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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芬克斯与俄狄浦斯王的“智慧”

刘　淳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讨论斯芬克斯 对 俄 狄 浦 斯 形 象 的 影 响，探 讨 索 福 克 里 斯 悲 剧《俄 狄 浦

斯王》中形象塑造的独特之处。在这部悲剧中，主人公俄狄浦斯靠解谜战胜了斯芬克斯，以才智

著名。本文首先分析了剧中俄狄浦斯才智的 本 质，指 出 这 种 才 智 与 斯 芬 克 斯 的 联 系。随 后，本

文分析了其他有关俄狄浦斯传说的古希腊文 本，讨 论 斯 芬 克 斯 在 其 中 的 作 用。由 此 可 见，最 早

关于俄狄浦斯的传说中并没有斯芬克斯；在俄狄浦斯 形 象 的 转 变 过 程 中，斯 芬 克 斯 渐 渐 进 入 这

个故事，并在索福克里斯的悲剧中，成为刻画俄狄浦斯形象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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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狄浦斯（Ｏｅｄｉｐｕｓ）的 故 事，在 荷 马 史

诗以 降 的 西 方 文 学 作 品 中 有 着 众 多 的 表

述。在这 些 各 自 不 同 的 版 本 中，索 福 克 里

斯 （Ｓｏｐｈｏｃｌｅｓ）的 悲 剧 《俄 狄 浦 斯 王

（Ｏｅｄｉｐｕｓ　Ｔｙｒａｎｎｏｓ）》无疑是对现当代读者

影响最大的一部；人们对俄狄浦斯 的 印 象，

很大程 度 上 来 自 索 剧 对 这 一 人 物 的 塑 造。

当代关于 此 剧 的 评 论，较 多 的 关 注 了 俄 狄

浦斯的头脑。道兹（Ｅ．Ｒ．Ｄｏｄｄｓ）认为索福

克里斯的 俄 狄 浦 斯 象 征 着 人 类 的 智 力，不

解开 所 有 的 谜 团 就 不 罢 休；（４８）西 格 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ｇａｌ）说 这 部 剧 中 的 俄 狄 浦 斯 总

结 了 人 类 仅 靠 头 脑 所 能 达 到 的 一 切。
（２０７）在这些话语和论述中，俄狄浦斯逐渐

建立了才 智 超 群 的 形 象，甚 至 成 为 人 类 所

能成就的最高智慧的代表。
本文所 关 心 的 问 题 是，索 福 克 里 斯 塑

造的俄 狄 浦 斯，到 底 拥 有 怎 样 的 智 力？ 在

索福克里斯之前关于俄狄浦斯传说的诸多

文本中，主 人 公 是 否 一 直 以 智 慧 的 形 象 出

现？对于 第 一 个 问 题，笔 者 将 通 过 文 本 细

读，分析 索 福 克 里 斯 对 俄 狄 浦 斯 才 智 的 刻

画和态 度。对 于 第 二 个 问 题，笔 者 将 比 较

现存关于 俄 狄 浦 斯 传 说 的 文 本，考 察 它 们

对俄狄浦 斯 形 象 的 不 同 刻 画；所 比 较 的 文

本限于索福克里斯所处时代之前和略晚的

古希腊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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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索剧中 的 俄 狄 浦 斯 常 有 才 智 之 名，那

么，诗人是如何描述、看待这种才智的？

在与特瑞西阿斯（Ｔｅｉｒｅｓｉａｓ）的冲突中，
俄狄浦斯 自 陈 击 败 斯 芬 克 斯、拯 救 忒 拜 的

功劳，特别强调，自己

γν＇ωμηκυρ＇ησαｓουδａποωνωνμαθ＇ων．
凭头脑取胜，而不靠什么鸟占。（３９８行）①

令俄狄浦斯十分自豪的γν＇ωμη，与希腊

文中的动 词“认 识、认 知”（γιγν＇ωσκω）同 源，
既可以用 来 指 一 个 人 的 判 断 力 和 思 想，也

可以用来 表 示 意 愿 和 观 点；在 索 剧 的 语 境

中，不 妨 理 解 为“才 智”或 者“见 识”。特 瑞

西阿斯离去后，歌队在这段和歌中用σοφóｓ
（５０９行）来形容俄狄浦斯，这个词可以译作

“才智”和“智 慧”，但 它 最 基 本 的 意 思 是 指

精通某种手艺，也可以形容人精明 能 干，有

实用的技巧；在该剧语境中，用来形 容 俄 狄

浦斯解开 斯 芬 克 斯 之 谜 的 本 事，也 非 常 合

适。不过，这 两 个 词 都 偏 重 具 体 情 况 下 能

力的运用，并 不 用 来 概 括 一 个 人 身 上 所 具

备的抽象的品质和能力。
在以上 的 引 文 中，俄 狄 浦 斯 对 自 己 的

这种能力 颇 为 自 豪，此 时 的 歌 队 也 仍 对 忒

拜之王怀有信心，语多赞 美。但 是，从 全 剧

来看，诗人对这种能力却并无褒扬，而 是 通

过剧中 人 物 对 话，反 复 质 疑 着 这 种 能 力。
这种质疑，主 要 是 通 过 俄 狄 浦 斯 与 特 瑞 西

阿斯之间的冲突来展示的。俄狄浦 斯 因 特

瑞西阿斯 不 肯 直 言 而 发 怒，进 而 怀 疑 他 作

为卜者的 能 力，将 特 瑞 西 阿 斯 的 身 体 缺 陷

延伸到能 力 的 缺 憾，称 他 在 占 卜 术 上 也 是

个瞎子（３８９行）。特 瑞 西 阿 斯 则 讥 刺 俄 狄

浦斯双目能视却看不到自身之恶（４１３行）。
在这段对话的用词中，视力与有知、无 知 的

双关特 别 引 人 注 意。在 希 腊 文 中，“看 见”

和“知 道”是 同 源 的 两 个 动 词，常 用 的“知

道”（οι
⌒
δα）一词，就 是“看 到”（ｏρω）一 词 的

完成式。特瑞西阿斯在斥责俄狄浦 斯 不 知

真相时，就 多 次 使 用 了 这 一 动 词 的 不 同 形

式及其衍生词（如３３８行，κατειδεｓ；３６７行，

ｏρν）；歌 队 形 容 宙 斯 和 阿 波 罗 了 然 凡 人 诸

事，也 用 了 同 源 的 字（４９８行，ι
，
δóτεｓ）。而

俄狄浦斯疑心自己曾杀死拉伊俄斯（Ｌａｉｕｓ）
时，也用 了 同 源 动 词 形 容 自 己 无 知 中 做 下

憾事（７４５行，ουκειδ＇ναι）。卜 者 特 瑞 西 阿

斯虽然双目失明，却有着内在的洞 察 力，生

而了然真相（２９９行）；俄狄浦斯虽然贵为城

邦之 王，双 目 健 全，却 缺 乏 内 在 的 洞 悉 力，
连自己到底是谁都一无所知。诗人 反 复 暗

示，俄狄浦斯缺乏真正的洞察力，他 的 才 智

就像目力一样，是凡人的、短 暂 的、有 限 的；
只有当他 放 弃 了 用 来 观 看 俗 世 的 目 力，才

得以如特 瑞 西 阿 斯 一 样，获 得 审 视 真 相 的

洞察 力（１４５５行，οι
⌒
δα）。特 瑞 西 阿 斯 与 俄

狄浦斯的 形 象，生 动 的 展 现 了“看”与“知”
这组词汇的特别意味。

剧中还 用 到 了 一 个 形 容 头 脑 的 词，其

不定式 为φρονειν。这 个 词 的 意 义 颇 广，可

以用来指头脑健全、不疯癫，也可形 容 一 个

人明事理、有道德，对某事有相当的 理 解 和

洞悉力（５６９行）。它 也 出 现 于 俄 狄 浦 斯 与

特瑞西阿斯的对手戏中。俄狄浦斯 形 容 特

瑞西阿斯悉知城中瘟疫的缘故（３０２行），求

他帮忙，特 瑞 西 阿 斯 哀 叹 拥 有 这 种 洞 悉 力

是不幸的（３１６行），都用到了这个词。尽管

有些英译本将３１６行的φρονειν和５０９行形

容俄狄 浦 斯 的σοφóｓ都 译 作“智 慧”（ｗｉｓｅ）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ｎｅｒ：９、１３），两词的含

义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的。相对俄狄 浦 斯 的

才智，φρονειν更是一种抽象的本领，并不是

针对某种特殊情形的。这个词也用 于 克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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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Ｃｒｅｏｎ）和 俄 狄 浦 斯 的 冲 突 中。在５２８
行中，克瑞昂的问话把φρονειν一词与视力

相关联，质 问 怀 疑 自 己 的 人 眼 神 和 心 智 是

否正常。这句话不仅暗示了俄狄浦 斯 后 来

自残双目 的 情 节，也 再 次 质 疑 了 他 引 以 为

傲的头脑。在５８９行中，克瑞昂用这个词形

容一个人有头脑，能做出理智正确 的 判 断。
这里的用法已与汉语中的“智慧”相近。

在索剧中，俄狄 浦 斯 作 为 凡 人 的 才 智，
与神启的 能 力 是 严 格 区 分 的；而 后 一 种 能

力正体现在特瑞西阿斯身上。俄狄 浦 斯 与

特瑞西阿斯能力的对比，正是凡俗 与 神 圣、
凡俗才智与神灵智识的对比。在谈 到 俄 狄

浦斯击败 斯 芬 克 斯 的 功 绩 时，老 祭 司 充 满

溢美之词，却 区 分 了 对 俄 狄 浦 斯 的 尊 敬 和

对诸神的 崇 敬（３１行）。在 老 祭 司 口 中，俄

狄浦斯是凡人中的佼佼者（３３和４６行），但

他战胜斯芬克斯，亦属神助：

λλπροσθ＇ηκηθεου
λ＇γεινομíｓειθημìνｏρθωσαιβíον：
通过神助，你让我们的生活回归正轨—
人们是这样想、这样说的。（３８—３９行）

对老祭 司 来 说，俄 狄 浦 斯 作 为 凡 人 的

高明才智仍不足以获得胜利；没有 神 助，他

不可能 成 功。然 而，谈 到 对 斯 芬 克 斯 的 胜

利，俄狄浦斯骄傲的否定了鸟占，否 定 了 这

次胜利中 的 任 何 其 他 因 素；他 把 胜 利 仅 仅

归功于自己的头脑（参见前文所引３９８行），
以城邦唯 一 的 拯 救 者 自 居，并 没 有 任 何 承

认神助的意思。特瑞西阿斯并没有 否 定 俄

狄浦斯独力战胜怪兽的事实，只是 指 出，他

引以为豪 的 能 力 才 智，虽 然 一 时 为 他 赢 得

王国和声 誉，最 终 却 会 带 来 毁 灭 性 的 的 结

果（４４２行）。斯 芬 克 斯 从 何 而 来？ 她 为 什

么恰好在 这 个 时 候 出 现 在 忒 拜，从 而 使 俄

狄浦斯的命运轨迹与忒拜王室相 联？斯 芬

克斯的出现是否是神的安排？俄狄 浦 斯 战

胜斯芬 克 斯，是 否 有 诸 神 的 助 力？ 诗 人 并

没有给 出 正 面 的 解 释；然 而，剧 中 人 和 观

众，都将 对 这 些 问 题 扣 问 不 休。如 果 俄 狄

浦斯在 获 知 真 相 后 回 顾 自 己 当 年 的 作 为，

一定会对斯芬克斯这命运链条上的关键一

环深深叹 息，从 而 对 命 运 的 安 排 和 诸 神 的

威严产生 更 深 的 敬 畏；也 一 定 会 对 自 己 一

度引以为豪的头脑有了更多的理解。

综观全 剧，俄 狄 浦 斯 展 示 的 更 是 凡 人

层面 的 才 智，他 为 了 探 究 真 相，孜 孜 不 倦，

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任何一个信 息，有 如

一个干劲 十 足 的 警 员，严 格 寻 找 线 索 和 证

据。然而，特 瑞 西 阿 斯 早 已 将 真 相 和 盘 托

出（４４７—６２行），精明能干的俄狄浦斯却对

神示的 真 相 视 而 不 见。① 人 人 都 说 俄 狄 浦

斯生来最擅长解谜（４４０行），他却没能及时

通过逻辑分析和推理解开关于自己人生的

谜题。综 上 所 述，索 剧 对 俄 狄 浦 斯 才 智 的

刻画，通过精心的遣词和生动的意 象，彰 显

了凡人才智的局限和神意的强大。

二

在索氏 的 悲 剧 中，俄 狄 浦 斯 解 开 了 斯

芬克斯的 谜 题，这 一 行 为 令 他 成 为 忒 拜 城

令人崇敬 的 王；也 使 得 他 得 以 迎 娶 忒 拜 的

王后，从而实现了关于他命运的可 怕 预 言。

斯芬克斯 及 其 谜 语，出 现 在 俄 狄 浦 斯 生 命

的十字路 口，不 仅 是 全 剧 情 节 上 的 一 大 关

卡，也 大 大 影 响 了 俄 狄 浦 斯 形 象 的 塑 造。

索福克里 斯 笔 下 俄 狄 浦 斯 的 形 象，是 和 解

开谜语、击 败 怪 物 斯 芬 克 斯 紧 密 相 关 的。

遭遇怪兽、解开谜题、成为主人公最 重 要 的

事迹，在索剧中，忒拜城的民众对此 念 念 不

忘（５０７—１０行），俄狄浦斯也颇以此为骄傲

（４４１行）。可 以 说，没 有 斯 芬 克 斯 及 其 谜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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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特 瑞 西 阿 斯 说 这 些 话 的 时 候 俄 狄
浦斯已经离开舞台，所以并没有听到这番话。



语，就 没 有 俄 狄 浦 斯 为 大 众 熟 知 的 形 象。
但是，在 现 存 的 有 关 俄 狄 浦 斯 传 说 的 文 本

中，一直 都 有 怪 物 斯 芬 克 斯 吗？ 斯 芬 克 斯

出现在俄 狄 浦 斯 的 故 事 中 后，一 直 都 是 出

谜题的 怪 兽 吗？ 是 否 存 在 一 个 更 早、不 同

的斯芬克斯形象？

现有最 早 关 于 俄 狄 浦 斯 的 文 本 中，并

没有斯芬克斯。荷马关于俄狄浦斯 的 叙 述

的篇幅不多，只提到了主人公的勇 武，没 有

描绘他的 头 脑 智 力，更 没 有 提 到 长 翅 膀 的

怪兽。《伊利亚特》（Ｉｌｉａｄ）卷二十三提到了

俄狄浦斯在忒拜的坟墓：

ｏ＇ｓποτεΘ＇ηβαｓδη槇λθεδεδουπóτοｓΟιδιπóδαο
ｓτφον．．．
（他）曾来到忒拜，到已逝的俄狄浦斯

墓前，…… （２３卷６７９—８０行）
从这两行简短 的 描 述 中，我 们 了 解 到，

《伊利亚特》中提到的俄狄浦斯并未像索福

克里斯悲剧中所描述的那样，自刺 双 目、自

我 流 放，死 后 葬 在 雅 典 郊 外 的 克 罗 诺 斯

（Ｃｏｌｏｎｕｓ，参见索福克 里 斯 悲 剧《俄 狄 浦 斯

在克罗 诺 斯》（Ｏｅｄｉｐｕｓ　ａｔ　Ｃｏｌｏｎｕｓ），而 是

被葬在忒拜城。６７９行的动词δουπ＇ω（文中

是动 词 的 完 成 时 分 词 夺 格）很 值 得 注 意。
这个词本指“发出巨声”，在荷马中，多用来

形容尸体 倒 下 的 沉 重 声 音，并 以 此 区 别 武

器碰撞的金属声。（Ｌｉｄ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４４７）
倒地的尸 体 和 碰 撞 的 武 器，都 令 人 想 到 战

场。《伊利 亚 特》中，这 一 动 词 多 处 用 于 与

战场、战 斗 相 关 的 语 境。尚 特 莱 纳（Ｃｈａｎ－
ｔｒａｉｎｅ）的 词 典 中 例 举 了《伊 利 亚 特》卷 四

５０４行 的 用 法，认 为δουπ＇ω一 词 意 指 一 个

武装的展 示 跌 落 时 的 撞 击 声，而 在 这 部 史

诗卷十三４２６行，该词是一 个 程 式 用 语，描

述了战 斗 中 一 个 英 雄 之 死。（Ｃｈａｎｔｒａｉｎｅ：

２９５）所以，我们虽然可以把卷二十三６７９行

的动 词 仅 仅 理 解 为“死 去”；（Ｃｕｎｌｉｆｆｅ：９９）
但如果联系这一动词在《伊利亚特》其他场

合的用法，此处该动词的使用，似表 明 俄 狄

浦斯之死的特 定 场 合—战 场。这 一 含 义 可

能是微弱的，却值得我们注意。
《奥德赛》（Ｏｄｙｓｓｅｙ）卷十一中则有一段

关于俄狄浦斯生平的简短叙述：

μητ＇ρατΟιδιπóδαο＇δον，

καλ`ηνΕπικστην，

η`μ＇γα＇ργονε＇ρεξενɑιδρεíησινóοιο

γημαμ＇νηω

槇υ槇ι：δδο`νπατ＇ρξεναρíξαｓ

γημεν：ɑ＇φαρδɑνáπυσταθεοì

θ＇σανɑνθρ＇ωποισιν．
ɑλλｏμ＇ννΘ＇ηβηπολυηρáτωɑ

＇λγεαπáσχων

Καδμεíωνη＇νασσεθεωνｏλοáｓδιáβουλáｓ：
ηδε＇βηεｓΑíδαοπυλáρταοκρατεροο，

ɑψαμ＇νηβρóχοναπùνɑφυψηλοομελáθρου，

ω

槇ɑ＇χεσχομ＇νη：τω～


槇δɑ＇λγεακáλλιπｏπíσσω

πολλáμáλ，ｏ＇σσατεμητρòｓ
Ερινεｓκτελ＇ουσιν．
我见到俄 狄 浦 斯 的 母 亲，美 丽 的 埃 皮 卡 斯

特（Ｅｐｉｋａｓｔｅ），

她嫁给自己的儿子时，并不知道

自己做下了骇人的事情。俄狄浦斯 杀 死 了

自己的父亲

又迎娶了她，但诸神很快将此事公之于众。

他忍受着哀痛，继续在深爱的忒拜为王，

统治卡德 摩 斯 的 子 民：这 都 是 诸 神 的 残 酷

意旨；

而 她 则 饱 受 痛 苦，从 高 高 的 房 梁 上 紧 悬

绳套，

步入强大守门人哈德斯的界域：

却从此给他留下许多苦难，

那都是 母 亲 的 复 仇 女 神 们 所 带 来 的 哀 苦。
（１１卷２７１—８０行）

可见，在《奥德赛》的叙 述 中，也 没 有 俄

狄浦斯自残双目的情节，却明确指 出，俄 狄

浦斯在发 现 自 己 杀 父 娶 母 后，并 没 有 自 我

流放，而是继续在忒拜为王。第２７３行的动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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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ξεναρｓω（文中是动词的分词过去式）也是

一 个 关 键 词。ξεναρｓω可 以 泛 指“杀 死”，
（Ｃｕｎｌｉｆｆｅ：１３６）但在荷马史诗其他语境中，
常用来表 示 在 战 斗 中 杀 死 敌 人 后，剥 取 敌

人身 上 的 武 器 作 为 利 物。（Ｌｉｄ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５９０）在《伊 利 亚 特》卷 六３０行 中，这

个动词特别描述了在战场上用长矛杀死敌

人的动作。同上文所讨论的动词δουπ＇ω类

似，这里ξεναρｓω的 出 现 和 使 用，也 暗 示 了

俄狄浦斯搏杀战场的功业。从荷马 史 诗 的

描绘中，我们看到作为勇士的俄狄 浦 斯，却

并不了解 他 的 头 脑 和 智 力；史 诗 也 并 未 提

及斯芬克斯。那么，斯芬克 斯 是 什 么 时 候、
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俄狄浦斯的故事呢？

从图像 资 料 上 看，古 代 希 腊 最 早 的 斯

芬克斯 形 象，多 出 现 在 装 饰 性 图 案 中。在

克 里 特 文 明 的 中 期 迈 诺 安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ｉｎｏａｎ）时代，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斯芬克斯

形象 的 装 饰 浮 雕（ｒｅｌｉｅｆ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这 时

的 斯 芬 克 斯 并 没 有 翅 膀。（Ｉｍｍｅｒｗａｈｒ：

３５、３７）有 人 认 为 这 一 形 象 源 自 埃 及，是 克

里特文明受埃及影响的例证之一。迈 锡 尼

时代已有 带 翅 膀、生 女 人 头 的 斯 芬 克 斯 形

象，它 出 现 在 壁 画 上，（Ｉｍｍｅｒｗａｈｒ：１３３、

１３７—３８）也 见 于 棺 木 与 墓 穴（关 于 斯 芬 克

斯与死亡的联系，参见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６９、１７１）。
在文本材料中，赫西 俄 德（Ｈｅｓｉｏｄ）《神

谱》（Ｔｈｅｏｇｏｎｙ）３２６行，提 到 凶 残 的 女 神 厄

客德娜（Ｅｃｈｉｄｎａ）与 自 己 的 儿 子 厄 尔 托 斯

（Ｏｒｔｈｏｓ）结合，生下了芬克斯（Ｐｈｉｘ）和涅墨

亚的狮子（Ｎｅｍｅａｎ　ｌｉｏｎ）。有学 者 认 为，这

个芬克斯 就 是 后 来 的 斯 芬 克 斯，芬 克 斯 之

名则可能 来 自 忒 拜 城 附 近 的 山 名，这 个 名

字，暗 示 了 怪 兽 芬 克 斯 与 忒 拜 城 的 关 联。
（ｄｅ　Ｋｏｃｋ：１０）赫西俄德也说芬克斯毁灭了

卡德摩斯（Ｃａｄｍｕｓ）的 后 裔（３２６行），如 果

我们 相 信 这 里 的 芬 克 斯 就 是 斯 芬 克 斯 的

话，她在《神 谱》中 已 经 与 忒 拜 人 联 系 在 一

起。值得 注 意 的 是，《神 谱》在 提 到 芬 克 斯

的时候，还一并列举了许多其他怪 兽；而 这

些怪 兽 都 是 神 话 传 统 中 被 英 雄 搏 杀 的 对

象。赫拉克 勒 斯（Ｈｅｒａｃｌｅｓ）和 伊 俄 拉 俄 斯

（Ｉｏｌａｕｓ）杀 死 了 勒 尔 纳 水 蛇 许 德 拉（Ｈｙｄｒａ
ｏｆ　Ｌｅｒｎａ，３１３—１７行）；佩加索斯（Ｐｅｇａｓｕｓ）
和柏 勒 洛 丰（Ｂｅｌｌｅｒｏｐｈｏｎ）杀 死 了 客 迈 拉

（Ｃｈｉｍａｅｒａ，３１９—２５行）；赫 拉 克 勒 斯 还 杀

死了涅 墨 亚 的 狮 子（３２７—３２行）。这 几 段

文字描述的，都是诸位英雄的勇力 武 功，并

未提及他们的心智脑力。赫西俄德 笔 下 的

的芬克斯，亦尚未同谜语有任何关联。
史诗集 群 中《俄 狄 浦 纪》（Ｏｅｄｉｐｏｄｅｉａ，

约公元前６世纪）的两个残篇之一提到了斯

芬克斯，从现有残篇中，我们无法确 定 这 个

斯芬克 斯 是 否 设 了 谜 语。不 过，俄 狄 浦 斯

既然是这 部 史 诗 的 主 人 公，诗 中 就 应 该 有

对他勇 力 武 功 的 描 述。史 诗 的 主 人 公，必

须是善战 的 勇 士，却 不 一 定 需 要 有 超 人 的

智力。在《奥 德 赛》中，即 使 是 像 奥 德 修 斯

这样以智 谋 闻 名 的 英 雄，也 首 先 是 一 位 勇

士。所以，在《俄狄浦纪》中，斯芬克 斯 很 可

能也是一 个 被 武 力 击 败 的 怪 兽；即 使 有 解

谜情节，斯 芬 克 斯 应 该 也 还 没 有 成 为 索 福

克里斯笔下编织谜语的怪兽。
欧里 庇 得 斯（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的《腓 尼 基 妇

女》（Ｐｈｏｅｎｉｓｓａｅ）上 演 于 公 元 前４０９年，其

中有较多未见于其他现有文本的 细 节。俄

狄浦斯杀 死 拉 伊 俄 斯 后，夺 取 了 他 的 车 驾

并将其送给自己的养父波吕波斯（Ｐｏｌｙｂｕｓ）
（４４—４５行）。杀死对手，夺取利物，是战场

上勇士争斗的惯例做法。欧里庇得 斯 提 供

的这一细节，也颇符合对勇士形象 的 勾 勒。
在这部作 品 中，欧 里 庇 得 斯 提 到 了 会 用 脚

爪攫取忒拜人（８０８—０９行）的斯芬克斯，然

而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猛兽。诗人 把 她 描

绘成 一 个 带 翅 膀 的 少 女（８０６行），还 特 别

提到，斯芬克斯用她不和谐的歌声，为 害 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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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人（８０６－０７行）。这 歌 声 所 指，应 该 就 是

她的谜语。
公元前２世纪的阿波 罗 多 洛 斯（Ａｐｏｌ－

ｌｏｄｏｒｕｓ），在作品中描述了俄狄浦斯破解斯

芬克斯谜语，但叙述简单，直陈事件：“听 完

之 后，俄 狄 浦 斯 揭 开 了 （谜 语 ）。”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　３．５．８，“Οδíπουｓδ`ɑκοúσαｓ
ε＇λυσεν”）这 里 并 没 有 对 俄 狄 浦 斯 智 力 的 渲

染和评 论。而 在 之 前 的 叙 述，阿 波 罗 多 洛

斯则明确 谈 到 了 俄 狄 浦 斯 的 勇 力，说 他 成

年之 后，力 量 超 人。（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　３．５．７ ，
“διαφ＇ρωντωνηλíκωνρ＇ωμη”）由 此 看 来，阿

波罗多洛斯的故事虽然涉及斯芬克斯和解

谜的情节，得 到 特 别 强 调 的 却 不 是 俄 狄 浦

斯的智力，而是他的勇力。
根据古代评者的记述，彼奥 提 亚（Ｂｏｅ－

ｏｔｉａｎ）女抒情诗人科林娜（Ｋｏｒｉｎｎａ）也提到

过俄狄浦斯杀死斯芬克斯：

ɑνελενδ`αｕτòνοｕμòνοντ`ηνΣφíγγαɑλλà
καìτ`ηνΤευμησíανɑλ＇ωπεκα，

＇ωｓΚóριννα．（Ｐａｇｅ：３４０）
据科林娜 说，俄 狄 浦 斯 不 仅 杀 死 了 斯 芬 克

斯，还杀死了透墨索斯恶狐。
科林 娜 生 平 时 间，学 界 尚 无 定 论。有

些古代作 品 认 为 她 是 品 达（Ｐｉｎｄａｒ）同 时 代

的人，但 此 说 并 无 确 凿 实 证。最 早 提 到 科

林娜的作品出现在公元前１世纪，科林娜生

活年代 应 不 晚 于 此。（Ｓｎｙｄｅｒ：４１—４４）这

里，斯芬克斯是俄狄浦斯杀死的怪 兽 之 一，
除此 之 外，他 还 杀 死 了 透 墨 索 斯 恶 狐

（Ｔｅｕｍｅｓｓｉａｎ　ｆｏｘ）。科 林 娜 诗 歌 多 以 本 地

神话传说 作 为 主 题，这 里 提 到 俄 狄 浦 斯 杀

死斯芬克斯和恶狐，是英雄杀怪的 主 题，在

很多其他英雄的故事中都存在。这 里 的 斯

芬克斯，与 上 文 提 到 的 史 诗《俄 狄 浦 纪》中

的斯芬克 斯 一 样，很 可 能 都 是 被 英 雄 击 败

的怪兽；斯芬克斯给俄狄浦斯带来 的 挑 战，
都只是体力上的，而非智识上的。

对俄狄 浦 斯 智 力 的 强 调 和 正 面 提 法，
第一次出 现 在 品 达（Ｐｉｎｄａｒ）的 作 品 里。品

达的生活年代约在公元前６世纪末至５世

纪上 半 期，他 用σοφíα一 词 来 形 容 俄 狄 浦

斯：“看 那 俄 狄 浦 斯 的 智 巧。”（“γνωθινｕν
τàν Οιδιπóδα σοφíαν”， 《皮 同 颂 诗 》
（［Ｐｙｔｈｉａｎ　Ｏｄｅｓ］４．２６３）评 注 者 伯 顿（Ｒ．
Ｗ．Ｂ．Ｂｕｒｔｏｎ）认为这句话里提 到 的σοφíα，
正 是 指 令 俄 狄 浦 斯 闻 名 的 解 谜 技 巧；
（１６８—６９）英译者维里蒂（Ａｎｔｈｏｎｙ　Ｖｅｒｉｔｙ）
也认为这 里 提 到σοφíα是 因 为 他 有 解 开 斯

芬克斯之谜的智力。（Ｐｉｎｄａｒ，２００７：１６１）但

在这里，品 达 没 有 明 确 的 指 出 斯 芬 克 斯 及

其谜题。
然而，在 索 福 克 里 斯 的《俄 狄 浦 斯 王》

中，才智和头脑是俄狄浦斯最突出 的 特 点，
而斯芬克斯不仅有翅膀（５０８行），还编织谜

语（２９３和３９１行）。更重要的是，剧中俄狄

浦斯的智力明确地与解谜相关。祭 司 称 俄

狄浦斯为“第 一 人”（３３行）、“最 强 者”（４０
行）和“最 优 秀 的 凡 人”（４６行）。祭 司 对 俄

狄浦斯做出这样高的评价，最主要 的 缘 故，
是他在上 一 次 忒 拜 城 危 机 中 的 作 为，即 解

除了斯芬克斯对忒拜城的困扰：

ｏ＇ｓγξ＇λυσαｓɑ＇στυΚαδμειονμολ`ων
σκληρｓɑοιδουδασμòνο`νπαρεíχομεν．
那时你来到卡德摩斯的城，免除了

我们 一 直 献 给 那 残 忍 歌 女 的 贡 赋。（３５—

３６行）
歌队也 明 确 地 表 示，因 为 俄 狄 浦 斯 击

败了斯芬克斯，所以是有才智（σοφóｓ）的：

φανεργρπαυτω～

槇，

πτερóεσση槇λθεκóρα
ποτ＇，καìσοφòｓω＇φθη
βασáνω


θɑδ＇υπολιｓ．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当初那长翅膀的少女

冲他而去，
而他的才智为人所见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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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 了 试 炼，成 为 人 民 的 福 祉。（５０７—１０
行）

如上所 述，解 开 谜 题 成 为 刻 画 俄 狄 浦

斯的关键情节，因为解谜，俄狄浦斯 以 智 慧

著称，因 头 脑 闻 名。在 很 多 关 于 英 雄 杀 死

怪兽的传说中，英雄杀怪，靠的是一 身 勇 力

和刀剑弓矢长矛等利器。而索福克 里 斯 悲

剧中特别强调，俄狄浦斯击败斯芬 克 斯，凭

的是头 脑，而 不 是 打 斗。与 其 他 关 于 俄 狄

浦斯故事 的 文 本 相 比，索 福 克 里 斯 此 剧 中

弱化了他 武 力 的 方 面，代 之 以 一 个 彻 底 文

明的城邦之王的形象：他是城邦的 王，却 不

是山林中 搏 杀 猛 兽 的 英 雄；他 以 自 己 的 脑

力为骄傲，却并未鼓吹武力。

三

从以上的文本 梳 理 中，我 们 可 以 看 到，
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在早期并非我们现在所

熟知的 样 子。在 最 早 的 文 本 中，俄 狄 浦 斯

王的传说 中 并 没 有 斯 芬 克 斯，俄 狄 浦 斯 更

多以一个厮杀战场的勇士形象出 现。当 斯

芬克斯最 初 和 忒 拜 王 室 相 联 系 的 时 候，似

乎也只是 一 个 需 要 武 力 征 服 的 怪 兽；斯 芬

克斯狮身人面的形象似乎本身就是一个例

证，兽身 所 代 表 的 勇 力 似 乎 与 她 在 索 剧 中

挑战智识 的 形 象 格 格 不 入，只 有 强 调 武 力

怪兽 的 文 本 才 会 需 要 这 样 的 凶 猛 的 兽 身

（ｄｅ　Ｋｏｃｋ：１０、１１）。在后来的作品中，斯芬

克斯的女 性 特 征 更 加 明 显，数 次 被 描 绘 为

少女，形象更加性感，而她勇猛凶残 的 方 面

则被弱 化。从 现 有 文 本 来 看，设 谜 和 解 谜

的情节最早出现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文本中。
斯芬克斯在俄狄浦斯故 事 中 作 用 的 演

化，与主 人 公 俄 狄 浦 斯 的 形 象 刻 画 有 很 大

关系。俄狄浦斯 是 一 位“英 雄”（η＇ρωｓ）。希

腊文中的η＇ρωｓ一词涵义较复杂，在史诗中，
此词首先有勇士、武士之意，被这样 指 称 的

人物，首先需要勇猛善战，所以此词 的 使 用

场合，多见于战场。在《伊利亚特》中，η＇ρωｓ
一词多被 用 来 形 容 战 场 上 的 勇 士（参 见２．
７０８，２．８４４，３．３７７，５．３２７，６．３５，８．２６８，１０．
１５４，１３．５７５，２１．１６３）。另 一 方 面，η＇ρωｓ也

是出身和社会身份的标志。即使是 在 有 着

诸多战 争 场 景 的《伊 利 亚 特》中，这 个 词 也

被用于战 场 和 战 事 之 外，作 为 对 某 一 贵 族

成员的直接指称（参见１０．４１６，１１．８１９，１１．
８３８，１３．７８８）。在《奥德赛》中，该词经常用

来指 称 在 集 会 中 发 言 的 贵 族（参 见《奥 德

赛》２．１５，２．１５７，４．６１７，７．１５５，１１．３４２），也
可用来指代身份更为煊赫的国王（参见《奥

德赛》７．３０３，１４．３１７，１５．１１７）。从 荷 马 史

诗中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到，史诗英 雄 需 有

较高的出身（有时甚至有部分神的血统），①

往往在以他为主人公的叙述中经历某种考

验，并因此展示其超凡的本领，赢得 不 朽 的

声名。值 得 注 意 的 是，这 种 超 凡 的 本 领 往

往是武力 上 的，史 诗 英 雄 首 先 要 做 一 名 勇

士，却不 一 定 需 要 有 超 凡 的 智 力。刻 画 这

样一位英 雄，需 要 凶 猛 的 怪 兽 来 考 验 其 武

力，却不 需 要 智 识 的 检 测。这 解 释 了 为 什

么当 斯 芬 克 斯 最 初 进 入 俄 狄 浦 斯 的 传 说

时，以猛兽的形象出现，是诸多英雄 杀 怪 故

事的一种，并没有涉及谜语。

然而，在史诗传 统 之 外，渐 渐 出 现 了 对

俄狄浦斯 形 象 别 样 的 刻 画，品 达 的 作 品 即

是一个 例 子。到 了 悲 剧 时 代，公 民 社 会 对

城邦之王的智识而非武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索福克里斯所塑造的俄狄浦斯，是 一 个

倚重智识和推理的形象，对主人公 的 考 验，

不再是武力的，而是头脑 的。于 是，兽 身 的

斯芬克斯，此时不再挑战主人公的 武 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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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芬利（Ｆｉｎｌｅｙ）指 出，在《奥 德 赛》中η＇ρωｓ一 词 不
止用于指代贵 族 阶 层，有 时 候 也 用 来 指 所 有 自 由 人（《奥
德赛》１．２７２）。我 在 此 处 的 讨 论 中 没 有 谈 及 这 个 例 外。
参见Ｆｉｎｌｅｙ，１９５４，ｐ．２０。



是靠谜题来挑战对方的脑力。不同 于 神 话

传说和传 统 史 诗 中 勇 士 杀 怪 的 故 事，俄 狄

浦斯靠解 谜 击 败 了 斯 芬 克 斯，这 是 一 个 文

明的举动，依靠这一举动，文明的社 会 战 胜

了半兽 的 怪 物，并 将 她 所 代 表 的“原 始”的

力量阻挡在外。（Ｓｅｇａｌ：２３２）在解开斯芬克

斯的谜语 之 后，俄 狄 浦 斯 仍 不 休 止 的 探 索

生命中的 其 他 谜 题，展 示 了 一 种 基 于 逻 辑

推理和理 性 思 考 的 思 维 方 式；在 故 事 中 担

当设谜者 的 斯 芬 克 斯，也 逐 渐 与 俄 狄 浦 斯

的才智 紧 密 关 联。难 怪 有 学 者 认 为，正 因

为斯芬克 斯 的 相 关 情 节，使 得 俄 狄 浦 斯 成

了众人皆知的智者。
值得注 意 的 是，对 俄 狄 浦 斯 不 同 形 象

的刻画，并非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很 难 说

是解谜的俄狄浦斯逐步代替了武力杀怪的

俄狄浦斯。俄狄浦斯的武士形象最 早 见 于

荷马史诗 和 史 诗 集 群，但 也 出 现 在 悲 剧 时

代之后的 作 品 中，如 前 文 提 到 的 阿 波 罗 多

洛斯和科林娜。这一形象的重要性 和 影 响

力也许减 弱 了，但 并 没 有 在 俄 狄 浦 斯 的 解

谜形象出现后完全消失。杀怪的俄 狄 浦 斯

和解谜的俄狄浦斯，作为两个不同 的 主 题，
被不同的作者和作品采用。

综上所 述，斯 芬 克 斯 形 象 的 发 展 和 俄

狄浦斯形 象 的 变 化 有 着 相 当 的 联 系，但 并

不一定 是 一 一 对 应 的。从 现 存 的 作 品 中，
我们不能确知斯芬克斯的形象是在什么时

候和设谜、解谜相联系的；我们只知 道 在 索

福克里 斯 创 作《俄 狄 浦 斯 王》的 时 候，设 谜

的斯 芬 克 斯 似 乎 已 是 一 个 广 为 人 知 的 形

象，而智破斯芬克斯的谜题，也成了 俄 狄 浦

斯“智慧”声名的主要根据。斯芬克斯从需

要以武力 击 败 的 怪 兽，变 成 了 靠 智 力 战 胜

的怪兽；而设谜和解谜的主题，在俄 狄 浦 斯

的故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索福克 里 斯 对

俄狄浦斯 破 解 斯 芬 克 斯 之 谜 的 刻 画，可 能

是诗人的 原 创，也 可 能 是 索 福 克 里 斯 对 一

个不同传统创造性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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