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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炼金术是什么？
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可迄今为止，试图对此作出全面而详尽的回答的一切尝试都无法令人满意。
究其原因，乃炼金术孕育于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掩藏在浩瀚的文字资料里：炼金术士们又各有
自己的文化背景、传世秘方和坚定信仰。
然而尽管如此，有一点是肯定的：炼金术在任何时候部是试图点石成金，把某些简单的物质提升到更
高的层次：炼金术不仅是现代化学简单朴素的源头，而且，它还是一门艺术。
确切地说，炼金术致力于全面地把握世界最深层次的内部结构与联系，把握世界的宗教性和哲学意义
。
　　汉斯-魏尔纳·舒特的这本极为详尽又非常专业化的著作，给我们展现了一帧既绚丽多彩又极尽细
腻的炼金术的巨幅画卷。
通过这幅巨卷，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炼金术的历史，更可以感受到炼金术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
魅力。
在人类文化史上，炼金术是最感人的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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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汉斯-魏尔纳·舒特（Hans-Werner Schutt，1937—），德国化学家、化学史学家，柏林理工大学教
授。
曾任德国科学史学会主席，德国国家研究基金会自然科学史、医学史与技术史专业委员会主席。
现任德国化学家学会化学史专业研究委员会主席。
出版学术著作：物理化学，6部；19世纪化学史，3部；炼金术文化史，1部；发表技术史、物理学史、
化学史方面的论文1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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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进入港口，我们就有一种强烈的好像抵达纽约的感觉：纽约人对自己的自由女神像感到自豪，
亚历山大人引以为荣的则是闻名于世的法罗斯灯塔。
另外，亚历山大城的结构布局也与纽约有不少相似之处。
和纽约一样，亚历山大城的建设布局也呈棋盘式。
还有，与纽约一样，亚历山大城也是个多种民族的融合之地，长久以来兼容并蓄。
在这里居住的人，以三个种族为主，即罗马人、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以及希腊移民后裔。
后者在尼罗河畔已经生活了数百年，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希腊，但同样认为自己也是地地道
道的埃及人。
自从亚历大(Alexanders)大帝南征以来，星移斗转，已经过去了20多代，当然也就衍生出了一个埃及希
腊人种混杂的群体。
除了以上三大种族外，这里还有波斯人和叙利亚人的居住区。
波斯人占领过埃及，从那时起，他们同样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有点不同的是犹太人：尽管犹太人居住区曾经举足轻重，在该城五个城区的两个中人数也曾占多数，
但经过公元70年的犹太人起义之后，犹太居民的人数剧减，到这时已经微不足道了。
我们知道，在罗马恺撒(Caesars)大帝与美丽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Kleopatra)统治时期，亚历山大城内
的王宫有一部分毁于大火。
但城内的另外两处建筑群仍使人想象得出希腊托勒密家族统治埃及时(Ptolemaier，公元前306-前31年)
的辉煌：缪斯神庙以及塞拉匹奥神庙的图书馆的藏书多达700 000多卷。
作为希腊与埃及国神塞拉匹奥(Serapeion)的主神庙，塞拉匹奥神庙曾经是举行国家大祭的中心场所。
不过当我们在此漫游的时候，在王宫附近就可以看到缪斯神庙毁坏后所遗留下的残垣断壁。
这些废墟告诉我们，逝者如斯，辉煌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了。
这是罗马帝国境内通货膨胀并随之导致经济全面崩溃的后果。
在戴克里先皇帝(公元284一-305年在位)登基前不久发生的骚乱中，缪斯神庙遭到彻底的破坏。
这座希腊科学的殿堂，这座屹立于世达500年之久的“推动科学研究的机构”就这样毁于一旦。
缪斯神庙的创立者是托勒密一世索特尔(Plolemaios I．Sorer，公元前304-前285年在位)，此人也是塞拉
匹奥神庙的奠基人。
公元3世纪末，这座建筑仍完好无损，它的古希腊文献图书馆里藏有约20万卷文字资料。
对我们来讲，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塞拉匹奥神庙是托勒密王朝的第一位法老试图解决希腊统治埃及时
期的一个重要问题的象征。
这个问题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历史传统的民族如何在同一个国家里共同生活、和谐相处。
这也是亚历山大的所有后继者都要面临的问题。
在所有亚历山大帝国后来的继任者的执政时期，希腊人都居少数，托勒密帝国时期也不例外。
但在所有这些朝代，外交场合和公共管理机构使用的却是希腊语，而且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附属国都
觉得他们同属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
当这些国家中的主导民族也接受了希腊语之后，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希腊语竞不可思议地成了举行本
土祭礼与延续本土传统的支柱，因为在文化混合的神殿中供奉的本土神灵的名字也变成了带有“希腊
主义”味道的希腊神灵。
我们在这里有意使用了“希腊主义”这个概念，而没有说“希腊文化”，原因有两条：一是与古典的
古希腊文化相比，希腊主义超越了单纯的国家区域而带有全球政治的特点；二是希腊主义在很多方面
受到了当时能够接触到的发达文化的影响。
与亚历山大的继承者统治的其他国家一样，埃及的执政者面临的一个最棘手问题是，如何尽最大可能
缓和两种实力相当的文化即埃及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冲突。
早在索特尔执政时，他就全力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因而不知不觉地也为希腊主义的炼金术作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贡献。
这个贡献不仅仅是在他的统治期间建造了上面提到的缪斯神庙，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个梦，一个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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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含义的梦：据说(也许是后来人们为了政治需要而杜撰的)托勒密(Ptolemaios)曾做了一个梦，梦见
冥神普鲁托(Pluton)命令他把供奉自己的神殿从希腊的西诺佩搬到埃及去，因为他——冥神自己——本
来就是从埃及来的。
这样的一个梦，为说明希腊与埃及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埋下了伏笔，传递了希腊与埃及本来就是共同文
化这样一个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神话中的冥神普鲁托摇身一变，变成了带有诸神特点的一个特殊的神灵。
在他身上，既有主神宙斯(Zeus)、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os)和医神阿斯克勒皮奥斯(Asklepios)的特点
，也有埃及繁衍之神奥西里斯(Dsiris)和创世之神普塔(Ptah)的特征。
作为繁衍之神奥西里斯的化身，这位新神享受埃及宗教祭祀中的圣牛礼；作为创世之神普塔的化身，
他成了世界的创造者与革新者。
借着塞拉匹奥神的名字，这位集诸神于一身的新神以人的姿态出现，成为象征着五谷丰登、繁衍生息
的头顶谷钵的神灵，从而变成了埃及帝国的国神。
借着一个名字，集不同神灵的不同特征于一身。
这种现象今天看来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非常正常的。
直到公元392年，所有非基督教祭礼才被彻底禁止。
而在此之前，宗教信仰的融合，即把本来互不相通的宗教观念渗透混合，在希腊主义盛行时期恰恰是
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与此相应，炼金术至少在其初期同样呈现了一种把不同的求索设想、不同的思想范畴以及不同的精神
体系融为一体的趋势。
在这样一种兼容并蓄的趋势之中，可能不会有人觉得托勒密王朝糅合出这么一个神灵，并且为这么一
个可以说是杜撰出来的神建造一座巨大的庙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亵渎神灵的事情了。
对我们这些追寻炼金术起源的人来说，塞拉匹奥神庙就是一块活化石。
它证明了在希腊宗教、哲学与埃及的宗教和神殿艺术之间确实曾经存在着一个相互融合的区域，而且
也只有在这个结合范围内，才有可能产生一种在古典希腊文化中难以想象的混合体：缪斯神庙中所研
究的某些自然哲学与埃及神庙里的手工作坊中所进行的带有宗教意义的手工技术的结合。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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