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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奥德赛》

内容概要

《奥德赛》全诗有12110行，叙述希腊军队主要将领之一、伊塔卡王奥德修斯在战争结束之后，历经十
年漂泊，返回家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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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奥德赛》

作者简介

荷马，传说为古希腊盲诗人。生平和生卒年月不可考。相传记述公元前12至前11世纪特洛伊战争及有
关海上冒险故事的古希腊长篇叙事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即是他根据民间流传的短歌综合
编写而成。据此，他生活的年代，当在公元前10到前9、8世纪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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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奥德赛》

书籍目录

第一卷 奥林波斯神明议允奥德修斯返家园
第二卷 特勒马科斯召开民会决意探父讯
第三卷 老英雄涅斯托尔深情叙说归返事
第四卷 特勒马科斯远行访询墨涅拉奥斯
第五卷 奥德修斯启程归返海上遇风暴
第六卷 公主瑙西卡娅惊梦救援落难人
第七卷 进王宫奥德修斯蒙国主诚待外乡人
第八卷 听歌人吟咏往事英雄悲伤暗落泪
第九卷 忆归程历述险情逃离独目巨人境
第十卷 风王惠赐归程降服魔女基尔克
第十一卷 入冥府求问特瑞西阿魂灵言归程
第十二卷 食牛群冒犯日神受惩伴侣尽丧生
第十三卷 奥德修斯幸运归返难辨故乡土
第十四卷 女神旨意奥德修斯暗访牧猪奴
第十五卷 神明感悟特勒马科斯脱险避庄园
第十六卷 父子田庄相认商议惩处求婚人
第十七卷 奥德修斯求乞家宅探察行恶人
第十八卷 堂前受辱初显威能制赖乞丐
第十九卷 探隐情奥德修斯面见妻子不相认
第二十卷 暗夜沉沉忠心妻子梦眠思夫君
⋯⋯
专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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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奥德赛》

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荷马史诗&middot;奥德赛（精华版）》　　《名著名译插图本：荷马史诗 奥德
赛（插图本）》长达万行以上，共有12，110行，分成24卷。荷马史诗一方面是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基础
上形成的，它的原始材料是许多世纪里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保存了远古文化的真实、自
然的特色。同时表明在远古地中海东部早期这个古代文化中心，它的文学曾达到相当高度的繁荣。史
诗开始用文字流传下来之后，又经过许多世纪的加工润色，才成为现在的定本。这种特殊优越条件是
与古代爱琴海文明以及后日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时代几百年间奴隶制文化的繁荣分不开的。它既是古
老的民间流传的史诗，又是达到高度艺术水平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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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奥德赛》

精彩短评

1、从此爱上了古希腊
2、120214-120221，170125-170131。
3、【补签】力荐。
4、叙事手法和情节构思令人叹服，之前很多模糊的神话线索都得以理清，我要去给卡吕普索写个故
事！
5、读完伊利亚特，接着读奥德赛，有点儿顶了
6、一出神的游戏。提大盾的目光炯炯的雅典娜的游戏⋯⋯神挑起一切，最后站在敌对之间让双方握
手言和，缔结永久和平。也许是玩腻了，因凡人生命的有限⋯⋯神样的足智多谋的历经艰险的奥德修
斯曾经因打盹而未能阻止欧律洛克斯杀掉赫利奥斯的牛羊，是神给了他困倦让他睡去⋯⋯二十二卷中
的147行写道「奥德修斯的双膝和心灵即刻发软」⋯⋯他也是一个面对众敌会胆怯的英雄⋯⋯人在神面
前无法作为⋯⋯或许奥德修斯也愤怒被预言被命定的一生⋯⋯
7、以倒叙的手法圆了《伊利亚特》的很多线，我比较在意的是容器和牲畜比黄金的价值还高，可见
当时的货币还没有成熟地发展起来。
8、既不恐惧死亡 也不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9、说实话，不如《伊利亚特》。
10、玫瑰色手指的黎明
11、　　1. Calypso的虐恋
　　Calypso把Odysseus困在岛上七年，但是由于其受到英雄不得不离开的惩罚，Odysseus便是要踏上
故土。临别时，她酸溜溜地说“祝你一路顺风”，但是还不忘争风吃醋一番，
　　“尽管你渴望见到你的妻子，天天为此思念。但是，我想，
　　我可以放心地声称，我不会比她逊色，
　　无论是身段，还是体态——凡女岂是
　　神的对手，赛比容貌，以体型争攀？！”（83）
　　这时候，Odysseus倒也沉着，首先赞美了一番Calypso，说他妻子Penelope当然比不过女神，无论
是容貌还是身型——“她是个凡人”，这里Odysseus好像是在巧妙地是为自己的凡俗还乡念想辩护。
紧接着，有趣的是，Odysseus又不能免俗了，太阳西沉，
　　“他俩退往深旷的岩洞深处，
　　贴身睡躺，享受同床的愉悦。”（84）
　　这个愉悦仅仅是小小的插曲，我们来看看Odysseus在背后怎么评价这段关系。Odysseus到
了Alcinous国王那里，讲起自己的事迹，他是这样说的：
　　“Calypso居住的海岛，一位可怕的女神，将我收下，
　　热情接待，关心爱护，甚至出言说告，
　　可以使我长生不老，享过永恒不灭的生活，
　　但她截然不能说动我的心房。
　　我在岛上忍过七年，每日里泪水横流，
　　湿透了Calypso给我的衣服，永不败坏的神物。”（113）
　　读到这儿我真是笑得不行，Odysseus俨然一副旧社会委屈的小媳妇模样，“忍过七年，每日里泪
水横流”⋯⋯
　　
　　2. Hephaestus的“愁伤”
　　这一段其实是一段娱乐活动的插入，拨动竖琴的歌者咏唱故事，非常有趣。我们知道荷马的文风
是事无巨细，绝无隐瞒遗漏（见奥尔巴赫《摹仿论》中“奥德修斯的伤疤”这一篇），这一段插入未
必有太多引申含义。
　　Ares与Aphrodite的偷情引起了Aphrodite的夫君Hephaestus的羞辱感。荷马形容的“愁伤”倒是毫
无细节描写：
　　“带着揪心的愁伤，
　　搬起硕大的砧块，捶打出一张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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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奥德赛》

　　扯不开，挣不断，可把偷情的他俩罩合捕抓。
　　怀着对Ares的愤恨，他打出这个凶险的机关，”（125）
　　从行动上看，与其说“愁伤”，不如说是受辱与报复。不过我们现在熟悉的心理描写，在彼时的
史诗、悲剧中，还没个正经样子，故无法判断Hephaestus到底是愁伤更多还是愤恨更多。好在后来大
仇得报，
　　“恶丑之事，不会昌达。瞧，慢腿的逮着了
　　快腿的，像现在一样，迟慢的Hephaestus，
　　虽说瘸拐，却设计逮住了Ares，Olympus诸神中
　　腿脚最快的一位；Ares必须偿付通奸带来的损伤。”（127）
　　Hephaestus的设计捉人和他的瘸腿毫无关系，但是群众却以“慢腿的逮着了快腿的”为笑点，可
见在当时流行的谈资笑料中，Hephaestus的瘸腿或许占有相当的地位，Hephaestus想必也为此苦恼
，Hephaestus的“愁伤”或许还隐含着自己身体残疾的不满。
　　
　　3. 愚蠢的神二代Cyclops
　　Cyclops的复数，Cyclopes，乃一群乌合之众。
　　a. 没有接受过教育，对语言毫无敏感度——被著名的“my name is nobody”所耍——“谁也没有
，我的朋友们，试图把我杀了，用他的武力或欺骗”；（150）
　　b. 纨绔子弟，圈养着一群羊，以提笼架鸟为乐。对“心爱的大公羊”的温言软语及抚摩，在整本
书的动物伦理（which is 把动物当作工具）中，显得格格不入；（151）
　　c. 性格暴躁，反复无常。而且坑爹波塞冬。
　　d. 是有多笨，以至于Odysseus要这样炫耀：
　　“羊群中，大公羊最后行至洞口，迟缓于
　　卷毛的分量，我的体重和满脑袋的智囊。”（151）
　　
　　4. Odysseus的自缚
　　Odysseus自知无法自控，便吩咐手下将其捆绑，这体现了其可爱的人性一面。但是原文可能没有
这种人性因素？
　　其实会变形术的女神Kirke已经预言了这一段命运：
　　“你会首先遇到女仙塞壬，她们迷惑
　　所有行船过路的凡人；谁要是
　　不加防范，接近她们，聆听塞壬的
　　歌声，便不会有回家的机会，不能给
　　站等的妻儿送去欢爱。
　　塞壬的歌声，优美的旋律，会把他引入迷津。
　　她们坐栖草地，四周堆满白骨，
　　死烂的人们，挂着锁皱的皮肤。
　　你必须驱船一驶而过，烘暖蜜甜的蜂蜡，
　　塞住伙伴们的耳朵，使他们听不见歌唱；
　　但是，倘若你自己心想聆听，那就
　　让他们捆住你的手脚，在迅捷的海船，
　　贴站桅杆智商，绳端将杆身紧紧围圈，
　　使你能欣赏塞壬的歌声——然而，
　　当你恳求伙伴，央求为你松绑，
　　他们要拿出更多的绳条，把你捆得更严。”（197-198）
　　事实上，很有意思的是，与Kirke的交锋过程，也是有赫尔墨斯预言并指导的（164-165）。回过头
来看，Kirke的预言中，“倘若你自己心想聆听”这句话很有意思——Odysseus当然可以选择同样用蜂
蜡塞住耳朵，但是并没有这样选择。这里可能是荷马的选择——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同时，也可以看
到人类难以克制的好奇心与征服自然的欲望（在古希腊那里无法征服自然，因为无法与神抗争，只好
让Odysseus有限地征服自然——顽强地经受住波塞冬的考验；但是到了浮士德那里，情形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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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奥德赛》

　　
　　5. 求婚者/谨慎的Penelope/善能思考的Telemchos/足智多谋的Odysseus
　　荷马史诗里有一种强大的命定论——凡人做事往往需要神的预兆（正如上文所说），甚至帮助（
灰眼睛女神雅典娜贯穿于Odysseus的行动之中），哪怕是“神样的”Odysseus，亦不能违背神。而荷马
利用一个反差的手法，让读者也体验到这一点。上文有讲，Odysseus听从了赫尔墨斯预言和指导，在
与Kirke的交锋中存活下来。接下来Kirke女神对其产生了某种感情，也予以帮助和预言（Teiresias也有
预言），叫其不要伤害Thrinakia岛（太阳神Helios的岛屿）上的牛羊，否则会遭遇灭顶之灾。然而偏偏
就是这么“巧合”，Odysseus的船员“不信邪”，于是全军覆没。
　　谨慎的Penelope/善能思考的Telemchos/足智多谋的Odysseus，人名前的修饰词也框定了人物的行动
范围，这是另一种命定感塑造法。Odysseus的聪明和儿子Telemchos的深思熟虑自不必说，老
婆Penelope那种谨慎，给我很深印象，不仅是对求婚者们谨慎——既保持了古希腊礼仪款待，也微妙
地持拒绝立场，用把布织了拆、拆了织的手段拖延——在Odysseus返乡杀掉求婚者后也不忘保持这种
谨慎，甚至是在相认之前，
　　“她走下楼上的睡房，心中左思
　　右想，是离着心爱的丈夫，开口发问，
　　还是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亲吻她的头颅。”（383）
　　这么一来，人物就像是活在自己的修饰词下面，很有意思。
12、经典名著。王焕生译本。神样的奥德修斯！
13、人类童年时期的梦。
14、辉煌过后，难免落寞，离开战场的奥德修斯，纵然贵为一国之主，亦再难如伊利昂城下的猛士那
般，掀起波澜，成就不朽。与仇人的突然和解，怎么看都像是作者才尽于此，只好强行收篇
15、　　高二时候看来着，好像这本书看了很久，可能断断续续有一个学期才看完，感觉语言很是华
美，那种很有韵律的英雄诗篇，有时候自己也会朗读，模仿某位英雄的语气，好像在古希腊的议事广
场上对着公民们做激情四射的演讲，感觉特别有气势。
　　后来干一件挺无聊的事，就是把最后那个人物表给测验了一遍，发现这个古希腊的神祇还真是多
啊，我记住了十分之一的人物，就是看过之后感觉有印象，现在都忘了吧，还真是个看热闹的；这本
是精装本的，可以珍藏，以后再看罢。
　　封面很漂亮，奥德赛的航程一样，浪漫的冒险。
16、看的是王焕生译的版本，语言挺纯朴的感觉，发现不仅地位财产是可以的向子孙传的，连名字前
的修饰词也可以传给子孙。神样的奥德修斯和神样的特勒马克思还有神样的奥德修斯他爹。人与神之
间性格上的差别也并没有很大，神也有七情六欲，也不都是完美的，也会犯错，只不过人犯错就要被
惩罚，神是无死的存在
17、比伊利亚特有趣
18、史诗
19、精彩
20、初中。漫漫回家路。
21、　　荷马是西方文学、宗教甚至哲学思想的开端，像任何伟大的开端一样，这个开端非常费解。
古典作品中费解的地方实在很多，求得正解不容易——阅读古典作品需要耐性，不可指望种种费解之
处很快（哪怕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就得到解答，何况，搞清楚费解之处的文本位置以及费解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已经需要费时经年。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乃西方文明的标志性开端，这个开端的开篇就像个布下的迷魂阵
——荷马诗作让人费解的地方不少，两部鸿篇的开篇就算得上其中之一。一般的文学史书都会告诉我
们：《伊利亚特》是一曲英雄颂歌，《奥德赛》则主要描述惊心动魄的航海历险，有如历险故事的汇
集——故事的主角奥德修斯坚忍不拔、足智多谋（或者诡计多端），显得是不同于阿基琉斯的另类英
雄⋯⋯幸好，如今我们可以直接看看诗人自己怎么说。 
　　
　　　　特洛亚战事是由奥德修斯在战后经历迷途返回故乡后叙述的，因此从时序上讲，《伊利亚特
》在《奥德赛》之后；但实际上，《伊利亚特》著于帛书稍早于《奥德赛》。因此，我们先看《伊利
亚特》如何开篇（第一卷，1－7行，刘小枫译文，会点儿希腊文的读者，不妨对照希腊文，仔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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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奥德赛》

中译文的不足）： 
　　
　　　　愤怒呵，女神哦，歌咏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罢， 
　　
　　　　这毁灭性的愤怒带给阿开亚人多少苦痛。 
　　
　　　　把多少勇士的英魂送给 
　　
　　　　冥神，使他们的尸体成为野狗和各种 
　　
　　　　[5]飞禽的食物，宙斯的意愿得以实现， 
　　
　　　　由此从头讲起吧，从争吵、民人的主子阿特柔斯之子 
　　
　　　　同神样的阿基琉斯相与离■攘臂讲起。 
　　
　　　　第一个语词“愤怒”似乎就在为整部作品定调，“女神”是诗人假托的讲述者，指缪斯，诗
人祈请她告诉诗人接下来的故事（参见2，484—492）。“把⋯⋯英魂送给冥神”的“冥神”原文就是
大名鼎鼎的“哈得斯”，但在荷马那里，这个语词指的总是一位神，而非地域，因此不能译成“阴间
、冥府”之类。诗人再次提到“勇士们”时，用的是自主代词，直译为“他们”，但这个语词不是单
纯的人称代词“他们”，还包含“他们的身体”（尸体） 的意思。对荷马来说，身体才是实在的，心
魂反倒是影子似的：第三行的“英魂”与第四行的“他们的身体”（尸体） 的对照是信笔而至抑或寓
意玄远，就是一处费解。 
　　
　　　　再看《奥德赛》如何开篇（第一卷，1－10行，刘小枫译文）： 
　　
　　　　这人游历多方，缪斯哦，请为我叙说，他如何 
　　
　　　　历经种种引诱，在攻掠特洛伊神圣的社稷之后， 
　　
　　　　见识过各类人的城郭，懂得了他们的心思； 
　　
　　　　在海上凭着那份心力承受过好多苦痛， 
　　
　　　　[5]力争保全自己的心魂，和同伴们的归程。 
　　
　　　　可他最终未能拉住同伴，尽管自己已拼尽全力， 
　　
　　　　同伴们自己过于轻狂，终致毁了自己： 
　　
　　　　这帮家伙太孩子气，竟拿高照的赫利奥斯的牛群来 
　　
　　　　饱餐，赫利奥斯当然剥夺了他们归返的时日。 
　　
　　　　就从这儿也给咱们说说罢，女神，宙斯之女哦。 
　　
　　　　第一行的形容词“游历很多”是个复合形容词，含义暧昧，也可能指“诡计多端、足智多谋
”；接下来的“历经种种引诱”的原文同样有两个含义，首先是“漂泊、漂游”，另一个含义是“被
诱惑”、“入歧途”。倘若是“漂游”的含义，意思也是“被迫漂游”（参见9，35－40），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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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行程并非自己选定的；奥德修斯并不像当时的商贾（8，161）、流浪者（14，124），也不像
后来的殖民者、探险家、浪漫的漫游者那样随意浪迹天涯，而是一个疲惫不堪的退役军人渴望回到家
乡。 
　　
　　　　“懂得了（他们的）心思”的“心思”这个语词，原文就是后来成为古希腊哲学的重要术词
的nous，但在荷马笔下时还是个日常用语，绝非一个形而上学术语，意为“想事情的方式、心灵习惯
”（比较6，120－1）。荷马诗作影响了后来的哲学，不等于荷马是个“哲人”（在古希腊，“哲人”
是个专门的称谓），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个nous译作“理智”——贺拉斯后来刻意让这个语词带有
典型罗马人的实际色彩，而非典型希腊人的理智术语色彩，倒是与荷马相符（参见Horaz，《书简》1
，2，20）。 
　　
　　　　“力争保全心魂⋯⋯和归程”这一句把“心魂”与“归程”连在一起，表明前面的“历经种
种引诱”意指“灵魂”受到引诱，从而点题《奥德赛》全篇要讲述的是“心灵之旅”——诗人在这里
特别强调这人“自己的”灵魂，所以也有■[奥德修斯之旅]这样的诗篇名（柏拉图的《斐多》被比作
描写苏格拉底的《奥德赛》，无异于说《斐多》描绘的是苏格拉底的“心灵之旅”，经历种种引诱的
归程）。其实，现有的篇名■（省略■）既非荷马定的、也非后来的古代编辑家定的，而是一种描述
的约定俗成：指一部诗篇通过展示一个人的行动来揭示他的性情（内在）。 
　　
　　　　“心魂”这个语词在这里因此显得非常重要，其本义是“气息”，由此意指动物性的生命本
身，或者生命赖以存活的基础，但并不等同于肉体生命。在荷马笔下，人死的时候，这口“气息”会
通过嘴（伊9，409）或伤口（伊14，518；16，505）离开身体。不过，虽然没有身体，“心魂”却有
自己的形体（伊23，65，106；奥11，84，205），尽管这形体不过是一种■[影像] (伊23，104；奥11
、601，24、14）。读过一点柏拉图的都知道，所谓的“理式”或“相”就与这个语词有瓜葛。 
　　
　　　　两部诗篇都从吁请缪斯开始，请她叙说。换言之，从形式上讲，这两部诗作都是缪斯在叙说
，诗人显得不过是个笔录者。如何理解这种形式？一种可能的理解是：诗人吟诵的不是自己知道的事
情，而是缪斯告诉他的，诗人的吟唱无异于缪斯的传声筒，代缪斯发出声音，从而表明了古老诗人的
虔敬身份——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说法，至多可以说是诗人在叙说时有神灵附体（中国远古的
诗人与巫医也有瓜葛，参见周策纵，《古巫医与“六诗”考》，台北：联经出版社，1989年）。另一
种可能的解释是：诗人借缪斯之口来讲述，无异于隐藏了自己及其立场——不妨想想柏拉图的作品好
些借苏格拉底的口来讲述（我们需要知道：敬拜缪斯神是后来时代才有的）。 
　　
　　　　说到底，■[史诗]是缪斯的作品，不过，■最初的意思是吟唱者的语词（尤其语词的声音）
，译作“史诗”未尝不可，但得小心，不可在如今“史学”或“历史”的含义上来理解“史诗”，似
乎■是为了记载历史而写的诗篇。在荷马的用法中，■一词的含义很多：“叙述、歌”、“建议、命
令”、“叙述、歌咏”、“期望”、“（与行为相对的）言辞”（比如“用言和行帮助某人”，伊1
，77；奥11，346），还有“（说话的）内容、事情”、“故事”（比如“小事情”，奥11，146）。
与■[叙说]连用，■更多指涉讲述的内容，讲述的外在层面，■则指涉讲述的精神层面（按尼采的看
法），或者说内在层面的表达、内在心扉的敞开——也许，■译作“叙事诗”比较恰当，更少误解。 
　　
　　　　把两部诗作的开篇对起来看，可以发现好几个相同的语词：“人”（伊1，7；奥1，1）—“
心魂”（伊1，3；奥1，6）—“许多”（伊3；奥1，3，4）—“苦痛”（伊1，2；奥1，4）—“宙斯
”（伊1，5；奥1，10）。倘若把这些相同的语词连起来，简直就可以构成一个句子：人的心魂因宙斯
而经受许多苦痛。偶然的吗，抑或表明两部诗作在主题上具有共同性——灵魂与受苦的关联，以至于
可以说，所谓“神义论”问题在荷马那里就出现了？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这些相同语词？ 
　　
　　　　费解——不是吗？抛开这一问题，我们兴许就进入不了伟大诗篇的大门。 
　　
　　　　还有不那么明显的相同语词，比如《奥德赛》第5行的“力争”与《伊利亚特》第6行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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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都有与人相斗争的含义——用今天的话来说：既有与外国人的斗争也有与自家人的斗争（或者
说：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更为明显的是《伊利亚特》开篇的第一个语词“愤怒”与《奥德赛》
第4行的“心力”的相似——“心力”这个语词（也就是后来在柏拉图笔下成为一个关键语词的所谓
■[血气]）原义为人身上能被激发起来的地方、生命力跳动的地方，感受、意欲的位置等等，与“愤
怒”可以说互为表里——血气是内在的东西，发而外则成“愤怒”（索福克勒索笔下的俄狄甫斯就是
如此：俄狄甫斯说，连盲先知也会激怒他，所以克瑞翁说他颇有“血气”）。 
　　
　　　　这些相同之处使得人们很早就开始关注荷马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何况，两部作品的主题—
—出征和还乡——正好构成一个整体。与《伊利亚特》开篇第一词“愤怒”对应的《奥德赛》开篇第
一词是“这人”，很有可能注意到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才在《论诗术》中对比说：《伊利亚特》是关
于“激情”的诗，《奥德赛》则是关于“性情”的诗（1459b14）。亚历山大时期，有经学家提出，《
奥德赛》不是荷马的诗作——这类经学家因此得了个“分离者”的绰号，然而，即便《奥德赛》不是
荷马的诗作，也不等于否定了两部诗作的关联。所以，自18世纪以来，关于这两部作品是否是个整体
（以及诗人是否仅荷马一人抑或多人等等），西方经学界又吵起来。 
　　
　　　　有关联不等于两者完全相同，而是指两者之间的内在勾连。《伊利亚特》开篇一上来就强调
了对生活具有破坏性的激情及其后果，《奥德赛》开篇给出的却是一个经历过千辛万苦且鬼点子多多
的人的形象。两部诗作的开端概括的毕竟是不同的东西，即便非常相近的事情，讲法也不同。比如，
《奥德赛》的开场白中出现了两个神：先提到“太阳神”，然后提到宙斯，奥德修斯的同伴们遭受的
灾难被归咎为暴食了太阳神的牛群，对宙斯仅简单提到而已；在《伊利亚特》的开场白中，诗人提到
宙斯的惩罚，却没提太阳神。太阳神算是宇宙神，宙斯神则是城邦神，这两类神之间什么关系？《奥
德赛》中记叙的奥德修斯的多险历程是否在寓意从宇宙神回归城邦神的过程？尽管《奥德赛》整个
头25行都是对缪斯的祷歌，却概述了奥德修斯在十年漂泊中的当前处境，接下来的叙事实际上是从奥
林波斯诸神召开会议开始的（柏拉图的《会饮》中阿里斯托芬讲的“圆球人”故事就说到宙斯召集诸
神开会，讨论如何对付太阳神忒聪明的后裔们，参见190c以下），宙斯在会上作出政治局决议让奥德
修斯安全还乡（26－79行）⋯⋯奥德修斯的聪明与太阳神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令人费解之处，毕竟
，宇宙神与城邦神的关系，在柏拉图那里关涉到苏格拉底问题的要害。 
　　
　　　　经学家们还注意到：《伊利亚特》一开始就提到阿基琉斯的名字，而且是连同其父亲的名字
一起提到的，从而，阿基琉斯的面目（身体）一开始就比较清楚，家族渊源也清楚（与父名的关系）
；与此不同，《奥德赛》的第一个语词就是“这人”，却迟迟不给出其名，仿佛“这人”没身体，仅
仅是个魂影而已——直到第一卷的21行，奥德修斯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到了第八卷，奥德修斯开始
返回家园前，诗人才在其父亲的名下来称呼奥德修斯（“拉埃尔特斯的饱经忧患的儿子”，8，18）。
即便如此，这名字还不是他父亲给起的⋯⋯我们不禁要问，奥德修斯这个名字怎么来？有什么格外的
含义吗？ 
　　
　　　　这么多费解的地方，我们没法一一看个究竟，在这里仅稍微进一步来看看《奥德赛》开篇处
的这个名相哑谜令人费解究竟怎么回事。 
　　
　　　　阿基琉斯的名字在《伊利亚特》的开篇就与作为名词的“愤怒”联系在一起，从而，阿基琉
斯与“愤怒”的关联一开始就摆了出来。与此不同，《奥德赛》开篇十行中没有出现“愤怒”这个语
词，也没有出现奥德修斯的名字，似乎“愤怒”与奥德修斯没关系——《奥德赛》开篇第一语词“这
人”与《伊利亚特》的开篇第一语词“愤怒”在位置上相对应，不过是一种巧合，倘若要把隐名的“
这人”与“愤怒”联系起来，就会被视为妄加猜测、过度诠释。 
　　
　　　　奥德修斯的名字在第一卷21行第一次出现了，然而是在怎样的文脉中出现的呢？ 
　　
　　　　⋯⋯神们怜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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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波塞冬，一直心怀怒气， 
　　
　　　　怒那近似神的奥德修斯，直到他踏上故土。（1.19—1.21） 
　　
　　　　我们看到，奥德修斯的名字与波塞冬的“愤怒”连在一起，尽管在这里“愤怒”是动词，但
与《伊利亚特》的第一个语词“愤怒”（名词）有相同的词干。由此来看，《奥德赛》的第一语词“
这人”与“愤怒”不是没关系呵⋯⋯奥德修斯的名字在这里是承受波塞冬神的“愤怒”的对象，倘若
无论作为名词还是作为动词的“愤怒”都指神们的愤怒，就有理由推想，这两部诗作的基调兴许都受
这样一个主题规定：世间英雄或王者与神明的正义（惩罚）的关系。 
　　
　　　　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碰到支持这一推想的进一步理由。叙事开始不久，雅典娜就问宙斯， 
　　
　　　　⋯⋯ 难道奥德修斯 
　　
　　　　没有在阿尔戈斯船边，在特洛亚旷野 
　　
　　　　给你献祭？你为何对他如此恼恨，宙斯？（1，60—62） 
　　
　　　　这里的“恼恨”是动词■[感觉痛苦、感觉苦恼、恼恨]的不定过去时形式（第二人称单数）
，与■这个名字有相同的词干；■的主动态形式是“引起痛苦、使痛苦、使苦恼”的意思——换言之
，■ 这个名字本身听起来就像是“遭憎恨”的人（亦参《奥德赛》5，340，423；19，275—276、406
—409）或“遭受痛苦的人”（参17.567，19.117），简直就是个不祥的名字——开篇隐名的“这人”
原来是个“遭受憎恨、遭受痛苦的人”。 
　　
　　　　看来，《奥德赛》开篇很久不提到（甚至隐瞒）“这人”的名字是诗人故意为之，以便这个
名字的露面成为一个过程。倘若如此，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或者问，“这人”如何知道自己的名字
的含义呢？ 
　　
　　　　奥德修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时，说到诸神中唯独波塞冬对奥德修斯“一直心怀怒气”，在第
五卷，我们看到波塞冬的怒气如何施与奥德修斯。 
　　
　　　　从《奥德赛》的整个叙事来看，故事讲述了两个奥德修斯：过去和现在的奥德修斯，两个奥
德修斯的差异及其重新叠合，显得是整个诗篇的机关所在。从而，《奥德赛》的结构可以这样来划分
：前四卷主要铺展过去的和现在的奥德修斯之间的差异，整个后半部分（第十三至二十四卷）则展现
重新叠合的过程。处于中间部分的第五到十二卷，则提供了差异由之而来的关键原因：奥德修斯经受
了神明安排的生命历程。在我们的习惯印象中，《奥德赛》的主题是“漂游”，现在看来得修改这样
的印象。《奥德赛》的主题兴许可以说是：本来一体的东西的分裂和重新叠合——开篇提到“这人”
而不说出他的名字，就已经暗示了主题：这个人与自己的名字是分离的，此人尚未与自己的名相随。
身与名如何叠合为一？这就需要一个过程，在《奥德赛》中，如此重新叠合展现为还乡的过程，就奥
德修斯的心魂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道德自觉得以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这人”自己明白过来
的过程。 
　　
　　　　在第五卷中，奥德修斯被迫乘木筏踏上归程⋯⋯才在海上航行了十来天，就被震地神波塞冬
远远瞧见了。波塞冬知道，一定是天神们改变了注意，决定放奥德修斯回家，如今奥德修斯已经航行
到“离费埃克斯人的地方不远”，眼看就要逃离灾难的尽头。怀恨在心的波塞冬对自己说：不行，“
定要让他吃够苦头”， 
　　
　　　　他说到做到，聚合云层，掀动大海， 
　　

Page 12



《荷马史诗·奥德赛》

　　　　抄起三股叉，掀起各种旋风⋯⋯（291—292） 
　　
　　　　《伊利亚特》的开场仅仅提到宙斯神，唯有宙斯是“义”的体现；《奥德赛》的开场白同时
提到了宙斯和太阳神赫利奥斯，似乎“义”也有差异——“高”的义与“低”的义的差异。无论如何
，在这里，是波塞冬在阻止奥德修斯的归程，与宙斯的决定相违。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全篇的理解
有何意义呢？——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费解，以至于宙斯与赫利奥斯（以及波塞冬）的差异一直被看
作《奥德赛》谋篇的一大难题：有的经学家甚至认为，第五、九和十二卷中涉及的波塞冬和赫利奥斯
情节对《奥德赛》的主题没什么意义，很可能是不同的口传传统在早期编辑过程中留下的残余——对
此，我们还是不要匆忙下结论为好。 
　　
　　　　诗人转眼间就把场景转到奥德修斯如何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灾难，但诗人首先让我们读到的
是奥德修斯的内心独白： 
　　
　　　　奥德修斯顿时膝盖发软，还有可爱的心， 
　　
　　　　他万分沉重，对自己豪迈的心志说道： 
　　
　　　　噢，我这倒霉的家伙，我最终还会遭遇什么呢？ 
　　
　　　　[300]我真担心，神女说过的样样不虚， 
　　
　　　　她曾说，踏上故乡的土地之前， 
　　
　　　　我会在海上遭受痛苦；这一切呵眼下就在应验。 
　　
　　　　宙斯用如此多的云团笼罩广阔天空， 
　　
　　　　宙斯呵，搅动着大海，股股疾风突涌 
　　
　　　　[305]各方风云呼啸；这下我肯定惨透了。 
　　
　　　　那些达那奥斯人幸运得很、实在太幸运了噢， 
　　
　　　　在辽阔的特洛亚，他们已然为阿特柔斯之子捐躯。 
　　
　　　　我当时死掉，跟上死亡的劫运该多好， 
　　
　　　　那时，一大堆特洛亚人用锐利的铜茅 
　　
　　　　[310]投掷我，护着已经倒下的佩琉斯之子； 
　　
　　　　阿开奥斯人会礼葬我，传扬我的英名， 
　　
　　　　可如今，命已然安排我要接受沉闷的死法。 
　　
　　　　无论死于沙场还是死在别处，都是上天命运的安排。奥德修斯觉得，命运没有安排他死在沙
场，战死在争夺阿基琉斯尸体的战斗中（据说此处不是援引《伊利亚特》，而是引自另外一部特洛亚
神话系统），从而获得“荣誉”，而是必须在这里淹死，死得没一点儿“英名”。与阿基琉斯和赫克
托尔相比，奥德修斯倘若要想博得“英名”，就得另打主意了——这里岂不是与《伊利亚特》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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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了吗？ 
　　
　　　　对我们的问题来说，这一段的关键更在于其形式：奥德修斯的内心独白——自己在内心里面
说，或者自己对自己的“心魂”言说。这意味着什么？经学家伯纳德特数过，《奥德赛》全篇共十次
奥德修斯对自己内心说话，第五卷中就有六次；十次中最重要的有六次，其中有四次出现在第五卷
（298、355、407和464，另外两次分别在第十三卷198和第二十卷17；《王制》中的苏格拉底提到荷马
的次数不少，但赞许的地方不多，提到第二十卷17的自言自语乃其中之一，而且两次提到：390d
和441b），这又是为什么？ 
　　
　　　　对自己言说，意味着对自己的灵魂言说，从而，自我言说首先意味着灵魂的显现。其次，自
己对自己的灵魂言说，意味着身与心两分，从而成为“这人”对灵魂的观照——让我们难免好奇的是
，“对自己豪迈的心志说道”的“心志”这个语词，也是柏拉图《王制》中的主导性语词，在分析这
个语词时，苏格拉底恰恰引用了《奥德赛》中的一段来证明所谓“有血气的”（第四卷，440e1－4）
。 
　　
　　　　他正这样说着，一个巨浪铺天盖地 
　　
　　　　可怕地打向他，把筏船打得团团转。 
　　
　　　　他从木筏上跌得老远，舵柄哩， 
　　
　　　　也从手中失落，风暴拦腰斩断桅杆， 
　　
　　　　那由各种劲风浑然卷起的风暴多么骇人哦， 
　　
　　　　连船帆和帆桁也远远抛进海里。 
　　
　　　　风暴使他好久沉在水下，瘫软无力 
　　
　　　　[320]十分迅速地浮出，狂涛的压力实在太大， 
　　
　　　　甚至神女卡吕普索赠给他的衣裳也沉重不堪。 
　　
　　　　过了好久他才浮出水面，嘴里吐着咸涩的 
　　
　　　　海水，而海水则顺着他的头哗啦哗啦流。 
　　
　　　　尽管如此精疲力竭，他却死死记住木筏， 
　　
　　　　[325]在波淘中奋力追赶，然后抓住它， 
　　
　　　　待最终坐到了木筏正中，他才逃离死亡结局。 
　　
　　　　这一段仅仅为了表现奥德修斯如何与风暴搏斗？明显还有奥德修斯的变化——什么变化？知
道自己以前懵然不知的东西：自己是谁。换言之，“这人”的自己（或者说“自我”）是在与波塞冬
神的搏斗中现身的。实际上，在整个第五卷，与风暴搏斗与奥德修斯对自己的言说叠合在一起：行为
与言辞、心志与言辞的关系在与神们的较量中透显出来。更进一步说，与风暴搏斗展现的是心志与神
明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来自奥德修斯的抉择：拒绝了比妻子更漂亮的卡吕普索的挽留，踏上生命未卜
的前程——这前程虽然是前行而去，却与奥德修斯自己的“过去”维系在一起，正是与这个已然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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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过去”的关系才使得奥德修斯重新成为自己。 
　　
　　　　风暴过后，诸神插手干预推动情节的发展：以前曾是凡人的伊诺如今是海洋女神，在大海深
处享受神样的明亮，这时，她出于同情从波涛中冒出来，愿帮奥德修斯一把。她建议奥德修斯放弃木
筏，在她的云雾遮护下穿过汹涌的大海，游到附近的一个小国去。伊诺问奥德修斯（就像雅典娜当初
问宙斯）： 
　　
　　　　不幸的人呵，震地神波塞冬为何对你 
　　
　　　　如此怒不可遏，让你受到这么多的苦难？[5，339—340；王焕生译文] 
　　
　　　　这是奥德修斯第一次听说到自己名字的双关含义——我们作为听者当然早就知道了（第一
卷62），换言之：诗人在第五卷的第四次对自己言说的最后一句是：　 
　　
　　　　我已经知道，大名鼎鼎的震地神一直怀恨我（5，423）。 
　　
　　　　这里的“知道”与“认识”就是一回事情，“怀恨”这个动词与奥德修斯的名字同词干，而
这里的“我”是其宾语：奥德修斯就是如此发现自己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想，为何《奥德赛》的开篇
并未像《伊利亚特》的开篇那样提到宙斯的惩罚性神义，或者说两部诗作就神义论而言的差异在于：
神义秩序在《伊利亚特》中一开始就已井然有序，在《奥德赛》中则尚待建成——如经学家西格尔看
到的，在诸神会议上，宙斯阐明其神义时用的是现在时和将来时（1.32—41），甚至用“如眼下”
（1.35）这样的短语。 
　　
　　　　在《奥德赛》的整个后半部分，奥德修斯回到故土，但本来熟悉的东西已然变得生疏，他得
在这种生疏中努力重新发现自己本来熟悉的东西，或者说重新寻回自己。由于经历了遥远、陌生、多
样且无法沟通的异方之域，这种寻回无异于从头来建立自己原来熟悉的生活世界，或者说需要把从他
乡得到的东西带进自己的故土。于是，经学家西格尔说：奥德修斯与佩涅洛佩的相认，把这场重新界
定陌生与熟悉的事件推向了高潮：与妻子分享自己的奇特经历——充实了自己的人间生活视界的奥德
修斯不再漂泊，而是从新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生生死死荣枯不息的土地上。 
　　
　　　　这时，诗人才最终提到取名奥德修斯的缘由： 
　　
　　　　我来到这片人烟稠密的地方时， 
　　
　　　　曾对许多男男女女怒不可遏， 
　　
　　　　因此我们就给他取名奥德修斯。（19.407—409，王焕生译文） 
　　
　　　　荷马的诗作为西方文学（写作）发明了一项绝技——什么绝技？ 
　　
　　　　善于精巧构思、编构寓意情节的绝技。在索福克勒索的《俄狄甫斯王》的入场戏中，祭司通
过■[你知道吗] (43行）这一与俄狄甫斯的名字谐音的提问，一开始就暗中质疑了新王俄狄甫斯是否认
识自己的真实面目，让我们想起奥德修斯的“我已经知道，他一直怀恨我”（5，423）。与《奥德赛
》一样，《俄狄甫斯王》的整个剧情就是俄狄甫斯之名的解释过程，或者说俄狄甫斯自我认识的过程
——索福克勒索在这里发挥的名相与情节的交织，可以说是从荷马那儿学来的，这不妨碍他用得来简
直就像是自己发明的绝技——名相寓意可以说是古希腊文学的一大特色，不仅索福克勒索，后来阿里
斯托芬、柏拉图也跟着玩名相谜，都是好手，各有奇招，我们在惊叹之余不要忘了：老祖宗要算荷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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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展阅读书目： 
　　
　　[1] 伯纳德特：《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读〈奥德赛〉》，程志敏 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 
　　
　　[2] 西格尔：《〈奥德赛〉中的歌手、英雄和诸神》，程志敏、杜佳 译，三联书店，2007年。 
　　
　　转自 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9期
22、回个家真是难。
23、漂泊的想回家的人
24、我甘愿自己从未远行。
25、奥德修斯，你会忍受无数苦难，于二十年后令人难以辨认地返回家园。
太阳渐渐升起，离开美丽的海面，腾向紫铜色天空，照耀不死的天神和有死的凡人。
我更喜欢伊利亚特。
26、如此这般走遍人的尽头
27、奥德修斯是英雄，但也是个奸诈的人
28、从11号读到了今晚终于结束了，不能不说的确是史诗般的著作，故事情节连贯紧密且跌宕起伏，
的确有想读下去的冲动。这是很少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完全读完且喜欢的，虽是诗歌词藻的堆砌，
也丝毫不影响读者阅读的乐趣。美中不足的是对翻译有略微不满意，但目前也没有发现更好的，留点
遗憾也不错。
29、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并通过这些形象表现了那个“英雄时代”的英雄主义理想
30、2014.11.9-11.17
9.
《荷马史诗·奥赛罗》
      与上卷《伊利亚特》讲述战争过程比起来还是喜欢这本讲述英雄战后回归家园的故事，包括神话内
容，讲求善恶有报。诗歌体。一切围绕英雄服务⋯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居然是“ 当带走玫瑰色手指的黎
明女神重现天际之时 ”⋯⋯
 
31、典型的西方英雄，听说读原文就像是站在梯子上一伸手就能摸到星星，有生之年吧
32、今天刚看完“神明干预化解仇怨君民缔和平”
33、回家～
34、丰富的宝藏
35、王峰老师课的必读书目。
36、希腊西游记。宙斯是有多少个儿女。。。
37、奥德修斯不想回家，佩涅洛佩也不希望奥德修斯归来。
38、好玩
39、如果今天的你还没有任何目标，那么明天的清晨，你用什么理由把自己叫醒呢？
40、【2017.4.1~4.3】（40万字，483页）叙事线索虽然比《伊利亚特》复杂些许，确更为好读，也更多
的运用人物讲述的方式来回溯前因后果。叙事起点的模式与《伊利亚特》相同，也是从奥德修斯回乡
途中，被神女卡吕普索软禁十年后的某一天写起。最美的女人海伦再度出现，关于此一人物的美学涵
义，唐诺在《尽头》中做了专章论述。借涅斯托尔之口，交待了阿基琉斯和特洛伊之战的结局。发现
了有意思的一点：奥德修斯被两位神女分别劫持，奥都不会放过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机会，他的妻子佩
涅洛佩独守贞操苦苦等其归来，奥德修斯归乡后仍然怀疑再三，与京剧《武家坡》薛平贵试探王宝钏
如出一辙，可见中西男子都是卑劣一般哎。《伊利亚特》只字未提木马计，《奥德赛》借盲人歌者之
口，仅用了22行的篇幅描述木马计。
41、有些价值观古今中外亘古不变，个中人物、事例值得深入研究，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希腊文学，只
能说有如沧海一粟，值得学习的还很多。
42、挺有意思的书，开始读时各类神仙的名字真是拗口又难记。
43、集体文学之精华，我暂且未能领略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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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与施瓦布的希腊神话相关内容几乎一模一样，但小鱼还是很喜欢奥德修斯杀死求婚人的全过程，
因此很喜欢再读一遍。
45、想起去年打开伊利亚特看了几页就想着哎算了吧这怎么可能看完呢⋯⋯半年了总算一鼓作气看下
来了 不过感觉奥德赛确实更好看啊 不过结尾不应该齐声颂赞不死神明的伟大嘛 
46、回家的想法，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而且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47、内容比《伊利亚特》丰富了很多，显然也花了更多功夫在组织结构上。由于口述习惯而沿用的固
定形容词与描述对象不相符的bug我也注意到了，比如奥德修斯被野猪咬了后，亲戚们将他“欢乐地
”送回家，哈哈哈笑死了。之前没注意翻译问题，直到看到教材中引用的译文，感受一下“有翼飞翔
的话语”和“长着翅膀的话语”，所以一下觉出王焕生译本的好，优雅、肃穆。还有真受不了奥德修
斯一路向牧猪奴、儿子、奶妈、妻子隐瞒自己身份，但是都快结尾了直接和他老爸相认就行了呗，又
是装说自己是一大串名字的异乡人，耐心已用尽。
48、论可读性还是这本好读，毕竟情节丰富多了，还开始打乱时间线进行叙述。但窝就是偏心伊利亚
特，那个场面想想就心碎，奥德赛就算一本的冒险小说吧。
49、她像是永生的女神，星巴克的标志就取自海妖塞壬。
50、回家与复仇
51、关于荷马史诗一直作为经典吟唱，在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究竟发生过什么。奥德赛的归途让人
似乎看见了那个人 那场梦 那雄伟壮阔.
52、讲故事这门手艺，在古希腊时已经炉火纯青了。没有阻碍也没有拖沓。纵使原本知道这个故事而
且反对奥德修斯对宾客的残忍，但在剧情高潮时不禁为主角担忧，对反派仇恨。
53、读的是陈中梅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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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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