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比伦泥板书
、

《旧约
·

创世记 》

和 《古兰经 》中创世神话之比较
兼论闪族宗教观的演变

孙承熙

产生于两河流域中下游美索不达米亚

东南部的巴比伦文化
、

西亚地中海沿岸巴

勒斯坦的希伯来文化和阿拉伯半岛的伊斯

兰文化同源于闪族 (闪米特族 )文化体系
。

保 留在巴比伦泥板书
、

《旧约
·

创世记 》和

《古兰经 》中的创世神话是古代西亚乃至世

界最古老的神话作品之一
,

它 们对世界文

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

本文将通过闪

族创世神话的比较分析
,

说明它们彼此间

既有接续又有差异
。

其
“

接续
” ,

表明了它们

源于闪族宗教文化体系— 一脉相承
;
其

“
差异

” ,

则说明了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化过

程中所反映的信仰观念的变化
。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
,

是本文所说

的
“
巴 比伦泥板书

” ,

只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

因行文中间或也涉及了晚于巴比伦泥板的
“

亚述泥板
”
和早于它的

“

苏美尔泥板
”

的内

容
。

下面
,

我们就从 巴比伦泥板书中的创世

神话开始
,

然后与《旧约
·

创世记 》和 《古兰

经 》中的有关神话传说作些 比较分析
。

一
、

巴比伦泥板书中的创世神话

泥板书中保存下来的创世神话题材广

泛
,

内容丰富
。

为了扼要地说明间题和便于

与下文进行比较
,

我们在下面举出五则神

话的主要内容来① 。

第一则神话
,

名为 《埃努玛
·

埃立什 》

(又名《七块创世泥板 》 )
。

它是巴比伦创世

神话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

也是世界最古

老的创世神话中的一个名篇
。

这则神话约

于公元前十五至前十四世纪即古 巴比伦王

国第三王朝 (公元前 1 5 3 0一前 1 1 5 7) 时期

编纂定型
,

用诗体刻写在 7块泥板上
。

全诗

约 1 0 0 0 行诗句
。

篇名
“

埃努玛
·

埃立什
”

取

自全诗第一联诗歌首句的第一
、

二个词
。

第

一联两句诗歌的汉译为
: “

当上无
`

天
’

之

名
,

当下无
`

地
’
之称

” 。

这里的
“

当上
”

即是
“

埃努玛
·

埃立什
” 。

这则神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

太古之初
,

上无天
,

下无地
,

混沌一片
,

只有原水—
娣娅曼杜咸水和阿 卜苏甜水

。

它俩分属阴

阳两性
,

是原始的神祖
。

当娣娅曼杜和阿 卜

苏汇合一体时
,

生下了头生的两个神—
鲁赫摩和莱哈姆

。

尔后
,

这两位神又生下了

恩夏尔和基沙尔神
。

嗣后
,

恩夏尔和基沙尔

又生下了伟大的阿努神
。

阿努神之后是崇

高的埃亚神
。

埃亚神聪颖而英武
,

所向披



靡
,

成为众神之首
。

从此
,

夭神们效衍增殖
,

数目剧增
。

他们聚在一起吵吵闹闹
,

常常不

听从阿 卜苏神祖的管教
,

而且还不时地侵

犯他的安宁
。

阿 卜苏不堪忍受这种屈辱
,

就

邀请了他的心腹大臣穆摩同去娣娅曼杜处

共商对策
。

阿 卜苏对娣娅曼杜说
: “

众神喧

闹无常
,

使我日夜不得安宁
,

还不如把他们

统统消灭算了
。 ”

娣娅曼杜却不以为然
,

对

他说
: “

为什么要把我们创造的神众除灭掉

呢? 他们即使有错
,

我们也得耐心忍受
,

好

生对待他们才是
。 ”

可阿 卜苏不愿就此罢

休
。

他在大臣穆摩的协助下
,

决心要对新生

的神众发动一场进攻
。

当神众们获悉神祖

阿 卜苏心怀厦测
,

要动手消灭他们时
,

个个

惊恐不安
,

慌作一团
,

不知如何是好
。

在此

紧要关头
,

足智多谋的埃亚神挺身而出
,

决

心与阿 卜苏一争高低
,

哲不两立
.

埃亚神灵

机一动
,

施了魔法在地上画了一个魔圈
,

把

众神圈在里面
,

以此防卫阿 卜苏的攻击
。

尔

后
,

他向阿 卜苏念了一通咒语
,

阿 卜苏顷刻

便昏昏欲睡不省人事
.

埃亚神乘机摘下了

戴在阿 卜苏头上的神冠并一刀砍死 了他
。

埃亚神战胜阿 卜苏神祖后就为自己建造了

巍峨的神殿
.

他和妻子住在神殿
,

不久生下

了他俩的儿子— 马尔杜亥
。

马尔杜亥得

天独厚
,

在众女神的乳汁哺育下长大
。

他机

敏勇敢
,

魁梧高大
,

力大无穷
,

锐不可挡
。

他

长有四只硕大无比的千里眼
,

四只长垂过

肩的顺风耳和一个喷射火焰的血盆大 口
。

他遍身覆盖神光灵气
,

闪烁袭人
。

不久
,

马

尔杜亥就取得了神界的显赫地位
。

娣娅曼杜因阿 卜苏被杀而忿忿不平
。

她在以凯岸为首的一批老一代天神的怂恿

下决心为阿 卜苏报仇雪恨
。

于是她委任凯

库为复仇大军的统帅
,

整装出发
。

新生的天

神们得知娣娅曼杜即将前来复仇时
,

吓得

胆战心惊
,

魂不附体
,

就连亲手杀死阿 卜苏

的埃亚神也优心忡仲
。

正 当大家面面相舰

不知所措时
,

有一位天神突然想起了最年

轻
、

最强悍的马尔杜亥
。

天神们听到马尔杜

亥的名字时个个点头称是
,

一致拥戴他为

领袖
,

领导大家抵制娣娅曼杜的进攻
,

渡过

难关
。

马尔杜亥没有推诱
,

一口应允了大家

的请求
,

同意出战娣娅曼杜 ;但他同时又提

出他今后必须享有统治神界的最高权力
。

天神们通过协商议决
,

一致同意了马尔杜

亥的要求
。

为了显示马尔杜亥凌驾于众神

之上的权威
,

天神们为他建造了一座高坛
,

请他登坛领受决定生杀予夺的最高神权
。

从此
,

马尔杜亥就成了神界无可争辩的最

伟大
、

最强大的天神
。

为了迎战娣娅曼杜
,

马尔杜亥精心设

计制造了强弓利箭
。

尔后
,

他穿戴恺甲
,

身

背 弓箭
,

手操神棒和神网
,

在熠熠的神光笼

罩下
,

驾御暴风 电光
,

风驰电攀般地踏上了

征程
。

以凯库为首的复仇军不堪一击
。

他

们被马尔杜亥的神气和灵光所威傲
,

顷刻

土崩瓦解
,

抱头 鼠窜
。

只有娣娅曼杜仍圈睁

怒目
,

毫不示弱
。

她冲着马尔杜亥破口大

骂
,

并步步紧逼向他靠近
,

准备交手开仗
。

马尔杜亥见此情景
,

迅速撤出了手中的神

网
,

一下子把娣娅曼杜罩入网中
,

缠住了她

的手脚
;
娣娅曼杜张嘴撕咬

,

马尔杜亥又施

魔法掀起阵阵怪风
,

灌进她张开的嘴中
,

使

她的嘴巴不能上下闭合
。

怪风长驱直入
,

把

娣娅曼杜的身子吹得鼓鼓囊囊而瘫痪在地

无法动弹
。

马尔杜亥眼明手快
,

拉弓搭箭朝

她张开的嘴巴射去
,

箭矢应声入
,

直钻心

窝
,

就此结果了娣娅曼杜的性命
.

马尔杜亥

趾高气扬
,

不可一世 ,他站立在娣娅曼杜的

尸体上
,

举起神棒砸烂了她的头颅
,

随后又

用利剑割断了她的血管并腰斩了她的尸

体
。

他用她的上半身构筑了天
,

用她的下半

身构筑了地
,

同时还安置了天上的 日月星

辰
.

马尔杜亥做完了这一切事情后
,

又想创

造出一种叫
“

人
”

的生物
,

为天神服务
。

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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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亥的这个想法得到 了父神埃亚的赞赏
,

并告诉他只要牺牲一个神
,

用他的鲜血做

原料来造人是最合适的
。

天神们一致认为
,

牺牲一贯与众神为敌并蛊惑娣娅曼杜复仇

的凯库神来造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

于是马

尔杜亥一剑砍死了凯库
,

用他的鲜血造出

了人类
。

马尔杜亥规定人的责职就是侍奉

天神
,

确保天神久享安乐
,

永无劳累
。

第二则神话
,

是公元前约 2 0 0 0 年代
,

在巴比伦产生的一则关于生育的符咒
。

其

中记载了造人的简单过程
:

创造神玛弥受

大神埃亚和其他天神的委托创造人类
。

玛

弥决定用泥土造出人样
,

然后再混入鲜血

使人获得生命
。

于是埃亚神处死了一个天

神
,

用他的鲜血混入泥土造人
。

第三则神话
,

产生于公元前约七世纪

的亚述帝国时期
。

这则神话也提到了创造

神如何用泥土造人的经过
:

创造神玛弥造

人时
,

拿来了 14 块泥巴
, 7 块放在右侧

,

另

外 7 块放在左侧
,

中间则用一块土坯把两

部分泥巴分开
,

然后分别造 出了有生命的

男人和女人
。

第四则神话
,

产生于公元前约八世纪

的亚述城
,

用巴比伦语写成
。

神话中讲到了

神造人的动机
:

当天地分开
,

各得其所
,

各

司其职后 ;当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分

划就范
,

各行其事后
; 当江河沟溪分流若

定
,

各就各位后
,

天神们认为
,

天地已安置

就绪
,

下面应做的事就是造出沟通天地间

的人类
。

天神们规定人的职守就是终生为

神服务
,

因此他们要在江河劳作
,

要在田地

耕耘播种
,

要建造神庙
,

要举行祭祀典礼
,

要繁殖牛羊牲 口
、

鱼
、

鸟等等… …
。

第五则神话
,

就是著名的《洪水泥板 》
。

《洪水泥板 》是长篇叙事诗《吉尔伽美什 》的

第十一块泥板
。

《吉尔伽美什 》的故事雏形

大约在公元前 3 0 0 0 年代末或前 2 0 0 0 年代

初以 口头形式流传民间
。

随后首先出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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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泥板中
,

至公元前 2 0 0 0 年代中
,

出

现了用古巴比伦语刻写的《吉尔伽美什 》泥

板书
,

全诗才基本定型
。

《洪水泥板 》所叙述

的故事
,

是说神创世造人后不久就懊悔不

已
,

于是发动了一场大洪水企图消灭人类
。

由于神采取的这个行动与创世过程紧密相

连
,

因此被视作创世神话的有机组成部分
。

《洪水泥板 》说
,

吉尔伽美什为寻求永生
,

历

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他的先祖— 永生

的乌塔
·

那庇希丁 (下简称
“

乌塔 ,’)
,

就向

他请教获得永生的经历
。

乌塔就讲了下面

这么一个故事
:

坐落在幼发拉底河河畔的

舍尔巴克城是诸神聚首的场所
。

一天
,

世界

的神圣主宰恩利勒大神与其他天神在那里

相会
。

天神们议论纷纷对人类极为不满
,

突

然心血来潮要发动一场特大的洪水来消灭

天底下的人类和其他活物
。

在诸神中只有

水神埃亚不愿就此把天下所有的生灵活物

统统消灭
,

于是他独自把诸神的这个预谋

偷偷地泄露给了河畔芦苇小屋的主人—
乌塔

。

埃亚神告诉他若要逃命
,

就赶紧毁屋

造船
,

造一只长宽相等
、

船舱密封
、

滴水不

漏的方舟
,

在大洪水来临前
,

带上家人和天

底下所有生灵活物的物种上船逃命
。

乌塔

按照水神的吩咐造了一 只大方舟
:

长
、

宽
、

高均为 1 20 肘尺 (6 o 米 )
,

每一面的面积均

为 1 伊库 (巴 比伦面积单位
,

合 3 6 0 0 平方
,

米 )
。

在方舟的内部
,

又用隔板建了 6 层 (连

同底板共 7 层 )
,

每层又隔成 9 格
。

在暴风

雨来临前夕
,

乌塔偕同家人
、

亲戚携带了大

地上各类活物的物种进入了方舟并关闭了

舱门
。

暴风雨终于来临了
`。

须臾之间
,

天翻

地倾
,

天水相连
,

天地混沌一片
。

在这恶水

狂澜
、

暴风骤雨
、

暗无天 日的 6 昼 7 夜间
,

连天神们也被这酷烈 的景象吓得魂飞魄

散
,

惊恐万状
。

世界被毁灭了
。

直到第七天
,

洪水才渐渐平息
。

乌塔和家人及携带的活

物在方舟中终于躲过了洪水的洗劫而幸免



于难
。

方舟在纳绥尔山顶抓瀚公 鹅塔不知

外界的情况
,

一

不敢搜离方舟
,

在舱中义耽了
.

整整 6天
。

第七天
,

他拿出一只鸽子放飞
,

鸽子飞去又飞返
,

因它找不到栖身的干地 ,

不久
,

他又拿出一只燕子放 ,三
,

燕子飞去又

飞归
,

因它无处停歇
;
不久

,

他又拿出一只

乌鸦放飞
,

乌鸦发现大地显现
,

就在大地觅

食
、

游憩
,

没有再返回方舟
。

乌塔见放出的

乌鸦没有飞返
,

知道洪水已退
,

就把舱中带

去的动物哄出舱外
,

任它们远走高飞
,

自寻

生路
。

乌塔和家人也尽数走出方舟并拿出

了食品在山顶祭祀诸神
。

天神们嗅到了供

品的芳香
,

纷纷下到纳绥尔目顶
。

大神恩利

勒看见乌塔在山顶
,

感到既诧异又恼火
。

他

经过一番盘问和听孑埃亚扣的辩解后
,

才

平息了心中的怒火
,

并当着众神的面特许

乌塔及其妻子即时由凡界捆升到神界
。

从

此乌塔享有了天神的特权
-

一永生不灭
。

乌塔讲完 自己的故事后告诉吉尔伽美什
,

现在时过境迁
,

已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像他

一样再取得神的特许而享受永生的殊荣
。

乌塔的妻子看到吉尔伽美什神情沮丧
,

对

他深表同情
,

就请求丈夫给他再指出一条

寻求永生的道路
。

于是乌塔就告诉吉尔伽

美什如何潜入探海去寻觅一种能使人恢复

青春的仙草
。

吉尔伽美什历经艰险
,

终于在

海底找到 了那种仙草
。

吉尔伽美什欣喜万

分
,

拿了仙草踏上了归途
。

途中经过一乱清

泉
,

蓬头污面
、

满身尘埃的吉尔伽美什高兴

异常
,

赶紧放下手中的仙草
,

迫不及待地脱

下衣服
,

纵身跳进泉水洗澡
,

就在此时
,

躲

在草丛中的一条蛇嗅到了他草的芳香
,

噢

噢地游至仙草旁
,

一 口把仙草吞进了肚里
。

蛇吞下仙草后
,

顷刻间就蜕下了 自己的老

皮而显现出一身鲜嫩的新 2乞在阳光下闪

烁着美丽的光彩
。

之后
,

蛇每年都要进行一

次蜕壳
,

永葆 自己的青春
。

吉尔伽美什功败

垂成
,

前功尽弃
,

踏着沉重的步伐回烈了家

乡
。

.

从上述巴比伦泥板书中有关创世神话

的简略介绍
,

我们可以看出
,

巴比伦的创世

神话比较成熟
。

它在神灵降生
、

开天辟地和

创造人类等有关创世神话的几个重要方面

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

而且 富有自己的特

色
。

它的第一个特色
,

是把旷古无始的 阴

阳两水— 娣娅曼杜和阿 卜苏奉为神祖
。

这种观念显然是原始拜物教遗韵的升华
,

因为巴比伦尼亚地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

斯河之间的两河流域
,

正是有了这两条波

澜壮阔
、

奔流不息的大河才缔造
、

哺乳
、

养

育了巴比伦尼亚
,

使之成为两河流域得天

独厚
、

万物兴旺的富庶之地
,

因此古代巴比

伦人视水如命
、

把水奉若神祖是完全可被

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事情
。

它的第二个特色
,

是反映了巴 比伦原

始宗教由多神论向主神论的发展演变过

程
。

这一过程的完成
,

则建立在如下的认识

论基础上
:

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最强大的

天神出现
,

如最初的阿努神
,

稍后的埃亚神

和最后的马尔杜亥神 ;而且是后来者居上
,

_

最终确立了马尔杜亥神位居巴比伦主神的

崇高地位
。

神话创作不可能脱离社会意识

形态的影响
。

马尔杜亥主神地位的确立
,

也

必然与巴比伦社会的客观现实有密切的联

系
。

我们知道
,

巴比伦王国第一王朝 (约公

元前 1 8 9 4

— 约前 1 5 9 5) 的第六代国王汉

澳拉比 (公元前 1 7 9 2

— 前 1 7 5 0) 在实现

了巴比伦尼亚的统一后
,

建立了强大的中

央集权的奴隶制专政
,…并制定了迄今所知

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较完备的奴隶社会成

文法典— 汉漠拉比法典
。

正是在这部权

威法典的《前言 》中
,

明白无疑地确立了马

尔杜亥为 巴比伦主神即庇护神的地位
。

《前

言 》中说
: “

大神阿努和恩利勒命埃亚神之

长子马尔杜亥接管恩利勒统治人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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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之卓著子众神之中
。

他俩 (指大神阿努
和恩利勒) 以一个庄严之名— 巴比伦称

呼该地
,

使之成为四方之贵地
。

他俩在巴比
、

伦为他 (指马尔杜亥 )建立了坚如磐石
、

恒

如天地 之万世基业
。

吵 《前言 》的结尾 又

说
: “
马尔杜亥命我 (指汉漠拉比 )以公道正

义统辖人民
,

治理国家
。

为了造福于黎民百

姓
,

为使公正遍及全地
,

我制定了这部法

典
,

于今我颁法如次
:

… …
” ⑧同时我们发

现
,

在法典中
,

汉漠拉比与马尔杜亥之间的

称谓也发生了变化
,

他自己称呼时
,

使用了
“

吾主
” ;若其他人称呼时

,

则使用了
“

他的

主 ” 。

如上所述
,

若把马尔杜亥确立巴 比伦

主神地位从公元前十八世纪汉漠拉比时代

作为上限
,

那么至少维系了 1 2 0 0 多年一直

延伸至新巴比伦王国时期的尼布甲尼撒二

世 (公元前 6 05 — 前 56 2) 时代
。

这是根据

近代考古学家对尼布甲尼撒二世新建的巴

比伦城遗址进行长期考古发掘并获得了城

中马尔杜亥神庙遗址的第一手材料后所作

出的结论
。 ④而且考古发掘与公元前五世

纪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

德 (公元前 4 84 — 前 4 3 0) 撰写的《历史 》

一书中所记载的马尔杜亥神庙的位置基本

相符⑥ 。

《历史 》中说
: “
在同一 巴比伦的神

殿 下方
,

还有另外一座圣 堂
;
在这座圣 堂

里
,

安设着宙斯的一座巨大的黄金神像
。

神

像的前面有一张黄金大桌子
,

它的宝座和

宝座下的足凳也是黄金的
。

听迎勒底人说
,

全部黄金的重量是 800 塔兰特⑥ ,

神殿之

外有两座祭坛
,

其中一个是黄金的
,

只有年

幼的牺牲方能够在这个祭坛上奉献
,

另一

个则是普通的较大的祭坛
,

成年的牺牲就

在这个祭坛上奉献
。

迩勒底人还在这个大

祭坛上每年奉献 10 0 塔兰特的乳春
,

用来

为这位神举行祝祭
。

… …
” ⑦希罗多德在上

述行文中说的
“
安设着宙斯的一座 巨大的

黄金神像
” ,

显然是一种借喻的写法
。 “

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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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
是希错神话中的最高天神

,

他不可能在

公元前五世纪出现在巴比伦的神庙中 ;即

使退一步说
,

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亚历 山

大大帝东侵时曾占领了巴比伦
,

他本人也

于公元前 3 23 年病段于巴 比伦城
,

但这些

事件都是在希罗多德时代之后一百多年才

发生的
,

两者的时间相差甚远
,

因此不可能

想象宙斯神像在亚历山大东侵前已树立在

巴比伦的神庙中了
。

它的第三个特色
,

是把人说成是用神

的鲜血或泥土造成的
。

由于人的身上含有

神的血
,

又是直接为神服务的
,

因此人与神

的关系就不是那么遥远或高不可攀了
。

在

巴比伦另一则造人的神话中
,

非常明确地

指出
: “
人就是天地间的纽带

” 。

而且由于神

的数目多
,

就必然会与人发生多种多样的

交往
,

有些神还经常跑到人间来在人的城

市中聚会
;
有的还把神的秘密泄露给人等

等
。

这种人与神频繁交往的现象
,

显然是多

神教阶段的一个特征
。

二
、

《创世记 》中的神话传说

与巴比伦创世神话的比较

《旧约
·

创世记 》的神话传说
,

由于基

督教的传播和许多著名作家在创作中的大

量引用或借题发挥而在世界各地广泛流

传
,

因此大家对它的内容已非常熟悉
,

本文

已无必要再作详尽的介绍
。

这里只需举出

一些可资比较的例子
,

以说明希伯来创世

神话与巴比伦创世神话之间的接续和发展

的关系
;
这种演变关系可以说明闪族宗教

由多神论阶段转化为民族一神论的阶段
,

。

下面
,

我们就举出一些例子供大家参考
。

1
.

《创世记 》第一章开首说
: “

起初上帝

创造夭地
,

地是空虚混沌
,

渊面黑暗 ;上帝

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 1
:
1一 2 )

” 。 ⑧这里提到

的
“

混沌
” 、 “

水面
”
等描述

,

与 巴 比伦 《七块



创世泥板》中提到的
:“

太古之初
,

上无天
,

下无地
,

混沌一面
,

只有原水娣娅曼杜咸水

和阿 卜苏甜水
”
的描述颇为相似

;
而且 《创

世记 》中提到的
“

渊面
”
一词

,

希伯来语叫做
“
et h

o m
” ,

许多学者认为
,

这个词很可能就

是由巴比伦神话中提到的
“

咸水
”
即

“

娣娅

曼杜
”
( iT

a m at )演变来的⑧ 。

2
. “
上帝说

: `

诸水之间要有空气
,

将水

分为上下
。 ’

上帝就造出空气
,

将空气以下

的水
、

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

事就这样成

了
。

上帝称空气为天
。 ”
( 1

: 6一 8) 这就是说
,

上帝造
“

天
”

是通过把诸水分成上下来完成

的
。

这和巴比伦神话中的马尔杜亥通过把

娣娅曼杜— 原水腰斩为二
,

用她的上半

身造天
,

用她的下半身筑地约意境颇有相

似之处
。

3
. “

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

将

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

名叫亚 当
。 ”
(2

:

7) 巴 比伦神话中提到的造

人方法基本上是唾妙
:

牙乡去进丝巫要么

用土
;
个别神话中也曾提到 司时用血和土

造人的方法
。

4
.
“

上帝说
,

我们要照着我们形象
,

按

着我们的样武造人
,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

空中的鸟
、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

并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虫
。

"( 1
:

26 )上帝所规定的人的上

述职责
,

和 巴比伦神话 (上述第四则神话 )

所说的
: “

天神规定人类的职责就是终身为

神服务
,

因此他们要在江河劳动
,

要在 田地

耕耘播种
,

要建造神庙
,

要举行祭祀典礼
,

要繁殖牛羊牲 口
、

鱼
、

鸟等等
”
颇多雷同

。

5
. “

女人对蛇说
: `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

们可以吃
;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

上

帝曾说
,

你们不可吃
,

也不可摸
,

免得你们

死
。 ’

蛇对女人说
: `

你们不一定死
,

因为上

帝知道
,

你们吃的 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

你们

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 3 :
乏一 5 )

。

这个夏

娃因蛇的引诱偷吃了禁果
,

最后她和亚当

双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
。

从这则故事中
可以知道

,

要不是蛇的挑拨
,

从币作梗
,

使

人犯 了错误
,

人本来生活在伊甸园是可免

子一死的
。

亚当村夏娃与蛇的关系
,

使我们

很 自然地联想到《洪水泥板》中的吉尔伽美

什
。

他最后在深海中觅得了一支可使人恢

复青春的仙草
,

可是在归途中却被躲在草

丛中的一条蛇偷吃了
。

吉尔伽美什功败垂

成
,

企求永生的希望完全落空
。

上述两个故

事的情节虽然相差甚远
,

但却收到了异曲

同工之妙
,

都是说
,

由于蛇的作梗
,

才使人

难免于死
。

这两者似也不能排除有某种联

系
。

6
.

《创世记 》第六至第八章讲的故事
,

就是脍炙人 口的关于
“

娜亚方舟
”
的洪水传

说
。

传说中说
,

耶和 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

大
,

就后悔在地上造了人
; 因此决定要发动

一场大洪水
,

将所造的人
、

走兽
、

昆虫和飞

鸟都从地上除灭
。

但娜亚是个义人
,

在耶和

华跟前蒙恩
。

于是耶和华就让娜亚造一只

方舟
,

带上天底下的血肉活物躲避洪水
。

洪

水终于来临了
,

共下了 40 昼夜的大雨
。

洪

水在地上泛滥了 1 50 天
,

地上的生物
,

除娜

亚和家人及其带去的动物在方舟中幸免于

难外
,

均告灭绝
。

娜亚和家人走出方舟
,

在

山顶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

拿出各类洁净

的食物在坛上行播祭
。

把《创世记》中的这

个洪水传说与巴比伦 《洪水泥板 》作一 比

较
,

就可发现
,

除了发动洪水的神和方舟主

人的名字各异
,

以及某些细节有差别外
,

两

者的情节和结构基本相同
。

如果我们说《创

世记 》的娜亚方舟传说是 《洪水泥板 》的改

写本
,

也决无牵强附会之嫌 0
。

《旧约
·

创世记 》中的创世神话吸取了

巴 比伦泥板书中的某些内容
。

这是顺理成

章不足为奇的事
。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
,

古

代希伯来人 (即后来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 )

和巴 比伦人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系
。

希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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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界于闪族的一支
。

他们的原始部落最初

游牧于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畔
。

大致在

公元前 2 0 00年代中叶
,

他们由两河流域向

西迁移
,

到达古代的迎南
,

也就是后来叫做

巴勒斯坦的地区
。

公元前 2 0 0 。年代中叶
,

在两河流域早已建立的古巴比伦王国已具

有高度发达的文化
。

楔形文字租泥板书已

发展得相当完备
,

可以记载各种复杂的语

言现象
。

如上文提到的汉漠拉比法典早在

公元前十八世纪就完成了
;
著名的《七块创

世泥板 》和《洪水泥板 》等也相继完成
。

至于

这些神话传说在民间流传的年代
,

显然更

要早于公元前 2 0 0 0 年代中叶
。

可以推想
,

当希伯来人在公元前 20 0 0 年代中叶由两

河流域向西迁徙时
,

关于巴比伦的创世神

话以及 巴比伦主神马尔杜亥的故事
,

给他

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希伯来人到达迎南后
,

于公元前十世

纪建立了以色列一犹太王国
。

但不久王国

分裂并屡遭来自两河流域的异族入侵
。

其

中大的入侵有三次
:

公元前 72 2 年
,

亚述国

王萨尔贡二世攻陷以色列王国首都撒马利

亚
,

掳走以色列王和臣民 2
.

7 万余人去两

河流域
;
公元前 5 97 年

,

新巴 比伦王尼布甲

尼撒二世攻陷耶路撒冷
,

掳走几千名犹太

人至巴比伦
;
公元前 58 6 年

,

尼布甲尼撤二

世再次攻克耶路撒冷
,

全城夷为废墟
,

大批

犹太贵族
、

军人
、

工匠和贫民百姓被掳至巴

比伦
。

这就是世界古代史上以
“
巴比伦之

囚
”

命名的历史事件
。

犹太人和巴比伦人之

间的长期战争和犹太人被多次从巴勒斯坦

掳至巴比伦
,

这在客观上给犹太人提供了

进一步吸取两河流域文明的机会
。

自
“
巴比

伦之囚
”

之后的将近 50 0 年里
,

犹太教祭司

终于确立并完成了犹太民族一神教— 犹

太教的教义
、

教规和经典即 《旧约圣经 》
。

《创世记 》则是《旧约圣经 》中汇集编纂最早

的作品
,

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就被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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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内容了
。

,
.

尽管《创世记 》与巴比伦创世神话有这

样或那样的内在联系 ,但两者之间却存在

一个本质的差别
。

那就是
,

巴比伦的创世神

话是多神论观点的产物
,

而《创世记 》中的

神话则是一神论观点的产物
。

《创世记 》中

只有一个神
,

就是犹太民族崇拜的耶和华

神
。

现在的间题是
,

目前除《创世记 》外没有

发现犹太民族 比它更早的
,

譬如多神信仰

时代留下来的创世神话
。

这不禁使人怀疑
:

犹太人是否不同于其他闪族人
,

他们没有

经历一个多神教的信仰时代 ? 回答是否定

的
。

因为在《旧约圣经 》中就能找到例子说

明犹太民族同样经历了多神信仰的偶像崇

拜时代
。

如 《创世记 》中说
; “

当人在世上多

起来
,

又生女儿的时候
,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

的女子美貌
,

就随意挑选
,

娶来为妻
。

… …

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
,

那就

是 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 ”

( 6
: 1一 4) 既然有

“

神的儿子们
” ,

那肯定是个多神的时代
。

又

如《创世记 》中记述了雅各从他岳父拉班家

出走时
,

他妻子拉结与他同往并偷走 了她

父亲家中神像的故事 ( 31
:

17 一 21 ) ; 《出埃

及记 》第三十二章和《列王纪 (上 ))) 第十二

章都记载了以色列人铸造金牛犊顶礼膜拜

的故事等
,

都证 明其一神论不是一下子就

产生的
。

由此
,

可以设想
:

耶和华可能很早就被

犹太人尊奉为主神即保护神
,

就象 巴 比伦

人尊奉马尔杜亥为主神一样
;
但是犹太人

的高明之处是接着迈出了关键的第二步
,

他们摒弃了其他所有的神灵
,

而把耶 和华

推举到独一无二的地位
,

从而为世界性一

神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立奠定了

基础
。

同时
,

通过上文泥板书和 《创世记 》中

创世神话的 比较
,

我们还可作出另一个判

断
,

就是 《创世记 》中的创世神话决不是西



亚最原始最古老的创世神话
,

而是犹太教

祭司在吸取了闪族 (包括犹太人在内 )多神

教时代所产生的创世神话的求材
,

经过筛

选
、

增补
,

重新编舞而成的作
.活

。

1 8 7 2 年
,

《洪水泥板 》的发现更有力地支持了这个观

点
。

1 8 7 7 年
,

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也引

角了《洪水泥板》的例子并说
: “

而圣经上全

部有关创世和洪水的故事
,

都被证实是犹

太人同巴比伦人
、

迪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

有的一段古代异教的宗教传说
。

殉恩格斯

在这里非常生动地揭示 出
: 《创世记 》是接

续并发展 了古代闪族宗教神话的衍生作

品
。

三
、

《古兰经 》中的创世神话与

《创世记 》和泥板书 中的

创世神话的比较

《古兰经 》的创世神话
,

内容和描述都

比较简单
,

往往只有提纲攀领式的交待
,

而

不象泥板书或《创世记 》中的创世神话叙述

细腻
,

具体而又生动
。

其原因在于
, 《古兰

经 》中的创世神话
,

除个别内容稍加变更

外
,

基本上接受和继承了《创世记 》中创世

神话的棋式
。

下面
,

我们举几个例子分述一

下
:

1
.

安拉 (即真主 )创造天地
。

“
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 ?天地原是闭

塞的
,

而我开天辟地
,

我用水创造一切生

物
.

难道他们不信吗 ? ” ( 2 1
:
3。 )。 上述引文

中的
“
天地原是闭塞的

” ,

更确切地
,

亦可译

成
“

天地原是连成一片的
” , “ 而我开天辟

`

地
” ,

可译成
“

而我把它俩分开
” 。

显而易见
,

《古兰经 》中这一创造夭地的说法与泥板书

和 《创世记》中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
。

2
.

安拉造人
。

“

他创造了你们
,

先用泥土
,

继用精液
,

继用血块 ,然后使你们班生为姿儿
· “ “ 产

( 4 0
: 6 7 )

-

“
我确已用 泥土的

_

精华创造了人
,

然

后
,

我使他变成精液
, · ·

一然后
,

我把精液

造成血块
,

然后
,

我把 血块造 成 肉团
,

… …
。 ”
( 2 5

:
1 2一 1 4 )

哆

他曾用血块创造人
. ”
( 96 招 )

_

《古兰经 》中有多处谈到安拉造人的过

程
,

至于在谈到安拉创造人类始祖阿丹 (即

亚当 )时
,

则简单地说
: “

用泥造他
.

气 7 :
1 2 )

’

在 《古兰经 》中
,

安拉造人的材料不外乎三

种
:

泥土
、

血块和精液
。 “

泥土
”
和

“
血块

,
这

两种材料
,

我们在泥板书和 《创世记 》中都

能找到相应的出处
,

从中不难窥见喂古兰

经 》与它们之间的接续和发展关系
` 一

.

3
.

关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
:

“

我说
: `

阿丹啊 !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

园吧 ! 你们俩可以任意吃园里所有丰富的

食物
,

你们俩不要临近这棵树 ,否琳
,

就要

变成不义的人
。 ’

然后
,

恶魔使他们俩为那

裸树而犯罪
,

遂将他们俩人从所居的乐园

中诱出
。

我说
: `

你们互根仇视下去吧
.

大

地上有你们暂时的住处和享受
。 ’ 井

( 2
:

、

35 一

3 6 )

“ `

阿丹啊 ! 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吧
,

你们可以随意吃园里的食物
。

但不要临近

这裸树 ,否则
,

就要变成不义者
。 ’

但恶魔教

唆他俩
·

…
` · 。

他说
: `

你俩的主禁止你们俩

吃这棵树的果实
,

只为不沙奚你俩变成夭神
,

或永生不灭
。 ’
… …他用欺编的手段使他俩

堕落
。

当他俩尝了那裸材的果实的时候
「

,

他

俩的阴部便对自己现露出来了
,

他俩只好

用园里的树叶遮盏自己的阴部
,

他俩的主

喊叫他俩说
: `

难道我没有禁止你俩吃那裸

树的果实吗 ?难道我没有对你俩说过
,

悉魔

确是你俩的明敌吗宁
’ ”
(7

:

19 一 21 )

《古兰经 》中写的阿丹的故事
,

显然来

源于《创世记 》中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

8 7



禁果的故事
,

但略有改编
。

如引诱他俩去偷

吃禁果的不再是蛇而是恶魔 ;也没有突出

夏娃是首先被引诱去偷吃禁果的第一人
,

甚至在上述引文中根本没有出现夏娃的名

字
。

4
.

关于洪水传说即娜亚 ( 中文版 《古兰

经 》译称
“

努哈
”
)方舟的故事

。

这个故事在《古兰经 》中多处出现
。

比

较详尽的记载保留在第十一章中
:

“

努哈奉到启示说
: `

你的宗族中除已

归信者外
,

绝不会再有人归信你
,

故你不要

为他们的行为而悲伤
。

你应当在我的监视

下
,

依我的启示而造船
。

你不要为不义的人

们而祈祷我
,

他们必定要被淹死
。 ’ ” ·

…等

到我的命令来临而洪水从地面涌出的时

候
,

我说
: `

你把每种动物各拿一对放在船

里
,

并使你的家属— 除已被判决者外

— 和信道的人们一起上船去
。 ’
… …那只

船载着他们航行于山岳般的波涛之间
。

努

哈喊叫他的儿子— 那时他远在船外—
说

: `

我的孩子啊 ! 你来和我们一道乘船吧 !

你不要同不信道的人们在一起
。 ’

他的儿子

说
: `

我要到一座山上去躲避洪水
。 ’
… …波

涛隔开了他们俩
,

他就被淹死了
。

有人说
:

`

地啊 卫汲干你上面的水吧 !云啊 J散开吧 ! ’

于是洪水退去了
,

事情就被判决了
。

船停泊

在朱迭山上
。

有人说
: `

不义的人们已遭毁

灭了
。 ’

努哈祈祷他的主说
:

·

`

我的主啊「我

的儿子是我的亲人
,

你的诺言是真实的
,

你

是最公正的判决者
。 ’ ” ( 1 1

:

36 一 45 )

《古兰经 》中关于努哈的洪水传说
,

虽

然简单
,

但取材于 《创世记 》中娜亚方舟的

故事是显而易见的
;
不过浅古兰经 》根据传

教的需要
,

也作了一些较为重要的修改
,

譬

如把努哈的儿子说成因不信奉安拉而游离

于方舟之外并被洪水淹没的情节就是一个

很典型的例子
。

伊斯兰教是彻底的一神教
。

包含在 《古

8 8

兰经 》中的创世神话的施事都出自唯一的

神— 安拉
。

这尸点与犹太教都出自于耶

和华神有相似之处
。

但两者又不完全相同
:

因为犹太教仅仅是犹太民族的宗教
,

所以

耶和华神也 只是犹太人的神
;
伊斯兰教所

信奉的安拉则超越了民族的界限
。

《古兰

经 》首章—
《开端 》 ,

开宗明义
: “
一切赞

颂
,

全归真主
,

全世界的主
。 ”
( 1

:

2) 伊斯兰

教的创立
,

标志了闪族宗教趋于成熟而跻

身于世界三大宗教的行列
。

阿拉伯人创立一神论的伊斯兰教
,

同

样经历了多神和主神的阶段
;
安拉原先只

是麦加古莱氏部落的处于主神地位的创造

神
,

后在伊斯兰教中才被尊奉为唯一的宇

宙之神
。

结 束 语

通过上述巴 比伦泥板书
、

《旧约
.

创世

记 》和《古兰经 》中有关创世神话的比较
,

我
.

们大致可得出下列的看法
:

孕育于西亚的

闪族文化
,

自古巴 比伦时代起至伊斯兰教

创立
、

传播至令
,

延续数千年而始终没有中

断 ;闪族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较为明显

的演变阶段
:

自古巴比伦马尔杜亥神被奉

为巴比伦主神始
,

标志着宗教由多神论演

变为主神论阶段
;
自犹太教创立始

,

标志了

由主神论演变为民族一神论阶段
;
自伊斯

兰教创立始
,

标志着由民族一神论演变为

世界性一神论阶段并从而开创了闪族文化

的新纪元— 伊斯兰文化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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