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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四大文明古国”一词及其含意，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国度里，甚至对小学生来说也
并不陌生，但这并不标志着我们对世界古代文化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更不标志着我们对此的研究程度
，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名词被提及，是沾了那句“名言”，即“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
光。
在这里，我们无意低估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和意义，只想陈述一个消极的事实，
即我们对世界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尤其是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和埃及的历史和文化，无
论是介绍还是研究，都是很不够的。

对一般人来说，他们有关巴比伦和埃及方面的知识恐怕不会超过空中花园和金字塔这个范围多远；对
史学工作者和文化学研究者而言，没听说过“亚述学”这门学科，可能算不上新鲜事儿。

亚述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产生于19世纪中期，是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语言、历史
和文化的综合性学科。
它是建立在对这一地区最早的文字进行释读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该文字是早期在北部的亚述地区发
掘出的楔形文字，被称为“亚述文”（现称阿卡德语，包括亚述语和巴比伦语两种方言），亚述学由
此得名。
在释读阿卡德语的基础上，人类最古老的文字苏美尔文的释读成功又造就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苏
美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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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门学科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因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辉煌的文明，这一
文明对推动人类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一地区孕育了许多世界之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
；出现了第一次社会改革，第一部法典，第一起法律判例，第一部农人历书，第一部药典；产生了最
早的宇宙观，最早的伦理观，最早的科学知识；流传着最早的史诗与神话，最早的寓言，最早的谚语
和格言，最早的爱情诗，最早的《圣经》故事原型，等等。

亚述学自创立至今，在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已在全世界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并逐渐形成了一
些研究中心。
它们主要包括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德国马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英国牛
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
荷兰和土耳其的亚述学研究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西方学者的研究涉及到语言学、文学、宗教、政治史、经济史、文化、科技、社会及日常生活等各领
域，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的研究。
他们在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以及奴隶制的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
他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剖析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取得了已被西方学者
所接受的许多成果。
他们之中以司特鲁威、秋梅涅夫和贾可诺夫的贡献最大，尤其是贾可诺夫，他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他
深厚的语言学功底。

亚述学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创立了自己的专业刊物，较权威的有巴黎的《亚述学杂志》（Revue d
’Assyriologie，简称RA.），莱比锡和柏林合办的同名杂志（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简称ZA.），
耶鲁大学创办的《楔形文字研究》杂志（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简称JCS.），芝加哥的《美国塞
姆语言文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简称AJSL.），及在东方学界影
响最大的《近东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ar Easterln Studies，简称JNES.），美国还有《美国东方社会
》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简称JAOS.），伊拉克的阿、英版《苏美尔》杂志（Sumer
），等等。

亚述学还有自己的国际会议，称为“国际亚述学会议”（Rencontre Internationale d’Assyriologie），每
年一次，在不同的国家举行。
1986年我国青年学者吴宇虹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亚述学第三十三届大会，并提交了一篇根据北京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刻在一块马骨上的楔形文字（现在故宫博物院发现有两块这样的马骨）所作的论文
。

亚述学在我国基本上属于空白学科，所幸的是许多学术界的老前辈为填补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
多方呼吁[1]，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1985年，在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周谷城、吴于廑和林志纯教授主持下，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届
中国世界古典文明试办班，二十几名学生分别来自北京大学等六所重点大学，教师则是从美国、德国
和南斯拉夫聘请的专家，分埃及学、亚述学、古典学和赫梯学等专业。
本书的两位作者有幸在这里学习两年，虽然说仅仅是学到了一点皮毛，但还是感到受益匪浅。
东北师范大学已成立了独立的古典文明研究所，古典文明研究班也在连续按届招生。
与此同时，不断地派遣许多青年学子到国外深造，并大量引进有关的图书和资料。
1993年9月，在南开大学王敦书教授的积极努力下，在南开大学召开了中国第一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
讨论会，来自许多国家的几十名国际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这标志着中国的
世界古代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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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亚述学的“拓荒”时期，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奉献出这部草创之作。
由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和文明习惯上又称为巴比伦或迦勒底文化和文明，本书的书名采用了人
们较熟悉的“巴比伦”这一名称。
本书基本限于文化史范畴，因此对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方面的内容着墨不多。

虽然“抛砖引玉”这个词已被人们用得滥之又滥，但又只有它才能恰当地表达我们撰写此书的初衷。
如果这部“丑小鸭”能激起人们对古文化的兴趣，唤起人们研究巴比伦古文明的热情，使在不久的将
来能有更多、更好的亚述学著作在中国问世，我们将感到由衷的欣慰。
由于阅历和知识水平所限，本书肯定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肯请专家和学者们不吝赐教。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日知）教授和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的热情支持和鼓
励，我们在此深表谢意。
此外还得到了许多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不同程度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由两位作者共同拟定纲目，分头执笔而成。
具体分工为：于殿利撰写前言、第1—5章、第7—8章、第11章及附录；郑殿华撰写第6章、第9—10章
及第4章中的“苏美尔语的考释与主要语法特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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