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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说世界：永恒的伊甸园&middot;巴比伦》述说数千年前神秘而壮美的故事，见证遥远时代的文
明曙光。
涉及世界文明古国兴衰、世界文明奇迹风云、世界科技文化进程，全景式地梳理了世界文明史的脉络
。
　  《正说世界：永恒的伊甸园&middot;巴比伦》全彩色印刷，图文并茂，配发珍贵历史图片，适合各
年龄段、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阅读。
全彩印刷，打造世界文明最光彩的历史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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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文明的过渡：三个文化期约公元前4300年，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进入晚期铜石并
用时代，开始了氏族社会解体和向文明过渡的过程。
在考古学上，这是埃利都·欧贝德文化期、乌鲁克文化期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
埃利都·欧贝德时期(约公元前4300～前3500)，苏美尔人已经掌握了初步的人工灌溉技术，能够利用
两河的定期泛滥，从事灌溉农业生产。
畜牧业和渔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仍起重要作用。
劳动工具大部分为石器和骨器，但已开始出现铜器，如渔叉等等。
苏美尔人还掌握了简单的制陶技术。
居民的住房为用泥土和芦苇筑成的小屋。
在埃利都遗址，还发现一些建筑在高大台基上的泥砖神庙，如遗址第8层的一座神庙，面积约252平方
米。
泥砖神庙与芦苇小屋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氏族社会内部的分化。
在埃利都遗址的墓地，出土了一座男性雕像，左手执一根泥制棍棒。
这座男像代表了氏族部落的军事首领，其手中的棍棒则是后世主权和权标的起源。
这说明，苏美尔人已进入军事民主制阶段。
乌鲁克时期(约公元前3500～前3100)，人工灌溉技术有了新的发展，铜器大量出现，陶器制作普遍使
用陶轮，社会分化更为加剧。
乌鲁克遗址出土了一座石膏瓶，其上面的浮雕清楚地表现出两个对立的阶级，一方是奉献产品的裸体
群众，另一方是祭司或氏族贵族。
神庙规模越来越大，如乌鲁克遗址的“镶锥宫”，其庭院的墙壁用红、白、黑三色的镶嵌锥体加以修
饰，庭院的北端有两个阶梯通往建筑在高大台基上的柱厅，柱厅的圆柱直径为2．62米，这座结构复杂
的大神庙显然是为氏族贵族服务的。
人们的居住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人口增加，社会分工复杂和阶级分化，一些居民迁往较大的村落，形成了一些居民中心，几个较
大的居民中心结合为城市或小镇。
例如，乌鲁克城是由埃安那、乌鲁克和库拉布三个居民中心聚集而成的。
据一种估计，约公元前3200年，两河流域南部有农村112个，小镇10个，小城1个。
这种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表明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开始让位于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
农村公社。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文字。
’在出土的一块约公元前35008：的石板上面，刻有图画符号和线形符号，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
至乌鲁克文化末期，大约有2000个文字符号，并运用于经济方面。
这些事实表明，苏美尔人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800)，文字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
因此，这一时期也称为“原始文字时期”，文字运用更加广泛。
在经济文书中，男奴称尼塔库尔，意为外邦的男人；女奴称姆鲁斯·库尔，意为外邦的女人，这说明
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
还有几类人在经济文书中也经常提到，例如，恩(最高祭司、统治者)、恩·萨尔(最高女祭司)、格尔
·萨布(商人首领)、图格·迪(首席法官)、帕·苏尔(指挥官)等。
显而易见，这些人是高居于平民之上的氏族贵族或官吏。
在两河流域南部，这时期已经形成了数十个的奴隶制城邦，主要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
乌玛、苏鲁帕克、尼普尔、基什、西帕尔等。
苏美尔早王朝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之后，两河流域南部进入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800～
前2371)。
苏美尔各邦之间为争夺土地、奴隶和霸权展开了长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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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王朝后期，战争愈演愈烈，基什、乌鲁克等邦都曾先后称霸。
基什王麦西里姆(约公元前27世纪末叶)为霸主时，曾调停拉伽什与乌玛之间的边界冲突。
后来，拉伽什强大起来。
拉伽什王乌尔南什(约公元前26世纪中叶)的铭文中说：“地尔姆(即波斯湾的巴林)的船从外国带给他
作为贡物的木材。
”这说明他已经控制了波斯湾以外的地区。
乌尔南什之孙安纳吐姆在位时，征服了许多城邦，他的头衔为“纳姆·卢伽尔”，即苏美尔诸邦之霸
主。
至早王朝末期，南部两河流域形成了两大军事同盟，南方同盟(拉伽什除外)以乌尔和乌鲁克为霸主，
北方同盟以基什为霸主。
两大军事同盟的形成标志着独立的小邦开始向地域性的统一王国过渡，反映了南部两河流域的统一是
历史发展的趋势。
在城邦争霸战争过程中，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长期的战争使大批公民破产失地，人口也急剧流失。
据估计，拉伽什王恩铁美那在位时，拉伽什只有3600名公民。
同时王权在战争中不断扩大，国王和以祭司为代表的贵族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
在拉伽什城邦，乌尔南竹王朝末王恩南纳社门执政仅四年，就被高级祭司恩涅塔尔吉(约公元前24世纪
上半叶)推翻。
但是，恩涅塔尔吉和其子卢伽尔安达(约公元前2384～前2378年)上台后，显然背叛了祭司贵族的利益
，而成为专横的君主。
据《乌鲁卡基那改革铭文》记载：卢伽尔安达侵吞神庙财产，向高级祭司征收贡税，加强对神庙劳动
者的监督和剥削，广大平民也遭受官员的横征暴敛。
卢伽尔安达的暴行加剧了拉伽什城邦内部的社会矛盾。
在这种形势下，贵族出身的乌鲁卡基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推翻了卢伽尔安达，上台执政。
乌鲁卡基那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是废除卢伽尔安达时期的“弊政”。
乌鲁卡基那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城邦内部的矛盾，以加强城邦政权对奴隶实行专政的职能。
他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措施，但大多是以不触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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