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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伊利亚特》

前言

　　我先用些许笔墨回顾一下这部作品的诞生过程。许久以前，我就寻思如果花上寥寥数小时当众诵
读整部《伊利亚特》，该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然而，当我得知有人打算将此事付诸实践时（罗马
欧洲节以及此后的都灵九月音乐节和罗马音乐节），我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不过是我的奢望，因为
那不仅需要花上数十小时的时间，而且着实需要非常耐心的听众。于是，我打算参与进来，将原作改
编成大众读本。在此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众多经典意大利语译本中遴选出一本作为改编蓝本，最
终我选择了由马尔西里奥出版社（Marsilio）出版的玛利亚·格拉齐娅·齐亚尼（Maria Grazia Ciani）
的译著。该译本采用叙事体，文风也与我的相似。之后，我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改编工作。　　首先，
我对原文进行剪裁，使读本的长度适合现代读者的口味。在保留几乎全部完整场景的前提下，我尽可
能地删除《伊利亚特》原诗中大量的重复性内容，使文本更为精练。我努力对诗作原始章节进行更为
精简的编排，而不仅仅是故事的概述。可以说，我是用荷马的砖瓦修葺更为精致的墙体。　　保留几
乎全部完整场景是改编的原则所在，但也并非没有例外。在此，我必须特别说明本书改写之明显特征
，即我删除了所有关于神祗显灵的内容。众所周知，《伊利亚特》中神祗的出现相当频繁，引导事件
发展的方向并确定战争的走势。然而这一内容不仅极为偏离现代人的情感思维模式，而且时常会破坏
故事本身的紧凑性和独特的快节奏。因此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省略了那些无关内容，只保留了我所认为
必要的内容。而神祗显灵在我眼中显然不属于必要的范畴，尽管我的这种想法或有偏颇。《伊利亚特
》有其自身非常坚实的俗世构架，一旦撇开神祗，这一构架就浮出水面。在神的行为背后，荷马文本
所讲述的凡人几乎总是复制神祗的行为，并将其带到所谓的人间。尽管对神祗行为的传承在生活中屡
见不鲜，《伊利亚特》却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执著，把人当作故事的最终缔造者，并从中寻找事件的因
果逻辑。因此，即便原作剔除了神祗的内容，余下的部分也并不是孤立而无法解释的世界，而是一个
非常人性化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们感受着自己的命运，好似他们可以几乎完整地解读自己熟知的语言
编码。删除《伊利亚特》中神祗的内容对于理解荷马文明或许并非上上策，但我认为这是恢复那段历
史的最好方式，让那段历史步入向当代的我们讲述的轨道。正如卢卡奇所说：小说是一个被上帝抛弃
的世界的史诗。　　我所做的第二个大改动在于行文风格上。齐亚尼女士的译作摒弃了古语，使用现
行意大利语，我则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行。从词汇的角度上，我试着删除了所有那些偏离中心事物的
古语痕迹。然后，我寻找一种缓急相宜而连贯的叙事节奏，因为我感觉要读者接受一个年代如此久远
的读本，需要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用属于我们的音乐来吟唱。　　第三处改动更为明显，虽然看似不重
要，即整个叙述转换为主语式。我选择了《伊利亚特》中一系列的人物，由他们来讲故事，而不是由
涉身事外的荷马进行讲述。这至多算作一项纯技术性工作，比如在我的文本中不是“父亲将女儿搂在
怀里”，而是女儿说“父亲将我搂在怀里”。这很明显是考虑到朗读作品的需要，在公开诵读作品时
，给诵读者最起码的人物角色，以此来避免缺乏人物角色而产生的乏味。对于当今大众，一个亲历者
讲述的故事更便于得到认同。　　第四项改动是在原文基础上做了少许增补，我到底没有耐得住诱惑
而增加了一些内容。在本书中你们可以发现这些文字用楷体字印出，以便与原作内容区分，这不过类
似于罩在公开修复的哥特建筑外表的钢化玻璃。从数量上来讲，这一增补只占到整个文本非常小的比
例，至多导致表面的细微差别。这些内容虽然在《伊利亚特》中没有白纸黑字地写出，却是隐藏在字
里行间，有的内容则是后世其他叙述者的讲述（阿波罗多罗斯、欧里庇得斯、菲洛斯特拉托斯）。最
突出且最特别的内容是最后一章得摩多库斯的一段独白。众所周知，《伊利亚特》以赫克托耳之死及
其尸体被返还给普里阿摩斯作为结局，而没有交代木马计和特洛伊陷落。考虑到大众阅读口味，我感
觉如果不讲述那场战争的最终结局则颇为不妥。于是，我借用了《奥德赛》的场景（第八章：在菲埃
克斯人的宫廷，年老的游吟诗人得摩多科斯在尤利西斯面前吟唱特洛伊的陷落），此外我还摘用了里
斐奥多鲁斯的《伊利昂的陷落》（La presa di Ilio）的译本，该书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其中
不乏后荷马时期的优雅。　　最后还有一项注解。《伊利亚特》一书中充斥着人名，有些名字耳熟能
详，其他则可能出现一次便了无踪迹。正如我常对我的演员们所解释的，名字并非一无是处，可以一
带而过；名字实际上是永恒的声音，以它们的方式制造着愉悦，理应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出于这一
考虑，在这本改编读本中，从方便读者的角度出发，我给许多重音做了标记，而那些没有出现重音标
记的名字，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有了这一标记，余下之事就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将名称拼读
出来就好。我想这样或许可以方便那些独自小声诵读该书的读者。　　最后，借此机会，我想对工作
中给予我宝贵帮助的三个人致以真诚的谢意。如果不是莫尼克·沃特女士（Monique Veaute），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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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伊利亚特》

我现在还在那里考虑是否要改写《伊利亚特》或者《白鲸》，她乐观地认为我应当在《白鲸》之前先
完成《伊利亚特》，因为该书定会取得不可比拟的成功。而关于《伊利亚特》慢慢积累的认知，我要
完全归功于玛利亚·格拉齐娅·齐亚尼，她对于我这项略为奇怪的工作给予了预想不到的祝福。而对
于该作品的编校及最终成书，我的老师兼朋友保拉·拉格西（Paola Lagossi）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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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伊利亚特》

内容概要

《荷马，伊利亚特》——全球名家“重述神话”写作行动的重头戏。亚历山德罗·巴瑞科将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小说化，通过二十一个不同角色的声音，再现特洛伊战争的壮观场面。从克鲁赛伊丝的
回归到赫克托耳的入葬，读者能透过双眼目睹战争全貌，通过心灵感受到传唱了三千年的史诗的真谛
。在这部作品中，巴瑞科更加注重人性的刻画和情节的编排，在保留了原著精华的同时，将故事构架
得更为完整与合理，并赋予其浪漫的质感与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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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伊利亚特》

作者简介

1958年生于都灵，是继卡尔维诺和艾科之后，意大利最受瞩目的后现代小说家，在全球拥有亿万读者
。巴瑞科作品带有浓烈的艺术和浪漫气息，富于实验性与音乐感，多年来横扫欧洲各大文学奖，席卷
各国畅销书排行榜。

    巴瑞科小说处女作《愤怒的城堡》一出版即震撼欧洲文坛，拿下坎皮耶洛精选作品奖和法国美第西
斯外国作品奖；《海》获维亚雷焦文学奖和波斯克城堡文学奖；《丝》、《城市》，《荷马，伊利亚
特》等小说同样红遍欧洲；剧本《1900》被改编成感动全球无数观众的电影《海上钢琴师》。除小说
和戏剧外，巴瑞科在影视制作和音乐方面也造诣颇高，著有多部散文、乐评、影评及哲学与传播学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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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伊利亚特》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克鲁塞伊丝第二章  塞尔西忒斯第三章  海伦第四章  潘达罗斯、埃内阿斯第五章  乳娘第六
章  奈斯托耳第七章  阿基琉斯第八章  狄俄墨得斯、尤利西斯第九章  帕特罗克洛斯第十章  萨尔裴冬、
大埃阿斯、赫克托耳第十一章  福伊尼克斯第十二章  安提洛科斯第十三章  阿伽门农第十四章  河神第
十五章  安德罗玛开第十六章  普里阿摩斯第十七章  得摩多科斯另一种美丽：关于战争的注解名称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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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伊利亚特》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克鲁塞伊丝　　一切都要从充满暴力的一天说起。　　阿开亚人包围特洛伊已有九个年
头了。由于生活所需，他们经常会放弃围城，到周边其他城池掠夺所需生活必需品以及牲口和女人。
那一天，他们来到了我的塞贝城，城池被洗劫一空，掠夺物统统被装上了船。　　我也是被他们劫掠
的妇女中的一员。当阿开亚的君主们在营地里分赃时，阿伽门农看到了美艳的我，于是想把我占为己
有。他是众王之王，是所有阿开亚人的首领。他带我进了他的营帐，上了他的床。他有一个深爱的妻
子远在祖国，名叫克鲁泰奈丝特拉。可那天他看见了我，仍然想把我占为己有。　　过了几天，我的
父亲来到了营地。他叫克鲁塞斯，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祭司，一位年迈的老人。他带着上好的礼物请求
阿开亚人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来释放我。我说了，他是一位年迈的老人，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祭司。所有
的阿开亚人看到并听到他的声名后，都表示愿意接受赎金并对前来祈求他们的贵族长老表示尊重。众
人之中，只有一人不为所动，那就是阿伽门农。他站起身，粗暴地冲向我的父亲，说：“赶紧从我眼
前消失吧，老家伙，别让我再看见你。我决不会释放你的女儿，她会远离故土，跟我回阿耳戈斯慢慢
变老，在我的家里纺纱织布，与我同床共枕。现在你给我滚开，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我的父
亲惊恐地屈服了。他默默地走开，消失在海岸线，消失在海水的波涛声中。忽然间，死亡和痛苦降临
到了阿开亚人身上。连续九天，乱箭射杀人和牲畜，焚烧尸体的烈焰无尽地闪耀。于是，阿基琉斯召
集部队开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为了躲避死亡，我们将不得不搭乘自己的海船
回家。我们来请教一下哪位先知、占卜师或祭司，谁能解释这发生的一切，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　　于是在众先知中颇负名望的卡尔卡斯站了起来。他是一位智者，能够知晓事情的过去、现在
和将来。他说：“阿基琉斯，如果你真想知道所有这一切的原因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要发誓
保护我，因为我的话必会冒犯一个人。此人对于所有阿开亚人拥有至上的权力，众人悉数服从于他。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啊，你得发誓保护我。”　　阿基琉斯叫他不要害怕，尽管讲出所知之事，说：
“只要我还活着，阿开亚人当中就没有人敢碰你。没有人，哪怕是阿伽门农！”　　于是先知鼓起勇
气说：“我们冒犯了老人家克鲁塞斯。阿伽门农拒绝了赎金，不肯释放他的女儿。于是，灾难便降临
到我们身上。只有一个办法能驱除灾难，那就是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将那个双目有神的少女还给克
鲁塞斯。”他这样说完后坐了下来。　　阿伽门农站起身，内心充满恶毒的怒火，眼睛冒着火光。他
恶狠狠地瞪着卡尔卡斯说：“你这个不祥的占卜师，从来没有说过称我心的预言，你就是喜欢揭露坏
事，却从来不说什么好事。现在你想夺走我的克鲁塞伊丝，这样一位可以和我妻子克鲁泰奈丝特拉的
美丽、智慧、高贵气质相媲美，甚至比她还要让我满意的女子。我得把她还回去？我会的，为了拯救
我的军队；我会的，如果非要这样做的话。但是你们得立即给我置办一份能够替代她的礼物，因为阿
开亚人当中如果只有我一人没有分得战利品的话，显然是不公平的。我要另外一件属于我的礼物作为
补偿。”　　于是，阿基琉斯说：“阿伽门农，我们如何给你找一份礼物呢？所有的战利品都已经分
完了，交还回来重新分配显然不合适。你把那女子还回去，我们攻占伊利昂城之日再补给你三倍、四
倍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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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伊利亚特》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你对《伊利亚特》这部伟大史诗充满兴趣却不喜欢其粗放和硬朗，阅读巴瑞科流畅而时尚的
版本无疑是最佳选择。　　——《旧金山纪事报》　　巴瑞科讲故事的能力是顶尖的，既能暖人心窝
，也能释放寒气。　　——《洛杉矶时报》　　一个精彩、迷人的故事！　　——《西雅图时报》　
　巴瑞科在《荷马，伊利亚特》中尝试的创作手法让人信服，令人赞叹。　　——《娱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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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伊利亚特》

编辑推荐

　　阿基琉斯、尤利西斯、赫克托耳、帕里斯⋯⋯英雄们再度出击！全球名家“重述神话”写作行动
的重头戏！　　《海上钢琴师》原作者巴瑞科无所畏惧迎接创意新挑战！　　全新演绎荷马伟大战争
史诗《伊利亚特》。新颖强大的故事设定，感人至深的英雄气概，浪漫唯美的文字质感——原来史诗
可以这般书写！可以如此时尚而迷人！　　我应该为普里阿摩斯吟唱，他在宙斯的祭坛前被杀；为阿
斯图阿纳克斯吟唱，他被尤利西斯扔下城墙；为安德罗玛开的眼泪吟唱；为赫贝卡的耻辱吟唱，她被
当做女奴拖走。　　我应该为那个走向灭亡的家族吟唱，为那个美丽的城池吟唱，它最终化为燃烧的
柴堆，成为孩子们沉寂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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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伊利亚特》

精彩短评

1、写的东西太少了。
2、作者不明白，删掉了有关神的事情，荷马就不再是荷马了，那读它有啥意思？哦，人性。哪里没
有所谓人性？
3、不及原著一个角啊⋯
4、很具现代性的作者，很具现代性的吟唱。既可以遐想遥远的英雄，也可反思当今困局。厉害！“
我时常梦到火药、武器、珍宝和年轻的英雄们，总是在海边，在同样的地方，有鲜血和男人的气味。
”
5、这个版本 很动人 很好看
6、想借伊利亚特看来着 结果借成了这本 翻译实在是太烂了 话都捋不顺么 分低是给翻译 果断弃书!
7、名字实在是个槛，不过对荷马史诗，那段历史这样略略的了解也是不错的
8、不好看
9、又被自己的期望值毁了。整本书的前三分之一都挺无聊的，不过不可否认从战争开始，从不同人
物视角勾勒出的场景的确很立体很直观很精彩，但是一本那么薄的书，废话就那么多，精彩部分过少
，特别是阿喀琉斯和帕里斯的对决也没有看到，只是被书末一句话带过了。
10、巴瑞科相当忠实于原著，都算不上“重述神话”了
11、文笔挺优美的,写法也挺新意的,只是少了神意伊利亚特就不为伊利亚特了
12、亚历山德罗·巴里科——作家中的作家！
13、一晚读完。巴瑞科改写的很赞，后记对于战争的美丽理解真是神文，翻译的很一般。
14、叙述人的选择还算用心，能够让人换个角度来审视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次要人物。而且对于觉得史
诗翻译成中文后就显得艰涩无味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算是个很好的第二选择。
15、更换人物视角变有趣了，总算一直抗拒古希腊人名的我也读下去了
16、就爱读书时光带来的喜悦。。。
17、当特洛伊战争的主宰不再是神祗，而只是那些凡人英雄——在战争中寻找光荣的自我价值、却又
疯狂地走向无法逃脱的死亡结局，战争的人性便被识别。“抗争”并非要战胜命运，而是在绝望中迎
接它，痛苦而美丽。推荐Baricco的跋，《另一种美丽：关于战争的注解》。
18、重述得很有新意
19、以第一人称写史诗，读这本书好像看电影的感觉。
20、PH7创意手工银饰  #好书每日送#5月13日免费送出哦，邮费都不用。欢迎大家分享。【细品读，
爱分享，慢生活就】是我们的信条。每天都有好书赠与大家。@http://event.weibo.com/450072
21、不是想看的版本。
22、改写的一般，想把神抽离掉，但是how？
23、包装什么的都不错，内容也很强大
24、可以轻松的体味这本经典著作
25、旗帜鲜明支持这个版本⋯原著太罗嗦消受不起
26、将叙述转换为主语式颇有新意，但为迎合现代人口味将神的活动剔除之后，立体感被削弱，所呈
现的世界自然不如原著中的恢弘了。
27、形象的比喻。
古人对于神灵的那种信仰真是匪夷所思
28、我都在想 我为何有能耐读二遍  或许是因为那个暑假一人在宿舍能静下心来读书  不喜欢Achilles过
于自负残暴  最不满意的是他杀死hector后对其进行死后羞辱    喜欢Hector 虽然不如Achilles能战  但其人
格魅力却更得人心
29、　　�似乎这本《荷马，伊利亚特》也是“重述神话”系列的其中之一。站在“重述”的前提上，
这本小说的故事性不差于原著，但是从《伊利亚特》的大部头到这本篇幅不算大的小说，缺失的不仅
仅是史诗的结构。
　　�在序言中作者说道，因为荷马原著在诵读上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便打算改编成大众读本。的确
，大众性是显而易见的：简明易懂的语言，尽量避免废话和重复，而重复在荷马史诗中是常见的，难
免造成厌烦。这本小说采用一种更适于被读者接受的方式，不是以记叙者的口吻而是以参与者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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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故事，同时略微添加了一些原著并未出现的心理情节，使故事更显人性化。比如在帕特洛克罗斯
篇中，一句“我以我的勇气和疯狂拯救了他们所有人”，那份蔓延开来的英雄主义逐渐清晰，同时又
暗示了不可扭转的未来。
　　�在大众化的标准上这部作品的确是可以阅读的，但我要说，它背叛了原作中太多的部分，以至另
成为一个故事，而不能把两者放在一起理解。太多的细节被省略了。原著中有一个情节我至今记忆犹
新，大量的笔墨倾注于描写阿基琉斯的一身战甲，那番极言其精美壮丽的描述却在小说中几乎完全被
省略了。不提史诗中那种壮阔的美感，在这番重述中，作者遗失的其实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东西。战争
从来都是塑造英雄的。也许通过脱离神祗，完全无视原著中有关宙斯诸神的部分，的确可以使这场特
洛伊战争降落到地面上，展现出《伊利亚特》本身的俗世构架，但是在个俗世上，作者缺少了英雄。
的确参与者视点加强了可读性，但是为了追踪情节而变换视点又是另一个问题了。阿基琉斯并不是仅
仅因为众神的关爱和赫赫战功而被当做一个英雄的——他是英雄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英雄。而亚历山德
罗要传达给我们的这场战争带给我的感觉是杀戮仅仅是杀戮，英雄淡化了光芒，因而背叛了一场战争
的美感。这种重述好比是在原本作品的肉体上剥离了皮肤，置换了灵魂。这个特洛伊木马的内心太过
柔弱。不过，作者所想要传达的这份和平主义却是美好的，事实上这也正是作者的目的。追求战争中
被光芒掩盖的和平渴望。“我们早晚有一天可以将阿基琉斯带离那致命的战争，而不会心怀恐惧，战
战兢兢地带他返回故土。”作者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同样重述特洛伊战争的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卡
珊德拉》虽然由于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不易于理解，但相比而言在对和平的愿景上增加了讽刺，而且因
为女性视角显得更为细腻柔美。我为亚历山德罗的这篇《荷马，伊利亚特》太过平凡不禁感到有点遗
憾。
　　�“请你们记住我，请你们记住我，但请忘记我的命运。”
30、总体来说还不错，人物细节描写这些感觉还是太细腻，在读荷马史诗前读一下还是有些帮助的。
31、荷马史诗的超简略版本 也很容易看懂
32、一起购买5本书，这本是第二批到的，没想到比之前的还要好，我非常的满意，5分
33、懒死我，不去看原版。。。顺说这个翻译中，出现完璧归赵这个成语真让我大跌眼镜！！！1
34、絮絮叨叨的对话，无厘头的战争场面，让人眼晕的名字，没读过原作，读这个也够晕，或许是我
肤浅，还是中国神话好看。
35、没了史诗味儿，作为入门还凑合咯
36、妈呀，感觉又看了一遍Troy
37、如果觉得那种科班的希腊神话看不进去，我就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特洛伊之歌，另一个就是这本
。重写神话，通俗一点是白话文重写神话。
38、这本是改版的版本,并非原作...一下子么注意,看着不是很习惯,人物称谓一变动感觉有点累...还是第
三人称看着比较顺眼点....因人而异吧,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这样改版后看会比较容易理解,读懂吧...
39、读起来可以不太费力。只是书里夹了跟装订线。
40、很有性格的改写，终于能看懂了
41、是故事型的，不是反锁古板的历史
42、多视角。总觉得太现代，少了那种气魄。
43、改写得尚可，省去了一堆堆的运动会和一群群的神吵架（喂，专注于事件本身，变POV的写法有
些怪怪的，大概是因为本身原作比较上帝视角，细节太过于丰富，以至于无论选谁去讲述一段故事都
不太合适。最大的遗憾是不该加荷马的名字，因为某些POV加入了部分主观因素，尽管原作里也的确
有对战争残酷阴影通过女性之口的间接抒发（这点后记写得还是挺对的），然而很多观点还是太现代
。比如，无论如何，荷马不会同情塞尔西忒斯，那是个丑角，即使他值得同情也不会正面去同情他，
看着太出戏了。没看过原作的话看看倒是ok
44、每一个英雄倒地过程描绘得流畅大气，想起百年孤独中血从房间穿过各种房间和长廊到母亲身边
的片段，但没读出历史架构，更像战争故事。  
45、不是原版伊利亚特，是改编的小说，发现小说与原版不可相比较，实在太差书皮有破损
46、恨恢弘的巨著，写的震撼人心
47、似乎太过平凡
48、不错的书，但是纸张不太好。美中不足
49、可以很快的了解荷马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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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根本就没收到，这什么工作质量，很失望。
51、2017年1月11日 00:33:17
52、书是好书,值得一读,我喜欢
53、诸神隐匿的荷马时代，
人之目光注视下的特洛伊，
多视角接续与现代性的情感⋯⋯

54、两个午饭时间看完了。对于这样的大部头，只能不求甚解。
55、补记。本科学荷马史诗时读来打发时间，只记得写的很言情。。。
56、就像把古诗翻译成英文一样品不到味。。==。。。感觉像在读《幻城》。。。==
57、语言平和易懂。就是人名越复杂不容易记住。人性刻画很真实。打算看原作
58、分享未看。
59、需要看完之后回想几遍
“通过描写战争来反战”
呃这个似乎有点牵强.. 
对荷马史诗很有兴趣的可以一看.. 
不过神话故事基本都没有了
突出的，是人性
60、这个书是根据史诗改编的小说，应该很容易看懂。我自己不喜欢看国外的名字，所以整个书都是
一个人物一章节，然后慢慢串成故事的形式，我很不习惯，大脑负荷很大。（P.S很像冰与火之歌的那
个写作形式，但好歹我看过电影，所以小说读得很流畅）  内容而言，很像外国版的封神记，就是写
一场战争怎么开展，怎么结束。  故事情节，我不好评分，毕竟离我们时代有点远，可能当时反应的
思想什么的在现在看来没有感觉了，但当时却很轰动。没有背景来评价这本书，有点不合适。
61、没来得及看，但看起来还不错
62、写得很简洁，很好看。
63、故事说的好。只是人名能简单点吗？木马屠城太血腥
64、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改写 中规中矩 更像是缩写本 翻译的很差
65、在图书馆借的书，没有读过原始版本的荷马史诗，这本书了解个梗概，书中对战争
场面的描写让我想到了刚看的电视剧《斯巴达》

66、还不错，于是开始翻原著。
67、引导类书籍。
68、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69、您对我说，战争也有其意义。我才认真去思考。您相信人性的光辉，相信总有一天会有另一种美
好来完全取代战争。我才努力去试着相信。
70、这跟没重述有啥两样？这TM叫“复述”不是重述！还不如施瓦布的本子！翻译TM到底懂不懂通
行译名是啥？！罗念生爷爷内牛满面！！！
-------------------------毕业论文就是特洛伊系统神话复述的人表示压力巨大
71、喜欢巴瑞科的文笔。
72、雄奇壮丽、动人心魄、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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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苏：首先，最荒唐莫过于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 如赫西俄德描述的乌拉诺斯的行为，以
及克罗诺斯对他的报复行为，还有描述克罗诺斯的所作所为和他的儿子对他的行为，这些故事都属此
类。即使这些事是真的，我认为也不应该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这些故事最好闭口不谈。如
果非讲不可的话，也只能许可极少数人听，并须秘密宣誓，先行献牲，然后听讲，而且献的牲还不是
一只猪，而是一种难以弄到的庞然大物。为的是使能听到这种故事的人尽可能的少。 苏：我亲爱的阿
得曼托斯啊！你我都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城邦的缔造者在这里发言的。缔造者应当知道，诗人应该
按照什么路子写作他们的故事，不许他写出不合规范的东西，但不要求自己动手写作。 阿：很对。但
，就是这个东西——故事里描写诸神的正确的路子或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苏：大致是这样的：应
该写出神之所以为神，即神的本质来。无论在史诗、抒情诗，或悲剧诗里，都应该这样描写。 阿：是
的，应该这样描写。 苏：神不肯定是实在善的吗？故事不应该永远把他们描写成善的吗？阿：当然应
该。 苏： 如果诗人们描写尼俄珀的悲痛——埃斯库洛斯曾用抑扬格诗描写过——或者描写佩洛匹达
的故事、特洛亚战争的事绩，以及别的传说，我们一定要禁止他们把这些痛苦说成是神的意旨。如果
要这么说，一定要他们举出这样说的理由，象我们正在努力寻找的一样——他们应该宣称神做了一件
合乎正义的好事，使那些人从惩罚中得到益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诗人把被惩罚者的生活形容得悲
惨，说是神要他们这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让诗人这样说：坏人日子难过，因为他们该受惩罚。神是为
了要他们好，才惩罚他们的。假使有人说，神虽然本身是善的，可是却产生了恶。对于这种谎言，必
须迎头痛击。假使这个城邦要统治得好的话，更不应该让任何人，不论他是老是少，听到这种故事。
讲这种话是渎神的，对我们有害的，并且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 阿：我跟你一道投票赞成这条法律。
我很喜欢它。 苏：很好。这将成为我们关于诸神的法律之一，若干标准之一。故事要在这个标准下说
，诗要在这个标准下写——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之因。 苏：我们要不要删去英雄人物的嚎
啕痛哭？ 阿：同上面所讲的一样，当然要的。 苏：仔细考虑一下，把这些删去究竟对不对？我们的
原则是：一个好人断不以为死对于他的朋友——另一个好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阿：这是我们的原
则。 苏：那么，他不会哀伤他朋友的死去，好象他碰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似的。阿：他不会的。 苏
：我们还可以说这种人最为乐天知足。最少要求于人乃是他们的特点。 阿：真的。 苏：因此，失掉
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兄弟，或者钱财，或者其它种种，对他说来，丝毫不觉得可怕。阿：是的，毫不
可怕。 苏：因此他绝不忧伤憔悴，不论什么不幸临到他身上，他都处之泰然。阿：肯定如此。 苏：
那么，我们应该删去著名作者所作的那些挽歌，把它们归之于妇女（也还不包括优秀的妇女），归之
于平庸的男子，使我们正在培养的护卫者，因此看不起这种人，而不去效法他们。阿：应该如此。 苏
：我们请求荷马以及其他诗人不要把女神的儿子阿克琉斯形容得： 躺在床上，一忽儿侧卧，一忽儿朝
天， 一忽儿伏卧朝地。然后索性爬起来 心烦意乱踯躅于荒海之滨， 也不要形容他两手抓起乌黑的泥
土，泼撒在自己头上，也不要说他、长号大哭，呜咽涕泣，有如荷马所描写的那样；也不要描写普里
阿摩斯那诸神的亲戚，在粪土中爬滚， 挨个儿呼唤着人们的名字， 向大家恳求哀告。我们尤其请求
诗人们不要使诸神嚎啕大哭， 我心伤悲啊生此英儿， 英儿在世啊常遭苦恼。
2、似乎这本《荷马，伊利亚特》也是“重述神话”系列的其中之一。站在“重述”的前提上，这本
小说的故事性不差于原著，但是从《伊利亚特》的大部头到这本篇幅不算大的小说，缺失的不仅仅是
史诗的结构。在序言中作者说道，因为荷马原著在诵读上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便打算改编成大众读
本。的确，大众性是显而易见的：简明易懂的语言，尽量避免废话和重复，而重复在荷马史诗中是常
见的，难免造成厌烦。这本小说采用一种更适于被读者接受的方式，不是以记叙者的口吻而是以参与
者的口吻展开故事，同时略微添加了一些原著并未出现的心理情节，使故事更显人性化。比如在帕特
洛克罗斯篇中，一句“我以我的勇气和疯狂拯救了他们所有人”，那份蔓延开来的英雄主义逐渐清晰
，同时又暗示了不可扭转的未来。在大众化的标准上这部作品的确是可以阅读的，但我要说，它背叛
了原作中太多的部分，以至另成为一个故事，而不能把两者放在一起理解。太多的细节被省略了。原
著中有一个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大量的笔墨倾注于描写阿基琉斯的一身战甲，那番极言其精美壮丽
的描述却在小说中几乎完全被省略了。不提史诗中那种壮阔的美感，在这番重述中，作者遗失的其实
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东西。战争从来都是塑造英雄的。也许通过脱离神祗，完全无视原著中有关宙斯诸
神的部分，的确可以使这场特洛伊战争降落到地面上，展现出《伊利亚特》本身的俗世构架，但是在
个俗世上，作者缺少了英雄。的确参与者视点加强了可读性，但是为了追踪情节而变换视点又是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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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了。阿基琉斯并不是仅仅因为众神的关爱和赫赫战功而被当做一个英雄的——他是英雄是因为
他本来就是英雄。而亚历山德罗要传达给我们的这场战争带给我的感觉是杀戮仅仅是杀戮，英雄淡化
了光芒，因而背叛了一场战争的美感。这种重述好比是在原本作品的肉体上剥离了皮肤，置换了灵魂
。这个特洛伊木马的内心太过柔弱。不过，作者所想要传达的这份和平主义却是美好的，事实上这也
正是作者的目的。追求战争中被光芒掩盖的和平渴望。“我们早晚有一天可以将阿基琉斯带离那致命
的战争，而不会心怀恐惧，战战兢兢地带他返回故土。”作者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同样重述特洛伊战
争的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卡珊德拉》虽然由于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不易于理解，但相比而言在对和平
的愿景上增加了讽刺，而且因为女性视角显得更为细腻柔美。我为亚历山德罗的这篇《荷马，伊利亚
特》太过平凡不禁感到有点遗憾。“请你们记住我，请你们记住我，但请忘记我的命运。”
3、“无论荷马与我们的相距多么遥远，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入他所描绘的生活。我们之所以能够
这样进入，主要是因为，不管荷马描绘的事件与我们多么疏隔，他相信他所说的并且严肃地说出他正
加以描绘的东西，因此他从不夸大其辞，也从未失去分寸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必说阿基琉斯、赫
克托尔、普里阿摩斯、奥德修斯这些特点鲜明又栩栩如生的卓越人物，也不必说赫克托尔的告别、普
里阿摩斯的出使和奥德修斯的归返等等诸多感人至深的场景，整部《伊利亚特》——《奥德赛》更是
如此了——自然而然地与我们所有人密切相连，仿佛我们曾经在诸神和英雄之中生活过，而且现在仍
活在他们当中。”

Page 14



《荷马，伊利亚特》

章节试读

1、《荷马，伊利亚特》的笔记-第151页

        　　阅读《伊利亚特》或者像我一样“重写它”并非是在一个随意的年代，如今是战争的岁月。
尽管用“战争”来定义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总让我感觉不妥（我想用一个简单的措词来表达），然
而这些年来，与几千年来的战争经历紧密相连的某种咄咄逼人的野蛮，如征战、屠杀、暴力、虐囚、
斩首、背叛；英雄主义、武器装备、战争策略、志愿军队、最后通牒、宣言声明等等，又重新成为人
类日常生活中的遭遇。残暴和耀眼的军械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好战人类的的一整套行头，曾一度被我们
深埋或摈弃，如今又再次浮出水面。在如此微妙和无度的大背景下，即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承
载着特殊的意义。当众诵读《伊利亚特》是件小事，但并非随手拈来，毫无意义。我想表达的是《伊
利亚特》这一部战争史诗，它没有畏首畏尾，没有吞吞吐吐，它的产生是为了吟唱一种战斗的人性，
以这种令人难忘的方式使之永垂不朽，星火相传，世世代代吟唱那庄严的美丽，那不可救药的情感。
曾几何时那是一场战争，但永世留存。或许不同学校的讲述各有差异，但是关键在于《伊利亚特》是
描写战争的不朽之作。

　　这样问题自然就产生了。当今时代在一部战争的不朽之作上花费大量的时间、空间和精力意义何
在？为什么要在众多故事中引导人们独独关注这一个故事，就像一盏明灯指引逃跑之路，逃出当今的
黑暗吗？

　　我以为，只有当人们彻底明白我们与所有战争故事，而不单单是跟这个故事的关系之后，才能得
到一个真实的答案，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天性会让我们不停地讲述这些故事。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自然无法在这里由我解决。我所能做的只是驻足于《伊利亚特》，记录我在改编这本著作的一
年工作中得到的两点启示。这两点启示在故事中清晰而有力地表达出来，是我从该故事里得到的真正
教益。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伊利亚特》里出人意料的内容之一是力量。我想表达的是怜悯，正因为有
这种情感，战败者的情由才能得以流传后代。因为这个故事无疑由胜利者书写，但是也保留了对战败
者的记忆，尽管这并非叙述的重点，但仍然记录了特洛伊人一些通情达理的人物形象，比如普里阿摩
斯、赫克托耳、安德罗玛开，甚至一些小人物，如潘达罗斯和萨尔裴冬。这种超自然的能力代表的是
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声音。我在对原文加工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希腊人在《伊利亚特》这部
关于战争的不朽作品的字里行间如何将对和平持之以恒的爱记忆并留传下来。这一主题，并非一目了
然，因为第一眼会被战甲和英雄们四射的光芒照得眼花缭乱，但是在这光芒四射的阴影下，一部你未
曾预料的《伊利亚特》脱颖而出。这里我想谈一谈《伊利亚特》的女性观点。在这部作品中经常由女
人来不折不扣地表达对于和平的渴望。从那些被搁置在战争边缘的女性身上体现出一种渴望从战争的
义务中解放出来的情感，对于与战争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明充满执着和私密的渴望。她们坚信人们可
以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并把这种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原作的第六章最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堪称情感几何构建的小小杰作。赫克托耳从战场上跑回城里，在这忙里偷闲的一段时间中，他遇到了
三个女人，就好像在世界另一头进行了一次旅行。

　　这三名女子刚好都发出同样的恳求——和平，尽管每个人有各自的论调和情感：母亲请赫克托耳
去祈祷神祇，海伦请他留在身边休息片刻（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念头），最后安德罗玛开请他在作为
英雄和战勇之前首先做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尤其在这最后的一段对话中，带有训导的微微闪光，两
个可能的世界迎面直视，两人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赫克托耳的道理是盲目而因循守旧的，而安
德罗玛开的道理更为现代和人道。一种希腊人那样得男性战争文明却选择将女性的声音以及她们对和
平的渴望永远留传给后人，这难道不令人钦佩吗？

　　人们从她们的声音里了解《伊利亚特》一书中的女性观点，而一旦打开这个缺口，人们便会发现
这一观点在书中随处可见，尽管模糊隐蔽，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坚韧和固执。我发现《伊利亚特》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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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反映鲜明，英雄们相互辩论，却没有走向战场。那是漫长无期的集会和永无止境的辩论，一个人
只有当他开始理解事实真相后才会不再厌恶争论，因为那是他们尽可能延缓战役的方式，就如同《天
方夜谭》里的舍赫拉查德通过叙述来实现自救。话语是武器，可以用来令战争冻结。即便他们在讨论
如何打仗，那也仅仅是讨论而已，并未真正走向战场，这其实也是自救的方式。他们都像被判处死刑
之人，在临刑之前，边抽烟边诉说，希望以此可以将最后一根烟的时间持续到永恒。然而，一旦当真
身处战场，他们就变成盲目的英雄，忘记任何的脱身之计，狂热地把自己奉献给战争的责任。在此之
前很长一段时间，充满女性睿智的缓慢和孩童瞻前顾后的目光。

　　该书以极为高明的模糊方式，将英雄的此类腼腆表现得恰到好处，并凝结在阿基琉斯一人身上。
在《伊利亚特》中，他是那个在投入战场前消磨最长时间之人。他，像一名女子，远道而来参加战争
，弹着他的奇特拉琴，待在挚爱的伙伴身边。而恰恰也是他，是战争里最勇猛和狂热的化身，完完全
全地超越凡人。《伊利亚特》在此凸显其精准和完善的维度结构，即战争文化的胜利更为强大，而女
性对于和平的爱好和向往更为坚韧和绵长。最终，从阿基琉斯身上，各路英雄的贪婪涌出表面，清晰
可见，无须清楚而明确的语言来调解。在第九章中，他当着阿伽门农派来的使者面前讲的那些话，或
许是我们祖先留传给我们对于和平最猛烈且无可争议的呐喊：

　　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生命的价值：不管是达奈人的儿子们到来之前的和平时期，繁荣
的伊利昂城曾经拥有的珍宝，还是在多岩的普索，神射手在石界后封存在阿波罗神庙财富；牛和肥羊
可以掠夺，三角鼎和黄褐色鬃毛的马匹可以获得；但是人的生命，决不会回头，一旦滑过齿隙，便无
法掠取和夺回。

　　这原是安德罗玛开的话，但是在《伊利亚特》中由阿基琉斯说出。他是战争教义的教宗，也正因
为此，他的这些话带着独一无二的权威性在耳边不断回响。那个声音——埋藏在战争的不朽作品下，
选择了生命，并向战争诉说永别。《伊利亚特》让人隐约看到一种文明，一种希腊人无法做到却凭着
直觉了解到的文明，他们甚至在某个秘密角落里守护和保卫着自己的情感。实现那些直觉中的文明或
许正是《伊利亚特》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譬如永恒、任务和责任。

　　这一任务如何完成呢？我们应该如何引导世界跟随自身发自内心对于和平的爱好呢？关于这一点
，我认为《伊利亚特》也对我们有所启示和教化。这体现在它最明显且最令人反感的段落里，即描写
尚武男性的段落。毫无疑问，该故事向世人展示了战争作为文明社会一种几乎自然而然的出路。但是
不仅于此，它还表达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内容，神衹让我们无法容忍，即吟唱战争之美，以一种力量和
难忘的激情吟唱。无论哪一位英雄在战场上的光辉都令人印象深刻，不管是铠甲的闪亮还是精神的光
彩；无论哪一次死亡都是一个祭坛，以华丽装饰，以诗歌美化；甲械的魅力持之以恒，对于军队行动
的美感始终保持欣赏之姿；战争中的野兽总是美轮美奂；大自然一旦成为大屠杀的背景环境就显得格
外庄严而肃穆；甚至击打和伤口也被吟唱，成为一个凶恶但睿智、自相矛盾的工匠的杰出之作。据说
，从人类到大地的万物在战争中都能处于其个体实现的最佳时刻，不管从审美角度还是从精神上来讲
，几乎是一条象征荣耀的抛物线的顶点，只有在不朽的残暴冲突中才能自我实现。根据这一战争美学
，《伊利亚特》迫使我们去记住一些令人厌烦却不可避免的真相，即几千年来，对于人类而言战争就
是这样一种情境，在其潜在的事实里能散发出生命强烈的美。战争几乎成为唯一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
途径，找出自己本身的真相并上升到一种较高的伦理认知。在生命的苍白情感和日常生活的道德平庸
的对立面上，是战争让世界重新活跃起来，把个体扔到墨守成规的生活圈外，最终在回归灵魂本体之
处让各种探索和愿望得以靠岸。我所谈论的不是遥远的野蛮时代，就在几年前，像维特根斯坦和加达
（Carlo Emilio Gadda）一样儒雅的知识分子置身于执着寻觅的第一线，置身于非人道的战争前线，他
们坚信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自我。他们当然不是弱小的个体，抑或缺乏手段和文化，然而就像在日记
中所记载的那样，他们活在自己的信念中，认为只有经历致命战争的凶残本性，才能够获得日常生活
所无法表达的内容和经验。这种信念反映了某种从未逝去的文明的轮廓，战争一直是人类经验炙手可
热的关键所在，是任何变化的动力。即使在当今社会，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投入战场不过是一个荒唐
的假设，通过职业军人的身体这种第三方作战的方式，人们继续培养着战争精神这一古老的炭火盆，
实质上暴露出人类的无能，为了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别无他法，只能依靠这种原始的方式。那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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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性骄傲，在西方社会和东方世界里一模一样，总是和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好战的炫耀情绪羁绊而
行，让人们去识别一种人类天性，即二十世纪的战争震慑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和。《伊利亚特》讲述
了这种思想体系和情感模式，用了一个完美而精炼的符号标志，这个符号就是美丽。战争之美，藏在
每个细节的角落，诉说它在人类历程里的中心地位。唯此想法得以在人类经历中留传并真正存在。

　　或许《伊利亚特》要启示人们的是，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和平主义者应当忘记或否定
这种战争之美，就好比它从来未曾存在过。把战争描述成一个地狱，不过是一个贻害的谎言。尽管听
起来有点残忍，然而人们也需要记住战争虽是一个地狱，但却是美丽的。长久以来，人类投身于此，
好比飞蛾被火焰致命的亮光所吸引。害怕或者自我恐惧都无法让它们远离火焰，因为它们在那里总是
能找到远离生命阴暗唯一可能的救赎。正因为此，当今世界，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一方面应该不要
过度把战争妖魔化，另一方面应当明白只有当我们为另一种美丽做好准备时，我们才能够抛去战争一
直给予我们的东西。找寻和构建另一种美丽或许才是通往真正和平的唯一道路。人们应当展示出照亮
生命阴暗的能力，而非借助战争的火焰；给那些东西一个强有力的意义，而不要把它们带到令人炫目
的死亡光亮下。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不通过占据他人的方式；让金钱和财富运作起来，却不要借助于
暴力；找到一个道德尺度，哪怕很高很高，而不应在死亡的边缘寻觅；找个时间和地点好好地认识自
己，却不要在战壕之中；认识人们的情感，哪怕是最令人眩晕的极端情感，而不要把战争作为兴奋剂
或是通过日常微小的暴力行为来刺激。那是另一种美丽，如果你们明白我想表达的内容的话。

　　当今世界，和平不过是一种政治利益，而决非真正推广的一种思想体系和情操模式。人们认为战
争是理应避免的坏事，尽管要把它当作绝对的坏事让人们远离，还远远做不到。一有机会，战争就被
包装上美好的理想，而投入战场很快就重新成为可以实现的选择。有时候，人们选择它甚至带着一定
的自豪。飞蛾们继续在火焰的光亮下折翼而亡，一种对于和平真正有预见性、有勇气、雄心壮志的渴
望，我仅仅在上百万手工匠人耐心而隐蔽的工作中看到，他们每天不辞辛劳的工作，激起“另一种美
丽”以及清澈、温和且毫无杀伤力的微弱光亮。那是一项乌托邦式的事业，是以对于人类极大的信任
为前提的。但是我扪心自问，在此之前，我们是不是从未像今天一样，在这条类似的道路上走得如此
靠前。因此我觉得已经没有人可以停下和平的脚步或者逆向而行。我们早晚有一天可以将阿基琉斯带
离那致命的战争，而不会心怀恐惧，战战兢兢地带他返回故土。将会出现某种比战争温柔而绚烂得多
的美丽，某种不一样的美丽。

2、《荷马，伊利亚特》的笔记-第160页

        将会出现某种比战争温柔而绚烂得多的美丽，某种不一样的美丽。

3、《荷马，伊利亚特》的笔记-第98页

        荷马以外的增补部分来自：阿波罗多罗斯、欧里庇得斯、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里斐奥
多鲁斯（Tryphiodorus）《伊利昂的陷落》（La presa di Ilio）
我，赫克托耳，战败者，被阿基琉斯拖着尸体绕城三圈的英烈。你们应该记住冲天火光中的他；你们
应该记住他站在那艘海船甲板上的样子，他的四周是熊熊燃烧的火焰；你们应该记住他意气风发的胜
利姿态，身披锃光瓦亮的银铜战甲。我曾经从一位女王那里听来几句话，至今仍记忆犹新，现在我便
说予你们听：请你们记住我，请你们记住我，但请忘记我的命运。
Dido's Lament:
When I am laid, am laid in earth, May my wrongs create.
No trouble, no trouble in thy breast;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but ah! forget my fate.
Remember me, but ah! forget my f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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