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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埃及书吏学校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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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埃及并非所有阶层都可以掌握识文断字的本领，古埃及普通百姓受教育程度并不

太高，所以拥有初步读写能力的书吏便显得格外重要。书吏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在政府中

往往担任要职，既可以成为军队文书，又可以在宗教事务中占据显要位置，对维持古埃及社会正常

秩序和传播古埃及文明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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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 吏”一 词 的 古 埃 及 圣 书 体 文 字

“ ”( ) 中可看出其隐含意义，其中

“ ”代表了调书写颜料的调色板，“ ”

代表放置刷子和颜料的器皿，“ ”代表写字

用的芦苇笔，“ ”则代表一个掌握书写技

能的人。所以书吏从其字面意思首先要是一

个掌握书写技能的人。书吏不仅擅长书写，

还可以在各种显要部门出任要职。“通常都

由书吏负责征税，并且在工作中记录下了每

一件事，包括军队都要依赖他，他在法老面前

指引普通官员行礼，所有的命令都要由他们

来书写完成。”［1］可见书吏在古埃及因其文

化修养而有特殊地位。统治阶层为了培养一

批忠于国家的官员，通过专门的书吏学校来

培养和训练他们，使他们掌握基本书写技能

的同时，拥有社会楷模所具有的高尚品行。
书吏学校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专门培养书

吏的“教育机构”，这里的教师通过让学生抄

写说教文的形式达到品行教育的目的。古埃

及的“说教文”是为了将年轻人培养成为忠

于君主、爱戴百姓的官吏而撰写的教导性文

献，这些文献的作者通常是国王、官吏或德高

望重的智者们。古埃及的贵族统治者们期望

学校培养出来的书吏在拥有渊博知识的同

时，具备传统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为此，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智者们便要求学生抄录各式

各样的说教文，从而培养书吏完美的品行。
后世保存下来的很多陶片和纸草上的说教文

本就可以证明这点，很多重要的说教文作品

还在书吏学校中被当作教材。
书吏阶层与“说教文”互相影响，一方

面，书吏通过说教文中的教导学会为人处世

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书吏对“说教文”的

推广起到重要作用。疏吏作为社会的上层阶

级，发挥一种为全社会各阶层提供追求目标

与榜样楷模的作用，这种楷模的作用为全民

族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动力。
古埃及同样存在很强的“官本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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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能够迈向成功的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

通过学校学习成为合格书吏，进而改变个人

及家族地位，是很多富裕家庭对儿子的期望。
而说教文的作者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在文章

中对书吏们的未来志向作出教导，这在《谢

提的教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文中描述了

书吏以外的 17 种职业的悲惨境遇，从工作环

境、劳作强度和劳累程度等方面进行了生动

而细致的描写。他将金匠的手指比喻成鳄鱼

的爪子，将盆罐制造业说成是整日生活于地

面之下的苦差，将洗衣工的工作说成是每日

面临鳄鱼袭击的危险行业等; 之后又对书吏

这一职业大加赞赏，将书吏一职描写为整日

不会担心饥饿伴随，在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美

差事，更重要的是学生由此可以光耀门庭。
通过这样鲜明的对比，谢提完成了对儿子的

教导，寄希望于儿子能够成为一名书吏，从而

可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从这一典型案例

中可以看到古埃及社会严重的“官本位”思

想，那么在其他说教文中是如何教导学生成

为合格的君主或者书吏的呢? 本文重点从
“君王之道”和“为官之道”两方面对古埃及

这一培养模式进行论述。
前文中已经提到，法老是古埃及最高的

掌权者，要统治偌大国土，必然需要在各个方

面加强王权的影响。因此，说教文中也对将

来要成为君主的学生进行教导，使他们能够

更好地适应从王子到法老的过渡。中王国时

期的《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和《阿姆涅姆黑

特的教谕》，都是教导王子如何成为一名受

人爱戴的国王。

“在神灵的注视下要时刻保持处事
公正，你要记得人们会在你的身后评价
你，如果你是根据实际罪行来量刑，那么
你就会受到百姓的赞誉。不要去诅咒别
人，要时刻记住不要随便接近邪恶的事
物。要做一个仁慈善良的君主，你的子
民会爱戴你，你的臣民会为你耕作，他们

会赞颂你的功德，也会因你而感激神灵，
并为你的健康祈祷。不要去觊觎别人的
耕地，不要去追求别人的财富，那些身外
之物都不会长久地属于你。要懂得嘉奖
你的臣民，他们会为你服务，执行你的命
令。作为一国之君，要时刻保持公正贤
明，让你的臣民因此而尊敬你。不要刻
意区分贵族和平民，不要任人唯亲，只有
这样各行业才会涌现出精英。”

在另一篇说教文《阿姆涅姆黑特 的 教

谕》中，也体现了一国之主对后世君主的谆

谆教导。这篇说教文讲述了在第 12 王朝时

期发生的一次宫廷政变，文中的作者在死后

以灵魂再现的方式，向人们诉说要如何仇杀

那些叛徒，又怎样评价自己的功绩: “在你熟

睡的时候要让自己的心灵为你守护，因为在

灾难来临的时候不会有人帮你。我帮助穷

人，安抚孤寡。从我出生起，我便努力不让邪

恶靠近，我像英雄一样不断升华自己。我是

谷物的制造者，在我的国家里没有饿死的灾

民。人们因为我的统治而安居乐业，并赞誉

我的功德。”从这篇说教文中可以看出作者

对周围人的猜疑和不信任，这是由于从古王

国到中王国，经历了第一中间期的社会大动

荡，埃及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人

生态度由乐观变为悲观，在人际交往中，坦诚

和相互信任被猜忌和相互提防所替代。
无论在任何国家，一种政权的长期兴盛

都离不开社会的稳定，而在古埃及社会中，自

上而下所提倡的公正思想往往会推进社会的

进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在《效忠教谕》
中这样描写法老拥有一颗公正之心的重要

意义:

“不要无端增加农民的赋税，要让
他们生活富裕;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乐于
为你劳作。如果他们生活丰裕，他们勤
劳的双手便会为你耕作，一旦你损害了
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离开田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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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为你劳作。要以合理的比例来征收赋
税，这样你在神灵的眼中也会是公平的。
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的财富就不会
永世相传，你可怜的子孙便不会受到你
的恩惠。神灵不会将你不公正得来的财
富赐予你的后代。显然，王公贵族们要
依靠臣民而生活;即使有天他们逝去，他
们依然是优秀的。”

同样，作为将来能够成为统治阶层一员

的书吏，培养其“忠君”思想也是维护王权稳

定的必要条件，而这些说教文也从侧面反映

出法老在古埃及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

位。《效忠教谕》和《一个人对他的孩子的教

谕》都把重点放到“忠于王权”的问题上。在

这两篇文献中，作者们都教导书吏们敬重法

老，时刻记住法老是其一切权利和财富的源

泉和保障。效忠教谕中这样写道: “用真诚

的心来赞美法老! 要时刻记住是他的恩赐才

让你生活富足。是他让百姓不必担心饥饿和

贫困，是他照亮了整个埃及，他是神的儿子，

他的光芒照耀大地令万物生辉。”
而在《一个人对他的孩子的教谕》中则

是这样描述法老的无上权威: “不要妄想背

叛神灵! 记住我们要赞美神圣的法老，要永

远支持他，如果你忽视他的存在，那么你会一

无是处。如果法老重视你，那么你会平步青

云。如果你听从他的命令，那么他就会成为

你各项行为的有力保障。”可见，法老在古代

埃及社会的地位至高无上，所以多数涉及到
“皇家教导”的说教文都大力提倡培养王子

们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在未走上

权力的高峰前，体会民间疾苦，以便在未来能

够做到体察民情，爱戴百姓。
古埃及书吏学校主要是培养那些即将成

为国家官吏的青年人，那么学会怎样与上司

相处，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员，成为他们走

向仕途的必修课程。
首先，一定要将领导交代的事情处理得

当，努力争取赢得上司的信任。在《普塔霍

特普的教谕》一文中，普塔霍特普这样教导

自己的儿子:“假如你值得信任，被上级派遣

出差，坚持派遣你的人的本意，传递他所想表

达的命令。警惕不要轻信谣言，那样会制造

出不必要的麻烦; 确保传话的真实性，不要恶

意诽谤，不要恶意攻击任何人。”说教文不只

一次提到，身为书吏的学生，切记不要随便猜

测别人特别是上级的心思，也不要随便制造

谣言是非，只有先学会与上司们和谐共处，才

能保证日后的飞黄腾达。
其次，说教文作者教导学生要时刻牢记

社会等级观念，不要做出格之事或者越权行

事。古埃及是个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

一个年轻人要出人头地，必须小心谨慎的遵

守这些规则。“如果你是法庭审判中的一

员，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你初入官场时的准则。
对待任何人都要有礼貌，不要看不起被传唤

之人，要对他们以礼相待。法庭有( 它的) 规

则，所有的判决都要通过审判，是神提升了你

的位置，而拼命向前拥挤的人则得不到任命。
不要惹怒上级，如果一旦他发怒了，不要去跟

他争吵，他也会在愤怒过后对你大加赞扬，为

了你自己也要选择保持缄默，时刻服从上级

的命令。”
另外，为官者应多做善事，不要做侵犯百

姓利益的事情。因为在古埃及这个等级观念

根深蒂固的国家，如果官员们肆意豪取强夺，

那么百姓就可能无处诉冤，所以在说教文中

作者不止一次提醒学生们注意为官者要善于

倾听弱者的申诉，安抚痛苦。对于心中有愁

事的人即使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也要给他倾

诉的机会。作为即将踏上仕途的年轻人，要

在言行举止上注意，要时刻保持谨慎，要言出

必行，不要鲁莽行事。“做人一定要 严 肃!

不要传播谣言，言行谨慎会使你好运连连。
在处理公务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有所偏心，这

样不利于你的升迁。时刻记得会有人抱怨你

歪曲了事实，那样的话，你的所作所为将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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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审判你时的证据。”
善于听取来自各方面的建议也是成为一

名出色的官吏所必备的条件之一。“如果你

是一个领导者，平静地听取申诉者的辩解，不

要阻止他倾泻计划告诉你的事情。处理事件

要公正，不能有偏。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平

民的请愿都能成真，但是认真听取别人的意

愿是对其心灵的安抚，而对于那些阻止别人

申辩的人，神灵也会追究其责任。”
成为书吏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劳永逸，

不需要再学习典籍和历法。恰恰相反，书吏

要时刻注意加强自我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

质，才能胜任政府各种职务的需要。“要努

力掌握典籍和历法知识，在日常工作中记得

以它们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样你行事时便

有法可依。不管你去何处任职都要时刻记得

要做到根据典籍历法来做事。”由于古埃及

文字的特殊性，要想学会阅读这些典籍等文

本，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也需要付出很大的

精力。在古代埃及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多半要

取决于世袭的国家，通过书吏学校成为书吏

是很多父母对儿子的期望。其实，古埃及的

贵族和官吏将孩子送进书吏学校，很少是为

了让孩子获得知识，更多地是将书吏学校作

为获取社会高位的垫脚石。对于在学校学习

十几年的书吏来说，他们为自己和家庭带来

了希望，他们拥有特权，可以免除赋税，最重

要的是抬高家族地位。
综上所述，对古代埃及的“学而优则仕”

思想，更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去理解和

认识。古代埃及人之所以对青年人实行如此

严厉的教育，仍是出于为自身统治培养接班

人的需要，从而维护和巩固统治阶层的利益。
这种阶级差别和贫富等级观念，下级对上级

的完全服从，更使得这一思想深深地打上了

那个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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