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罗米修斯之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普罗米修斯之罪》

13位ISBN编号：9787108040169

10位ISBN编号：7108040166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刘小枫

页数：1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普罗米修斯之罪》

内容概要

解读埃斯库罗斯的剧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因盗火给人间而被宙斯钉缚在山顶，作者
细细剖析了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悲剧：普罗米修斯究竟被认定犯有何种罪行；其行为如何违反了神界
的天条，对人间又带来了何种积极影响和后患；此行为和前因后果对人类智识的发展、对启蒙话语和
民主政治又有什么样的警示作用。通过分析，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在雅典时代此剧所塑造普罗米修斯形
象，条分缕析了普罗米修斯的罪名如何与人类社会的民主政治的起源紧密相连。所见尽有令人耳目一
新之感。
作者刘小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
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
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
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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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之罪》

作者简介

刘小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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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之罪》

书籍目录

讲稿
普罗米修斯之罪
失踪的肃剧诗人与普罗米修斯
前台戏[行1—125]
进场歌[行128—195]
第一戏段：戏谐[行193—396]
第二戏段：阴谋[行436—525]
第三戏段：复仇[行561一886]
退场戏[行907一1093]
文本
普罗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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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之罪》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接下来我们看到，普罗米修斯仅仅向天地间最直接的自然存在发出呼吁：风、河流、大海
、大地，最后是太阳。自索福克勒斯以来，在古希腊肃剧中，谁要呼天喊地，通常都会这样呼喊，尤
其向苍空、太阳呼喊（索福克勒索El.86，424；Ph.936以下；欧里庇得斯，《美狄亚》，57—58），失
踪诗人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如此呼喊似乎开了一种新式呼喊的先河——这种呼喊要么引出的是一段悲伤
的独自，要么是不得不把某种隐深的令人恐怖的秘密带到光天化日之下。不过，这种呼喊听起来悲怆
无比，实际上有的时候仅仅是一种戏谐、一种谐剧式的滑稽摹仿而已（比较普劳图斯Merc.3以下）。 
普罗米修斯的呼喊属于哪种情形？明显不是前两种情形，因为他随后发出的言辞满是愤怒，显得血气
旺盛——这段长歌在诗律形式上频频变换格律：一会儿高昂，音律不平衡似乎表明普罗米修斯情绪起
伏，但也可能表明普罗米修斯并没有气昏了头脑，而是心里有数，分寸把握得好。从长歌的内容来看
，则充满戏剧性：起先是义愤，呼喊天地万物都来见证自己遭受的不幸（行88—97），然后是自悲自
怜似的悲叹（行98—100），随之又是安之若素的自信：“命中注定”的既然不可抗拒，不如既来之则
安之。自己的罪过不过就是替人类盗得火源而已，但这火源成了“所有人的技艺的教师”，这可是巨
大的资源，这时普罗米修斯突然隐约听到女性的声音，还闻到女性的香气，一下子产生好奇（行114
—117）。倘若真的气得不行，无论听觉还是嗅觉早就已经自行屏蔽，何以可能听到、闻到，遑论好奇
？但普罗米修斯竟然还能自问：这些来的女性是“神性的、人性的抑或半神半人性的⋯⋯”他甚至赶
紧转而向她们呼吁、申冤（行118—123）：自己明明是个神，却遭到“全体神们”憎恨，非常孤单，
不过因为自己深爱会死的人类而已。 总起来看，普罗米修斯入戏后的第一首长歌骨子里更多谐剧味道
，而非肃剧味道，尤其最后，普罗米修斯听见有鸟翼扑打的声音，禁不住有点儿害怕起来（行124
—127）——雅典观众看到这里自然会想到赫西俄德的传说：定然是宙斯专门安排的啄食普罗米修斯肝
脏的老鹰飞来了，但诗人让观众看到，来的是一群轻妙女子⋯⋯尼采是非常独特的古典语文学家，有
精深的小学功夫，又不受交情鋀琐屑的小学考据牵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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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之罪》

编辑推荐

《普罗米修斯之罪》作者对古希腊戏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实则通过研习
古希腊经典，探究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古典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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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之罪》

精彩短评

1、经典通识讲稿：普罗米修斯之罪
2、看完一遍，以后再好好梳理。
3、這才是附會大家
4、        两百页的书，一百页原剧文本，一百页讲解。这一百页的讲解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刘小枫是
一个极其能读书的知识分子，他对文本通透的理解让我觉得，他虽然满口的政治、政制，但究其本质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文本的理解上，而非具体人事的参与上。
        文本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现实世界的模样，但它会在折射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偏差，建立
在这种巨大偏差上的认识，又怎么可能是真实的世界。而且所有人的行为能力与其对世界的认识都存
在一定的距离，必需经过反复的训练，两者才能协作，否则就算其认识近于真理，也只是纸上谈兵。
所以缺乏这种训练的刘小枫，不可能去驾驭政治，管理世界。
5、一种视角
6、政治书
7、有机会看看刘小枫更深入的讲解就好了
8、感觉一般
9、了解古希腊悲剧的魅力，排除意识形态什么的，刘大师的东西还是十分值得看的。普罗米修斯不
仅给人类带来了火种，还为人带来了盲目的希望，这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古希腊的技术文明是怎
么一回事，也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10、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先生以这种方式做结。看的过程中先是觉得畅快，心想先生还是我在肉身里
认识的先生，随后骤然转为震惊，然后略有愤怒，最后在全书的最后一页转为一声温暖的叹息。原来
先生要告诉我们，民主与僭主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而只有那浮在空中的哲人国度才能“逼得宙斯”派
来和议使团。一瞬间我理解了先生的情怀，理解了施派的情怀。
11、太专业了，喜欢或对古希腊戏剧、哲学有研究的可以看一看。反正我是没弄明白海神女儿的态度
变来变去到底象征了什么。
12、《普罗米修斯之罪》，通过普罗米修斯分析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思考，同时也隐含现实社会的当代
政治。书的一半内容是分析，一半内容是剧本，小32开本现在看起来很不舒服
13、对于古希腊文的精熟掌握、整个雅典思想史的宏观把握，令这本书有非常细微的感受，又触类旁
通，贯穿整个学科。而对于戏剧结构、艺术形式，乃至语言的敏锐，让刘小枫的解释充满系统性。好
爱。
14、因盗火给人类而被宙斯惩罚的普罗米修斯，人类伟大的先知。
15、精彩！
16、在大学时就读过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感觉非常的好，有耳目一新之感，感觉刘先生对
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有独到的见解。基于这种阅读经验，这次在没有预览和推介的情况下，
我买了这本《普罗米修斯之罪》，不成想却仅仅是一个对戏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文本讲解，学
术性如何不敢妄加评论，因为本人不是研究古希腊戏剧的，但思想性的缺乏却是无疑的，更没有介绍
中所说的对古希腊悲剧精神的探究。而且，后面附的全本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就占了全书篇幅的
三分之一多，真是岂有此理！有上了一当的感觉。如果你不是专门的研究者，建议不要买。
17、非常过瘾有些地方虽然一次不能理解的很清楚，扣一星因为太坑钱了，一半是普罗米修斯的文本
。
18、想到肯定有人会说过度诠释，可惜自己不会希腊语对文献资料也研究不够，无法有利反驳此观点
。开始觉得此书的观点很新颖，因为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把普罗米修斯作为正面形象。以前看神话也是
此种观点，只是到了大学，老师会讲一点“希腊神话中神人同神同性”。于是发现，希腊神并不完美
，典型的奥林匹斯神都有明显的缺点，如宙斯、赫拉以及雅典娜等等，可惜普罗米修斯似乎没有。所
以我开始倾向于普罗米修斯是有缺点的，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此外书中对于希望的阐释很有意思，
我觉得普罗米修斯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形象来研究下。
19、刘小枫老师的书！大爱！希望自己以后好好读书，好好写字！
20、我怀疑有过度解读之嫌疑
21、讲得比较简略，但是视角很独特，差不多够本儿了。政治观点私货略多，刘自己说话煽动性也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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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之罪》

足的嘛。故意用特别“猥琐”的用词描述普罗米修斯反而更削弱了说服力。
22、经典值得细读  并反复阅读
23、太震惊了，刘小枫竟然这样推翻了普罗米修斯在世人中的形象，他解读下的普罗米修斯竟是这样
猥琐至极。感觉六经注我的味道太强。
24、开阔视野啊
25、火花挺多的嘛，是我砸破脑袋也想不到，可能确实有点牵强附会。不过大框架是令人启发的，民
主自由可能是一种没落。
26、一本简短的小书，民主政治，启蒙话语还有希望，一定不是完全好的。在诉说的背后，隐藏了多
少主观性的谋策，狂妄自大又暗含了多少癫狂。怜爱呢，如果不晓得节制，怜爱的后果未必不会导致
灾难。
27、相关知识挺丰富的
28、一直喜欢刘小枫的书
29、这种讲座稿，颇具匠心。当时买了一套，还没有看完。这本读完了，觉得属于文本细读一类。
30、有知识性错误
31、太想翻案自证于是过度解读？
32、有些地方未免牵强，但至少是从一种比较独特的视角来解读的
33、讀庫恩的希臘神話，糾結于閱讀方法與思考維度。間隔著讀了劉小楓的這本書。從反抗僭主和民
主啟蒙的角度解讀普羅米修斯之罪，挺有趣味，雖然一些觀點有過度解讀之嫌。
34、易读。又像读出作者自己都没写过的想法。政治惹人只想回避。
35、似闡釋略多而論證不足，偶有讀劉心武解紅樓的錯覺。
36、33真的贵了
37、價值觀是無法被證偽的（？），
感覺這一生可以講的道理少了好多。
38、一部作品一旦写完就不再属于作者，读者都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解读作品。
39、华夏版，作谐剧讲有点意思
40、还可以，刘小枫还是挺聪明的。
41、刘小枫作品
42、借普罗米修斯发施米特之大义，可老觉得哪里不大对劲
43、前面有人说有刘心武解红楼的错觉，实在是。。。不能更赞同，从前看红楼的兴趣也因刘而勾起
去解读其中的政治隐喻。不过刘小枫的有的也不乏精彩之处啊，竟然这么能挖？？普罗米修斯是启蒙
哲人的先导，有一点以古讽今的味道⋯⋯还有伊娥与伊奥尼亚学派（米利都）学派有什么联系？？
44、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相对于我来说，这类书籍真的需要多读。纠错。。观点很有趣，解读的很
不错。
45、刘小枫把普罗米修斯和普罗泰戈拉联系起来，认为这部剧和普罗泰戈拉的新技术文明论有关，讲
述的是民主政治的起源。同时认为作为启蒙者的普罗米修斯出于“怜爱人类”的心为人类带来了民主
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与宙斯所认同的“差序秩序”原则形成了冲突。刘小枫认为普罗米修斯给人类
带来的启蒙其实有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美好，而他的罪“火”和“盲目的希望”却会毁掉人类辛勤
劳作的动力。整本书是一个讲稿，理论性不强，最终也没什么结论。不过还是一个比较好玩的视角。
46、很完整的阐释，所以留下了可能证据不足的怀疑。
47、过度诠释，但诠释的很漂亮～
48、见解清晰，注解清楚详细。引人深思。
49、这本书要把后面的先看完，再去看前面的解释。
50、个人对刘小枫的关注着实不够，虽然听闻许久，但是他的书看的很少。这本书对《被缚的普罗米
修斯》进行了许多的解读，这种解读方式在古希腊文本的研究中比比皆是，当然这种方式确实含有“
细读”的意味，也可以在很多地方启发人，但是这种解读出来的东西是否确切，当然争论不断，但是
正是这种解读中所阐述的多样可能，也让我们拥有丰富的角度去探求希腊经典中的趣味和精神。这本
书的立意角度也值得思考。
51、把宙斯和普罗米修斯之间的心理角力解读较为深入，对普罗米修斯的揶揄也是相当不留情面。刘
的观点是：所谓“民主政治的智识人”，如果仅凭“怜爱”这种女人气的软弱情感，对下层阶级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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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之罪》

援手是种不明智的“自以为是”，因为下层阶级有其好逸恶劳的天然道德缺陷。另，该书读来颇有刘
心武解读红楼之感。
52、有过度诠释之嫌，不过毕竟归根到底注的不是古典，而是当下。至于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何如？到
底不是一个文本能说清的。
53、普罗米修斯之罪
54、口述好安逸，思路清晰流畅最后定稿都好方便。对西哲很不了解，而且一直对如何读出书中的深
意或者说真实含义很困惑。不过现在，通过一些讲义，从点评者的逻辑出发好像要好点了。
55、我是很不明白，刘小枫把毛都黑出翔了，为什么还有人觉得他是左派，想当国师？
56、“希望”是徒劳的东西，而且使人变坏，变得好逸恶劳，不事劳作的人才靠“希望”过日子。
57、普罗米修斯给人类盗来了火种，更重要的是盗来了希望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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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之罪》

精彩书评

1、写这些并不是针对于这本书。刘小枫老师对这部古希腊戏剧进行了文本分析，虽然古典学的外衣
看起来有些吓人，却并不艰深难懂。我想说一些和书中文本不相干的东西。希望为什么被潘多拉留在
盒子里？真的像是《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所说的，“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最好的东西”吗？其
实，古希腊人在书写的时候已经明白告诉你：希望恰巧是那一大堆灾难中最大的恶。本来，人们生活
单纯，与世无争，后来一大堆恶劣的东西从盒子里跑了出来，人们开始嫉妒、相互斗争。但潘多拉并
没有把“希望”放出来，因为正是希望，会混淆人的心智，让这个本身充斥的恶的社会存在一种不切
实际的期待。这正是最可怕的。或许你记得《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表达出来的反体制、希望和坚韧，
但你是否忽略了一点，这个希望等于十六年的光阴，而且它并没有告诉你，安迪逃走以后活得到底好
不好。还有民主的问题。普罗米修斯是一个象征，他意味着叛逃和鼓吹民主的人。或许我们对民主还
抱有好感，但普罗米修斯明显的狡辩和夸张的表演恰巧是民主运行的方式，你还能说，民主是一种‘
善“吗？再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本来存在一个稳定的秩序，这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反叛者，再用古怪
的言论扰动民心，接着又用悲剧性的表演博取同情，你是不是见过相似的场景？我相信答多数人都喜
欢秩序和稳定平和的生活，普罗米修斯恰巧是哪个作乱分子，如果是你，你会偏好他的那一番演说，
还是继续过自己安宁的生活？总之，我也会选择后者。这本书是所谓通识读本，如果幸运，它能够被
大多数人读到的话，它起到的作用或许更多在于纠偏。民主不是最坏的，但它一定不是最好的。希望
或许是最好的，但也许也是最坏的。
2、最近刘小枫因为他的“国父论”，又处在舆论的漩涡中。其实，我原来一直听说刘小枫在中国算
是个认真做学问的学者，他研究的也是深奥的古典学（古希腊文献）。也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他的
《普罗米修斯之罪》（三联书店 2012年出版）后，就感到不小的失望。当然，通过一本书评价一个学
者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姑且对这本书失望吧。当然，我完全不是古典学或者哲学学者，以下内容纯属
自说自话。这本书主要是评述古希腊著名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我认为他的主旨有三点，第一
是论述剧中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带给人间的行为给人间带来的痛苦（这就是“普罗米修斯之罪”）以
及这种行为和启蒙思想、自由平等思想的联系，第二是揭示普罗米修斯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的受难，
其实是一种“精神性疾病”，第三是通过剧中伊娥的遭遇，论述“爱情自由”和政治自由是相辅相成
的，同样是痛苦和灾难的根源。这里先插一段，我们看到这种观点不要急着觉得奇怪。我们可能自己
觉得自己会是普罗米修斯的支持者，一个为人类带来文明并且因此牺牲受难的英雄，但是要是现实生
活中真的近距离的出现一个类似普罗米修斯的人物，我们的反应可能也会不那么正面。比如最近争议
很大的“万门大学”。这说明刘小枫的观点（也可能不止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他总结前人的观点）
，即使到当代，也是有根基的。但是，刘小枫在书中的论述，则令我十分失望。他对之前观点的论述
都太蜻蜓点水了，基本上只以列举论点为主。比如“给人类注入盲目的希望”被他认为是普罗米修斯
最严重的罪行，但这种“盲目的希望”会有什么后果，它和启蒙思想，民主政体有多少必然联系，却
被忽略了。普罗米修斯交给人类各种技艺有什么后果，也没有什么论述。伊娥的例子更是没有根据。
剧中原文也讲过伊娥本不爱宙斯，她的悲惨遭遇是宙斯的欲望和赫拉的嫉妒的后果，要说是自由恋爱
的后果就十分牵强了。这样，“伊娥的精神”也成了无源之水。全书我只注意到一段：“对算术的认
识不仅产生了对比例的认识，也产生了对平等的认识。因此，人们不是根据他们的不同来选择安排自
己，而是根据他们的相似——他们能够民主地分配权力。宙斯把理智委托给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
却把它给了一个没体会过自治的新生种族，这个种族不会明白等级安排的本质。”算是一段比较有力
的论述（是刘小枫引用前人的）。然而，这样的论述太少了。那么，作者在书中主要写了些什么呢？
插叙了很多古希腊的背景知识，比如对类似的事件，另外的一些作者是怎么写的等等，引了很多东西
，但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解读，广而不深。当然，书的主旋律就是一边描述剧情，一边对普罗米修斯进
行挖苦奚落。像“把戏”，“精神病”，“偷偷摸摸”，“搞蒙骗”之类的描绘不少（当然都是用来
形容普罗米修斯的）。不做深入分析，而用大量篇幅将普罗米修斯描绘得像个小丑，这无疑削弱了书
的价值，也使整本书的基调显得轻浮了不少。一个研究古典学的学者，或者说，任何真正有思想的学
者，他/她的观点自然会不同于大众化的“自由、平等、民主、进步、宽容”等观点。但如果他只给出
观点（和流畅的文字叙述）而没有扎实的论证，就很难说有多大价值了。
3、——《普罗米修斯之罪》笔记普罗米修斯以民主革命的启蒙者形象出现在这部不具名诗人的戏剧
中，诗人从多层面解析这位斗士的虚妄，更将之与宙斯同归一处，从本质上探讨民主与专制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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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永远持续的结局。本书涉及到的相关著述：本书涉及到的相关著述：尼采《快乐的科学》、另
外版本的普罗米修斯：柏拉图《高尔吉亚》、阿里斯托芬《鸟》、《地母节妇女》关于技术文明论：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讲述另外一个版本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关于怜爱：《会
饮》中的阿里斯托芬；关于“盲目的希望”：《劳作与时日》关于启蒙者形象：尼采《论道德的谱系
》一、�什么是肃剧？《被缚》创作的民主政治背景诗人大多取材于神话，重新编织故事。肃剧通过展
现古老传说来表达当下的政治争论。“观众眼看着过去的行为，思考着当下的判决，他们才有机会把
眼光转变为洞察。”——因此，一部肃剧的背景往往比其本身更具有意义，因为肃剧在表达对于社会
正在发生事情的看法。——理解希腊神话的重点在于，不要以今人的眼光以为这些都是荒诞不经的故
事，在希腊人的眼中看来，这些神正与他们相处在同一个世界。《被缚》讲述的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盗火”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与当时希腊普罗塔戈拉的“技术文明论”有潜在的关联，在柏拉
图的戏剧中，普罗塔戈拉讲述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是为了民主政治，如果这一连串的假设成立，那么《
被缚》涉及的是民主政治。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技术文明其实就是启蒙主义。二、�普罗米修斯在
民主政治中的角色1、对旧政治的冲撞盗火：如果是别的神掌握着这技艺，那么我就不必被强逼来做
这件事。你错了，我们都处于统治之下，我们都没有自由，跟强逼无关。在赫菲斯托斯看来，技艺令
自己失去了自由，即自由是相对的；但是威力神却认为，自由是绝对的，无论你是否被征用，你都不
拥有自由。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拥有技艺，然后应用技艺的过程会让人觉醒，意识到自由的问题，从
而发现自己被统治的现实，产生其他的想法。那么，普罗米修斯将火传递给人，人掌握了技艺，这就
意味着人在思想上有了觉醒的可能。从最简单的角度说，技艺的掌握意味着人不必再终日劳作，拥有
了独立的生产力，这就是自由，也必将带来民主。“盲目的希望”带来的自由：盲目的希望是潘多拉
盒子的最后一件，当人拥有了盲目的希望，而非时时刻刻担心生存，就会好逸恶劳、耽于逸乐。此二
者都是对宙斯多代表的专制的挑战。2、自然正义的新神化身普罗米修斯认为自己是“有意识地犯罪
”，且不屑于言行谨慎（这里涉及到一个老问题，自然为什么是正义？天性就值得被鼓励？）。既然
普罗米修斯是自觉犯罪，而且他本身就是对于宙斯统治的挑衅，他掌握着推翻宙斯的秘密。那么他被
缚是可以被定义为有罪的。3、因爱怜而启蒙：女性主义的民主角色启蒙分两种，充分建立在最终对
方人格上的恰如其分的教育，或者认为自己有知识上的优越感而进行的居高临下、不考虑对方接受能
力的横加干涉。普罗米修斯属于后者，他对人类传授技艺，特别是用药来传递“盲目的希望”，帮助
他们逃离死亡与劳作，获得自由。这看似是对的，但是他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凡人的本性，他其实一
早知晓，技艺的传授会带来道德的沦丧。但是他仍然忍不住“爱怜”，又有自我化身为英雄的牺牲欲
，这背后透露的是虚荣、女性的温柔品质。女性主义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民主，从词源上说是如此，
民主所代表的就是高对低的爱怜、女性的温柔。而在古希腊戏剧中，女性本身就代表反政治的视角。
普罗米修斯本身也就是自己母亲预谋的一部分。4、与宙斯归一的独裁者普罗米修斯狂妄自大、不屑
审慎的特征很类似宙斯，他在面对宙斯使者等一系列人的劝慰表现得毫无温柔，他最后说，自己要杜
绝女人心，意味着自己也要杜绝民主，走向独裁。而普罗米修斯掌握着宙斯被推翻的秘密——即他掌
握着宙斯的命运，宙斯也束缚着普罗米修斯，二人互为掣肘，象征命运的对立统一，也代表泛滥的民
主就意味着专制。从戏剧中看，伊娥的命运就是普罗米修斯一手造成，体现他对于生命的轻视。三、�
政治如何失序——从普罗米修斯的阴谋来看普罗米修斯希望通过伊娥的情欲引诱让宙斯走向终结，这
具备象征意义，因为古典意味着禁欲，而情欲意味着民主。或者爱若斯，纯粹的爱情至上，安娜卡列
尼娜主义它象征着对于既有秩序的反抗。宙斯这一古典秩序的化身，调入情欲的陷阱，本身意味着充
满反讽体味的古典沦落。伊娥的后人通过怜爱与乱伦来推翻宙斯，怜爱代表民主精神，乱伦意味着失
序（李安拍《色戒》，找来蔡明亮父子乱伦的《河流》，张爱玲的原意就是通过情欲来解构国家伦理
）。四、�以启蒙之名的阴谋——《被缚》的精密叙事结构这一部剧结构看似简单，前半部对少女们隐
瞒秘密，后半部对伊娥透露秘密。但是前半部的秘密是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后半部则是伊娥与宙斯
的。这二者的连接就显现出巧妙的构思，背后统一的则是情欲与政治关联的主题。首先，普罗米修斯
一步步调动起少女们的好奇心，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感到普罗米修斯是真的不说。但是后半部，
普罗米修斯又利用伊娥的好奇心，假借启蒙的名义透露她的命运。在关键的时刻，普罗米修斯问，是
想听自己的命运，还是宙斯的，再透过少女的好奇心告知。而最后伊娥的命运竟然是普罗米修斯亲自
设计，这就不仅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上，将普罗米修斯、伊娥、宙斯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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