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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看展

参观“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观众细心
的话能够发现，在古埃及人们就开始使用化妆品和戴
假发。大展首席策展人颜海英教授表示，古埃及人是最
早开始用化妆品的，但他们并不是为了美。
展品中，有彩绘夫妻像和卡埃姆赫塞特及妻儿彩

绘雕像，从雕像上能看到男主人戴着假发，底下还露出
发际线。雕像上男主人的肤色为红褐色，女主人则肤白
貌美，表明男性在外面劳作，晒黑了，而女性则养尊处
优。古埃及人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好丈夫，就要让你的
妻子吃好穿好，还有足够多的防晒油。
还有眼影，古埃及人男女都用。当地天气炎热，眼睛

容易发炎，所以男女都涂成熊猫眼，并不是为了好看。
古埃及人戴假发也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身份地位

的象征。同样是因为天气热，留短发更卫生，但是如果
要出席宴会，他们就要戴上假发，以表明自己是贵族。
因此，在古埃及，用化妆品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身份

象征。参观古埃及文明大展时，观众们不妨留意这一点。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不少彩绘石
碑，上面刻着古代的象形文字，旁边还有很多图像，文
字和图像一起，构成了石碑上的画面。这用中国人的说
法，就是埃及古代的“书画同源”。
大展首席策展人颜海英教授表示，这些古埃及石

碑上刻的每个字，都像是一幅小图画，也起到了画的作
用，而它的图像，感觉好多元素和字是一样的。这种字，
平常用起来并不方便，他们在莎草纸上，写的是草体
字，石碑上才用这样的字。
而这些石碑，也引发了一个文明交流的故事。

1905 年，清代官员、金石学家端方作为代表团的副团
长到欧美考察，回来的时候，坐船路过埃及，某一天，他
下船到开罗游玩，买了十几块古埃及石碑带回国。
回国后，端方用中国金石学的方法去把玩古埃及

的石碑。他为这些碑做了复制品，然后进行拓印，他把
拓片分送给友人，还在上面题字，堪称“最早的文创周
边”。
后来端方觉得好玩，就开始模仿古埃及的象形文

字，还模仿石碑上的画，甚至用古埃及的风格来画汉砖
上的画像。
由此，端方居然带动了晚清一股埃及风，当时一些

贵族喜欢在砚台上刻埃及字、画埃及人，他们也不知道
是啥意思，就是感觉时尚。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两张很奇
妙的肖像画，其中一张女性人物，不但头戴的花环上涂
满了金，连嘴唇也涂了金。这代表了什么呢？
颜海英教授说，这两张肖像画原本是埃及国家博

物馆自己打算做肖像画展，不愿意出借，上博团队后来
找到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说大展没有肖像画
不行，讲不清古埃及故事的，最后才同意出借。
那么，为什么两张肖像画就能帮助我们讲清古埃

及故事呢？直观地欣赏两张画，刻划了一男一女的面
容，他们的长相，似乎跟古埃及人有明显的不同，特别
是女子脸上，不但花环上涂满了金，连嘴唇上也涂了金。
颜海英教授说，这些肖像画的主人都是贵族，所以

往往在花环上涂金，袍子上有紫边，嘴唇上也涂金，就
是为了彰显贵族的地位高、有身份、多金。
这些肖像画其实是在木乃伊里发现的，它们覆盖

在木乃伊的脸部。按照古埃及传统，木乃伊的人脸部
分，应该套上面具，这次大展上也展出了各式各样的木
乃伊面具。但在罗马统治埃及时期 （公元前 30 年
-641 年），有些木乃伊脸上原来盖面具的地方，出现
了肖像画。画风是希腊罗马的风格，而且人物的长相也
更接近于欧洲人。
颜海英教授解析道，这就体现了罗马统治埃及时

期“双面社会”的特征。这个时候的埃及，有 10 万以
上的外国人，他们中，一部分是商人，做贸易，一部分是
雇佣军，帮埃及人打仗的。这些外国的商人、军人在埃
及都受到优待，他们后来跟埃及当地的上层人通婚，慢
慢就定居下来了。
想不到的是，他们居然也接受了埃及做木乃伊的

习俗，但是肖像画却要做成自己的样子。通过这样的肖
像画，我们能看出，外族人接受了埃及的葬俗，又保持
着自己的艺术风格，是一种奇妙的混搭。

古埃及人最早使用化妆品，
但不是为了美1

两幅特别的肖像画，
人物嘴唇为啥要涂金2

他用中国金石学方法
把玩古埃及石碑3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两件书吏雕
像，其中一件雕像的主人公还有一个八卦故事。
在大展的“法老的国度”板块中，呈现了两件书吏

雕像，一件是盘腿而坐的书吏坐像。那么，什么是书吏呢？
在古埃及，书吏的工作包括撰写法庭文书、整理归

档信件、抄写宗教文本、记录国王功绩等，还参与人口
普查、土地测量、征缴税务、工程营造、采矿远征、商业
贸易、军事活动等重大事务。成为书吏也不容易，要接
受长期的文化教育，要学习各类文书的撰写，也要学习
数学、天文、地理、几何、宗教等在内的各种知识。
大展首席策展人颜海英教授表示，书吏是古埃及

最基层的官员，他们要占星，要知道日月运转，要懂得
税务，要会丈量土地，因为尼罗河每年泛滥，每年要重
新丈量土地，所以书吏的知识比较全面。
另一件方形的书吏雕像就隐含了一个八卦故事。

这位书吏名叫森奈穆特，方碑上，森奈穆特怀抱着小公
主奈芙尔拉，他是小公主的家庭教师。据说，森奈穆特
是第 18王朝女王哈特谢普苏特的情人，他为女王设计
过著名的祭祀神庙。森奈穆特出身下层，但女王把他提
拔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地位特殊，一个人就有两
个墓，雕像就有 20多个，远超一般贵族。
这种方雕是古埃及流行的样式，一般放在神庙里，

前面刻着雕像主人的自传。方雕的上部是森奈穆特的
头像，前面小公主露出了一半头像，显得十分调皮的样
子，也表现出森奈穆特作为小公主家庭教师的身份。
但奇怪的是，女王统治十几年之后，森奈穆特突然

就消失了，民间传说他失宠了。当地人到现在还不喜欢
这位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原因是女王把森奈穆特用完
后就杀了。

大展上书吏的故事
有点八卦4

在“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尊阿
蒙神妻舍普恩威瑞特二世像，来自第 25王朝（公元前
747 年 -前 655 年），讲述了一个关于古埃及王室公
主的故事。
“阿蒙神妻”是阿蒙神最高女祭司的头衔。这个头

衔最早出现于新王国时期，当时的阿蒙祭司集团愈发
强大，国王要往阿蒙神庙渗透，因而设置了阿蒙神妻这
一职位，并任命王室女性担任。
大展首席策展人颜海英教授说，这尊雕像非常美，

很多书会用它做封面，难得我们能借到上海来展出。它
的形态和雕刻非常精美，但雕像主本人的命运则有点悲
催。古埃及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文明，比如兄妹通婚，
著名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两任丈夫都是她的弟
弟。因为古埃及的法老作为神的代言人，必须保持纯净
的血统，因此法老就必须近亲乃至血亲结婚，这一理念，
当时也被世人信奉和认可。古埃及的公主只能嫁给未来
的国王，也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如果有好几个公主的
话，嫁不出去的，就永远不能结婚了。那么，这位公主不
能结婚，但能当上女祭司，也算是不错的命运了。

晨报记者 詹 皓

“封面女郎”讲述了
一个公主的悲催故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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