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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文明历
史悠久、辉煌灿烂，
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之 一 。 公 元 前
4000纪末，苏美尔
文明兴起于底格里
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流域南部，在之后
的一千多年里，它
在政治、宗教、文
化、文学、艺术、法
律、医学等方面都
取得了卓越的成
就，对后世诸多文
明都产生过深远影
响。本书依据考古
和文献资料，对苏
美尔文明进行了全
面和深入的研究，
详细考察了苏美尔
文明的发现过程、
苏美尔人的典型国
家、苏美尔历史的
兴衰更迭以及苏美
尔人取得的伟大成
就，尤其是文字、文
学、教育、法律和建
筑方面的成就。读
者可以通过一次阅
读旅行，见证一个
古老文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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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东方
文学研究中心、北
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外文学》编委，
中国历史研究院中
华文明与世界古文
明比较研究中心特
邀研究员、副理事
长。主持并完成多
项国家级项目，如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苏美尔、阿
卡德及赫梯文学文
献翻译与研究”，在
《世界历史》《古代
文明》《北京大学学
报》以及《东方世
界》《亚述学杂志》
《维也纳东方学杂
志》等国外著名学
术刊物上发表学术
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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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文明曾被历史遗忘 国学之道（30）之思想观念

国学玄览堂(169)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
哲学学院教授）

道家老庄的天人之学实际上就是“无为”之学。
他们以“无为之天”去正面肯定天地自然万物各按其
本性的呈现状况，以及从反面否定一切人凭借主观意
愿和想象去变化和改变天地自然万物本性的行为。
无为就是天，有为就是人。天人关系就是无为与有为
的关系。

在道家那里，自然无为的思想又分为天道无为与
人道无为。在老庄看来，天地万物最大的特性正是在
于它们的客观性，其本身没有任何意识和情感，它们
只是按其本性生存着，发展着。老子说：“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5章），意思是说，天地无所谓主观的
爱或恨，对于万物只是将其看成是草编的小狗那样，
任其生灭，任其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天地是没有爱
恨情仇的，它完全不会为了自己的某种什么目的去求
得什么，老子将这种天地的属性叫作“不自生”和“无
私”。也正是因为天地具有了此种德性，所以才使得
天地能够既长且久地存在。“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
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7章），此之谓也。
道和德之所以被尊崇和重视，并没有谁来命令，它从
来就是这样的。“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51章），此之谓也。庄子更是反复强调天地的最大本
质就在于它们的自自然然，恬淡清静，寂寞虚无，毫无
造作。他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
道德之至……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庄子-天道》），“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
而道德之质也”（《庄子-刻意》）。

人应该效法和学习这些具有自然无为之品性的
道德、天地、万物呢。这也就是老子那段名言要告诉
人们的道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
章）。实际上老子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人应该全面效
法和学习大地、天空、大道所具备的“自然”德性呢！

道家实际上也懂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是
有其独特的自我意识和追求所谓的主观意愿性和想
象力的，然而，道家同时又在反复告诫人们，你人类在
获得道性的过程中，同时也秉承了道的自然属性。人
类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如何去克服你那些遮蔽道性以
后而表现和膨胀起来的私欲情感，从而恢复到人自身
本具的那种自然之性或说道性的状态。老庄是看到
并正视这种现实状况的，但是他们又强烈呼吁即便在
丧失道性的情况下，出现种种有名、有情、有私、有欲
的现实条件下，那也不要忘记要守住什么，要抱住什
么，要镇住什么啊！老子明确告诉我们“多言数穷，不
如守中”（5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22章），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37章）。人不可能
没有欲望，然而，你更应该知道，任何欲望都有界限和
限制。“常有欲，以观其徼”（1章），此之谓也。只有尽
量做到了这一步，才能最终实现复归，回归那人最本
真的自然状态呢。“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
于朴”（28章），“归根曰静，是谓复命”（16章），“见素
抱朴，少私寡欲”（19章）是也。

我们对道家天人观的研究和学习，更重要的是要
领会和把握他们给人类社会所提供的“方向”性的指
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对道家天人观以及整
个思想的认识，始终应站在超越的高度来加以实现。
这种超越性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极具指导
性、指引性、矫正性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以及人类
未来的生存方式。

人道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这是从外在的客
观存在寻找到效法和学习的榜样，这是一种“天人合
一”的表述；人还要实现对自身自然道性的恢复和回
归的任务，做到“少私寡欲”，做到欲望有度，做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4章）。懂得“少则得，
多则惑”（22章）的道理，懂得“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
大于欲得。知足之足，常足矣”（46章）的道理。懂得
水之所以被称为“上善”（普遍之善）的存在，那是因为
做到了“利物”“不争”“处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
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8章），此之谓也。懂得“天
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81章）的道
理。天道呈现其自然无为之性，人道亦呈现其自然无
为之性，如此即实现天人合一矣。

道家的天人观要告诉我们，知道无为就可以无不
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7章），此之谓也。所谓的

“无不为”就是“可以长久”，可以“得”。无为也好，知
足也好，复其性也好，实际上老子的聚集点正是“少”

“寡”“小”“弱”。只有洞见这一道理，才算作智慧之
人，才算作强大之人呢。“见小曰明，守柔曰强”（52
章），此之谓也。在此，我将中国老百姓深契老子这一
智慧所概括出的“知足常乐”名言改一个字，变成“知
少常乐”呢！其中深义当需慎悟之。

“历史始于苏美尔”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
西方世界历史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说法。“历史
始于苏美尔”不是说苏美尔是人类文明唯一的发
源地，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但无可
否认，苏美尔文明发生得比较早，成熟得也比较
早，在公元前 3200 年至前 1800 年这一千多年
里，苏美尔文明是全球范围内最先进的文明，它
在人文领域达到的高度是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
企及的。公元前3千纪，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
域、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产生了比较发
达的文明，这些文明各有千秋，甚至在某些方面
独领风骚，但总体而言，苏美尔文明一枝独秀，在
多方面引领当时的世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
响。

“历史始于苏美尔”源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
亚述学家克莱默（S. N. Kramer）出版的同名专
著。《历史始于苏美尔》（1959年版）是一部兼具
普及性和学术性的著作，书中呈现了由苏美尔人
创造的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27项“最早”或

“第一”，即首先由苏美尔人创造的27项文明成
就，或首先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在
1981年的第三版中，作者又追加12项“最早”，把
全书涉及的“最早”增至39项。然而，即使是39
项，也远远不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最早”中的全
部。如果把苏美尔文明中的“最早”列个清单，这
个清单会很长。

“苏美尔”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对他们自己家
园的称呼。在苏美尔语文献中，“苏美尔”写作
KI.EN.GI，古巴比伦时期出现“苏美尔国”或“苏
美尔之地”这样的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对应翻
译。不论“苏美尔”是苏美尔人的概念，还是巴
比伦人的概念，它都是个古代概念。苏美尔人
退出政治舞台（约公元前 1800 年）后逐渐被遗
忘，到了古希腊时期，西方人已经不知道历史
上还存在苏美尔和苏美尔人。希伯来《圣经》
也没有提到苏美尔人，只偶尔提到“示拿”
（Shinar）地。有人认为“示拿地”指的就是“苏
美尔”，在发音上也是“苏美尔”的谐音。但根
据《圣经》中的描述“他（指宁录）国的起头是巴
别、以力、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判断，“示拿
地”不可能是苏美尔，如果是，也是希伯来人心
中的“苏美尔”，而不是苏美尔人心中的“苏美
尔”，因为苏美尔人的苏美尔不可能包括巴比
伦（巴别）、阿卡德（亚甲）和巴格达（甲尼？）。
从苏美尔文献中可以看到，“苏美尔”大致指古
代城市尼普尔以南，包括尼普尔在内的整个两
河流域南部地区，即今天的伊拉克东南部幼发
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地区。

早期的西亚考古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
亚述帝国的几个古都遗址上，挖出来的东西自然
大部分属于亚述帝国时期，包括建筑、艺术作品、
器物以及文字材料等。由于亚述古都的发掘持
续获得重大收获，以亚述历史、文化、宗教、政治、
经济、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法律、医学、巫术、
天文学等为研究对象的亚述学便应运而生。亚
述学诞生（1857年）前后，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楔
形文字书写的语言就是阿卡德语（巴比伦语和亚
述语属于阿卡德语的两种方言）。然而，个别学

者敏锐地感觉到，有些楔形文字文献不是用阿卡
德语书写的，而是用一种有别于阿卡德语的未知
语言书写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真相终于大
白：除阿卡德语外，楔形文字背后还有另外一种
语言——苏美尔语。当年有学者建议把这种语
言叫作“苏美尔语”时，遭到一些学者的强烈反
对。时间证明，把这种语言叫作“苏美尔语”是正
确的，虽然苏美尔人并不把他们的语言叫“苏美
尔语”，而叫“土著语”（eme-gi7）。随着苏美尔
语的成功解读，苏美尔文明逐渐得到重构，远远
早于亚述文明的苏美尔文明逐渐浮现在世人面
前，以苏美尔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苏美尔
学（Sumerology）也逐渐形成。

当英、法、德以及后来也加入西亚考古行列
的美国考古学家如火如荼地在西亚地区进行考
古发掘时，中国人也在密切关注他们的发掘活
动，并及时把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介绍给
国人。

早在1880年，《万国公报》就刊载了一篇题
为《巴比伦古诗》的短文，没有署名，不知何人所
作。文中提到西方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发现了王
室图书馆，该文称之为“尼尼微皇帝书库”，并说

“库内存有许多古书”。这个“皇帝书库”即现在
所说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收藏
了近三万块泥版，1872 年，当时负责英国国家
博物馆泥版整理的史密斯（G. Smith）在亚述巴
尼拔图书馆出土的泥版中发现了属于《吉尔伽
美什史诗》组成部分的“洪水泥版”，并以此为契
机于 1876 年出版了《迦勒底人的创世记》。《迦
勒底人的创世记》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吉尔伽
美什史诗》，可以肯定，《巴比伦古诗》作者的信
息来源就是《迦勒底人的创世记》。史密斯的这
部著作于 1876 年出版，1880 年就被介绍到了
国内。那时是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更
关心的似乎不是西方的学术动态，而是那些古
老而离奇的故事。《巴比伦古诗》的作者对自己
介绍的内容似懂非懂，可能无法想象“库内存有
许多古书”中的“古书”是什么样的书，把它们想
象成了“线装书”也未必。然而，无论作者介绍
这些信息是出于什么目的，无论文章中存在哪
些问题，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这种介绍都
具有非凡的意义。

法国考古学家摩尔根（M. de Morgan）于
1901 年至 1902 年主持发掘伊朗境内的苏萨
（Susa）遗址时，发现了汉穆拉比法典石碑，这在
西方世界引起极大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马上
跟进，仅1902年至1903年间就出版了好几部专
著，但中国人跟进的速度也一点不差。1903年，
蒋观云先后在《新民丛报》上连发三篇文章，对发
现法典的经过和法典的内容做了介绍和评述。
他把汉穆拉比译为“加摩拉比”，在介绍“加摩拉
比”法典时说，这部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典。
他还介绍了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并发表了一些评
论，说法典的内容涉及刑法、财产法、亲属法、继
承法和奴隶制等，认为法典中关于农业、商业的
具体规定非常详细，说明古巴比伦时期的农业和
商业都很发达。蒋观云先生显然紧密跟踪西方
的学术动态，并迅速把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介绍到国内。

从晚清到民国，介绍西亚地区的重大考古发
现和亚述学领域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文章和报
道始终没有间断，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西
方的学术动态持续关注，并不断把西方人的研究
成果和重大发现介绍给国人，但他们的介绍都只
停留在介绍和报道层面，始终没有中国人真正研
究亚述学，他们似乎把亚述学视为只有西方人才
值得拥有的学问，只隔岸观火，似乎根本就没想
到可以自己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出现了崭
新的局面，开始有更多学者关注西亚古代文明在
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参与介绍和研究西亚古代
史的人多了起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志纯先
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世界古代史研究和学科建
设中，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世界古代史专业人
才，包括西亚古代史方面的专业人才，从而把中
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推进到有规模、成体系地译介
国外学术成果，同时进行自主研究的阶段。改革
开放后，东北师范大学成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的研
究重镇，在那里实现了世界古代文明研究领域中
国与世界的双向接轨，在那里首次系统性地实施
了送出去、请进来的学科建设策略，于是，在那里
诞生了中国亚述学，这是与世界接轨又必定带有
中国特色的亚述学。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直
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亚述学的诞生视为一项伟
大的文化建设工程的话，林志纯先生就是这个工
程的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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