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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神秘的祭奠和再生仪式入手，广泛涉猎戏剧和史诗，旁征博引了雕塑、壁画、古钱币图案等史
料，独具慧眼地考证了忒弥斯女神等古希腊神话人物的象征意义，揭示了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
该不仅是研究古希腊宗教、艺术、哲学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由于文字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对有
兴趣于古希腊文化乃至人类学的读者，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一书的作者简·艾伦·赫丽生曾被誉为“英国最有才华的女人”，是古
希腊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考古学家。
至今，她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七十多年了，但对当今学术仍有很大影响。
而在我国，介绍赫丽生及其著作的书籍却是凤毛麟角，该书的翻译出版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并弥
补因此而生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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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颂歌的开头部分足以惊醒神话中的那七个沉睡者。
颂歌是在迪克特的宙斯神庙中发现，而且歌中有“克洛诺斯之子”这一称谓，这表明被称为“最伟大
的库罗斯”——最伟大的长大成人的青年人——就是众神和万民的君父宙斯。
这一称呼让我们听起来很不习惯，而且显得很不　　虔敬。
在我们看来，“父亲”、“母亲”、“宝贝”才是神圣的字眼，而一个长大成人的青年人并无神圣的
含义。
除此之外，长大成人的青年人这一称呼与“克洛诺斯之子”——这一称呼表示称呼者的崇敬之情——
很不协调。
以下我们就来分析这两个不协调的称谓为何被用在了同一个地方。
　　这首颂歌被发现时，其开头部分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但是——囿于陈旧僵化的传统思维方式——那个称呼的全部意义起初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识。
众神之父宙斯这一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因此我们自然一开始就会想到，那是年轻的宙
斯——作为圣子的宙斯。
基督教的观念使我们习惯地以为这是作为圣子的神。
但是我们必须马上注意到，库罗斯不是儿子，甚至也不是孩子。
库罗斯在含义上与父母并无联系，它的意思仅仅是刚刚成年的年轻人。
因此第一个字母为大写的库罗斯一词是无法翻译成英语的，只能用曲折的办法把它的意思表达出来。
翻译成“最伟大的年轻人”显得很不自然，令人难受；翻译成“年轻人中的王子”也许管用，但容易
使人产生不相干的联想。
没有什么比一个无法翻译的词更值得我们探究的了，因为透过这种词我们有望发现新的、未知的东西
。
至此，我们知道，库罗斯并不神圣；这样我们就必须弄清库罗斯的神圣性从何而来。
答案可以从推源论的神话中找到，但我们在对此进行讨论之前，还有必要提一下“祈求神助”中的一
个内容，这一内容同样让我们感到吃惊。
　　在颂歌中人们欢呼库罗斯(即年轻的宙斯)带领众半神到他们中间来。
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
除了这首颂歌，我们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宙斯身边有半神伴随。
他总是孤零零地站在一边，与他的崇拜者之间界线分明，他们对他怀着敬畏之情。
只有一个神——狄俄尼索斯的身边有半神的伴随，而狄俄尼索斯只不过是半个奥林波斯神。
我们几乎无法想像没有随从陪伴的狄俄尼索斯是什么样子，他的随从可能是酒神的狂女迈那得斯，也
可能是成群的喝得烂醉的萨梯。
我们把这些半神看成是随从、下等人，就好像是狄俄尼索斯自己的影子。
很自然，狄俄尼索斯的周围应该有随从陪伴：就像上等人、高官总是有随从陪伴一样。
既然如此，如果至高无上的宙斯神——众神和万民的君父身边却没有随从，也没有侍卫，这不是非常
奇怪甚至不成体统吗?这首颂歌就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宙斯在年轻时——当他还是库罗斯时
，他的身边也有随从。
等到他成为君父时，他身边的随从消失了，从此他只好孤零零地独自行动。
如果我们能理解随从(thiasos)一词的意义以及它和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希腊神话是如何
产生的。
　　　　在这个传说中，以下关键情节涉及它说的是婴儿宙斯、狄俄尼索斯、扎格柔斯还是库罗斯：
　　(1)孩子被从他母亲手中抱走，后由一些被称为枯瑞忒斯的人精心抚养。
为了保卫他，他们手持兵器在他四周跳起舞蹈。
　　(2)孩子被藏了起来，又被偷偷抱走，接着一些被称为提坦的人(又被称为脸上涂着石膏的人)撕得
四分五裂。
　　(3)孩子重新出现，即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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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传说认为是脸上涂着石膏的人使他复活；有的传说则说孩子的心脏被放进一个石膏模型里，然后
变成了一个脸上涂着石膏的人。
　　在这些情节当中，只有第一个情节——抚养孩子——出现在颂歌中。
我们不必为此而惊奇。
文学——即使是僧侣文学——往往把一些野蛮内容排除在外，以保持纯洁，因此，死亡和复活的仪式
于是便变成了谜，即便到了公元三世纪这些情节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首颂歌中。
　　在研究希腊宗教时，必须分清仪式中相对永久的因素和神话的不断变化的多元性质，这一点至关
重要。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相同的仪式，其中的因素我们已经进行划分——手持兵器在孩子四周舞蹈，模
拟死亡和再生；但神话传说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同的传说分别涉及扎格柔斯、狄俄尼索斯和宙斯，至
于孩子如何被肢解、如何获得复活，其细节有不同的版本。
要理解这一切的宗教意图，关键是要抓住仪式中的永久因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仪式先于神话出现，很可能两者同时出现：仪式是某种情感的表达，表达一
种在行动中被感觉到的东西；而神话是用词语或者思想来表达的。
神话原先并不是为了说明什么原因而产生，它代表的是另一种表达形式。
促成仪式的情感一旦消失，仪式也就显得没有意义——尽管传统已使其变得神圣，因此要在神话中找
出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被当作神话的起因。
或者年轻人要经历这些模仿死亡和复活的仪式?　　通常的解释是，那个孩子是某种植物精灵或者玉米
婴儿(Corn—baby)，在冬天被撕得支离破碎，到春天获得复活。
我不否认这个神话包含玉米婴儿或者年婴儿(Year-baby)的因素，但以上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没
有解释枯瑞忒斯和用石膏涂脸的提坦神为何出现。
　　在此我愿提出一个更简单——而且我认为也更全面——的解释。
我认为，如果拿这个仪式和原始的部族成人仪式相对比，扎格柔斯的仪式和神话中的每一个因素——
无论表面看来多么荒诞——都可以得到清楚的解释。
　　是那些脸上涂着石膏的人促使我长久以来持这一想法的。
我在别的地方已作了充分的讨论，在此出于论证的需要我仅引用其中很少的部分。
提坦一词无疑源于希腊语词αποματτωv，意即白色黏土、石膏。
这些涂着白色黏土的人(不管其数量有多少)后来在神话中便被神化为提坦巨神。
哈珀克拉提恩在解释希腊语词αποματτωv的时候说，提坦神在撕裂狄俄尼索斯时，脸上涂着
一层石膏，以免别人把他们认出来。
后来，人们在举行成人仪式时也涂上石膏。
由于同一原因，今天许多人在这种场合还是这样做，“因为就该这么做”。
诺努斯也说，提坦神用神秘的石膏把脸涂成白色。
　　在脸上涂上一层白色的颜料是把自己装扮成幽灵或鬼神的一种方法；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人
可以增强自己的个性。
今天，未开化的上著居民在为部落的年轻人举行成人仪式时，脸上还涂上一层白色(有对是黑色)的涂
料，把自己装扮成部落的祖先。
　　如此说来，提坦(脸上涂着石膏的人)就是化装成鬼神的人，化装的目的是要举行成人仪式。
只是到了后来，提坦的原本含义被人们遗忘了，他们便被称为提坦神，即神话中的巨神。
因此，多年前我就明白了：扎格柔斯的神话的背后隐含着某种成人仪式。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视而不见似乎不可思议，但那时我确实没有明白这一神话中的孩子和玩具的意义，
特别是为何孩子先被杀死，然后又获得复活。
　　　　上文说到，奥林匹克竞技会的举行日期并不是固定的，而是轮流在阿波洛尼俄斯月和帕耳忒
尼俄斯月举行，这两个月可能是厄利斯年的第二、第三个月份。
把竞技会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举行，这种安排既奇怪又很不方便。
此外，这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做法。
皮托竞技会的间隔也是50个月和49个月，但是，由于在这八年时间里设置了闰月，因此皮托竞技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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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时间都是在德尔斐年的同一个月份(布卡提俄斯月)。
同样，泛雅典娜节虽然是五年一度，但节期和大祭节是一样的。
竞技会这个全希腊最重大的节日被安排在两个不同的月份举行，这样做虽然很不方便，但一定有其非
常充分的理由。
　　这个理由是文尼格尔在一个更古老的日期固定的节日中找到的，改制后的奥林匹克竞技会也是在
同一个季节举行。
一个叫做“十六女人”的组织每四年都要给赫拉织一件裙子，然后还要举行竞技会，称为处女竞技会
。
竞技会有一项是赛跑，比赛时按照年龄顺序起跑，年纪最轻的先跑，最大的排在最后。
跑道安排在奥林匹克体育场，长度比一般跑道大约少六分之一(也就是500而不是600奥林匹克亚尺)。
获胜者会得到一顶用橄榄枝叶编成的花冠，还能分到一点母牛肉——这本是作为祭牲献给赫拉的。
“人们认为处女竞技会和男子的竞技会一样都是源于古代，说是希波达弥亚为了感谢赫拉让她跟珀罗
普斯结婚而组成了‘十六女子’这个团体，同时还创立了处女竞技会。
”　　帕耳忒尼俄斯月(Parthenios)这个名称非常可能是来自处女竞技会(Parthenia)，而这种竞技会是为
了纪念赫拉·帕耳忒诺斯而举行的——在和宙斯完成了神圣结合后，赫拉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贞操。
处女竞技会也有可能是在新月之日举行，也就是在帕耳忒尼俄斯月的第一天举行。
”此外，如果这个月的名称来自处女竞技会，那么它的举行时间都是在这个月。
因此，处女竞技会的举行周期并没有什么复杂的计算方法，因为它都是在同一个月举行的。
我们很自然地作出这样的推断：处女竞技会是最先出现的，而当男子竞技会被安排在同一季节举行时
，就有必要避开这个更古老、节期固定的节日。
同时，如果宙斯的竞技会(男子竞技会)被允许在前一个月(阿波洛尼俄斯月)的中旬定期举行，那么处
女竞技会显然就不得不居于从属地位。
另一方面，宙斯也不喜欢总是在赫拉的前面。
这种僵持的局面是用一种独特的妥协方法来解决的。
在八年时间里所举行的两次宙斯的竞技会中，有一次比处女竞技会早14天，另一次晚15天。
这样，两次宙斯的竞技会的举行时间分别是阿波洛尼俄斯月的14日或15日和帕耳忒尼俄斯月14日或15
日。
通过这种别具匠心的安排，两个神祗的荣誉都得到了照顾。
这就是我们对奥林匹克节被安排在不同月份举行这一现象的解释。
　　由此可见，处女竞技会可能比改制后的奥林匹克竞技会古老；而且，如果帕耳忒尼俄斯月这个名
称是由处女竞技会而来，那么它一定是每年举行，后来才改成八年一度或四年一度。
这种竞技会把我们带回到古老的月亮年。
像在雅典一样，在这里(奥林匹亚)我们又见到和橄榄树有联系的月亮，她也有自己的祭牲——长角的
母牛，牛肉的一部分成为处女竞技会的优胜者的奖品。
吃了这种牛肉、戴着橄榄花冠，象征着这位获胜的处女就是特别意义上的月亮神。
这样，她就成了这一年的希波达弥亚，和太阳神结成神圣夫妻的百里挑一的新娘。
最初，她并不是赫拉·帕耳忒诺斯的化身，相反，赫拉·帕耳忒诺斯是神化了的月亮少女，处女中的
王后(她们都陪伴在她的左右)；她非常可能去到了帕耳忒尼阿斯河——阿尔甫斯河的支流——汲水，
以便为新婚而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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