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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前言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最近数十年来，伊朗许多古代遗址(包括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发掘，埃
兰古代文献的解读和东伊朗语书写的文献的发现，尤其是中国史籍中关于伊朗的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以
及古代伊朗的文物在中国的发现都极大地丰富了伊朗史知识。古代伊朗处于丝绸之路的中段，在沟通
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为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伊朗位于西亚伊朗
高原，领土约为1648000平方公里，相当于高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海拔在1000至1200米之间。伊
朗领土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土面积的总和，在亚洲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伊朗西部以扎格罗斯山脉
与美索不达米亚为邻；东部以克恩山脉、彼连干山脉和阿富汗为界；东南部以萨哈德高原与巴基斯坦
接壤；北部以厄尔布尔士山脉、里海、霍腊散(又译呼罗珊Kho-rasan)山脉与亚美尼亚共和国、阿塞拜
疆共和国及土库曼斯坦毗连；南部濒临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高原属于内陆封闭性地区，山脉的最高
点都在高原的边缘地带。高原中部是干涸的海床形成的沙漠和荒漠盆地。伊朗边界线总长度为8000余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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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内容概要

本书为作者近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其中吸取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伊朗人类学、考古学资料和埃
兰楔形文字泥板文献和线形文字文献史料，深入研究了伊朗史前社会和埃兰文明，为我国占代伊朗史
研究作了艰苦的开拓性工作。作者通过对伊朗人类学和考占学资料的研究，探讨了伊朗史前社会状况
。在埃兰史部分以大量楔形文字史料和印章印揭示了古代埃兰独特的三头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状况。
本书在我国首次介绍了独特的埃兰文化（文字、宗教、艺术、建筑等），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埃
兰线形文字的解读。埃兰文化在埃兰国家灭亡之前和灭亡之后，为亚述、米底、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
吸取继承，并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有重要影响，甚至在今天世界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其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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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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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篇  伊朗史前时代  第一章  伊朗的早期人类(旧石器至中石器时代)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的伊朗  
 一、前陶新石器时代    二、有陶新石器时代  第三章  从新石器到金石并用时代第二篇  埃兰  导言  第一
章  埃兰城市国家的出现  第二章  古埃兰时期  第三章  中埃兰时期  第四章  新埃兰时期  第五章  埃兰的
政治制度  第六章  社会经济    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二、农村公社    三、家庭公社    四、奴隶制度    
五、国家经济(王室经济)    六、寺庙经济    七、私人经济    (一)借贷    (二)抵押    (三)租赁    (四)买卖  第
七章  埃兰文化    一、文字    二、宗教    三、艺术    四、建筑主要参考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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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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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后记

研究古代伊朗文明的史前阶段和埃兰文明(伊朗最早的城邦)难度之大是意料中的事。当年作为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的子课题之一，我还是勉强承担下来。然而，它却是一颗难咽的苦果。一个多世纪以来，
许多伊朗古代遗址的发掘；埃兰楔形文字的诠译、整理与线形文字的解读；埃兰城邦史及其政治、经
济、文化、年代学等研究都是由不同国家(法、德、英、美、俄、伊朗等)的几代学者专家完成并尚在
继续完成的。他们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也甚为分散，多是专题性的，并且用不同的文字在多种书刊
中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少是具突破性，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和肯定。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为后
来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揭示古代伊朗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鉴和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我国发展与伊朗人民的传统友谊
角度，以科学观点，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古代伊朗文明是十分必要的。本书的目的就是为填补我国在古
代伊朗文明研究上的一些空白所作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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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编辑推荐

《古代伊朗文明探源》为作者近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作者通过对伊朗人类学和考占学资料的研
究，探讨了伊朗史前社会状况。书中还在我国首次介绍了独特的埃兰文化(文字、宗教、艺术、建筑
等)，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埃兰线形文字的解读。 《古代伊朗文明探源》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
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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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精彩短评

1、我个人觉得，此书应更名为《前伊朗古代文明》，因为它所论述的，乃是古代印欧民族亦即雅利
安人征服今日伊朗高原以前的文明。而古代伊朗文明，似乎是专指今日业已伊斯兰化的伊朗人的祖先
原始印度—雅利安人的文明。不错，今日的伊朗文化，其中必然包括被征服了的土著亦即雅利安人到
来之前的人类文明成分，但绝非是主流。实际上，本书主要是论述古代埃兰文明的，所据者便是所发
现的埃兰文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这在我国学者之中，以专书进行这个主题论述的，
作者似乎还是第一人。可谓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作者关于埃兰语方面的知识，我个人以为还主要
是利用欧美学者的二手材料。因为关于埃兰语的研究，在中国学界还百分之百是一片空白。而作者所
列的参考书中，也几乎没有关于埃兰语言的。作者说，埃兰语似乎和达罗毗荼语系有关，但是否属于
该语系却不能肯定，欧美学者对用埃兰语写成的碑铭研究进展也极为缓慢。实际上，欧美学者这方面
的成绩近些年还是灿然可观的。有一本书，名为The Elamite Language,作者名Margaret Khackjan,不知作
者看过没有？此书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埃兰语的音系、词汇、句法结构。美国亚马逊网上，该有此书出
售吧。
2、看了开头的序，里面说伊朗是亚洲地区领土面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国家，这显然忽略了哈萨克
斯坦。后来知道此书的原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写成了，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看了开头部分，都
是关于考古的，看不大懂，建议没有相关基础的人最好不要买。
3、其實是埃蘭史
4、去伊朗前功课的其中一本
5、虽然大多是靠翻译英文得来的资料，但作者也做了很好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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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章节试读

1、《古代伊朗文明探源》的笔记-緒論

        原住民：古提人（書上作庫提人，Guti），加喜特人（Kassites），路路貝人（Lullubi，盧盧比人）
，埃蘭人（Elam）
A.D2000-A.D1000 遷入：米底人（又作瑪代人，Medes），波斯人（Persian）
帕提斯人Parthia 

2、《古代伊朗文明探源》的笔记-緒論

        公元前2千年代，加喜特人入侵並統治巴比倫尼亞達近四個世紀之久（B.C1530-B.C1157）
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12367472/

3、《古代伊朗文明探源》的笔记-埃蘭

        引Walther Hinz《The Lost World of Elam》P12：
《舊約 創世紀》（10：22）“閃的兒子是以攔、亞述⋯⋯”（14：1）“⋯⋯基大老瑪作以攔王⋯⋯
”基大老瑪（Kedor-Laomer）的發音是可信的，其埃蘭語為Kuter-Lagamar，意思為“Lagamar（拉迦馬
爾女神）是保護者”。但至今尚未發現有相關銘文材料。按：作品時間是1974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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