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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般认为，由于亚历山大在东方的胜利，埃及的希腊移民浪潮自然随之到来，并在公

元前３世纪达到顶峰。造就移民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是希腊化王国之间频繁的战争，其中，托勒

密一世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在埃及采取积极的策略吸引大量移民。他虽然加冕为埃及法老，但
政策上偏重支持希腊文化的传承，将亚历山大里亚城建为希腊人的文化中心。他广泛设立移民

定居点，嵌入希腊人城市，安置驻军，引导移民迁居埃及腹地，授予希腊人公民经济特权和独立的

司法地位，使希腊城市生活和公民特权成为招徕海外军士的重要筹码。托勒密的移民政策取得

了明显成效，大量希腊移民的涌入保证了兵源，使托勒密王朝在东部地中海维持了约半个世纪的

强势，希腊文化也在埃及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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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元 前３０５年，托 勒 密 一 世（Ｐｔｏｌｅｍｙ　ｓｏｎ　ｏｆ
Ｌａｇｕｓ，公元前３０５年至公元前２８５年在位）在埃及

称王（ｂａｓｉｌｅｕｓ），开创 了 托 勒 密 王 朝。这 一 时 期 的

埃及广纳移民，形成多语言、多元文化社会。一些

西方学者认为，托勒密政府没有采取偏向希腊移民

的政策，甚至根本不在意区分“族群”。在专著《托

勒密埃及的希 腊 人》（Ｇｒｅｅｋｓ　ｉｎ　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Ｅｇｙｐｔ）

中，纳夫塔利·路易斯（Ｎａｐｈｔａｌｉ　Ｌｅｗｉｓ）指出：“实

际上，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为希腊人定居点的建

立 开 辟 了 广 阔 地 域，以 叙 利 亚 和 埃 及 最 为 突 出。
……到公元前四世纪末，格局已定———托勒密统治

埃及，塞琉古（Ｓｅｌｅｕｋｏｓ）统 治 叙 利 亚（Ｓｙｒｉａ），安 提

柯（Ａｎｔｉｇｏｎｏｓ）统 治 马 其 顿，移 民 开 始 蜂 拥 而 至。

东地中海的‘新世界’有充足的土地满足所有渴望

它的希腊人。”① 希腊人为了财富、土地穿越辽阔的

大海来到埃及，移民浪潮似乎自然形成。

事实是否如此，亚历山大以及托勒密家族在埃

及开辟了自由移民的世界？移民时代一个明显的

特征———移民的军事性质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虽然没有文献能够直接证实托勒密政府曾经颁布

过相关法令，但托勒密埃及的纸草档案表明，迁居

埃及的移民主要来自希腊世界，而军人占多数。根

据多米尼克·拉斯邦（Ｄｏｍｉｎｉｃ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的统计，

公元前３世纪中叶，希腊军事移民多达５００００人，

大约占到希腊人成 年 男 性 移 民 的６３％②。克 里 斯

泰·费希尔－布 维 特（Ｃｈｒｉｓｔｅｌｌｅ　Ｆｉｓｃｈｅｒ－Ｂｏｖｅｔ）
则推算，埃及的希腊人总数为１８４０００人，其中希腊

军人，包括其希腊家庭成员 在 内，共 计１１６０００人，

约为 总 人 数 的６３％③。弗 里 茨·尤 贝 尔（Ｆｒｉｔｚ
Ｕｅｂｅｌ）和罗杰·巴格纳尔（Ｒｏｇｅｒ　Ｓ．Ｂａｇｎａｌｌ）对托

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封地军人的统计则说明，公元前

３世纪是希腊军人移民埃及的高峰，其中近四分之

一的军事移民活动在托勒密王朝前两任君主任内

完成④。显然，托勒密政府并非盲目地接纳自由移

民，至少曾经有计划、有目的地对移民进行了引导，

以满足军事需求。

一、托勒密一世的对外战略

托勒密一世对希腊移民的态度源自其对外战

略，故而，有必要对托勒密王朝初期的对外活动进

行重 新 梳 理。这 也 是 学 术 界 长 期 存 在 争 议 的 话

题⑤。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托勒密一世是个孤

立主 义 者，在 所 谓 亚 历 山 大 的 继 承 者（ｌｅｓ　Ｄｉ－
ａｄｏｑｕｅｓ）中满足于自保⑥。究其根源，在亚历山 大

逝世之后，当将军们聚集在巴比伦商议王位继承问

题时，作为亚历山大生前最为亲密得力的干将托勒

密一世提出将帝国分为松散的行省联盟，由行省总

督组成的将军议会拥有最高决策权⑦。表面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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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迈出了分裂帝国的第一步。实际上，这也可

能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段。托勒密一世无法觊觎

王位，以将军议会制衡对手，防止其他野心家大权

独揽⑧。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对托勒密一世十分不

利：亚历山大在弥留之际将象征最高权威的戒指交

给了佩迪卡斯（Ｐｅｒｄｉｋｋａｓ），却没有指定继承人，而

他的兄 弟 阿 西 戴 奥（Ａｒｒｈｉｄａｉｏｓ）神 志 衰 弱 难 堪 大

任，罗姗娜（Ｒｏｘａｎｅ）怀 着 国 王 唯 一 的 孩 子 尚 在 家

乡待产，佩迪卡斯很可能成为亚历山大之后执掌帝

国大权的人。历史似乎正如托勒密一世预期的那

样发展，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混乱之后，亚历山大

的继承者 们（Ｄｉａｄｏｃｈｏｉ）终 于 达 成 一 致，即 维 持 帝

国形式上的同一，划分势力范围，瓜分帝国统治权。
托勒密一世扭转了局势，分得埃及，获得了与佩迪

卡斯对抗的重要基地。
托勒密一世是这次分裂帝国活动的主导者⑨，

但是，划地自治并非他最终的目标。托勒密行事十

分谨慎，他到达埃及之后，首先杀死佩迪卡斯的朋

友———原埃及 总 督 克 莱 奥 美 尼（Ｋｌｅｏｍｅｎｅｓ）⑩，巩

固了自己在埃及的地位。而后，托勒密一世违背亚

历山大禁止将领私自招募军队的命令瑏瑡，借助雇佣

军 逐 渐 扩 大 势 力 范 围，控 制 了 战 略 要 地 昔 兰 尼

（Ｋｙｒｅｎｅ）。在亚历 山 大 的 丧 葬 问 题 上，托 勒 密 一

世又出惊人之举。继承者们原本商定遵照亚历山

大的遗愿，将 国 王 葬 在 埃 及 的 西 瓦（Ｓｉｗａｈ），但 佩

迪 卡 斯 却 改 变 主 意，要 将 亚 历 山 大 改 葬 在 埃 盖

（Ａｉｇａｉ）。托勒密一世最终说服阿西戴奥（Ａｒｒｈｉｄ－
ａｉｏｓ）和马其 顿 护 卫 队，以 马 其 顿 礼 仪 将 亚 历 山 大

的遗体葬于孟菲斯，后移至亚历山大里亚城瑏瑢。
毫无疑问，托勒密一世将国王遗体安葬于埃及

的举动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它表明在众多“继承

者”之中，托勒密一世更有资格继承亚历山大的衣

钵。抢夺亚历山大的遗体也有利于托勒密招揽马

其顿士兵。在这一事件之后，大量士兵加入托勒密

的阵营瑏瑣。尽管雇佣军往往追随出价更高的雇主，
但亚历山大本人的传奇色彩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士兵的忠诚和阵营选择。亚历山大·迈欧（Ａｌ－
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ｅｅｕｓ）则推测托勒密可能有进军马其顿

的计划，因而能获得在外征战多年的马其顿士兵热

情支持瑏瑤。
公元前３１１年，第三次继承者 战 争 结 束，新 的

政治格局 形 成。卡 桑 德（Ｋａｓｓａｎｄｒｏｓ）成 为 欧 洲 将

军，他将监护罗姗娜的儿子亚历山大至其成年以继

承王位；托勒密一世的统治范围包括了埃及和毗邻

的利比亚和阿拉伯城市；吕希马库斯（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ｏｓ）

得到了 色 雷 斯 的 统 治 权；独 眼 龙 安 提 贡（Ａｎｔｉｇｏ－
ｎｏｓ）则得到了亚洲的最高统治权瑏瑥。

这一时期，托勒密一世成功联合了卡桑德和吕

希马库斯，共同对付安提贡。他对希腊和小亚细亚

的野心也暴露出来。公元前３１０年，托勒密一世出

兵小亚细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Ｃｉｌｉｃｉａ），但指挥官

利奥尼达（Ｌｅｏｎｉｄｅｓ）的 军 队 被 围 城 者 德 米 特 里 奥

斯（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击 败。公 元 前３０９年，托 勒 密 亲 自

发起对吕西亚（Ｌｙｋｉａ）和卡里亚（Ｋａｒｉａ）的进攻，并

夺取法赛里斯（Ｐｈａｓｅｌｉｓ）、克桑多斯（Ｘａｎｔｈｏｓ）以及

考诺斯（Ｋａｕｎｏｓ）等 许 多 重 要 城 市。随 后，他 又 继

续发起对小亚细亚的攻势，剑指明多斯（Ｍｙｎｄｏｓ），
将伊阿索斯（Ｉａｓｏｓ）纳入势力范围。托勒密一世的

军队还围攻哈利卡那索斯（Ｈａｌｉｋａｒｎａｓｏｓ），因德米

特里奥斯的增援而未能攻克。种种迹象表明，托勒

密一世有控制小亚细亚、染指希腊的野心和计划。
他拉拢安提贡的部将托勒迈（Ｐｏｌｅｍａｉｏｓ）或许也是

计划的一部分。托勒迈被杀之后，其军队充入托勒

密的阵营。接下来，托勒密一世进军希腊，攻占科

林斯（Ｃｏｒｉｎｔｈ）和 西 居 昂（Ｓｉｋｙｏｎ），并 留 下 驻 军。
但是，对伯 罗 奔 尼 撒 的 战 役 因 盟 友 支 持 不 力 而 失

败。尽管托勒密一世以解放希腊、恢复其自由的名

义进行战争，当托勒密一世与卡桑德议和之后，仍

在希腊留下驻军，说明控制希腊确实是他战略的一

个重要部分瑏瑦。值得注意的是，对埃及本土战略地

位更为重要的叙利亚此时为安提贡占据，然而，托

勒密一世将希腊和小亚细亚置于战略优先地位，直
至公元前３０１年，托勒密一世才再度开展夺取叙利

亚的行动。
在公元前３０８年的希腊攻略过程中，托勒密一

世曾与亚历山大的妹妹克勒奥巴特拉（Ｋｌｅｏｐａｔｒａ）
商议缔结婚约，这桩婚事有可能将托勒密推上帝国

最高权力舞台。据狄奥多罗斯记载，“因为她（克勒

奥巴特拉）的 卡 桑 德 和 吕 西 马 库 斯 之 后 的 特 殊 身

份，安提贡和托勒密，以及亚历山大死后最重要的

领袖（将军）均寻求与她缔结婚约；每个（求婚者）都
期望马其顿人将会因这婚姻关系而效忠，他们试图

与王室联盟，并以此在整个王国谋得权势。”瑏瑧 这里

可以看出，托勒密一世与其他“继承者”一样，对帝

国充满野心。
此外，公元前３０６年，他的军队 在 萨 拉 米 斯 海

战中惨败，安提贡攻占萨拉米斯岛，乘势带上了王

冠。然而，近年来出版的纸草文献表明，实力严重

受损的托勒密一世却紧随安提贡之后称王，表明他

也不甘居于安提贡下位，有着同样继承亚历山大帝

１５１



国的雄心瑏瑨。托 勒 密 一 世 用 联 姻 的 方 式 维 持 局 势

稳定，他将女 儿 阿 尔 西 诺（Ａｒｓｉｎｏｅ）嫁 于 吕 希 马 库

斯，又与德米特里奥斯结盟。继承者们之间很难有

真正的信任，托勒密一世与盘踞在色雷斯一带的吕

希马库斯基本能够维持同盟状态。然而，托勒密一

世并不 打 算 固 守 疆 土。公 元 前２９５年 和 公 元 前

２８７年，他又两 次 进 军 希 腊，成 功 地 扩 大 了 了 帝 国

的势力范围。托勒密一世最终吞并了战略和商贸

要地塞浦路斯。他还攻占推罗和西顿，巩固了在腓

尼基的统 治。基 克 拉 底（Ｃｙｃｌａｄｅｓ）群 岛 联 盟（Ｉｓ－
ｌａｎｄ　Ｌｅａｇｕｅ）也成为托勒密王朝的附庸。

如果说，托勒密一世进攻叙利亚和腓尼基只是

为建立缓冲地带，保障埃及本土安全，那么，夺取亚

历山大遗体、驻军希腊就难说是单纯的自保了。当

托勒密一世 离 世 时，他 留 给 后 继 者 的 不 仅 仅 是 埃

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南部的辽阔领土，还有掌控希

腊世界的野心。很显然，托勒密一世处心积虑地要

成为亚历 山 大 的 继 承 人瑏瑩，他 并 不 满 足 于 偏 安 埃

及，其战略重心仍在希腊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
无论是对外宣传还是对内巩固统治，托勒密一世需

要利用和引导希腊人为自己效忠，有必要采取积极

的移民策略。

二、托勒密一世的移民策略

为了实现政治野心，托勒密一世先后卷入三次

继承者战争（Ｗ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战争几乎持

续了 整 整 十 年（公 元 前３２１年 至 公 元 前３１１年）。
前两次的对手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勉力维持

帝国完整的佩迪卡斯（Ｐｅｒｄｉｋｋａｓ）。第三次继承者

战争，托勒密 则 联 合 了 塞 琉 古（Ｓｅｌｅｕｋｏｓ）、卡 桑 德

（Ｋａｓｓａｎｄｒｏｓ）以 及 吕 西 马 库 斯（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ｏｓ）对 抗

安提柯（Ａｎｔｉｇｏｎｕｓ）。随 着 塞 琉 古 势 力 不 断 膨 胀，
昔日的盟友变成敌人。他们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将

军变成各自领地的国王，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四处点

燃战火。托勒密王朝的开国君主大部分时间都活

跃在战场上。从公元前２７７年开始，塞琉古和安提

柯结盟，托勒 密 埃 及 不 得 不 开 始 面 对 安 提 柯（Ａｎ－
ｔｉｇｏｎｉｄ　Ｅｍｐｉｒｅ）和 塞 琉 古（Ｓｅｌｅｕｃｉｄ　Ｅｍｐｉｒｅ）两 个

帝国的威 胁瑐瑠。尤 其 是 后 者 与 埃 及 的 敌 对 状 态 延

续百年，叙 利 亚 战 争（Ｓｙｒｉａｎ　Ｗａｒ）让 双 方 精 疲 力

竭。战争消耗巨大，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对托勒密王

朝造成了严重的军力和财力负担。
对托勒密国王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 有 两 个：

一是保证兵源，二是聚敛财富养兵备战。
接受过严格训练、熟悉马其顿作战方式的马其

顿———希腊军人显然最容易形成 即 时 战 力。然 而

托勒密统治的是一个非希腊人国家，要获得足够数

量的士兵与军人，他只能把目光投向海外。据狄奥

多罗斯（Ｄｉｏｄｏｒｕｓ）记载，托勒密一世曾经从埃及国

库里拿 出 了８０００塔 兰 特 募 集 雇 佣 军瑐瑡，依 靠 这 支

军队在埃及建国。此后，托勒密国王不断从势力范

围内的希 腊 世 界 征 招 士 兵，建 立 起 一 支５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人规 模 的 马 其 顿———希 腊 军 队，稳 固 了 统

治。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前期的前两位国王统治时

期（公元前３２２年－公元前２４６年），埃及本土士兵

显得十分沉寂。这表明，托勒密王朝早期很可能主

要依赖马其顿和希腊人作战。
此外，托勒密国王需要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定的收入。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对王田的经营和

各种税收。维持一个王国，不仅需要军队，还需要

一个成熟完善的行政和征税系统。这些无疑都需

要大量的希腊人来协助完成。
托勒密政府对商贸活动也有所鼓励。许 多 希

腊人以酒商、银行家、包税商、进出口转运商、船商

以及货币信贷商等身份出现在埃及。虽然托勒密

政府对国家经济进行严格的控制，但也向商人开放

了部分商贸和银行经营领域，后者以投标的方式获

得一定期 限 内 的 专 营 权瑐瑢。其 中，放 贷、货 物 转 运

以及包税等行业获利最为丰厚。
法雍地区保存下来的纸草文献表明，托勒密王

朝还在埃及乡村地区（Ｃｈｏｒａ）划分税区，设立官员

登记居民身份、职业、家庭情况，并据此征税，形成

了复杂、精密的行政系统瑐瑣。政府每年将税区分块

拍卖，出价最高的包税商获得税区的税款，并一次

全额付清承包价或分期支付。一般来说，包税商在

投标成功之后，只需检查地方官员和银行的记录，
确保各地纳税情况无误即可。实际上，对于托勒密

国王来说，包税商的作用是提前保证定额税收，国

王另有代理人负责具体的征税工作。换言之，国王

通过出让部分利益，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保证国库

收入的稳定。而包税商承担一定的风险，尽量从税

区中攫取利益。
如果单纯考虑托勒密一世追求希腊世界领导

权的对外战略以及军事和财政上的需求，国王理应

大力支持希腊文化在埃及的发展，为引入希腊移民

铺路。传统 看 法 是，托 勒 密 国 王 要 维 持 埃 及 的 稳

定，需要在尊重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区别管理希腊

移民和本土 埃 及 人，这 也 是 由 埃 及 社 会 现 状 所 决

定。国王本身需要充当社会的粘合剂，把不同的文

化群体统合在王权之下，以维持国家稳定。克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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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欧（Ｃｌａｉｒｅ　Ｐｒéａｕｘ）推测，托勒密政府并未制

定系统的族群政策区别对待希腊人和埃及人，“种

族”（ｒａｃｅ）不对国家行政产生 影 响瑐瑤。威 利·佩 雷

曼（Ｗｉｌｌｙ　Ｐｅｒｅｍａｎｓ）也支持普莱欧的说法，认为政

府没有区分对待希腊人和埃及人，但由于王室在军

事、行政、技术等层面依赖希腊人，使得这些领域希

腊人的 地 位 相 比 埃 及 人 突 出 很 多瑐瑥。然 而，马 其

顿———希腊人统治阶层所建立的政府要维持运转，
客观上更需要希腊人的支持，托勒密国王显然不可

能对此无动于衷。至少仅以语言这一因素来说，根
据古典作家普鲁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的记载，在托勒密

历代王室成员中，只有末代女王克勒奥巴特拉七世

学习过埃及语瑐瑦，招徕希腊移民或者聘用掌握希腊

语、熟悉希 腊 文 化 的 非 希 腊 人 也 成 了 理 所 当 然 的

选择瑐瑧。
实际上，这种客观需求或许恰恰导致了托勒密

王朝在文化策略上的偏向性。托勒密一世毫无顾

忌地重点支持在埃及发展希腊文化，无不昭示托勒

密一世战略重心的外向性。
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建立了缪斯宫

（Ｍｏｕｓｅｉｏｎ），是为希腊人文研究院，并资助了大量

优秀希腊学者。国王仿效雅典的亚里士多德逍遥

学派（Ｐｅｒｉｐａｔｅｔ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建立图书馆，不惜重金购

买希腊人文著作，填充王室图书馆，到托勒密二世

统治时期，图书馆已经有２００，０００卷藏书。这种文

化上的资助在彼得·弗雷泽（Ｐｅｔｅｒ　Ｍ．Ｆｒａｓｅｒ）等

学者看来并不罕见，“希腊僭主和国王都曾经以艺

术 和 诗 歌 的 恩 主 形 象 示 人，如 叙 拉 古 的 希 耶 隆

（Ｈｉｅｒｏｎ　ｏｆ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萨摩斯的波律克拉特（Ｐｏｌｙ－
ｃ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ｏｓ）以 及 后 来 的 马 其 顿 腓 力 二 世

（Ｐｈｉｌｉｐ　ＩＩ　ｏｆ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瑐瑨。托 勒 密 政 府 对 其 他

文化则毫无兴趣，更谈不上支持。埃及元素被摒弃

在缪斯宫、图书馆以外，在公元前３世纪的学生课

本中，列出了希腊神祇和河流，埃及几乎完全被排

除在外。因神话中伊娥（Ｉｏ）在 尼 罗 河 岸 生 子 艾 帕

弗斯（Ｅｐａｐｈｕｓ），孕育了埃及文明的这条河流才成

为一个例 外瑐瑩。托 勒 密 一 世 对 希 腊 文 化 的 严 重 偏

向在 教 育 方 面 更 明 显。他 为 继 承 人 托 勒 密 二 世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ｏｓ）高薪聘请的第一位导师是希腊语地

区的菲勒塔斯（Ｐｈｉｌｅｔａｓ　ｏｆ　Ｃｏｓ），托勒密 二 世 的 导

师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希腊人文学者，如，继承亚里

士多 德 吕 克 昂（Ｌｙｃｅｕｍ）学 院 的 塞 奥 弗 拉 斯 图

（Ｔｈｅｏｐｈｒａｓｔｕｓ）、以弗所的芝诺多图斯（Ｚｅｎｏｄｏｔｕｓ
ｏｆ　Ｅｐｈｅｓｕｓ），后 者 还 被 任 命 为 首 任 图 书 馆 馆 长。
托勒密埃及的学校教育专注于希腊文化，忽视埃及

文化，这种情况直到公元１世纪罗马统治埃及时才

改变。
托勒密王朝对希腊文化的严重偏向，还直接体

现为 授 予 相 关 职 业 者 及 家 属 免 税 特 权。公 元 前

２５９年，托 勒 密 二 世（Ｐｔｏｌｅｍｙ　ＩＩ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ｕｓ）的

内务大 臣（ｄｉｏｉｋｅｔｅｓ）阿 波 罗 尼 奥 斯（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ｏｓ）
给多伊奥斯（Ｚｏｉｌｏｓ）写 了 一 封 信，强 调 教 师、体 育

教练（ｐａｉｄｏｔｒｉｂａｉ）、狄 奥 尼 索 斯（Ｄｉｏｎｙｓｕｓ）节 相 关

工作者、亚 历 山 大 里 亚 城 竞 技 冠 军 等 免 于 缴 纳 盐

税，不仅如 此，他 们 的 家 人 也 享 受 同 等 待 遇瑑瑠。托

勒密二世的法令显然是其父亲文化策略的延续。
国王对希腊文化的态度有利于吸引希腊移民，

这也成为希腊移民在公元前３世纪源源不断涌入

埃及的一个原因。不过，纯粹的文化优势恐怕还是

难以吸引希腊人千里迢迢定居埃及，托勒密一世又

通过规划发展希腊城市进一步吸引希腊移民。

三、嵌入希腊城市

对于希腊人来说，维持原有生活的最重要条件

之一，即生活在城市中。托勒密一世将希腊城市嵌

入埃及，并给予希腊城市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使招

募的海外人才移居埃及成为可能。这些城市以希

腊城市为模 板，为 希 腊 移 民 迁 居 埃 及 提 供 了 优 良

土壤。
托勒密一世在埃及新建立的希腊城市中，以亚

历山大里 亚 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和 上 埃 及 底 比 斯 附 近

的托勒密城（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ｓ）最为繁荣、影响力也最大，
具有一 定 的 代 表 性。城 市 里 设 有 公 民 大 会、议 事

会。如，亚 历 山 大 里 亚 有 六 人 担 任 执 行 市 政 官

（Ｐｒｙｔａｎｅｓ），还 有 警 察、治 安 官（Ａｓｔｙｎｏｍｉ）、法 警

（Ｎｏｍｏｐｈｙｌａｘ）等人员负责司法和治安工作。作为

自治城市，亚 历 山 大 里 亚 还 有 独 立 的 陪 审 团（ｄｉ－
ｃａｓｔｓ），引 导 官（ｅｉｓａｇｏｇｅｕｓ）则 负 责 向 法 庭 提 交 案

件，由公共仲 裁 者（ｄｉａｉｔｅｔａｉ）主 持 审 理。公 民 在 部

落和公社德 莫（ｄｅｍｅ）中 注 册，具 有 参 政 权 以 及 经

济和法律上的特权。次等公民和妇女不在德莫中

注册，也缺乏相应的特权及法律保护。
因史料所限，学界对埃及的希腊城市研究主要

集中于亚历山大里亚城瑑瑡。不过，涉及托勒密王朝

移民策略的讨论相对较少。在较为重要的专著中，
古恩瑟·霍伯尔（Ｇüｎｔｈｅｒ　Ｈｌｂｅｌ）的《托勒密帝国

史》（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Ｅｍｐｉｒｅ）偏重于梳

理托勒密王朝的政治军事史，仅以少量笔墨介绍了

亚历山大 里 亚 城 的 公 民 权 基 本 情 况瑑瑢。路 易 斯 忽

视托勒密君主的移民措施，强调希腊移民奔赴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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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在于财富、机遇甚至君主的个人魅力，对城

市的公民状况几乎只字不提瑑瑣。但是，对研究托勒

密王朝移民政策而言，城市公民的地位至关重要。
亚历山大里亚城则尤为重要，该城是托勒密王朝的

统治中心，也是希腊移民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亚历

山大里亚城 混 居 了 大 量 不 同 族 群、不 同 身 份 的 居

民，而城市公民特权和等级的设立情况在一定程度

上是希腊移民在埃及优势地位的缩影。
托勒密国王赋予城市居民不同的身份和特权。

在官方文献中，描述亚历山大里亚特殊居民的术语

一共有五个，公 民（ｐｏｌｉｔｅｓ）、亚 历 山 大 里 亚 人（Ａｌ－
ｅｘａｎｄｒｅｕｓ）或阴 性 名 词（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ｓ）、准 亚 历 山 大

里亚人（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ｕｓ　ｔēｓ　ｅｐｉｇｏｎēｓ）以 及 男 女 市 民

（ａｓｔｏｓ和ａｓｔｅ）瑑瑤。更多研究表明，这些术语指代的

群体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托勒密王朝对城市居

民的身份有着较为严格的监控和限制，不同的群体

定居资格和登记身份均不同。托勒密政府对城市

公民资格以及权利的限制衍生出不同的特权群体，
从而产生在法律文书中准确记录居民信息的需要，
这或许是托勒密政府留下一些军人、市民身份信息

的重要原因。这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前期的法令以

及档案中已得到证实。公元前２７５年，一份官方法

令规定：“士兵必须写下姓名，出身，所属部队以及

军阶；城市公民需要登记他们父亲的名字，德莫，如
果他们在军中注册，则登记所属部队和收入来源；
其他人登记父亲名字，族群出身以及职业。”瑑瑥 公元

前３世纪中叶，有城市法令重申这一登记原则，内

容几乎一致：士兵登记姓名、籍 贯 或 族 群（ｐａｔｒｉｓ）、
所属部队和军阶。非市民须登记父亲的名字、族群

以及职业（ｇｅｎｏｓ）瑑瑦。毋庸置疑，长期以来，官方掌

握着军队、市民以及其他居民的身份信息。
政治方面，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具有较高自治

权，亚历大里亚城在某种程度上是国中之国。在部

落中登记是公民参与城市政治活动的前提，公民可

以通过公民大会行使政治权利。国王对公民的政

治权利也有所限制，不过，在托勒密王朝历史上，亚
历山大里亚城的居民也曾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公

元前２０４年，托勒密四世去世，王后阿尔西诺三世

（Ａｒｓｉｎｏｅ　ＩＩＩ）随 后 死 于 宫 廷 阴 谋，此 事 却 不 了 了

之。愤怒的群众发起暴动，将阴谋策划者阿加托克

蕾（Ａｇａｔｈｏｋｌｅｉａ）和 她 的 亲 属 们 游 街 羞 辱 之 后 肢

解瑑瑧。公元前１６４年，托 勒 密 八 世 当 政，亚 历 山 大

里亚人不满其独断专行，将国王放逐，转而支持托

勒密六世瑑瑨。
亚历山大里亚人虽然也在城市的部落或德莫

中注册，可能无权参与城市议会，至少与公民的政

治权利有一定差异。在文献中，亚历山大里亚人通

常和希腊世界的异邦人一起出现，被授予亚历山大

里亚人身 份 的 居 民 很 可 能 有 异 邦 背 景瑑瑩。他 们 或

在军中任职或参与政府行政瑒瑠。以现存史料来看，
在能够追溯身份信息的高层官员中，亚历山大里亚

城公民、马其顿人以及本土埃及人三大群体人数最

多，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共１７人，其中６人在海外

出任总督。相比而言，埃及人直到公元前３世纪中

叶才出现在高官名单中。拥有异邦公民权的高官

则多达４９人，占官员总数的１３％瑒瑡。显然，海外移

民和城市公民在托勒密政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准亚历山大里亚人出现的时间相对晚很多，可

能是公民或亚历山大里亚的后代，只有基本的市民

权。市民权主要体现在婚姻和公民资格继承等方

面瑒瑢。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希腊城邦中的妇女，不能

直接参与城邦政治，但却是城邦公民身份的必备前

提条件之一，即只有父母双方均为城市公民的男性

才有资 格 注 册 为 公 民，进 而 参 与 城 邦 政 治。换 言

之，这实际上是对于参与城市政治者进行的一项重

要限制，目的是保证这一特权群体的封闭性，避免

权利和资源外移或者分流。
经济方面，公民的优势非常突出，他们 享 有 免

税、免徭役 等 特 权瑒瑣。可 惜，我 们 无 法 得 知 具 体 免

税的金额。不过，在托勒密二世统治进行的税制改

革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在官方档案中登记为“希腊

人”（Ｈｅｌｌｅｎｅｓ）的 居 民 被 免 除 了 奥 波 尔 税（Ｏｂｏｌ
Ｔａｘ），金额仅为一个奥波尔（ｏｂｏｌ），相当于工人一

天的工资。免税的金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许只

是特殊身 份 的 象 征瑒瑤。城 市 公 民 被 授 予 免 税 特 权

可能也是同样的意义。最具经济意义的特权是亚

历山大里亚 城 公 民 能 够 在 城 市 之 外 拥 有 地 产（ｏｉ－
ｋｏｓ），并 且 免 缴 土 地 税。一 些 地 产 被 划 为 小 块 份

地，租给农民耕种。到了王朝末期，甚至罗马统治

初 期，亚 历 山 大 里 亚 城 公 民 的 私 有 地 产 遍 布 埃

及瑒瑥。其他身份的居民未能享有这种恩惠。
司法方面，城市公民作为托勒密王朝治下的一

个特殊群体，有独立的司法地位，只接受登记城市

法律的约束和法庭审判。亚历山大里亚人的司法

身份并不明晰，但是，他们和公民一样，有一些基本

保障。在公元前３世纪中叶的法令中，官方书吏即

同时使用了术语ｐｏｌｉｔｅｓ和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ｕｓ，明文禁止

将城市公民和亚历山大里亚人卖为奴隶瑒瑦。
值得注意的是，军人因其职业优势而获得定居

国家首府或其他希腊城市的机会，与既得利益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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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城市资源。托勒密国王常常授予雇佣军希腊城

市公民权，一些现役军人因此得以在亚历山大里亚

城注册为公民。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军人享有独立

的司法地位。注册为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的现役

军人与其他公民发生冲突，那么案件将移交外邦人

法庭审理。
托勒密王朝治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对公民身

份进行分级，并严格限制公民资格的获得条件，使

之成为封闭群体。分配城市公民权成为国王吸引

移民效忠的一个重要手段，亚历山大里亚男性公民

分层的制度 在 托 勒 密 王 朝 初 期，已 经 确 立 下 来瑒瑧。
全权公民身份受到严格限制，德莫的注册人数可能

也有一定限额，导致一些公民子嗣无法继承全权公

民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民群体，尤其是亚

历山大里亚城的公民代表着托勒密埃及最为传统

的希腊人，他们隔绝于埃及本土，是城市希腊文化

的标签之一，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得 到 了 国 外 的 认 可瑒瑨。
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有资格参加仅

对希腊人开放的泛希腊运动会。

六、结论

从对外战略上来分析，托勒密一世有争夺希腊

世界霸权的野心。从托勒密王朝初期的对内政策

来看，托勒密政府在文化上严重的偏向性，以及利

用授予移民特权和希腊城市（移民定居点）等吸引

和安置希腊军事移民的措施正迎合了其海外攻略

的野心。尽管托勒密一世在国外的军事活动多次

遇到挫折，但其移民政策却稳定地延续了下来，在

托勒密王朝建立起统治之后的一个世纪中，移民源

源不断地涌入埃及。
亚历山大里亚城如 法 罗 斯（Ｐｈａｒｏｓ）的 灯 塔 照

亮移民者奋斗的路线。以它为代表的希腊城市嵌

入埃及，城市公民获得了独立的政治、司法地位，经
济上也享受免税或减税等多种特权，俨然生活在国

中之国，海外移民们基本保持了对君主的忠诚，据

波利比 乌 斯 记 载，托 勒 密 四 世 统 治 时 期（公 元 前

２２１年至公元 前２０４年），流 亡 埃 及 的 斯 巴 达 国 王

克里奥美尼（Ｃｌｅｏｍｅｍｅｓ）囚禁城市总督，在占据优

势的情况下煽动亚历山大里亚城市民反叛，竟无一

人响应瑒瑩。
托勒密一世采取积极的移民政策使埃及在希

腊化王国中长期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他曾惨败

于德 米 特 里 乌 斯（Ｄｅｍｅｔｒｉｕｓ）和 安 提 贡（Ａｎｔｉｇｏ－
ｎｕｓ），折损数万希腊军士，却能够在战事不利的情

况下快速补充士兵，维持一支３０，０００至４０，０００的

陆军，常备１００艘战舰，最终将小亚细亚南部、叙利

亚纳入王 国 势 力 范 围瑓瑠。托 勒 密 国 王 托 勒 密 一 世

的策略为继承者沿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埃

及保持着在地中海东部的强势地位，迫使塞琉古王

国与马其顿结盟以对抗托勒密王朝。不过，外重内

轻的战略也是一把双刃剑，长期的偏向性政策也导

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终于，在托勒密四世统治时

期，内乱爆发，上埃及底比斯地区为“埃及法老”收

复瑓瑡，托勒密政府用了近三十年时间才平息国内的

混乱，再也无力继承托勒密一世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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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与这位征服者 的 回 忆 联 系 起 来 的 荣 耀。因 此，托 勒 密

一世采取了包括夺取亚 历 山 大 遗 体、将 亚 历 山 大 里 亚 城 设

为对亚历山 大 祭 祀 的 中 心、设 立 名 年 祭 司、亲 自 书 写 亚 历

山大传记等 许 多 活 动 来 加 强 自 己 与 亚 历 山 大 的 联 系。公

元前３０４年本是托勒密 一 世 称 王 第 一 年，然 而 其 官 方 纪 年

却追溯至公元前３２３年（即 亚 历 山 大 逝 世 之 年），更 是 直 接

表达了托勒密一世是亚 历 山 大 继 承 者 的 含 义，以 此 确 立 王

权 的合法性。参见：Ｂｉｎｇｅｎ，Ｊ．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Ｅｇｙｐｔ．Ｍｏｎａｒ－
ｃｈ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１８－３０．

瑐瑠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

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９－１２４页。

瑐瑢Ｌｅｗｉｓ，Ｎ．Ｇｒｅｅｋｓ　ｉｎ　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Ｅｇｙｐｔ：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Ｏｘ－

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１６．

瑐瑣托勒密王朝统治下，地方行政区诺姆（ｎｏｍｅ）被 划 为

三级税区。其中，村庄 为 最 基 本 单 元，为 一 级 税 区，根 据 规

模和人口分布，托 勒 密 政 府 再 将 村 庄 被 划 分 入 不 同 区 域，

构成二级税区（ｔａｘ－ｄｉｓｔｒｉｃｔ）。由 托 帕 克（Ｔｏｐａｒｃｈｙ）地 方 官

承包给个体包税人（ｔｅｌｏｎｅｓ）负 责 清 查、征 税。最 新 整 理 的

纸草档案揭示了托勒密 埃 及 基 层 征 税 情 况，如 赫 拉 克 雷 德

斯迈 里 斯 税 区 （Ｈｅｒａｋｌｅｉｄｅｓ　ｍｅｒｉｓ），参 见 Ｐ．Ｔｅｂｔ．ＩＩＩ

７４６．４－５，３８，公 元 前 ２４３ 年；Ｃｌａｒｙｓｓｅ，Ｗ．，ａｎｄ　Ｄ．Ｊ．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Ｅｇｙｐｔ（ｖｏｌ

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１０４，１１４．

瑐瑤Ｐｒéａｕｘ，Ｃ．“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Ｒａｃｅ　ｏｕ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Ｒｏｙ－

ａｌｅ．”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ｄｇｙｐｔｅ　１１ｎｏ．２１（１９３６）：１１１－１３８．

瑐瑥Ｐｅｒｅｍａｎｓ，Ｗ．Ｖｒｅｅｍｄｅｌｉｎｇｅｎ　ｅｎ　Ｅｇｙｐｔｅｎａｒｅｎ　ｉｎ

Ｖｒｏｅｇ－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ｉｓｃｈ　Ｅｇｙｐｔｅ．Ｌｅｕｖｅｎ，１９３７．

瑐瑦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ｏ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Ｌｉｖｅｓ ／ 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ｓ　Ｌｉｖｅｓ．

ｔｒａｎｓ．ｂｙ　Ｐｅｒｒｉｎ，Ｂ．Ｌｏｎｄｏｎ；Ｗ．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１９１４－１９２６，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　２７，４－５．

瑐瑧普莱欧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甚至在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她再次强调希腊文化和埃及文化本身具有封闭

性，认为这种封闭性造 成 了 希 腊 人 和 埃 及 人 之 间 的 差 距 越

来越 大。参 见 Ｃ．Ｐｒéａｕｘ，Ｌｅ　ｍｏｎｄｅ　ｈｅｌｌéｎｉｓｔｉｑｕｅ，Ｌａ

Ｇｒèｃｅ　ｅｔ　ｌＯｒｉ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ｍｏｒｔ　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ｌａ　ｃｏｎｑｕêｔｅ　ｒｏ－

ｍａｉｎｅ　ｄｅ　ｌａ　Ｇｒèｃｅ（３２３－１４６ａｖ．Ｊ．－Ｃ．）．Ｔｏｍ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Ｔｏｍｅ　ｓｅｃｏｎｄ．（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Ｃｌｉｏ．６；－６ｂｉｓ．），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７８，５４５－６８３．

瑐瑨Ｆｒａｓｅｒ，Ｐ．Ｍ．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２，Ｉ，３０５－３０６；Ｇｒｅｅｎ，Ｐ．“Ｔｈｅ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ｙａｌ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Ｅａｒｌｙ　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ｅｅｔ，ｎｏ．１（１９８５）：１５１－１６３．

瑐瑩赫维希·迈勒（Ｈｅｒｗｉｇ　Ｍａｅｈｌｅｒ）认为托勒密一世有

意将亚历山大里亚城打 造 成“一 座 希 腊 城 市、希 腊 文 学、艺

术以及科学的中心”，以此维持其希腊性（Ｇｒｅｅｋｎｅｓｓ），保持

希腊认同（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ｙ），故 而 采 取 了“文 化 隔 离”（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策 略。参 见 Ｍａｅｈｌｅｒ，Ｈ．“Ｔｈｅ　Ｍｏｕｓｅ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　Ｈｉｒｓｔ，Ａｎｔｈｏｎｙ，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ｉｌｋ，ｅｄ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Ｒｅ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１－１４．Ｌｏｎ－
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

瑑瑠Ｐ．Ｈａｌ．１，１　２６０－２６５，公元前２５９年。

瑑瑡目前最 具 影 响 力 的 研 究 是 皮 特·弗 雷 泽（Ｐ．Ｍ．

Ｆｒａｚｅｒ）所著《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 里 亚 城》，该 书 全 面 介

绍了政治、人口、商 贸、宗 教、科 技、哲 学 以 及 文 学 等 情 况。

参 见：Ｆｒａｓｅｒ，Ｐ．Ｍ．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２．

瑑瑤参见Ｐ．Ｈａｍｂ．１６８，不晚于公元前３世纪中叶；Ｐ．

Ｅｌｅｐｈ．３，公 元 前２８５／２８４年；Ｐ．Ｍｉｃｈ．Ｚｅｎ．６６，公 元 前

２４５／２４４年，准亚历山大里亚人的全称是 λεξανδρε τ

πιγον τ νο πω πηγμ νωνε δ μοντ νδε να，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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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尚未在德莫 注 册 的 准 亚 历 山 大 里 亚 人；ＳＢ　２０９７，托 勒

密王朝早期，具体时间不详。详见Ｓｃｈｕｂａｒｔ，Ｗ．“Ａｌｅｘａｎ－
ｄｒｉｎｉｓｃｈｅ　Ｕｒｋｕｎｄｅｎ　ａｕｓ　ｄｅｒ　Ｚｅｉｔ　ｄ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Ａｒｃｈｉｖ

Ｐａｐ．５（１９０９－１９１３）：３５－１３１；Ｅｌ－Ａｂｂａｄｉ，Ｍ．Ａ．Ｈ．“Ｔｈ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ＪＥＡ　４８ （１９６２）：１０６－１２３；

Ｔａｕｂｅｎｓｃｈｌａｇ，Ｒ．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Ｇｒｅｃｏ－Ｒｏｍａｎ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ｙｒｉ　ｆｒｏｍ３３２　Ｂ．Ｃ．－６４０　Ａ．Ｄ．Ｗａｒｓｚａ－
ｗａ，１９５５，５８５．

瑑瑥原文为：［ο μ ］νστρατι ται πογραφ σθωσαντ τε

ν ματα［α τ］νκατ πατρδα κα ξ ν νταγμ των

σιν［κα ］ ν χωσιν πιφορ ·οδ πολταιτο τεπατ

ρα［］［κα το］ δ μου，νδ κα ντιστρατιωτικ ι σιν

［κα τ τ］γματακα τ πιφορο δ λλοιτο ［πατ ρα
］κατπατρδα κα ν ι νγ νει σιν参见Ｐ．Ｈａｍｂ．

ＩＩ　１６８，Ｉ．５－１０，公元前２７５年。

瑑瑦Ｐ．Ｈａｌ．Ｉ，公元前２５９年。

瑑瑧Ｐｏｌｙｂｉｕｓ，１５．２５－３５；Ｒｏｗｌａｎｄｓｏｎ，Ｊ．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　Ｅｇｙｐ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３３－３４．

瑑瑩托勒密王 朝 前 期 的 文 献 中，当 事 人 登 记 的 母 邦（城

市）是判定 其 移 民 身 份 的 一 个 重 要 参 考 依 据。比 如，与 托

勒密埃及关系 紧 密 的 罗 德 岛 即 一 个 典 型 代 表，被 称 为“罗

德岛人”（Ｒｈｏｄｉａｎｓ）的居民一般为外邦人或外邦人后裔，他

们不为城市 的 德 莫 接 纳，但 是 可 在 政 府 机 构 供 职，疑 为 次

等公民，似乎 与 亚 历 山 大 里 亚 城 的 公 民 权 情 况 有 些 相 似。

参见Ｐ．Ｍ．Ｆｒａｓｅｒ，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４７。

瑒瑠公元前３２２／１年，托勒 密 一 世 曾 经 在 附 庸 城 邦 昔 兰

尼（Ｃｙｒｅｎｅ）大规模扩大 公 民 人 数，昔 兰 尼 人 与 异 族 通 婚 的

子嗣以及 异 乡 人 被 纳 入 公 民 群 体。同 时，区 分 于 普 通 公

民，１００００移民被授予 市 民 身 份，称ｐｏｌｉｔｅｕｍａ，获 得 在 政 府

中供职的资格。托勒密 通 过 这 次 政 治 干 涉，安 置 了 大 量 流

亡埃及的人。此后，昔 兰 尼 沦 为 托 勒 密 王 国 的 附 庸。托 勒

密国王打破公民 血 缘 身 份 传 统 的“改 革”或 可 说 是 一 次 实

验，成为埃及 的 希 腊 城 市 公 民 群 体 革 新 的 前 兆，而 亚 历 山

大里亚人的政治地位或许 与 昔 兰 尼 的 市 民 相 近。参 见Ｄｉ－
ｏｄｏｒｕｓ　１８．１９－２１；Ａｕｓｔｉｎ，Ｍ．Ｍ．Ｔｈｅ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ｆｒｏ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６９－７１．

瑒瑡ＯＮｅｉｌ，Ｌ．Ｐｌ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ｏｆ
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Ｅｇｙｐ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ｕｒ　Ａｌｔ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
ｔｅ，Ｂｄ．５５，Ｈ．１（２００６）：１６－２５．

瑒瑢Ｊｏｕｇｕｅｔ，Ｐ．“Ｌａ　ｖｉ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ｅ　ｄａｎｓ　ｌｇｙｐｔｅ　ｒｏ－
ｍａｉｎｅ．”ＢＥＦＡＲ１０４（１９１１）：１１．

瑒瑣Ｔａｕｂｅｎｓｃｈｌａｇ，Ｒ．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Ｇｒｅｃｏ－Ｒｏｍａｎ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ｙｒｉ　ｆｒｏｍ ３３２　Ｂ．Ｃ．－６４０　Ａ．Ｄ．

Ｗａｒｓｚａｗａ，１９５５，５９６－５９７．

瑒瑤Ｃｌａｒｙｓｓｅ　Ｗ．，ａｎｄ　Ｄ．Ｊ．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Ｅｇｙｐｔ （ｖｏｌ　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１３８－１４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Ｄ．Ｊ．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Ｈｅｌｌｅｎｅ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Ｅｇｙｐｔ．”Ｉｎ

Ｍａｌｋｉｎ，Ｉ．ｅｄ．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ｋ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３０１－３２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２００１．

瑒瑥Ｃａｐｐｏｎｉ，Ｌ．“Ｔｈｅ　Ｏｉｋｏｓ　ｏ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Ｉｎ　Ｈａｒｒｉｓ，

Ｗ．Ｖ．ａｎｄ　Ｇ．Ｒｕｆｆｉｎｉ，ｅｄ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ｃｅ，１１５－１２４，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４．

瑒瑦这项法令具体内容为：所有公民（ｐｏｌｉｔｅｓ）不得被卖做

奴隶。男性亚历山大里 亚 城 公 民（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ｕｓ）不 得 被 卖 做

男性公 民（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ｕｓ）的 奴 隶，女 性 亚 历山 大 里 亚 城 公 民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ｓ）也不得被卖做男性公民（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ｕｓ）或女性公民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ｓ）的 奴 隶。原 文 为：

．
参见：Ｐ．Ηａｌ．Ι，２１９，公元前２５９年。

瑒瑧象岛的纸草档案 中 出 现 术 语 亚 历 山 大 里 亚 人，意 味

着这种等级早在托 勒 密 一 世 统 治 时 期 就 已 存 在。参 见Ｐ．

Ｅｌｅｐｈ．３，公元前２８５／２８４年。

瑒瑨公元前２世 纪 下 半 叶，波 利 比 乌 斯（Ｐｏｌｙｂｉｕｓ）曾 经

把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居 民 划 分 为 三 类，一 是 难 以 控 制 的 埃

及人；二是雇佣军，人数众多，但是由于国王软弱而不服 管

束；三是亚历山大里亚 人，尽 管 已 经 不 是 真 正 的 文 明 人 了，

但仍然比另 外 两 个 群 体 高 尚。波 利 比 乌 斯 对 亚 历 山 大 里

亚城的没落感 到 惋 惜，称 亚 历 山 大 里 亚 人“最 初 毕 竟 是 希

腊人，有一般 希 腊 人 具 有 的 传 统”。波 利 比 乌 斯 造 访 亚 历

山大里亚城时，正值埃及内乱，而此时埃及国力衰微，今 非

昔比。参见Ｐｏｌｙｂｉｕｓ，３４．１４．１－５；［美］弗 格 森，《希 腊 帝

国主义》，晏 绍 祥，译，上 海：上 海 三 联 书 店，２００５年，第

９７页。

瑒瑩Ｐｏｌｙｂｉｕｓ，５．３９．

瑓瑠公元前３０６年，托 勒 密 一 世 在 萨 拉 米 斯（Ｓａｌａｍｉｓ　ｏｆ

Ｃｙｐｒｕｓ）战 败，８，０００步 兵 和４０艘 战 舰 被 俘，同 年，托 勒 密

一世共损失１６，０００步 兵 和８００骑 兵，近 半 数 军 队 蒸 发，被

迫放 弃 塞 浦 路 斯 和 叙 利 亚 地 区，参 见：Ｄｉｏｄｏｒｕｓ，２０．４６，

４７，５１；Ｃ．Ｆｉｓｃｈｅｒ－Ｂｏｖｅｔ，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Ｅｇｙｐｔ，５３。

瑓瑡公元前２０６年，埃及人赫温奈菲尔（Ｈｅｒｗｅｎｎｅｆｅｒ）在

底比斯加冕 为 法 老，与 托 勒 密 政 府 分 庭 抗 礼，而 且 其 统 治

合法性得到 了 底 比 斯 祭 司 的 认 可。Ｈｌｂｌ，Ｇ．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Ｅｍｐｉｒｅ．ｔｒａｎｓ．ｂｙ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Ｔｉｎａ．Ｌｏｎ－
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０，１５５．

责任编辑　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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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

徐勇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首期刊发了我校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的长篇论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

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这也是徐勇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在该期刊上发表的第四篇论文。
《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一文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中国农村研究院２０１５年开启的

“深度中国调查”。文章认为，在世界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无数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源远流长、
生生不息的血缘关系，形成从未中断的中国文明进程。“祖赋人权”是中国文明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的血缘

理性，即由祖先赋予同一血缘关系的人的生命、资格和地位，并内生着社会与国家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

关系。这一关系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传统底色与根基。徐勇以“祖赋人权”为论点，以大量田野

调查事实为依据，从中国文明进程中总结、提炼出具有很强原创性的理论，有助于增强我国文化自信，并为

世界贡献中国理论。
近年来，徐勇教授所在中国农村研究院团队在开展深度田野调查基础上，不断推出高水平、原创性成

果。该团队努力“扎根中国大地做调查，对标世界一流做研究”，积极推出一流成果。（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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