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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导读》

内容概要

《荷马史诗导读》以独到的见解，细致地解读、梳理了有荷马本人的思想形象及其史诗的历史，分析
了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内容结构、文本主体和隐喻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本
书对荷马史诗的研究者及对古典思想感兴趣的年轻读者来说，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赏析荷马史诗的读
本。
作者试图通过《荷马史诗》的解读，呼唤当今古典学的“获救”，呼唤“希腊的教育者”荷马之精神
的复活。荷马所代表的古典精髓的雅博教育，能让当代人更谦卑和明智，更审慎地进行不断的自我教
育，从而追求过上优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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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导读》

作者简介

程志敏，生于1968年，哲学博士，四川外语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近年来在各
级刊物上发表了4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2005年）等两部个人学
术专著，《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2003）、《柏拉图的哲学》等三部译著，另编有
《多维视界中的维特根斯坦》（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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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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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导读》

精彩书评

1、认识程志敏先生是读了他著的《宫墙之门》，刘小枫先生主编的《政治哲学文库》里的一种。初
读之下，觉得程先生文风居然有其师之风，不禁喜之——鄙人喜欢刘小枫之文章，可称其粉丝也。程
先生于该作中，颇见功力，显出学问，令某折服；其嬉笑怒骂现代后现代之“市场知识分子”对古典
学问之毒害，亦颇合我心。于是乎当在网上看到其新著之预告，乃欣欣然以先睹为快，于是购《荷马
史诗导读》于网上书城。开篇乃见《谁杀死了荷马？》此文已于《读书》见之，吾亦悦之，于是乎开
始伴随程先生虽导游之荷马之旅。然而，坦白的说，失望。程先生之学问某不敢作愚测，见希腊文也
只有叹服。然而，我只好说，程先生这本著作，没有对得起荷马之伟大。并非希望程先生之著堪比荷
马——想来程先生亦不敢做此想。然而，虽然是导读，窃以为，言之亦须谨慎、有理、有节。程先生
歌颂荷马，视之为文明之父，为不世出之天才，其伟大以程先生之文气质极力歌颂，真可以日月齐光
，以天地齐寿也。吾以之也。然而，既然程先生此作不仅仅是河马颂，就应该告诉我等未学，荷马之
伟大何在；换言之，程先生此作，至少应该让后学信服而非仅仅知道，荷马伟大之处。然而，读之，
程先生确实达到了让未读荷马史诗者产生读荷马之愿望，但，并非因为程先生的大作，而是，依照先
生之言，荷马太伟大了；依照先生之分析，吾等不见荷马伟大何在。程先生声嘶力竭，极尽全力，用
上汉语中不算贫乏的歌颂词，甚至连中医术语也要劳动（“具有温中益气、培正扶本清心润脾之功效
），此诚可令荷马感于九地之下；但是，我等青年读者，只好瞠乎其后，只见谀词满天，天降莲花，
间或有几个希腊词语。刘小枫先生编的《政治哲学文库》，希望能够以踏实的学风，开启一番学问新
天地；于本书来看，程先生似乎距离此要求似乎尚有距离。且不论其使用时译名前后不一，单就程先
生分析人民何以惧于暴政而不顺于仁王，而不肯引用马基雅维利于《君主论》中之分析，显见并非程
先生读书不多，而是刻意避开：按施特劳斯，马氏是现代之开端人物，程先生誓死捍卫古典之荷马，
因而避之，然而，却遗憾的暴露成太多成见和不见。然而，毕竟，本书还是可读，因为程先生在”伟
哉荷马”之余，还是能够使我们了解很多荷马的常识的，只要我们在“河马教”祭司般狂热的颂歌之
间，寻找。又，依照古典政治哲学，“节制”是美德之基础，程先生似乎恰恰缺少了一点“节制”。
2、[本文提要]本文的基本出发点在于：荷马史诗特别是描写战争场面居多的《伊利亚特》中，表达了
荷马或者其同时代大众对政治时局的批判性观点、甚至某些政治主张。这一假设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古希腊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政治学者的政治性著作中对荷马时代的描述；二是荷马史
诗研究学界对其艺术风格中溶入历史描述这一特点的基本认同；三是学界对荷马史诗产生的考究，将
其鉴定为流行于大众的口头文艺作品，根据社会传播理论，可以得出其思想性中含概政治因素的结论
。作者认为，在艺术性与思想性上，《伊利亚特》无愧西方首部经典史诗之称。在艺术与思想的交织
中，它的特点在于在诗词表述中将艺术与思想融于一处，也就是说，史诗中某些相同的表述、人物、
事件，既是史诗艺术魅力的“点睛”之笔，又是作者隐性思想的依托之辞。作为亲身传播时代风靡一
时的作品，《伊利亚特》的传播得以同时风靡市民阶层与贵族阶层，最终被作为艺术标杆示人，除了
自身内容多取材自产生于广为人知的克里特-迈锡尼神话传说，语言风格鲜明外，这样一部战争诗话，
其思想表达上无疑存在与当时政治文化、政治诉求相吻合之处，从而引起了听众、读者的共鸣。需要
说明的是，由于现行《伊利亚特》版本历经删节、修订，特别是马其顿王国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编
制了24卷标准本，某些思想与表述有可能受到扭曲，因作者水平有限，难免主观臆断的成分，好在人
文学科本身难于确证，且本课程旨趣也不在于此,不妨就大胆提出了。另外，本文中原诗的引文部分源
自中文系网站一奇特的版本，与罗念生、王焕生两位先生的译文有出入，且文章选取段落都较为著名
，故不再注明引文在原本中的位置。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　他的暴怒
招致了这场凶险的灾祸，给阿开亚人带来了　受之不尽的苦难，将许多豪杰强健的魂魄　打入了哀地
斯，而把他们的躯体，作为美食，扔给了　狗和兀鸟，从而实践了宙斯的意志。什么是《伊利亚特》
的精髓所在？阅尽全篇，其实荷马在一开始便已坦陈，诗人吟唱出战争里即将来到的“凶险的灾祸”
和“受之不尽的苦难”。从伊利昂城池到阿开亚人的军营，从墨涅拉奥斯的王国到普里阿摩斯的疆土
，尽在演绎一场场悲剧、灾祸或苦难，构成了伊利亚特的叙事主干。为什么诗行间充满了苦难？在希
腊神话中，宙斯统治了“黑铁时代”，创造了“第五纪的人类”。与荷马同时代的诗人赫西俄德这般
感慨：“啊，假使我不生在现在的人类的第五纪，让我死得更早，或出生得更晚罢⋯⋯留给人类的除
了悲惨以外没有别的，而这种悲惨且是看不见边际的。”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残篇也将荷马
时代描述为武力政治，军事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从氏族阶段向奴隶社会阶段的发展时期中，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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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导读》

生产力与社会经济获得大幅飞跃，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断裂与重组，特别是人的道德观念发生巨
变。看上去一切也许皆因战争而起。战争中，迁徙、征服与被征服、权力斗争与角色交易，将社会的
身躯捆绑起来，却割断了曾经亲密的，关键是看上去平等的某些联系。从反映历史的角度上看，《伊
利亚特》蕴涵许多特洛亚战争时期的史实。事实上多数史学家也正是从《伊利亚特》的描述中逐步摸
清了从迈锡尼文明到荷马时代的过渡期的许多社会因素。如当时的政治权力机构设置，以军事首领、
长老议事会和号称具有最高权力，决定领袖的民众会。《伊利亚特》中对此有过描述：一连九天，神
的箭雨横扫着联军。　及至第十天，阿基琉斯出面召聚集会——　白臂女神赫拉眼见着达奈人成片地
倒下，　生发了怜悯之情，把集会的念头送进了他的心坎。　当众人走向会场，聚合完毕后，　捷足
的阿基琉斯站立起来，在人群中放声说道：　“阿特柔斯之子，由于战事不顺，我以为，　倘若尚能
幸免一死，倘若战争和瘟疫　正联手毁灭阿开亚人，我们必须撤兵回返。　不过，先不必着忙，让我
们就此问问某位通神的人，某位先知，　哪怕是一位释梦者——因为梦也来自宙斯的神力——　让他
告诉我们福伊波斯·阿波罗为何盛怒至此，　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某次还愿，还是某次丰盛的祀祭；如
果　真是这样，那么，倘若让他闻到烤羊羔和肥美的山羊的熏烟，　他就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中止瘟
疫带给我们的磨难。”两人于是求助于审事的仲裁，听凭他的判夺。　人们意见分歧，有的为这方说
话，有的为那方辩解；　使者们挡开人群，让地方的长老　聚首商议，坐在溜光的石凳上，围成一个
神圣的圆圈　手握嗓音清亮的使者们交给的节杖。　两人急步上前，依次陈述事情的原由，　身前放
着两个塔兰同的黄金，准备　赏付给审断最公正的判者。以上两段引文已经可以初步看出当时政权的
端倪。天后赫拉为帮助阿喀硫斯和希腊人摆脱困境，“把集会的念头送进了他的心坎”，表明当时处
理危机问题的机制。集会中阿喀硫斯大呼阿伽门农之名，希望这位军事首领，握有“宙斯赋予的最高
权杖”的人能够下决断，而这种决断显然得由三个方面来确认：其一自然是统帅自己，然后必须“问
问通神的人，某位先知。”实际上就是军队或王国中的长老们。而最后，士兵与普通民众将用喊声表
示他们的意见。公事如此，私人纠纷也必须接受“审事的仲裁”。另一段引文中发生的故事，也在证
明当时长老议事会的巨大作用。别具深意地是那“两个塔兰同的黄金”，实际上已经道出政治特权为
不同人之间带来经济落差。在《伊利亚特》中，尽管诗人借由人物喊出统帅阿伽门农的种种粗鄙与愚
蠢之举，但竟无人不承认其权力的合法性。在矛盾激化时，阿喀硫斯丧失理智，破口大骂：无耻，彻
头彻尾的无耻！你贪得无厌，你利益熏心！凭着如此德性，你怎能让阿开亚战勇心甘情愿地听从你的
号令，为你出海，或全力以赴地杀敌？然而，阿伽门农却毫无退却，淡淡地说：要是存心想走，你就
尽管溜之大吉！我不会求你留在这里，为了一己私利。我的身边还有其他战勇，　他们会给我带来荣
誉——当然，首先是宙斯，他是我最强健的护佑。强大的勇士面前，阿伽门农并不担心自己的命运前
途，大概神与人类太过靠近，命运之脉太过清晰，英雄便无需自扰。从此刻开始，希腊联军因两位“
达奈人中最善谋略和最能搏战的精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再因为神明的纵横，战争的残酷与血
腥似乎超过了已经过去的九个年头。因为阿喀硫斯拒绝出战，特洛亚的英雄略占上风。“毁灭会来临
，不可挽救的事情会发生。”就这样，特洛伊人彻夜警戒。阿开亚人呢？　神使的恐慌，冷酷无情的
骚乱的伙伴，揪揉着他们的心房；　难以忍受的悲痛极大地挫伤了他们中所有最好的战将。　一如在
鱼群游聚的大海，两股劲风卷起水浪，　波瑞阿斯和泽夫罗斯，从斯拉凯横扫过来，　突奔冲袭，掀
起浑黑的浪头，汹涌澎湃，　冲散海草，逐波洋面——　阿开亚人心绪焦恼，胸中混糊一片。在第九
卷开头，面对希腊联军的惨败事实和阿伽门农与众人的道歉之礼，阿喀硫斯拒绝了，战争之火几乎没
有片刻熄灭，怪不得最睿智的奥德修斯说：今天，阿基琉斯，压下你这狂暴的盛怒！你不能　如此铁
石心肠。就连神明也会屈让，　尽管和我们相比，他们更刚烈，更强健，享领更多的尊荣。　如果战
争苦难的源头，仅仅在于两位英雄难以平息的意气和不止的争吵。《伊利亚特》也就不会成为如此醉
人的文字了。回到全诗开始，如果生命的失去意味着毁灭与灾难，那么特洛亚战争的十年残局，其实
只是为了成全“宙斯的意志”。“宙斯的意志”一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奥德修斯帮我们这样解读
：这是什么话，阿特柔斯之子，崩出了你的齿隙？　你这招灾致难的人！但愿你统领的是另一支军队
，一帮畏畏　缩缩的胆小鬼；但愿你不是我们的王者——我们，按着　宙斯的意志，历经残酷的战争
，从青壮　打到老年，直至死亡，谁也不能幸免。谁让阿伽门农成为不可动摇的领袖？谁让那些战士
“经历残酷的战争直至死亡”？“招灾致难的人”又真的是阿伽门农吗？奥德修斯的陈词已经给出答
案。在《伊利亚特》中，宙斯的“戏分”绝对不比阿喀硫斯、赫克托尔等英雄将领少。甚至我们可以
认为，正因为有了如此这般的宙斯，《伊利亚特》才有了艺术与思想上最璀璨的光辉。宙斯是一个这
样的形象：他善斗，拥有最强大的神力；并以这一点作为统治天地的强制力，他几乎不用道德与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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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导读》

的感化，而多是直接传达自己的命令；他有七情六欲（恐怕还不止这数），喜怒哀乐，在今天的人看
来，几乎就是一个家族首长的形象。当他有兴致时就鼓动起神明下凡人间“嬉戏”，百无聊耐时就“
不把一切放在眼里”。但无疑，他是他的时代最高的主宰。宙斯的兄弟海神波塞冬的话印证了这一点
：真是横蛮至极！虽然他很了不起，但他的话语近乎强暴！他打算强行改变我的意志，不是吗？——
我，一位和他一般尊荣的神仙。⋯⋯所以，我没有理由惟宙斯的意志是从！让他满足于自己的份子，
在平和的气氛里，虽然他力大无穷！让他不要再来吓唬我，用那双强有力的大手，仿佛我是个弱汉懦
夫。把这些狂暴和恐吓留给他们，留给他的那些儿女们去吧——他是老子，不管训说什么，他们必须
服从！宙斯总是宣称，人间的一切苦难都缘自人性自身的丑恶，可人性的丑恶又从何而来呢？如果这
位造物主的神力不在，又何谈人与人性，何谈判断其善恶的标准？宙斯被无限放大的神力就象一种权
力的象征。尽管他似乎可以任意摆弄一切，但这样只能服从的权力似乎也并不构成真正的不和谐，而
一旦它有所疏漏，也即可成就“自由与智慧的化身”。可真正的“自由”又在哪里呢？难道宙斯不能
发现赫拉克勒斯的换人之举吗？不，不是，这是他的疏漏，而不是局限。即便可以迷惑他于情爱中的
赫拉，一旦与权力掌握者产生分歧，也无法不胆怯地退让。闭上你的嘴，静静地坐到一边去。按我说
的办否则，当我走过去，对你甩开我的双臂，展示不可抵御的　神力时，　俄林波斯山上的众神，就
是全部出动，也帮不了你的忙！（宙斯对赫拉暴怒）事实上，荷马史诗和它同时代赫西俄德乃至希罗
多德的作品，是将希腊人心目中的神赋予了鲜活的形象。不妨说，伟大的文学作品创造了伟大的神明
们。不禁要问，荷马在依据什么创造神的世界？创造他的史诗时代呢？阿喀硫斯的“铁石心肠”，阿
伽门农的恣意妄为，英雄的个性与权力背后，荷马又意旨何处呢？前文已经提过，荷马史诗最精彩的
情节就在于英雄纠葛与宙斯意志的重合、交错，既产生了文学艺术上的魅力，更注入了诗人和那个时
代民众的智慧与思想，特别是对待政治时局的观点。我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在《伊利亚特》中
，荷马实际上已经谱写出了一幅巨大的权力关系网，其中一部分是历史般地刻画，另一部分则颇带他
个人或者当时民众的观点。一、     英雄间的权力斗争折射出政治制度缺乏约束与参与的史实。这不是
简单地以现代视角对史诗情节的评判，前面已经简介过荷马时代的政治是一种转型期的政治，根据恩
格斯的说法，荷马时代相对于迈锡尼文明，在经济上突破巨大，但社会制度却显出倒退，最显著的表
现就是政治权力的划分倾向一元化的问题。为什么说荷马认为当时的政治制度缺乏约束与参与呢？史
诗中，作为制约军事领袖作为的议事会是个关键点。当阿伽门农惹怒太阳神阿波罗时，阿喀硫斯要求
卡尔卡斯占卜求得解释，议事会长老卡尔卡斯却在说出真相前要求得到阿喀硫斯的保护，以避免“统
治阿开亚军队的强者”的报复，作为当时军队中的大事，身肩议事职责的卡尔卡斯却不敢明言，充分
显示了军事民主制一人独裁的倾向。而就荷马在此处对两位英雄所用的描写性词语，对卡尔卡斯的勾
勒，带有可感知的倾向性。我们亦可认为，卡尔卡斯的胆怯，包括曾长篇出现大闹集会的“鸡胸士兵
”，赫克托尔与帕里斯的争吵，乃至阿喀琉斯自己对最高军事决定者的漫骂，似乎都是在为荷马和他
的某些听众们说话。当一种政治约束力产生作用是以它所约束对象的庇护为前提的时候，独裁与否也
只是形式问题了。二、     神界政治中的显性独裁与隐性讽喻。“宙斯的意志”（使用或疏忽）成为了
诗中一切问题的来源，初看起来，神界与人间都在宙斯一人的话语支配下，他唯有两项工作，一是看
热闹，二是下命令，似乎宙斯是一个不需要关心杂事的人，他可以用暴力恐吓解决问题，也可以假装
听取两派意见，玩弄一下“政治家”的手腕。除了惧怕自己如父亲克罗诺斯一样被推下王座以外，宙
斯几乎无所畏惧。荷马如此“突显”宙斯的强势，到底是为什么呢？一些观点认为，宙斯作为荷马以
前早已被认同的万物之神，他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似乎应当是早已成结论的事情，处于对神的
信奉，荷马不可能擅自添注自己的看法。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正是希腊神祗系统不同于其后基督教系
统的独特之处，由于神时刻向人传达着自己的意志，而让“当时的人”能够“感知”神的习性，脾气
。因此，作为广泛流传于各个阶层的口头艺术作品，荷马史诗中对宙斯的描述是有可能融入一些别样
思想的。人类社会中，神像也正是这样的口口相传中逐渐确定起来的的，不过荷马史诗、《旧约》这
些东西得以完好保存并设置了标准而已。回到荷马的意图中，宙斯和众神的形象实际上是体现一种个
人拥有无限膨胀的权力之下政治体制的运转。无疑，古希腊人创造了人类政治最伟大的名词：一个是
“公民”，它意味着政治中人的身份，一个是“民主”，它体现着政治中人的地位。古希腊人最看重
的“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许我们受西方霍布斯或卢梭的两种社会契约说浸淫已深，或许我们也
无法辩驳伯林“消极自由”下的政治论断。因此，在感受荷马史诗恢弘之美时，宙斯个人无限的权力
似乎是对所谓“民主”的嘲笑。用一种权力分配的极端方式，嘲讽另一种迥异的分配方式。就象宙斯
式的独裁只在神界才会出现，古希腊人民主的口号，似乎只是伟大的口号，从阿喀琉斯到阿伽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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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曾因“众人的神肃”或“士兵的呼喊”而改变过自己的抉择呢？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尚以暴力
僭代民主，当扩张之欲撩拨起统治首领心中的悸动时，当以军事攻占下广袤国土时，国家就如同希腊
联军一样，无法体现任何商榷与参与下的“真正的民主”英雄与神明，《伊利亚特》的主角们一直在
制造苦难、经历苦难。苦难到底源于什么呢？聪明的荷马选择了聪明的解释，但也可能是某位听唱者
偶尔地一句评论：“这就是命。”而被荷马吸纳成为了史诗乃至整个神祗系统中最玄妙的部分。命运
，标志着英雄与凡人从生入死的时限。至于它能否影响神明的决断，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影响，荷
马未曾言明。在爱子萨耳裴冬死前，宙斯也曾考虑把他救离战场，只是因为遭到赫拉的强烈反对而作
罢：　你打算把他救出悲惨的死亡，一个凡人，　一个命里注定要死的凡人？　做去吧，宙斯，但我
等众神绝不会一致赞同。但命运与英雄的纠缠则更为动人，《伊利亚特》的主角阿喀硫斯和赫克托尔
，用生死了然的心境体味着“命运之觞”。他们的眼泪，母亲忒提斯的眼泪，父亲普里阿摩斯的眼泪
，妻子安德罗马克的眼泪，在命运重压之下无足轻重。在文明发轫之端，荷马竟看穿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生死命运吗？这已不仅仅是政治观点了。莫大的悲怆感造就了史诗的悲剧色彩，也成为希腊式悲剧
的源头所在。人类诞生之时，便为生存而在：“人类会灭绝吗？”如今，科学计算出50亿年后太阳吞
噬一切的景象。而几千年前，荷马的史诗中，早有了另一般如同阿喀硫斯轰然倒地前凄然地声音：人
啊，将从拯救自我冲向毁灭自我。毁灭（女神）腿脚强健、迅捷，超赶过　每一位祈求（女神），抢
先行至各地，使人们　失足受难。在现代社会，祈求女神还会尾随而至吗？（全文完）文章引用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73f830100081c.html
3、好吧，首先要承认这是我自己的错，把这本讨论哲学的书当做了一本文学方面的指导类书籍。它
在文学方面对我的指益甚少，这也部分导致了我的不满。其次，这本书留给我的印象，颇似我们学校
以前食堂里卖的小排，大家都说那小排吃完了比吃之前分量更重一些——因为增加了口水的分量。这
本书在我看来就是。在以作者天知道的标准选择了各家论述和学说之后，再加上了自己无甚根据的慨
叹世风日下的牢骚（我说，西方文化之理性萌芽之发端的荷马史诗，能让作者痛斥今日哲学之“上帝
已死”？Really?），再然后就是占据大量篇幅，无数次没有任何创意地反复告诉你们荷马史诗有多么
多么多么多么多么⋯⋯伟大。真的，这就算是哲学思考？所幸反正那些被选的理论本身倒都不是假货
，就算有所短缺，但总之开卷有益吧。还有附录页相当的有用。下面都是我自己随心的摘抄：1.�在公
元2世纪的希腊小说家卡里同（Chariton）的作品《Chaireas和Callirhoe的爱情故事》3.8.4中，小写的(希
腊语荷马)意思就是“人质”。在小说中，父亲说“我爱这个孩子，因为他让我对他妈更有把握，在他
身上，有她对我感情的人质”。而这一含义最极端的表达就是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妻子美狄亚
因为丈夫伊阿宋变心而“撕票”——当然她杀死自己的儿子或“人质”也是为了不让他们落入更残酷
的敌人手中。2.�荷马就主宰着“文艺复兴”的天庭。雨果（1802——1885）则把荷马称为“铧与剑的歌
手”，叫做“峰巅触及云幕”的诗人，甚至认为众神也不及荷马神圣。而在裴多菲（1823——1849）
的眼中，有如海上塔尖的荷马身上“处处是光辉、处处是花朵”。3.�“荷马问题”是典型的现代学术
个案，是现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历史意识的觉醒，个体观念的膨胀、主体精神的高扬一记学科分类的
变化等等，可以说是现代思想的基本特质。在海德格尔等人看来，现代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科学主义
：企图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用科学的精神来清除传统的“迷信”以及宗教、神话等不确定
性思想形态的“魅惑”（即韦伯所谓disenchantment“祛魅”），从而达到一切都在“人”的掌控之中
这一宏伟目标。（啊哈？）4.�近代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胡塞尔，对认识能力的关切，渊源超过对“我
们应该认识什么”这一实质性问题的关切。认识能力（比如理性）的限度成了哲学问题，而更为深刻
的安身立命的真正哲学问题却被抛诸脑后。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的理性哲学、德国的批判哲学、现
代的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差不多都是从外在的形式上保证只是得合法性和可靠性而已——但我们还是
不知道“知识”本身是什么。对此，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6.52那句话说得太好了，虽然还没能
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位被误认为是“分析哲学家”的天才说：“我们觉得，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
都得到了解答，我们的生存问题也还根本没有触及”。（啊哈？）5.�奥德修斯千辛万苦归返伊塔卡，
其首要的目标当然是重新夺回自己的权力，而其归返的次要目标——宣扬新的信仰并代表宙斯——雅
典娜对不义者进行“末日审判”——也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重新设定（或指派）人类的生活准则，这
本身就是“权力”的绝佳诠释。在古希腊，权力积淀在nomos（习俗、法律）中，而这个词的基本意
思就是“分配”（或“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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