》一书中指出，古

埃及文字的“表音”远比他最

初 推 测 的 更 为 广 泛 ，古 埃 及

文字的表音不是辅助而是核

心 ，是 整 个 古 埃 及 文 字 体 系

的“灵魂”。

商博良的研究著作涉及

中国语言文字知识的诸多方

面。他在 1841 年出版的《古

埃及语词典》中有 60 余处提

及中国，涉及“六书”（即汉字

构 成 和 使 用 的 6 种 方 法 ，即

象 形 、指 事 、会 意 、形 声 、转

注 、假 借）与“ 三 才 ”（指 天 、

地、人）等概念。在该书的序

言 中 ，他 对 中 国 文 字 与 埃 及

文字的异同之处进行了详细

比 较 ，并 参 考 中 国 最 早 的 词

典《尔 雅》对 汉 语 词 汇 的 分

类 ，对 古 埃 及 词 汇 进 行 了

分类。

他 山 之 石 ，可 以 攻 玉 。

值埃及学诞生 200 周年之际，

回 顾 古 埃 及 文 字 解 读 的 历

程，我们发现，汉学对埃及学

的发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

响。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暨埃

及 学 的 诞 生 ，正 是 中 西 方 文

明交流互鉴的产物。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

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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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红海就是连接亚、非、欧三大

洲的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交汇

点。位于红海东岸、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沙

特阿拉伯塞林港，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经行的

一个重要贸易港口，见证了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间的贸易往来与友好关系。历史上，塞林

港曾与通往麦加的吉达港、通往麦地那的吉

尔港并称红海“三大港”。岁月流逝，塞林港

昔日的热闹与繁华逐渐衰落，遗址也慢慢被

流沙掩埋。

2016 年，中国和沙特签署《中国—沙特

塞林港遗址考古合作协议书》。 2018 年以

来，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组成中沙联合考古队，

先后两次在塞林港遗址展开考古调查与发

掘，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十分珍

贵的实物资料。

在海边进行的沙漠考古

阿拉伯文献记载，塞林港最繁荣兴盛的

时期是公元 9 世纪至 13 世纪，来自世界各地

的商旅搭乘船只从这里登陆，前往麦加或其

他贸易城市。公元 15 世纪，明朝航海家郑和

率船队出使西洋，最远经塞林港抵达麦加。

船队靠岸后，用瓷器、金银、丝绸、茶叶和铁

器等与当地居民交换特产与礼物。随行翻

译马欢将其在红海沿岸的所见所闻收录于

《瀛涯胜览》一书。

2018 年 3 月和 2019 年 1 月，中国国家文

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沙特国家考古

中心的 10 余名考古工作人员组成联合考古

队，对塞林港遗址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这是中国考古队首次来到阿拉伯半岛。联合

考古队中方领队、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教授姜波将这次联合考古工作形容为“海边

的沙漠考古”：考古队队员不仅要在陆地上开

展田野发掘，还要潜入水底进行探索。

高温酷热、风沙肆虐，恶劣的自然环境是

联合考古队面临的一大挑战。太阳炙烤下，

沙漠的表面温度可高达 50 摄氏度，说来就来

的沙尘暴更是顷刻间遮天蔽日。为避开高温

时段，考古队队员清晨 5 点便要前往现场；沙

尘暴一过，被中断的工作便又迅速展开。

茫茫大漠之上，中国考古人寻找地下遗

址的“传统绝技”洛阳铲钻探技术一时难以

施展。“沙子是流动的，洛阳铲打不下去，就

算打下去，一会儿就又被覆盖了。”姜波与考

古队队员经过反复研究，将传统的田野考古

方法与遥感考古、环境考古以及无人机航

拍、数字测绘与 3D 技术等结合起来，为全方

位研究塞林港人文历史与地理信息探索出

新的途径。

在陆地田野作业中，联合考古队在遗址

地表设置了 9 条纵贯南北的调查线路，进行

地毯式搜索；发现重要遗迹后，再利用无人机

从不同高度对遗迹进行航拍和遥感测绘，建

立三维模型。在水下考古环节，中方考古队

队员提前进行了为期 4 个月的水下考古培

训，为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两国考古队队员通过海底调查、搜索和采

样，摸清了塞林港周边海域的水底状况。

出土文物印证丝路繁华

中沙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的两次发

掘，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果：发现并确认了

古海湾、古航道和被流沙掩盖的季节河遗

迹；探明了塞林港建港缘由——这里既有海

陆交通之便利，又可为海船提供淡水补给，

是海港选址的绝佳地点。

在海湾海床，联合考古队发现了早先河

流带入的淤泥沉积，且堆积深厚，说明此处

河海交汇，淡水充足。在遗址南侧水域，联

合考古队还确认了一处可供泊船的港湾，找

到了古代船只进出港湾的航道。这里港湾

双礁环抱，水流平缓，深度适中，且为泥质海

床，便于海船避风、泊驻与航行，堪称天然

良港。

联合考古队还发现了成片分布的大型

建筑遗址和两处排列有序的大型墓地，并

清理出一批珊瑚石墓葬，采集了较多的文

物标本，包括青铜砝码、波斯釉陶、阿拉伯

陶器与釉陶、玻璃器物和黑曜石器等。各

种生活遗迹与疑似海滨货场遗迹的发现，

生动展示了历史上海港的繁华场景，为研

究塞林港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考古

证据。值得一提的是，同一类型的珊瑚石

墓，在我国海南岛的三亚、陵水一带也有发

现，从侧面印证了这座港口与中国往来的

悠久历史。

在遗址的多个地点，联合考古队队员发

现了分属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残片，包括宋

元时期的莲瓣纹青白瓷残片、龙泉窑系的青

瓷残片，以及明清时期漳州窑系的青花瓷残

片等。这是红海地区港口遗址考古中首次

发现中国瓷器残片。

帆影苍茫，舟楫相望。1431 年，马欢来

到麦加时所携带的物品清单中即有瓷器一

项；而比他早近百年游历红海地区的元代旅

行家汪大渊，也记录下中国瓷器在古代中东

地区市场上销售的情景。今天，中沙联合考

古队在塞林港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器残片，

印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姜波认为，中

东地区的诸多考古实证显示，可能早在唐

代，中国与包括红海在内的中东地区已经进

入一个陶瓷贸易交往的高峰时期。

联合考古促进中沙友谊

随着塞林港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

中沙两国考古队队员相互协作，彼此间建立

起深厚友谊。在工作现场，中方考古队队员

梁国庆身边总会围着多位沙特同事，向他学

习中国传统碑刻拓片制作技术。这一技术

在本次考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部分

墓葬中发现的阿拉伯文碑刻，因多年风沙侵

蚀，碑文已模糊不清。拓片技术让碑文变得

清晰起来，碑铭释读也为了解遗址年代、族

群文化、贸易背景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

索。沙特考古学家已经开始学习中国拓片

制作技术，希望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推广

使用。

沙方队员对于当地情况更为熟悉，他们

与中方队员密切交流，令考古发掘工作更加

高 效 。 拥 有 近 15 年 考 古 经 验 的 麦 迪 曾 于

2017 年赴中国广东省参加“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是沙特首位获得此类

专业证书的水下考古队队员。在水下作业

时，熟悉红海水况的麦迪犹如潜水教练，向

中方队员悉心传授工作技巧。在肩并肩的

工作中，中国考古队的丰富经验，每每也让

麦迪等沙特队员感慨不已。

在 丝 绸 之 路 的 联 结 下 ，阿 拉 伯 半 岛 与

中国在商贸、文化等领域的往来历经千年，

塞林港是双方友好交往的例证。沙特国家

考古中心主任扎哈尼称赞中沙联合考古队

的工作模式，认为中方开展的传统手段与

无人机等创新科技相结合的考古方法值得

借鉴。他期待，未来双方在红海沿岸、阿拉

伯湾等更多历史遗址开展更深入、更广阔

的 考 古 合 作 ，续 写 东 西 交 融 、互 学 互 鉴 的

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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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堡市中心易北河岸，在世界文化

遗产“仓库城”的红砖建筑群中，隐藏着一个

“微缩景观世界”：近 30万个人偶、4000多座桥

梁和房屋、13 万棵树木、逾万辆汽车、38 万组

LED 灯具、1.6 万米长的轨道、1000 余列火车，

内含世界上最大的铁路模型动态场景……其

细节之精致，令人赞叹不已。

微缩景观世界的奇妙设想与创意，源于德

国人弗里德里克·布劳恩 2000 年在瑞士苏黎

世的一次旅游。偏远小巷中一家卖铁道模型

的商店，唤起他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回汉堡

后，弗里德里克邀请兄弟格瑞特和朋友斯蒂

芬·赫兹一起建造铁路模型。

2001 年，微缩景观世界初步面世。弗里

德里克团队的创作并未止步，他们的目标是塑

造一个更加完整的模型世界。为此，他们拓展

规模，从最初的 1500 平方米扩展到 7000 多平

方米。目前，这一景点已拥有数万个小场景，

它以交通设施为主线，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特色风貌和标志性建筑，如瑞典的冰天雪

地、埃及的金字塔等，甚至还有虚拟城市“克努

芬根”等。在这个世界里，规划整齐的建筑群

配有各式各样的交通设施，还有细致入微的日

常生活场景。无论大场景还是小细节，处处都

能让人感受到设计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制作者

精湛的手工技艺。

微缩景观世界设有主题展。例如，以“柏

林”为代表展示德国城市 2000 多年来的发展

变化。伴随科技的发展与演进，新的科技手

段不断引入数控铁路模型中，超过 60 台电脑

控制着飞机、火车、汽车按照时刻表精准运

行，场景中的日夜更迭和发展变化皆在程序

控制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微缩景观世界以精巧迷人的细节闻名，

可视可感的场景隐含着严谨专注的工匠精

神。不浮不怠、精益求精是微缩景观世界制

作团队的追求，每件模型都被当成艺术品，再

小的模型也极力追求完美。无论是公路上奔

跑的小汽车，还是机场跑道上滑翔的飞机，内

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在建构模型的过程中，每个制作者自由创

作、周密制作，将自己的观察和梦想融入其

中。例如，“瑞士”是使用钢结构最多的区域，

制作者还原了老式巧克力制造工厂，参观者在

惊叹模型细腻逼真、控制精准外，还能收获小

小惊喜——由模型工厂制造的巧克力。“意大

利”包括 5 个区域，历时 4 年完成，制作团队对

细节反复推敲、打磨。古罗马竞技场灯光变

幻，可以呈现不同色彩。夜晚时分，整座罗马

城被大量 LED 灯点亮，圆形竞技场灯火璀璨，

古老建筑在微缩世界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灯光的使用是微缩景观世界的一大特

色。在“美国”区域，制作者选择呈现拉斯维加

斯，使用了最多的 LED 灯，并专门在后台安排

一台计算机控制灯光运行。灯光的灵活应用，

营造出昼夜更迭与四季变换。这里的“一天”只

有半小时，每隔 15分钟昼夜便会更替一次。夜

幕降临，华灯初上，小小世界一片静谧。15分钟

后，太阳升起，一切又变得生机勃勃。

微缩景观世界运用最新技术制作的新

区域是“摩纳哥”，其中包括久负盛名的赛

车赛道。在这条赛道上，将不定期举行赛

事，比赛通过编程模拟进行，赛事执行现实

标准。由特定的软件控制赛车，每个动作

指令能在 50 毫秒内反应出来，这意味着每

场 比 赛 都 会 出 现 不 同 的 赛 况 。 赛 车 由 3D
打印技术制造，车体由 0.03 毫米厚的塑料

片组成，涂装完全参照实车，甚至包括细小

的赞助商标识。据介绍，摩纳哥赛道运行

的复杂和精密程度，将远超 2011 年启用的

汉堡机场场景，后者可以根据航班时刻表

准时起飞降落各种飞机。

微缩景观世界团队经过一年半的研发，

于今年正式开放其虚拟现实体验空间。游

客们可以在虚拟现实设备的帮助下“缩小”

自己，更加身临其境地畅游迷你世界。

在中国，同样有微缩景区，包括北京世界

公园、长沙世界之窗和深圳锦绣中华。它们满

足了人们一天“游”遍世界的心理。今天，从实

体的“建筑”微缩景区，到科技赋能的“主题”微

缩场景，中国也在不断建造新型微缩乐园。在

上海北外滩，2019年建成开放的“赛梦·微缩世

界”尽管只有 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却容纳了

“外滩百年风云”“微缩跑马厅”“猎奇魔幻小

镇”等体验模块，除了精湛的工艺，各类声光、

电动的数字化科技都令观众流连忘返。

微缩景观世界通过审美化的人造空间，

创造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场景。它以客

观生活为参照，借助人们的情感和想象力再

创造，这里的真实是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

的心理体验。船只在水面移动，运载着货物

与游人，岸边的客人边喝咖啡边欣赏风景，打

球的少年在烈日下奔跑，一件件模型将时光

定格，生动呈现着世界各地的生活场景，令人

浮想联翩。

为打造更加逼真的微缩世界，制作团队

常常会在一地逗留数日，感受当地魅力，记录

所看到的场景，将联想与思考融入其中。场

景中的生活气息是微缩景观艺术的重要支

撑，而微缩景观又建构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

们不在场的、可以跳脱出来的、无拘无束自由

想象的世界。在微缩景观世界里，人们在遍

赏世界风景的同时，获得独特的审美享受。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微缩景观里的大千世界
黄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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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微缩景观世界一景。 黄华三供图

图①：中沙联合考古队在塞林

港周边海域搜索古航道。

图②：塞林港遗址发掘出来的

建筑墙体。

图③：塞林港遗址出土的中国

瓷器残片。

图片均为中沙联合考古队中方

领队姜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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