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俄狄浦斯王有感 俄狄浦斯王读后
感(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读俄狄浦斯王有感篇一

《俄狄浦斯王》为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于西元前427年
根据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故事所创作的一出希腊悲剧，为
希腊悲剧中的代表之作。作品描述俄狄浦斯竭力逃避神谕所
示的命运，而这逃避本身恰恰在实践着神谕。，展示了富有
典型意义的希腊悲剧——人跟命运的冲突。以下是由本站站
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精彩读后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本轻轻薄薄的书，一种无法阻挡的命运。

对于任何一个文本，都有不同的解读。而在关于《俄狄浦斯
王》的众多解读中，相比于俄狄浦斯情结，悲剧意识，自我
毁灭精神等等，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这部伟大的著作
是索福克罗斯对于命运的追问和反思。

《俄狄浦斯王》体现了典型意义的希腊悲剧冲突——人跟命
运的冲突。浓重的命运观念，使俄狄浦斯逃脱不了体现命运
的太阳神“神视”的罗网。为摆脱杀父娶母的神视，俄狄浦
斯离开家乡，却未曾想到，这是他逐步走到命运漩涡的开始。
未能走出命运悲剧的俄狄浦斯，只能以一种自我毁灭精神去
解救忒拜城的众生，这是一种勇于献身的力量!

只是征途险阻，我们需要一颗淡然的心，去勇于面对命运的



安排。小的时候不明白，总以为努力了，付出了，事情就会
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走，总会有回报。现在才知道，有时候，
命中注定会怎样，它就会怎么样。这就出现了内心的不平静
与嫉妒。当下，拜金主义盛行，追究短期的成功与繁耀成为
一种时尚。总有那样的姑娘，为了名牌包包，为了漂亮裙子，
为了房子，车子，努力想嫁个“好人”，甚至为此不惜去改
变自己的容貌，掩饰自己的性情，本以为这样就改变了命运，
翻身坐了上等人，殊不知，这短期的快乐只是刚刚一个开始，
那一生的命运，怎会如此就轻易改变?《俄狄浦斯王》在剧末
的时候这样说道：“在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不
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在没
有的到痛苦的解脱之前。”

所以，最好不过是在做了最大的努力后，怀着一颗平淡的心，
看云起云落。说命运大，它不过是一张网，不断与命运去较
量与妥协又何尝不是人生一乐事?忘了那起起落落，享受岁月
之美好，有何尝不好呢?命运怎样不公，怎样眷顾，总抵不过
过程之美吧!

“歌德认为：悲剧的关键在于有冲突而得不到解决，而悲剧
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
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的。”i悲剧冲突尽管多种多样，
但仍可归纳为两种：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外部冲突主要包
括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内部冲突主要指人的
精神内部各种心理力量之间的冲突。

自人类产生以来，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成为一个永恒的矛盾。
恩格斯曾告诫过：“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
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
报复。”在古希腊悲剧中，“神”象征着宇宙的意志，大自
然的力量。在《俄狄浦斯王》中，一方面，俄狄浦斯十分敬
畏神意。在放逐后，他曾想过寻思，以此一了百了，减轻自
己和女儿的痛苦，但是他知道神意不许他这样做，然后他遵
循阿波罗的意思，开始在希腊全境内流浪，试图找到复仇女



神。另一方面，当俄狄浦斯听到阿波罗预言他将杀害父亲，
娶生母为妻时，他毅然决然离开波吕波斯，他想靠自身的理
性和意志反抗自然的力量。另外，书中所写道的“他从她的
外衣上摘下金钩子，紧紧地抓住它们，高高举起，深深地戳
穿自己眼睛，直到眼窝里血流如注，好让他可以不再看见他
所作过和他所遭受的一切。”面对残酷的预言的实现，他承
认了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犯的错误，但是他以自刺双目来昭示
他的反抗自然的力量。

悲剧的结局具有毁灭性，或者是肉体被毁灭，而精神未灭;或
者是肉体未灭，但精神崩溃而痛苦不堪，性格被扭曲甚至异
化等等。概括的说，悲剧的结局主要有肉体毁灭型、精神损
伤型、和解团圆型三种情况。

俄狄浦斯一出生就注定被那个诅咒所笼罩，他奋力反抗，却
终究逃不脱命运的安排。但是也正是他用尽一生与强大的命
运抗衡，忍受着各种痛苦、耻辱高傲地生活时显现出来的那
种尊严和价值深深地感染着人类。俄狄浦斯成为国王后，他
的个体不只是个人的命运，而担负着整个社会的命运。他一
出场时就对请愿的人们说道：“我知道你们大家很痛苦，但
是，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加痛苦。因为你们每个人只为自己悲
哀，不为旁人。而我的悲痛却同时是为城邦，为我自己，也
为你们。”“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后轻于鸿毛。”俄
狄浦斯在拒绝了两方面的亲人给予他的诱惑的诺言，将他们
委之于复仇的神的意旨后，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上天开始呼
喊他。此时，他不允许任何人触摸他的躯体，“昂然而强健
地走在行列的前面，领头向命运女神所指引的目的地走去”。
这是何等的庄重、肃穆!让读者们对他的敬意顿时油然而生。

悲剧的意蕴主要从两方面充分体现出来：一是指人的社会解
放与自由发展，另一方面是指人的自我解放与自由全面的发
展。

人因为有了各种的欲望，就会对社会现状产生不满，从而产



生抗争，与周围环境、人物反正冲突，或者对现状进行超越。
这些都体现了悲剧精神。在《俄狄浦斯王》中，最终促使他
走向死亡的是他自身的勇气和坚毅。他可以选择投靠他的两
个儿子，他可以选择留在科洛诺斯安享晚年，但是他不。他
希望忒拜城能为真正贤明的人掌管。他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
他追求真理。他不愿妥协。在多个选项放在面前时，他自由
地选择了走向死亡，没有一丝畏惧。

总的来说,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俄狄浦斯王》——“一部最
高超的希腊悲剧的典范作品”，它向我们揭示了人类是有限
的，而自然是无限的，人类无法用有限的视角看尽无限的宇
宙。但是俄狄浦斯的可贵就在于他敢于接受无限的宇宙、无
限的自然给予的挑战。

读俄狄浦斯王有感篇二

《俄狄浦斯王》是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的代表
作，是他剧中最具作震撼力的一部。下面由就由小编为大家
整理的俄狄浦斯王读后感1000字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如果说俄狄浦斯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最终被命运捉弄的
结局足以让我们唏嘘不已，心中产生无限的惋惜和同情，那
么索福克勒斯或者说帕索里尼的《俄狄浦斯王》中对人类必
定自食恶 果难逃悲惨命运的暗喻，引发的是我们更为深沉的
思考和发自内心的恐惧。

说的《俄狄浦斯王》就不得不提到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和
代表者弗洛伊德，不得不提起他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节”即
“恋母情节”，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节”是各种心理
症的本源。由于婴儿时代和童年早期的环境状况，每个孩子
都渴望从与自己异性的父亲或母亲身上得到欲望的满足，而
怨恨与他同性的父亲或母亲。原始的社会和文明的社会都有



反对乱亲的原理禁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禁忌;因此这些渴望
在暗中被感觉到，却一生永远地埋藏在潜意识深处。有时候，
潜意识压抑的俄狄普斯情结突破潜意识的封锁，溜到意识里
来以伪装的形式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例如：某个男人与一
个年纪大他许多的女人结婚，一个女孩为了某种原因杀害了
她的母亲。有的人畏惧婚姻，有的人又表现出太过分想结
婚(或离婚)。这些例子都是社会提供给我们的表现形
式。“俄狄普斯”情结想其他精神分析理论元素一样，暗示
着一般人有极为原始的感觉存在身上。对多数人而言，这种
存在观念对于他们的道德背景简直是一种侮辱，他们很不容
易接受这种感觉。即使有人只是稍微暗示到“乱亲”这两个
字，他们马上就会产生很强烈的厌恶。正是在这种厌恶导致
的罪恶感下俄狄浦斯的母亲兼妻子约卡斯塔上吊自杀，悲愤
不已的俄狄浦斯，则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所谓"命运悲剧"是指主人公的自由意志同命运对抗，其结局
则是他无法逃脱命运的罗网而归于毁灭。自由意志与命运的
冲突，向来被认为是古希腊悲剧的主旋律，古希腊三大悲剧
家都涉及到了自由意志与命运冲突的主题。而索福克勒斯的
《俄狄浦斯王》正是体现这种命运造成悲剧的经典作品，剧
中俄狄浦斯的悲剧就缘于其无法逃脱的命运罗网。

俄狄浦斯王的神话是人类从杀父娶母引向乱亲禁忌这一文明
进程的反映与折射，他为了种族而走向毁灭。刺瞎双眼放逐
是他自己的选择，也非他的选择，或者说命运由不得他选择。
俄狄浦斯知与不知的悲剧在表现命运不可抗拒性的同时，也
表现了对命运不合理性的谴责。俄狄浦斯聪明、诚实、正直、
勇敢，他勇于向不合理的命运挑战，与之抗争。但是，命运
却注定这样一个优秀人物成为罪人，他要承担前人的罪过，
受到厄运的惩罚，其实这一切都是命运的捉弄和俄狄浦斯自
己的意志所造成的。

我们来看俄狄浦斯的命运:出生后三天，他就被铁丝穿过脚踵
然后弃于荒野，只是由于执行命令的牧人起了怜惜之心，把



他送给科任托斯的牧人，才大难不死。他日后成为科任托斯
国王玻吕玻斯的养子，成人后因从神谕中得知自己必将杀父
娶母的命运，于是离开"父母"所在的科任托斯，向真正的故
国忒拜城进发。在三岔路口与一老者发生争执，误将其杀死，
这老者实为他的生父拉伊俄斯。随后他来到了忒拜城破解了
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之谜，铲除了为害忒拜人的妖魔，被
拥戴为王，并依例娶了前王遗孀伊俄卡斯武--他的亲生母亲。
其杀父娶母的厄运全部应验，而他却毫不知晓。在这场悲剧
中，俄狄浦斯曾努力试图躲避灾难，却始终逃不出命运的捉
弄。

人们都认为俄狄浦斯是无辜的，因为还在他出生之前杀父娶
母的悲剧就已经安排好。他的智慧、他的求知求真、他的诚
实勇敢、他的责任感，所有的一切，不仅没有使他逃脱命运
的魔掌，相反使他陷入到命运的怪圈中。既然俄狄浦斯没有
选择的机会，就不应该为罪恶承担责任。所以，严格地说俄
狄浦斯不是凶手，而是这场杀父娶母悲剧的受害者。那么，
谁该为这出悲剧承担责任呢?命运!到底什么是"命运"呢?所
谓"命运"，就是先定的生命过程朝向某一目的的趋近，这种
趋近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改变的。"命运"就是外在于人且支配
人的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不管个人怎么抗争都是无法改
变这种力量的。

然而，俄狄浦斯的悲剧仅仅是由他的命运造成的么?如果说命
中注定他会弑父娶母，这是既成的事实，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但俄狄浦斯对这一切并不知情。在这一切悲剧被揭示于众前，
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国王，他的王国国泰民安，他的王后美
丽动人，他有两儿两女，有着幸福的生活。那么又是谁搅乱
了这一切宁静，让俄狄浦斯面对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的呢?这
个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俄狄浦斯的自由意志。

《俄狄浦斯王》是索福克勒斯的创作，故事本身就有一个悲
剧性的开始，在这个科学理性和商业理性压倒神权与命运之
敬畏的现代社会，在人们无数次以“没有预见其结果”



或“未曾明了其缘由”作为开脱自身错误的借口之时，俄狄
浦斯式的崇高更显得弥足珍贵。

鲁迅先生有言，“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古
语则有云，“不知者无罪”。秉持着这两种观点来读索福克
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便对俄狄浦斯产生了一种浅陋而
矛盾的解读：一方面，他是勇于挑战命运的强者;另一方面，
他又是无辜受害的弱者。然而真正细究索福克勒斯的用意，
却会产生另一种解读：“无知”本身，恰恰就是罪过所在;也
正是因此，悲剧恰恰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呈现给人看。

俄狄浦斯因为解答了斯芬克斯之谜，给出了“人”的答案，
一度解救忒拜城邦;然而因为未能明晰“自己”的身世，因一
时血性杀死生身父亲，又不加辨识轻易迎娶了亲生母亲，所
以最终将忒拜城推向“麦穗枯萎”、“牛得瘟疫”、“妇人
流产”这般生命湮灭的绝望境地，可见确是一位罪人，而罪
恶的根源，就在于他对于自身的无知。

那么悲剧中“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呢?说是俄狄浦
斯所代表的人类大体对于命运的顽强抗争，可能并不准确。
我认为，其价值所在，一是正义的最终胜利，二是对于罪责
的主动揽承。

无论是不是神明的肆意安排，毕竟是俄狄浦斯弑父又弑君、
僭越了父权与王权、淆乱了维持城邦生活的人伦秩序、犯下
了不可原谅的重罪。因此神明置俄狄浦斯于失丧亲人、黯淡
双眼、流放他乡的悲苦境地，而对忒拜这座罪恶之城降下瘟
疫，如同旧约中上帝降下洪水灭绝被罪恶之血污染的一切生
灵。可以说，治罪本身即是为了扬善，苦难本身就是“正
义”得以彰显。由此悲剧教化观众去认清自身，警示观众远
离罪恶，并以罪恶自身的毁灭给人以欣慰与安然之感，正如
黑格尔所说，悲剧的快感来自于“永恒正义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罪大恶极”的俄狄浦斯同时也有着英雄的闪



光。一旦他洞悉了事实的真相，便不加犹疑地刺瞎双眼，自
我流放。他说：“是阿波罗使这些凶恶的，凶恶的灾难实现
的;但是刺瞎了这两只眼睛的不是别人的手，而是我自己
的”(见于退场，约第1330行)，明知自己也是命运的玩偶，
神明操纵了他作恶的双手，但是对于罪责的惩戒，却是他自
己主动施行的。他当然可以以一句“我不知道”来自我开脱、
来苟延残喘、来置瘟疫中的忒拜于不顾，但是他选择了承担。
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是真正自由的(又不免使人联想到后世康德
所谓“自由意志”)，他自由地选择了负担罪责，用无边的黑
暗和漫长的流落来赎罪。

读俄狄浦斯王有感篇三

今天的内容，其实是女儿写的后感，她昨天刚读完伟大的古
希腊剧作家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的伟大作品《俄狄浦斯
王》，昨天晚上写了这篇后感。

我常跟女儿讨论，理解西方文明，只能从古希腊开始。古希
腊仿佛是从天堂降下的照亮当时世界的一束光。不管是文学、
艺术、哲学。而这些文明，又大多源自古希腊神话。《俄狄
浦斯王》就是以神话为背景。

真正的理解，要去阅读原著。不是去看文学史里面对《俄狄
浦斯王》的介绍，是去读原著本身。而且，要大声朗读。这
一点，和读我们的`《诗经》、《楚辞》是一样的。

我相信，孩子还会反复诵读的。

上学，接受的是教育education，不是考试知识，是学做一个
读书人，所以要认真读书。

读书，应该从休闲至严肃，从浅显至奥义。初中时，可以阅
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到了高中，就可以进入古典文学



的阅读。这样，那些艺术里的、哲学里的各种比喻、意象，
就更明了出处。然后再从文学返回哲学和艺术。不断重复、
锻造，就能变成一个读书人。

读俄狄浦斯王有感篇四

《俄狄浦斯王》是索福克勒斯的创作，也是依据神话传说而
来，故事本身就有一个悲剧性的开始。

于是我作出如下简单回答。

历史的深处就是现实，个人的深处就是人类。

如何看待千百年来衆人对俄狄浦斯的书写呢?

弗洛伊德总结出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时之间的突发奇想。

在之前的各种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已经在文本中复制了一个
又一个的俄狄浦斯王，最有名的莫过于在《王子复仇记》中
的哈姆雷特。

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中认爲：每一个塬型
意向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
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并
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它就像心理中的'一道深
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
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在宽阔而清浅的溪流中向前流淌。

因此，哈姆雷特的复仇，也是对父权的反抗和重建。

而俄狄浦斯的出发点，终归是一种命运悲剧，是无可避免又
无力抗争的现实。

往上追溯，又可以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传说。



宇宙之初，从混沌中出生的神中，有一位地母盖亚，她从自
己身上生出天神乌拉诺斯。乌拉诺斯又与盖亚生出六男六女，
总名提坦。乌拉诺斯将子女囚于地下，儿子克隆诺斯奋起反
抗，夺取父亲政权，并娶妹妹瑞亚爲妻，克隆诺斯听说自己
将被一个儿子所推翻，便吞掉所生的子女。但小儿子宙斯被
瑞亚藏了起来。宙斯成年后，果然打败克隆诺斯，成爲衆神
之王，建立奥林匹斯神系。

而索福克勒斯的创作，也是依据神话传说而来。

其实，作者是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人，孕育在作者心中的艺术
并不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它专横地把自己强加给作者，角色
完美无缺地从作者笔下涌出，它们好像是完全打扮好了才来
到这个世界。而来自无意识中的塬始意向限制、影响和帮助
了作者的想象，它使作者的想象沿着人心中某些固定的方向
发展，并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因此，俄狄浦斯这个形象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个人表现人
类的集体无意识，更加反映出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变化
的现实。

而这种现实，摒弃了杀父娶母的外衣。在现实中，更多地以
自我的抗争却无法战胜本我的悲剧来表现。于是，善和恶有
时紧紧纠缠在一起，不是理智和逻辑可以分开。

由此，俄狄浦斯情结不是人类本性的恶，而是思想的恶。

读俄狄浦斯王有感篇五

文本阅读的越来越走向多元的今天，我们总是会从无数个主
题中洋洋洒洒的分散出各种解读：现代的，后现代的，现实
的，超现实的。只要你想，总是会有结果.



然而我们的命题总归会回到几个最本质的问题上，这些问题
早就由古代贤者们提出，在历史的长河中浮浮沉沉若干年，
经历岁月变迁，大浪淘沙之后，依然的屹立不倒。比如，命
运。

我曾试图回答自己给自己的提出的一个问题：我的未来是注
定的吗？如果是，那么我现在所做的对我的未来还会有影响
吗？如果没有，那么我又何必去做？如此循环往复，渐渐的
就陷入无限循环的鸡生蛋，蛋生鸡的无聊问题中。

如果当时我能早些读到这本《俄狄浦斯王》也许我就不会把
我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这无限的的无聊之中。至少他能告诉你，
是该缴械投降，还是奋起反抗。

作为科任托斯的儿子，俄狄浦斯从小就接受着高人一等的待
遇。在一次向阿波罗祈求神谕时，意外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轨
迹：弑父娶母时。他毅然离开科任托斯城。在流浪的路上，
他们碰到了一伙出言不逊的旅人，并发生了冲突，发生了血
案，这血案渐渐的变成了无头公案。之后俄狄浦斯解答了斯
芬克斯之谜，解决了特拜城的危机，借此成为了这座城市的
英雄，当上了国王。

若干年后，命运的前奏悄然来临，特拜城瘟疫横行，人民苦
不堪言。俄狄浦斯便命令自己的小舅子克瑞昂去阿波罗神庙
祈求神谕。克瑞昂带来了神谕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俄狄浦斯
先是通过先知特瑞西阿斯了解到自己就是特拜城中的污渍，
但他宁愿相信是克瑞昂联合特瑞西阿斯，妄图篡夺王位。

直到前来报信的科任托斯的信使同多年前将他亲手救下的牧
羊人的口供达成一致时，他才相信自己终究是命运洪流中的
一页扁舟，一旦命运到来，便会成排山倒海之势。他冲进曾
阻挠自己知道真相的即是妻子又是母亲的伊奥卡斯特的房中，
发现他已经自尽而死，于是他决然的拔出了伊奥克斯特的发
针，刺瞎了自己双眼。



他不能去死，他无脸面对自己冥界的双亲，他只有苦行行乞，
用现实的苦难抵消自己所犯下的罪孽。

俄狄浦斯的一生无疑是抗争的一生，他抗争着自己恐惧的的
命运。然而他的逃避却亲手将自己送到浪尖。正如英国唯美
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所说：他急急所向之处，竟是血光之
地。

古希腊的悲剧一直被认为是命运的悲剧。俄狄浦斯所作的每
一次抗争，无论是离开科任托斯并击退了斯芬克斯，亦或者
为了忒拜人民的生存而调查瘟疫的原因，他都是在与命运进
行着激烈的较量。他与命运玩着躲猫猫，其实是掩耳盗铃之
举。他笃信命运所以才逃避命运的围剿：他离开科任托斯，
解决斯芬克斯。他以为在远离其实在接近，直到瘟疫爆发，
他已经退无可退的踩在了命运的陷阱上。此时他的逃避成就
了神谕，命运似乎躲在树后面发出狰狞的笑。

俄狄浦斯的悲剧其实是每个人的悲剧。我们无法知晓命运会
以怎样的方式展现他的魔力，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命运会以
哪样的形式出现。也许，事后我们会说，如果当初......但
是我们无法重复人生，命运此时便残酷的将我们与往事隔离。

也许我们无法在客观上改变命运的结局，但是我们却可以在
主观上，进行善意的掩耳盗铃：缩小结果，放大过程，让抗
争本身变得有意义，这样，即便我们没有扼住命运的喉咙，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很骄傲的度过此生。这也是每个积极乐观
面对生活的人应有的觉悟。

以前一直对古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有一
些浅显的了解，到最近我翻阅罗念生先生的译本时才真正感
受到这部古希腊悲剧的魅力所在，这不是复习时候看看介绍
就能领略到的。

作为科任托斯的王子，俄狄浦斯可以说是从小就享受着高人



一等的尊贵，处处受人尊敬。然而当他在阿波罗的神殿中知
道了自己有着一个悲剧的命运——杀父娶母的时候，他毫不
犹豫地离开了科任托斯，在路过忒拜的时候，他杀死了几个
和他发生冲突的旅人，遇上了狮身人面怪斯芬克斯。在解开
了斯芬克斯之谜后，他成为了忒拜城的英雄，并娶了忒拜的
王后伊奥卡斯特，成了万人景仰的国王。在那一刻，俄狄浦
斯的人生上升到了顶点。

然而，命运的魔力依然在俄狄浦斯的身上肆虐着，多年后的
一场瘟疫在夺去了忒拜城无数人的性命后，也揭开了俄狄浦
斯的身世之谜——他并不是过路的外乡人，而是土生土长的
忒拜人；忒拜发生瘟疫的原因是城中有一个罪人，而俄狄浦
斯，这个城曾经的英雄和君主，在命运的播弄下，竟然成了
那个罪人。

古希腊的悲剧一直被认为是命运的悲剧，此言甚是。俄狄浦
斯所作的每一次努力，无论是离开科任托斯并击退了斯芬克
斯，还是为了忒拜人民的生存而调查瘟疫的原因，他都是在
与命运进行着激烈的较量。他不相信命运的安排，他在尽一
切努力去抵抗命运。然而他的悲剧正在于他过于相信自己的
命运。他相信命运的主宰所以才去逃避命运的围剿，所以才
离开科任托斯，前往远离“父母”的忒拜。然而他越远离科
任托斯，就越接近自己的命运，在到达忒拜城外的一刻，他
又再一次回到忒拜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回到命运预设的轨道
上，神谕成了现实。

俄狄浦斯的悲剧是每一个与命运抗争的人的悲剧，这些命运
英雄们到死前都会有一个无法解释的困惑，那便是“假如不
是那样，结果会如何？”也许，假如不是那样的话，命运会
在另一个时候，用另一种方式去展现它的威力。这个谁也无
法去猜测，去验证，因为命运已经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发生了。

但是，虽然俄狄浦斯的抗争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但是他
毕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抵抗命运，结果并不理想，然而



斗争的过程更重要。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掐住命运的咽喉，但
我们尝试着那样去做了，即使失败也无怨无悔。这正是这部
古希腊悲剧给我们的启示。

《俄狄浦斯王》的作者是具有“戏剧艺术的荷马”美誉的希
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的索福克勒斯，他出生于雅典一个富裕
的工商业主家族，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该部作品取材于希
腊神话忒拜王室的故事。

在阅读的过程中，故事情节的复杂严谨而又和谐事实让我感
到心惊胆战、惊心动魄。他继承并充分表达了希腊艺术创作
的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人与命运的冲突，以及人对命运的无
可把握。整个家族的不幸命运追根溯源其实是因为俄狄浦斯
的父亲拉伊俄斯在流亡伯罗奔尼撒的时候诱拐了珀普洛斯的
儿子律西波斯，致使这孩子自杀身亡，于是神灵降怒于忒拜
家族，神谕昭示其子将会弑父娶母。毫不知情的俄狄浦斯完
全身不由己，因为在他出生之时，他就被命运不=不幸的掌控，
越是努力逃避越是走上命运为其安排的人生轨道，越是想摆
脱束缚，则越是被命运之手抓得牢靠，这样无力地反抗让我
心痛却仍感无奈，甚至疑惑希腊的悲剧艺术家为何这样执拗
地相信命运并这样无比虔诚的描绘命运的不可抗拒性和神秘
性。与此同时我想起了曹禺的一部剧作《雷雨》曹禺老先生
肯定是受到过希腊悲剧的影响过的。周朴园、侍萍、瀿漪等
人都是被命运嘲弄的人。周朴园在外人看来掌握着其他很多
人的命运，他逼迫繁漪吃药以示他对整个家庭的控制，以及
其权利和地位的不可侵犯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掌握别
人命运的人，却越不能把握的是自己的命运，越是努力挣脱
命运的安排越是深陷命运之神可怕的罗网不可自拔，这与
《俄狄浦斯王》在对命运之谜的探讨上是何等的相似！

但是读完《俄狄浦斯王》我一直在想命运到底是什么？在古
希腊他是某种外在的神秘力量的象征，是人民无法控制的自
然和社会。然而索芙特勒斯的伟大之处恰在于它不但写出了
人与命运的矛盾冲突，也写出了人类以自身的力量和顽强不



屈的意志敢于同命运作斗争并且无可畏惧，毫不悲观怯懦人
类不屈的抗争的灵魂在这一时刻仿佛越发显得高大了。正如
鲁迅先生所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
淋漓的鲜血”，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也使得该部作
品闪耀着崇高悲壮的美学光辉。

《俄狄浦斯王》中有一个关于“脚”的谜语，即斯芬克斯之
谜。斯芬克斯在忒拜城外的悬崖上设迷拦考路人：“在早晨
用四只脚走路，当午两只脚走路，晚间三只脚走路，在一切
生物中这是唯一的用不同的脚走路的生物。脚最多的时候正
是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俄狄浦斯猜中了谜底是“人”，
而对于他自己却猜不中，即在自身的不可捉摸。没有固定的
立足点没有确定的本质，身份变幻莫测，命途多舛---这就是
人类尴尬的生存处境。而人类的伟大在于在诸多不确定中从
不放弃前进，从古希腊人在德尔菲阿波罗神庙里刻下“认识
你自己”的箴言，两千多年来人类坚定不移的向命运之门叩
问，追求探索的辉煌历程都足以成为虽有生物膜拜的楷模。

记得这样一句话；“命运全在拼搏，奋斗就有希望，失败只
有一种，那就是放弃努力。”借此勉励所有在人生路上不甘
屈服，勇往直前的人，如果命运是最美的女神，那么你将是
挑战命运之时女神脸上最美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