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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亚述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民族直接的不断冲突和融合成为亚述文明

发展的一条主线。 阿卡德人、苏美尔人，阿摩利人、胡里安人及阿拉米亚人等众多民族纷纷侵

入亚述地区，亚述人在与入侵民族的冲突中也不断地吸收这些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地与这些

入侵民族进行各方面的融合，亚述人与这些入侵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亚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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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经》记载中，西亚人想要建造一座通往

天堂的高塔，耶和华因嫉妒而降罪，变乱了他们的

语言，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１］ 巴别塔是否真

实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却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

事实：古代西亚的确是一个众多民族共同居住的

地方，不仅有塞姆语系的阿卡德人（Ａｋｋａｄｉａｎｓ）、
阿摩利人（Ａｍｏｒｉｔｅｓ）、腓尼基人（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ｎｓ）、希
伯来人（Ｈｅｂｒｅｗｓ）、亚述人（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迦勒底人

（Ｃｈａｌｄａｅａｎｓ），还有印欧语系的赫梯人（Ｈｉｔｔｉｔｅｓ）、
加喜特人 （ Ｋａｓｓｉｔｅｓ）、米底人 （Ｍｅｄｅｓ）、波斯人

（Ｐｅｒｓｉａｎｓ），此外还有语系归属不明的苏美尔人

（Ｓｕｍｅｒｉａｎｓ）和胡里安人（Ｈｕｒｒｉａｎｓ），等等。 一个

个民族相继登上历史的舞台，然后又匆匆离去。
这些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也进行着多方面的文化

融合，他们互相吸取对方先进的文化成果，为亚述

地区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公元前 ３ 千纪亚述人与苏美尔人、
阿卡德人的冲突与融合

亚述人是讲塞姆语的民族，因生活在两河流

域北部亚述地区而得名。 亚述地区自然环境优

良，气候四季分明，降水较丰富，大部分地区年降

水量达到 ６００ 毫米。 这一地区河流、小溪、水井密

布，形成了不需要进行人工灌溉的农业区。 河谷

地带适合种植大麦、小麦、果树、蔬菜等，丘陵山坡

地带适合种植牧草。 亚述地区是早期居民理想的

定居点，两河流域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多分布在亚

述地区，如哈荪那文化、哈夫拉文化及萨马腊文化

等。［２］２４⁃２５虽然亚述地区先于南部巴比伦尼亚地区

产生了农业、畜牧业，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居民定居

点，但随着人工灌溉技术的出现，南部苏美尔地区

迅速后来居上，率先建立了城市国家，发明了文

字，进入了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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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五千纪下半叶，苏美尔人来到了两河

流域的南部，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欧贝德文化、乌鲁

克文化、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后，进入了早王朝时

期（约公元前 ２９００—２３００ 年），同时也是一个城

邦争霸的混乱时期。 这时苏美尔地区的城邦不下

几十个，乌尔、乌鲁克、拉伽什、基什、温马、尼普

尔、拉尔撒等是其中较有实力的几个。 在早王朝

时期，苏美尔地区的城邦国家实力有限，再加上互

相争霸，他们无暇北上顾及亚述地区。 因此，在早

王朝的几百年时间里，亚述人与南方的苏美尔人

相安无事。
然而阿卡德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亚述人与

南部巴比伦尼亚地区独立发展的局面。 阿卡德人

是讲塞姆语的民族，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来到两河流

域，居住在苏美尔以北的冲积平原上。 当苏美尔

各城邦混战之时，阿卡德人抓住了天赐良机，在他

们伟大的领袖萨尔贡率领下，不失时机地踏上了

历史舞台。 萨尔贡出身卑贱，母亲是个低能人，不
知其父。［３］８７然而他却智慧超人，曾做过基什王乌

尔扎巴巴的“持杯者”，［４］１１１在战乱中他篡夺了基

什的王位，继而征服了整个两河流域，建立了统一

的阿卡德王朝。
阿卡德王朝期间，亚述人臣服于阿卡德人。

在阿淑尔城出土了一根铜剑，在铜剑上刻着这样

的铭文：“曼尼什图舒，基什王，阿朱朱，他的仆

人，铸造了这件贡品献给神”。［５］１９曼尼什图舒是

萨尔贡的孙子，是阿卡德王朝的第三王，他的头衔

是“基什之王”，是帝国之王的头衔。 阿朱朱是他

的仆人，显然是曼尼什图舒统治下的附属王。 尼

尼微，亚述地区另外一个重要城市也被阿卡德王

朝控制。 在尼尼微发掘了一个阿卡德王的青铜面

罩。 在阿卡德王的一则铭文里记载，曼尼什图舒

在尼尼微建筑了一座神庙。 那腊姆辛在亚述北部

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和贸易中心就位于现哈布尔

河地区的古代遗址波腊克丘。 在阿淑尔城出土雪

花石膏花瓶碎片提到了伊提提，他的头衔为大法

官，从铭文的字体可以看出，这可能属于阿卡德时

期。 他把从底格里斯河东岸地区旮苏尔城抢掠的

花瓶送给阿淑尔城的女神伊南娜。
阿卡德人的辉煌是那么的短暂，当萨尔贡去

世以后，全国各地的暴乱此起彼伏，帝国已经摇摇

欲坠，大约在公元前 ２１９３ 年，沙尔卡利沙利去世，
帝国崩溃，到处陷入无政府状态。 《苏美尔王表》
发出 了 这 样 的 悲 叹： “ 谁 是 国 王， 谁 不 是 国

王”。［４］１１３来自东北山区的库提人（Ｇｕｔｉａｎｓ）给其

最后一击，阿卡德帝国灭亡以后，库提人成了苏美

尔和阿卡德的临时主人。 但是库提人并没有建立

起统一的国家，其统治也比较薄弱。 苏美尔人抓

住了政治动乱带给他们的机会，于公元前 ２１ 世纪

享受了一段短暂的自身霸权的复兴，这就是乌尔

那穆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 乌尔那穆经过一系列

的征服战争，重新统一了两河流域地区，建立了一

个空前的大帝国。 根据《苏美尔王表》记载，乌尔

第三王朝前后共有 ５ 个王， 累计统治了 １０８
年。［４］１２５在乌尔第三王朝期间，亚述人重新处于苏

美尔人的统治之下，失去了独立。
亚述地区的居民相对于南方的苏美尔人和阿

卡德人在文化上要落后许多，但在阿卡德王朝和

乌尔第三王朝统治期间，亚述人积极吸收苏美尔

人与阿卡德人创造的文化成果，迅速提高了自己

的文明程度，使亚述人摆脱了蒙昧时代进入了文

明时代。 亚述人的历史和文化深受巴比伦尼亚地

区文化的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亚述人吸收了苏

美尔人创作的楔形文字，使用了阿卡德人创作的

阿卡德语。 他们对阿卡德语进行改造之后形成了

自己的语言古亚述语，古亚述语是阿卡德语中重

要的一种方言。［６］２４１⁃２４２

二、亚述人与阿摩利人的冲突与融合

乌尔第三王朝后期，来自叙利亚沙漠的阿摩

利人开始侵入两河流域。 他们以放羊和养驴为

生，有一则铭文这样描述他们：“阿摩利人他们不

知谷物……阿摩利人他们既不知道房子也不知道

城镇”。［７］５８乌尔第三王朝的危机不仅仅是来自西

方阿 摩 利 人 的 入 侵， 东 方 高 地 的 埃 兰 人

（Ｅｌａｍｉｔｅｓ）也加入了进来，并且充当了乌尔第三

王朝的终结者。 公元前 ２００６ 年，埃兰人攻陷了乌

尔城，可怜的末王伊比辛做了俘虏，被押往伊朗，
并死在那里。［８］１６３《乌尔覆灭哀歌》中这样描述了

乌尔的灭亡：“在城市中，妻子被抛弃，儿子被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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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财产被丢弃。 噢，南那神，乌尔被毁灭，他的人

们被驱逐！” ［９］４５９⁃４６０

阿摩利人进入两河流域后建立了众多王朝，
如伊新、巴比伦、拉尔萨、埃什奴那等。 其中一支

阿摩利人在亚德库尔埃勒带领下进入亚述地区，
他首先在迪亚拉地区活动，占据了札腊鲁鲁城。
其子伊拉卡波卡布继承王位后，部落势力逐渐发

展壮大，他以哈布尔上游的舒巴特恩利勒城和阿

淑尔城对面的埃卡拉图城为中心，向南方发展势

力。 沙姆西阿达德继位时，他面临着两个主要的

敌人：迪亚拉地区的埃什嫩那王朝和幼发拉底河

中游的马瑞王朝。 在亚述东部地区，沙姆西阿达

德派他的长子伊什美达干进行征服。 伊什美达干

颇具其父之风，精明能干。 他最初与埃什嫩那结

成军事同盟，共同对大小札布河流域进行征服。
伊什美达干在这一地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西部

的马瑞已经成两河流域西北部一个最强大国家。
这种情况下，沙姆西阿达德不得不同马瑞保持着

友好的关系，并结成联盟。 不久，当沙姆西阿达德

的羽翼丰满后，他开始积极谋划对马瑞的征服计

划，企图消灭对方。 最初局势对沙姆西阿达德并

不利，但经过多次战役之后，沙姆西阿达德成功征

服了马瑞，使马瑞成为其帝国的一部分，并把自己

的小儿子亚斯马赫阿杜安置在马瑞，对马瑞进行

统治。 亚斯马赫阿杜在其父沙姆西阿达德的命令

下，继续向马瑞的北边和西北进军，征服了众多游

牧部落和一些重要城市，并进军叙利亚中部地区。
根据沙姆西阿达德的铭文记载，此时沙姆西阿达

德帝国的势力向西已达到了地中海滨：“我把刻

有我伟大名字的石碑，立在大海之滨的黎巴

嫩”。［１０］２７４

在沙姆西阿达德统治时期，亚述人和阿摩利

人进行了文化上的不断融合，阿摩利人对亚述人

的影响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影响而不是军事征服。
亚述人在与阿摩利人的冲突中充分吸收了他们先

进的文化成果，这为亚述人以后的崛起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亚述人对阿摩利人文化的吸收是多方

面的。 首先，在政治上，亚述人吸收了阿摩利人中

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及君权神授的理念，建立了君

权至上的王国；其次，在文化领域，亚述人在宗教

信仰、法律、文学艺术等方面全盘吸收了阿摩利人

的文化成果。 如在宗教信仰方面，亚述的诸神与

巴比伦尼亚的大致一致，只不过原仅在阿淑尔城

崇拜的亚述的国家神阿述尔取代了苏美尔的神王

恩利勒成为众神之王。 另一方面，由于苏美尔和

巴比伦文化的深厚影响，亚述人自己常常也信仰

巴比伦的神灵。 比如，亚述王接受沙马什赐予他

的权力，尼奴尔塔是亚述人的战神和狩猎之神，在
公元前 １ 千纪以后，巴比伦的智慧之神那布在亚

述人的宗教生活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亚述人

也吸收了阿摩利人在城市中建筑神庙的宗教传

统，大亚述地区的神庙建筑与苏美尔和巴比伦的

略有不同。 亚述神庙建筑的布局是以阿淑尔神庙

和神塔为中心，高大宏伟，辛和沙马什的神庙分立

两侧，辅之以阿奴和阿达德的小塔，这表现出了亚

述地区和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宗教信仰的不同之

处。 亚述人也吸收了阿摩利人注重利用法典进行

统治的方式，他们发展了巴比伦尼亚编撰的重大

法典形成了自己的《中亚述法典》。 《中亚述法

典》在编撰体例，行文风格及内容方面与阿摩利

人的法典基本一致，成为巴比伦法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艺术方面，亚述人也接受了阿摩利人

的浮雕艺术，但亚述人浮雕的主题和南方巴比伦

地区有所不同。 战争与狩猎是亚述人浮雕的主要

主题，亚述人的浮雕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其大型

雕刻“人首飞牛”是其典型代表。

三、亚述人与胡里安人的冲突与融合

公元前 １６—１４ 世纪，亚述地区发生的最重大

事件就是胡里安人的入侵与建国。 胡里安人的崛

起彻底改变了近东的势力格局，胡里安人的米坦

尼王国一度成为近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亚述人

在胡里安人的阴影下生活了 ２００ 余年。
胡里安人是一支比较独特的民族，他的语言

既不属于塞姆语系也不属于印欧语系，属于所谓

的“小亚细亚语族”，它与后来的乌拉尔图语

（Ｕｒａｒｔｉａｎ）具有较近的关系。［８］２３４从胡里安人的语

言及宗教信仰显示胡里安人可能起源于北部的亚

美尼亚高原。 但是他们从没有被限制在这一地

区。 众多证据显示，早在阿卡德王朝时期，胡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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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迁入了两河流域地区，在亚述的哈布尔地区

建立了众多胡里安人的小城邦。 在乌尔第三王朝

期间，在迪亚拉地区出现了众多胡里安语的人名，
显示了胡里安人已经迁入了亚述地区的东部。 也

有一种理论认为，胡里安人就是亚述地区的原有

居民，他们是在阿摩利人的侵入下才被迫分散于

整个亚述地区，这种理论主要建立在对早期亚述

地区地名的分析上，这些地名含有胡里安语的

因素。［５］３８

在沙姆西阿达德时代，胡里安人已广泛地分

布在两河流域北部地区，西部的阿伯丁（Ａｂｄｉｎ）
地区由一个胡里安王子统治，东部的扎格罗斯地

区也受到了胡里安人的影响，沙姆西阿达德的一

个孙子娶了胡里安人部落的公主。 沙姆西阿达德

死后，胡里安人的势力逐渐壮大，他们逐渐控制了

叙利亚和哈布尔河地区，成为亚述人强有力的对

手。 公元前 １５５０ 年左右，胡里安人在幼发拉底河

东岸、叙利亚等地建立了众多的王国，其中势力最

为强大的一个王国被称为米坦尼王国。 在经过数

次战争后，米坦尼王国和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及

北非的埃及建立了平等的同盟关系，公元前 １４７２
年，一位米坦尼国王打败了埃及的图特摩斯三世，
进军幼发拉底河，打败了亚述人及巴比伦人。 一

时之间，米坦尼王国成为古代近东的霸主，亚述

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及赫梯人受到米坦尼的控

制，纷纷进献贡品。
胡里安的崛起对亚述人最大的影响是亚述人

逐渐变成了附庸，失去了独立的地位。 公元前 １６
世纪上半叶，亚述人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强有力

的城邦，但是许多小邦并没有失去独立。 公元前

１４７２ 年之后，一位米坦尼国王苏斯塔塔尔（Ｓａｕｓ⁃
ｔａｔａｒ）最终吞并了亚述人的城邦。 铭文记载苏斯

塔塔尔抢劫了阿淑尔城门上镶嵌的金子与银子，
用来装饰他自己的宫殿。 亚述王成了米坦尼王的

附庸，只维持了名义上的统治。 出土于阿淑尔城

的属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之后的法律文献显示，亚
述的官吏们具有胡里安语的名字，有两个官员的

文献显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要服务于米坦尼王。
在米坦尼的统治下，亚述人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
以至于在 ６ 代国王统治期间，一直到公元前 １４２０

年，没有任何亚述王室铭文出土。 这一时期，我们

对亚述人的了解主要依据为小镇奴孜（Ｎｕｚｉ）出土

的一批文献。 这些文献显示，胡里安人的文化对

亚述人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文献也显示，在胡里

安人的统治之下，亚述并不是一个统一王国，奴孜

并不属于亚述人管理，而是拥有自己的国王，是米

坦尼的一个附属国。 亚述地区的其他城邦如尼尼

微、阿淑尔和伊尔比勒（Ｅｒｂｉｌ）也是独立的管理行

政单位。
然而，在公元前 １５ 世纪结束的时候，亚述人

开始了复苏的迹象，他们重建了阿淑尔城的城墙，
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签订了边境条约。 大约公元前

１４００ 年左右，一位亚述王频繁地和埃及王进行书

信往来，并得到了 ２０ 塔兰特的金子作为礼物。 米

坦尼和赫梯的一份条约显示，亚述人逐渐摆脱了

胡里安人的控制。 一度强盛的米坦尼在赫梯人和

埃及人的打击下，逐渐衰弱，并且王室陷入内乱，
宫廷谋杀事件也层出不穷。 国王图什腊塔（Ｔｕｓｈ⁃
ｒａｔｔａ）在给埃及王阿蒙霍特普三室的一封信中叙

述了他登上王位的过程：“当我继承我父亲的王

位时，我还是个孩子，帕尔黑（Ｐａｒｈｉ）在我的国土

上做 了 很 多 邪 恶 的 事 情， 并 杀 死 了 他 的 主

人。 ……我杀死了谋杀我哥哥阿尔塔舒马腊

（Ａｒｔａｓｈｕｍａｒａ）的人。” ［１１］７７ 但并没有证据证明阿

尔塔舒马腊曾在图什腊塔之前为王，因此图什马

腊的王位很可能也是篡夺而来。 亚述人抓住了米

坦尼陷入内忧外患的这一良机，在他们强有力的

领袖阿淑尔乌巴里忒的带领下，重新崛起。 不久，
亚述人灭亡了胡里安建立的米坦尼王国。 从此之

后，胡里安人作为一只政治力量在历史上消失了，
它的历史和文化也慢慢地被人们遗忘。

胡里安人在近东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但
对近东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胡里安人对

亚述人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征服上，其文化

上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亚述人在使用自己的亚述

语的同时也吸收了胡里安的语言，这时的亚述人

常具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亚述语，一个是胡里安

语，众多地名也采用胡里安语来命名。 胡里安语

已经深入到了亚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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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亚述人与阿拉米亚人（Ａｒａｍａｅａｎｓ）
的冲突与融合

公元前 １４—１２ 世纪，是亚述人复苏的世纪，
一位接一位精明强干的亚述王力争使亚述成为与

埃及、赫梯和巴比伦并驾齐驱的强国。 他们经过

一系列的南征北战逐渐收复了亚述人失去的土

地，慢慢地重新恢复了对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的统

一。 但是，此时两河流域地区却面临着新的危机，
一批新的游牧民族不断侵入两河流域，对两河流

域文明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批新的民族

就是阿拉米亚人。
阿拉米亚人的起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

的语言属于塞姆语系，与迦南语、希伯来语同属于

塞姆语系的西北方言。 阿拉米亚语与阿拉伯语并

没有太近的关系，因此阿拉米亚人并不是来源于

阿拉伯半岛，一般认为阿拉米亚人来源于叙利亚、
巴勒斯坦地带。 阿拉米亚人与犹太人或许有某种

种族关系，《圣经·申命记》中记载雅各布在神耶

和华面前说，我的祖先是流浪的阿拉米亚人，流浪

到埃及。［１］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 １１ 世纪早期，
阿拉米亚人定居在叙利亚一带。 在《圣经》里记

载了 扫 罗 （ Ｓａｕｌ ）、 大 卫 （ Ｄａｖｉｄ ） 和 所 罗 门

（Ｓｏｌｏｍｏｎ）同阿拉米亚人的斗争。 阿拉米亚人不

仅与犹太人作战，同时他们也大规模地侵入亚述

地区。 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铭文记载：
“我越过幼发拉底河 ２８ 次，……为了追赶阿拉米

亚人。” ［５］６１来自沙漠地区的阿拉米亚人成为亚述

人当时最主要的威胁。 根据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

铭文记载，阿拉米亚人已经成功地越过了幼发拉

底河（亚述人心目中属于他们的永久的土地），居
住在整个河岸地带，从南方的巴比伦到北方的卡

彻米什（Ｃａｒｃｈｅｍｉｓｈ）。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死后，亚述人的势力急剧

衰退。 而坚韧的阿拉米亚人趁着亚述人的衰弱进

一步入侵亚述地区。 阿拉米亚人是如何侵入亚述

地区，又侵占了哪些城市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一

块断裂的石碑上找到答案。 这块石碑有破损，因
此我们无法知晓石碑上的铭文是哪位国王刻写

的，一般认为是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继承人，他的

儿子阿淑尔贝勒卡拉 （Ａｓｈｕｒ⁃ｂｅｌ⁃ｋａｌａ） 刻写的。

这块碑文很奇怪，一部分是用第一人称，另一部分

是采用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的说话者被认为是提

格拉特帕拉沙尔。 碑文叙述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

在众多地方攻击了阿拉米亚人的商队，这些地方

远离幼发拉底河，深入亚述地区腹地，如哈布尔上

游的图尔阿布丁（Ｔｕｒｎ Ａｂｄｉｎ）、底格里斯河沿岸、
哈兰（Ｈａｒｒａｎ）地区。［５］６６虽然铭文显示提格拉特帕

拉沙尔能够成功地赶走阿拉米亚人的商队，有时

甚至一个月里能成功阻止三四个阿拉米亚商队的

侵入，但毫无疑问的是，阿拉米亚人的入侵已经是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他们已成功地侵入到整个

亚述地区。
阿淑尔贝勒卡拉在他的哥哥统治不到两年后

登上了王位，便立即开始了对北方地区的征服。
他的军队取得了一些胜利，夺得了一些战利品，但
是他的军队缺乏持久的战斗目标及有效的管理。
阿淑尔贝勒卡拉也开展了几次打击阿拉米亚人的

军事活动，但是他的铭文显示阿拉米亚人已无法

轻易从幼发拉底河被彻底赶走，阿拉米亚人的入

侵已成为亚述人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虽然阿拉

米亚人成功入侵到亚述的多个地区，但是他们并

没有马上建立自己的国家，直到公元前 １０ 世纪下

半叶，阿拉米亚各个部落才开始联合建立国家。
正是由于阿拉米亚人迟迟不能建立国家，给了亚

述人喘息的时机。 阿淑尔丹登上王位之后，进行

了一系列的军事征服，成功的击溃了阿拉米亚人，
焚烧了他们的城市。 阿淑尔丹及之后的几个世纪

里，亚述人所向披靡，再次成为古代近东的霸主。
虽然在文明程度上阿拉米亚人要远远落后于

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但他们的入侵却给亚述地区

及整个两河流域带来一项重要的文明成果，那就

是他们的文字。 他们的语言文字使整个近东民族

受益。 近东众多民族如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古波

斯人、赫梯人等都使用楔形文字来书写他们的语

言，但是楔形文字过于复杂，难写难认。 阿拉米亚

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阿拉米亚字母文

字，阿拉米亚字母文字便于书写与记忆，在与楔形

文字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楔形文字受到了阿拉

米亚字母文字的强烈冲击。 在亚述帝国时期（公
元前 ９—７ 世纪），亚述人已经普遍使用阿拉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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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文字。 公元前 ５ 世纪，阿拉米亚字母文字已

经成为疆域庞大的波斯帝国境内各族人共同使用

的文字。 公元前 １ 世纪左右，楔形文字及希伯来

文字已经成为死文字，直到阿拉伯民族到来之前，
阿拉米亚字母文字一直是近东最普遍使用的

文字。

五、亚述人与迦勒底人、米底人的冲突

与战争
公元前 ８—７ 世纪是亚述人的世纪，亚述人在

他们强有力的军事首领的带领下四处出击，以秋

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了整个近东地区，所向披靡。
公元前 ７３３ 年，亚述人打败了以色列人，摧毁了他

们建立的以色列王国，征服了叙利亚地区的众多

国家，解决了亚述人西面所面临的威胁。 亚述人

向南征服了巴比伦地区。 公元前 ７２９ 年，亚述王

亲赴巴比伦参加“握马尔杜克手”的国王仪式，正
式就任巴比伦王，解决了帝国的南部威胁。 公元

前 ７１４ 年，亚述人打败了东北部乌拉尔图人建立

的国家，征服了东北山区。 公元前 ６９１ 年，亚述人

击垮了东南地区的埃兰人。 公元前 ６７４ 年，亚述

人进攻埃及，攻陷孟斐斯。 亚述军队仅用了 １５ 天

时间就征服了埃及，各地的王公望风而降，亚述王

任命了十个王公统治埃及。 公元前 ６６９ 年秋，亚
述人再次进攻埃及，占领了埃及首都底比斯。 这

时的亚述军队已经远离本土 ２ １００ 公里，是亚述

有史以来所征服的最远地区。 至此，亚述人建立

了一个地跨亚非两大洲疆域辽阔的大帝国。
虽然亚述人在某一个时段内能够所向披靡，

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然而这些被征服的民族

并不会轻易放弃反抗，亚述人的征服给自己树立

了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这也给亚述人的灭

亡埋下了隐患。 后来米底人和迦勒底人相继崛

起，与亚述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并成功地击败了

亚述人。
米底人是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是雅利安人

的一个分支，公元前 ６０００ 年生活在中欧和南俄草

原一带，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左右迁徙到中亚一带。 公

元前 １５００ 年雅利安人进一步南迁，进入伊朗高原

和印度。 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主要分为两大

部落，米底部落居住于伊朗高原西北部，波斯部落

居住于伊朗高原西南部。 公元前 ９—８ 世纪，米底

人形成了许多较小的城市国家，它们一般由一个

城市（要塞）和若干村庄组成。 米底人最初并不

十分强大，但对亚述来说，它带来的威胁很快就变

得不可忽视。 亚述铭文中称米底为“远方的米底

人”“东方大国米底”等。 最初，亚述人对米底人

是抱着一种友好的态度，因为米底所处的地理位

对于亚述来说意义非凡。 首先，米底可以成为潜

在的联盟，共同对付埃兰；其次，米底可以作为亚

述防御来自俄罗斯地区新民族的堡垒。 然而，随
着米底势力的逐渐增强，米底和亚述的关系逐步

恶化。 约公元前 ６２４ 年，米底出现了一个强有力

的王夸克萨瑞（Ｋｕａｋｓａｒｉ）。 他统一了众多的米底

各部，成为亚述东方的强敌。
迦勒底人是塞姆语族的一支，他们步阿卡德

人、阿摩利人和阿拉米亚人的后尘，于公元前 １１
世纪左右迁移到巴比伦尼亚南部，逐渐强盛起来。
当亚述人囊括两河流域时，迦勒底人并没有被征

服，当亚述帝国的势力日益衰落，他们便得到了崛

起的机会。 公元前 ６２６ 年，当亚述王和其任命的

巴比伦先后死去后，迦勒底人的首领那波帕拉沙

尔（Ｎａｂｏｐｏｌａｓｓａｒ）登上了巴比伦的王座，成为巴比

伦之王。［１２］（２６）之后，那波帕拉沙尔和亚述展开了

一系列战争。 不久，那波帕拉沙尔占领了宗教圣

城尼普尔，随后征服了整个巴比伦尼亚地区，成为

亚述人南方强有力的敌手。 在这生死存亡之秋，
亚述王室内部爆发了夺位战争，严重削弱了亚述

人的力量。 那波帕拉沙尔的儿子娶了米底国王的

女儿，那波帕拉沙尔和米底人通过联姻结成了反

亚述同盟。 公元前 ６１２ 年，迦勒底人联合米底人

兴兵与亚述人进行决战，攻陷了宗教首都阿淑尔。
随后联军北上围困尼尼微三月后破城，灭亡了亚

述帝国。［１３］９４此后，亚述地区又被波斯人征服，成
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亚述人的语言死亡，文化

消退，亚述人逐渐地被后来的民族所同化，在历史

上消失了。
亚述地区屡遭战争的蹂躏，波斯帝国灭亡之

后它又经历了希腊人的马其顿帝国和塞琉古帝

国、伊朗的帕提亚帝国、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和希腊

语的拜占庭帝国、塞姆语的阿拉伯帝国、阿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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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斯语的蒙古伊利汉帝国、突厥语的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和西方的不列颠帝国，最终建立起以阿

拉伯民族为主的独立国家。 但民族的冲突和征服

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破坏，更是多种文化的交融。
在冲突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形成了更加辉煌多彩的文化。 亚述地

区从一个落后的地区逐渐发展成为近东地区的一

个军事和文化强国，正是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

的结果。 虽然亚述人总体上来说消亡了，但其创

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却被其他民族吸收得以保留和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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