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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心理層面分析希臘悲劇

伊底帕斯王之意涵

一 、前

從悲劇中 ,我們最能感受到希臘民族的卓越 。希臘人先天異稟在悲劇中發

揮得最為淋漓盡致 ,悲劇將他們心靈中最深邃的東西展露出來 ,甚至是他們所

未知的深層 ,也會受悲劇的感動而被啟蒙 、喚醒 。

痛苦產生.ln悅 一 所有曾經體會過這種矛盾的人 ,都能見證這項人的本能

所作的轉化過程 。亞里斯多德稱悲劇是 「憐憫和敬畏 ,以及一種情感因此得到

洗滌和淨化的感受」 。黑格爾則以為悲劇是 「化不和諧為和諧」 ,這種說法意

味著悲fll把生命短暫的不和諧溶入永恒的和諧裡 。憐憫 、敬畏 、和諧 、提昇 ,

這就是構成悲劇
.ln悅 的因素

l。
希臘人的目的在藉悲劇挑戰自己 、轉化痛苦和

死亡 ,以至體驗一個比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更深睿 、更真實的境界 。

索弗克里斯 (S°phUcles)的名作 一 伊底帕斯王即是希臘悲劇中的佳作 。

在索弗克里斯所處時代的雅典 ,達到權勢和榮華的高峰 ,但此時的雅典亦有若

干腐化的跡象 。如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是為求得真理 ,然而當時哲學或修辭學的

教授 、學者 (SUphists9所教的演說術目的已不在追求真理 ,而在說服 、求勝 。

這種口才訓練逐漸使得多數雅典人有一張訟師之口 ,每一件事的正反兩面都能

說得頭頭是道 、黑白不分 。這種情況下 ,陳述著往往只訴諸利益的考量 ,而置

道德的考量於不顧 。由於人對其才智有過度的自信 ,便凡事以自我為標準 ,不

再十分尊崇那為先民所崇敬的 、人智所不能探知的真理之守護者一神 。索弗克

里斯的 「伊底帕斯王」一劇便是在這種時空背景之下寫出來的 。

因 「伊底帕斯王」的故事富於感染力 ,很能喚醒潛藏在人心深處願望和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