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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众神的生活》

内容概要

《古希腊众神的生活》主要内容：希腊众神在地上诞生。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于得洛斯城出世，赫尔
墨斯在岩穴中度过童年，阿佛洛狄忒从爱琴海中浮现，这些回忆伴随着不断关注异教神学的人。有一
种希腊神学思想叫anthropologenls，即关于和人类相似的神的知识。
众神住在奥林帕斯山上，高高地生活在空中。那里四季不更替，时光不流转。但无论山顶多高，都没
有和地面斩断联系。众神生活在上界，却依然属于大地。他们不死、不灭，是永生的。但阿瑞斯依然
恐惧死亡，而宙斯拥有陵墓。他们的躯体易受伤，还会疼。他们食用神食、仙露、吞火、没有血液，
但其他体液充斥其肉体，隐藏于其美丽朋肤下⋯⋯ 《古希腊众神的生活》以荷马史诗为基础，通过对
古希腊众神在奥林帕斯山和人类社会中的诸多日常生活细节的挖掘，复活了古希腊以王权为中心的迈
锡尼时代和全体公民共享民权的城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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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众神的生活》

作者简介

裘利亚·西萨的主要作品有《马德雷·马特里阿。希腊人的社会学和生物学》（和S.康佩兹及P.马尼
里合作，1983）和《处女的身体。古希腊的女性童贞》（198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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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众神的生活》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人类学家荷马第一章　文学？人类学？众神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真是个问题。毫无疑
问，这个问题十分微妙，因为在我们这群易变的读者面前，这是细枝末节的烦恼、琐碎小事的威胁，
和某些人加之于神的忧虑。但这也引人人胜，因为我们蔑视自己的趣味，特别是我们误解神学本身，
对众神的生活充满好奇，并为此而羞愧。但是，众神如何生活？如何打发时光？爱做什么？如果实情
使我们惊奇，不必担心。反过来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这些充满事实的细节，无时无处不挑战着神
的“逻辑”或神话思维。众神打发时光这句话集中了三个词：众神、时光、打发，也代表着三个要跨
越的障碍一确定神、想像神的时光经历、描写神与世界的联系。我们进一步发现，面对这些问题，古
代哲学家不止一次被推到最无可回避的矛盾上。在柏拉图（公元前4世纪）和西塞罗（公元前1世纪）
，甚至到卢西安（2世纪）的学说中，当采用清晰的对话形式争论众神的性质时，似乎围绕神圣观点
本身，辩论的论据和辩驳都十分充沛，所有争端都起源于一个晦涩的问题：众神行动吗？各个流派以
此区分，针锋相对。柏拉图和后来的斯多葛学派认为，时间和空间中的行动——时代——不只是偶然
附在神身上的简单的可能性。行动似乎是神存在的前提，是其存在的理由。所以他们认为，承认永生
神的存在，但否认他们是活跃的——即使不公开反对——也等于否认神的存在。相反，伊壁鸠鲁学派
提供了更通俗的、回归传统宗教的版本，禁止虚构任何忙碌的神的生活，而把神设计成处于绝对完美
中的幸运儿。行动与否——从希腊时代至今，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传统中，众神或上帝存在与否的问
题都表现在这些辩论中，并根据神是否行动的结论来确定神存在的要求。我动故我在。这是神学家创
造的神谕——异教徒和基督徒界限模糊——但和伊壁鸠鲁的众神比较，后者反而具有逻辑思维，要求
神具有至高无上的享受和无所事事的悠闲。为了强调争论的贴切性和跨世纪的长久性，简单谈谈狄德
罗和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中关于无神论的定义，截取的这段不是关于“歪曲上帝的理念，而是⋯
⋯彻底摧毁它”，也提及了永远威胁伊壁鸠鲁派的阴影。“无神论，是否认造物主上帝的言论。（⋯
⋯）我加了‘造物主’几个字，因为非无神论者绝不只在系统中加入‘上帝’这个词。伊壁鸠鲁派也
谈论众神，并对此有不少认识，但他们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让众神拥有创造或保持世界的
任何工作，而把他们投入游手好闲和冷漠无情的安逸软弱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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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希腊众神的生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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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众神的生活》

精彩短评

1、进入和解读视角是完全的现代化。第一部分对于神话故事本身的解读有戏剧性的表现力和写作者
本人的一些思考，是帮助我们理解希腊神话的一条路径。第二部分，更偏向学术，政治和意识，语言
风格也更类似哲学。
2、大家注意不是神话传说，最好结合希腊的历史和思想史读本书。
3、因为不通顺的翻译有些不明，同时因为连荷马史诗都没读过的悲催阅读量，只感到了一点厉
4、翻译实在惨不忍读
5、请译者量力而行⋯⋯
6、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机翻
7、当是开始读古希腊历史和神话的前期准备吧。
8、正在读，这是适合学术研究或者撰写论文的参考书籍。
9、其实这书不错。作为讲希腊众神的书来说非常好了（连神食和血液都有提）。但是总觉得哪里不
对⋯⋯到底是翻译呢还是翻译呢还是翻译呢？！（默默扭脸
10、至少有趣
11、&quot;希腊&quot;这个名字本来就代表着伟大与光荣,古希腊在文学\艺术\建筑和体育等方面都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它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开端,也是西方文明的基石,更是西方文明史上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
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quot;大唐盛事&quot;一样,在历史长河的滚滚车轮中可谓&quot;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quot;,后世各朝各代无数次怀念并试着靠近唐朝的高度.但却最终发现任何一种文明的巅峰都是可
遇而不可求的.众所周知,神是人类脑海中衍生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产物,它包含了人类的所有情感,或
开心\或沮丧\或憎恨...有神论的出现和发展强烈说明了人们渴望自由\渴望美好生活\惩恶扬善的愿望.古
希腊的众神也不外乎于此,比如希腊人民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和苦难,所以在思想中渴望有一位能够
拯救人们于水深火热中的神,于是代表正义美的化身的雅典娜就出现了;再如有战争就会有胜负,有些勇
士从未战败过或很少战败,这些人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被神化了,所以&quot;战神阿瑞斯&quot;就横空出
世了.古希腊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quot;人本精神&quot;,和现代的&quot;以人为本&quot;的思想有着
同样的精髓和脉络,人被摆到了世界中心的位置,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民主,这宛如划过夜空
的流星,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因为希腊众神是人的复本,他们也被描绘成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群体,所以
他们更容易被人所接受,人类自身的意义\存在的根源\宗教及神论都在古希腊得到了完美且合理的统一.
12、选读
13、这得细读才能读懂。。。
14、太他喵的晦涩了
15、2010.12 建议再读
16、好无趣哦
17、这本书作为“日常生活译丛”系列的一员，语言可一点都不日常，比哲学书读的都吃力！估计翻
译者翻译时都没有好好通读译文。法语的确很难，可是也要翻译的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啊，那莫名
其妙的断句是怎么回事？本来一句话就能搞定的句子偏偏断成啰嗦的好几节。其他的翻译问题就不说
了，译者的水平实在是连我这个大外行都看不下去了
18、有些比较简单，有些则需要多读几遍，翻译有不足，研究很有价值
19、白痴,翻译的一塌糊涂.第一次彻底的被书名晃点了!
20、长篇巨制读书笔记。
21、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Zeus
22、神话学好牛逼。前一部内容过于丰富鸟⋯⋯后一部结构更重清晰。
23、诸神高高的生活在空中，那里四季不更替，时光不流转。然而他们仍有欲望、有纷争、不睦。
24、我对阿芙洛狄忒的腰带很是感兴趣了
25、本来以为是八卦野史结果没想到如此无聊 = = 不过翻译出乎意料地不错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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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众神的生活》

精彩书评

1、后半部分许多话念不通'''''''''''''''''''''''''''''''''''''''''''''''''''''''''''''''''''''''''''''''''''''''''''''''''
2、“本书分两个部分，其实可以是两本不同的书⋯⋯因为前后两部分，根本描绘的是⋯⋯两个领域
。”第一部分的作者裘里亚·西萨，走进了荷马笔下众神的世界，思考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打发时光
、爱做什么。在荷马史诗的一字一行中寻找线索，关于众神如何满足吃喝的愿望、他们之中的权利斗
争、为人类事务而担忧奔波等等，这些无疑都是神学的研究范围，作者在第一章就开门见山地讲明了
。照如此说来，第一部分何不名为“神学家荷马”而是“人类学家荷马”？荷马“把凡人的生活作为
众神生活的参照”(P7)，他们并非伊壁鸠鲁派的不作为的神或是道教中的世外飞仙，奥林帕斯众神每
天都在担忧和欲望中醒来，会享乐也会愤怒，会参与到人类事务中来。“人类学”从希腊单
词anthropologens而来，该单词的含义正是：凡人轮廓下的众神形象。(P27)而后半部分则从有关宗教的
考古发现入手，解析了城邦时代的古希腊文化：众神划分领地——城邦选择自己的神来祭拜；柔软的
多神教骨架——不同城邦神庙中不同的神的组合；神对城邦规划设计的影响；神的事务是城邦政治活
动的中心等等等等。可无论是讨论神学，或是考古学，其实本书的中心从头到底只有一个：人，类人
的神和城邦的人。古希腊众神的生活就是古希腊文学的人和城邦的人的生活。这也是两部分能成为一
本书的原因。一些有意思的段落：P51　雅典娜劝阻阿喀琉斯，言语在他面前展开了时间的远
景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2374135/P74　祭祀建立在虚伪神学和极端粗俗的神灵概念上P80
P117　关于神行动与否的辩论P163　等份的宴席的真相
3、就如译后记中所说，这本并非普及类的书。事实上，这本书的叙述体系和中国传统的神话解读方
式是很不同的。特别是第一位作者，读到中后部分，就可以感觉出他似乎是以一种神学研究的逻辑和
方法来解读希腊神话。是在“不对神话所反映的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过多探讨”这样的前提之下，对不
同的材料进行内在逻辑的梳理。而事实上，由于古希腊神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彼此矛盾的系统
，荷马和赫西奥德笔下的诸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派，乃至罗马时期的西塞罗等人，所
讨论的诸神，其文本背景是很不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作者要完成他的论述，其间的逻辑就非常重要
。但是，至少，在这个译本中，看不出确凿而严谨的逻辑。可能是法国的学术风格和我们不一样吧⋯
⋯但我觉得起码原作应该不至于语句混乱、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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