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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悲剧的起源与发展
古希腊的悲剧起源于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活动。为了纪

念狄奥尼索斯，每逢他的生日那天，希腊人民都要举办盛大的
祭祀活动。参加者在祭祀活动中通过歌舞表演的形式来祭奠酒
神，这种表现酒神苦难甚至死亡事迹的表演方式被称作“酒神
颂”，就这样发展成了希腊悲剧最早的雏形。

后来，人们很快就对这种内容单一的酒神颂失去了兴趣，
而把表演内容扩大到了到神话和英雄传说的范围。希腊神话和荷
马史诗为希腊悲剧的发展提供了素材。歌队也不再只能披着羊
皮，而是根据歌唱内容的变化装扮成各式各样的人物。人们十
分享受这种表演形式，于是把参加扮演的演员从一个增添到了三
个，从而酝酿出了对话和戏剧冲突，悲剧动作也由此获得了稳
定的附依。就这样，真正的悲剧诞生了[ 1 ]。

2　古希腊悲剧的特点
2.1古希腊悲剧的内容特点
首先，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往往都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

的处境，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凭着坚定不移的救赎信念，从而
摆脱重重难关。比如说，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中普罗米修斯为了给人类带来火种，肉体上受尽了折磨，但是
他凭着自己内心的信念与宙斯斗争，最后被一位英勇的弓箭手从
山上解救出来了。

其次，命运的冲突是古希腊悲剧的一大主题，悲剧中的人
物常常与不可抗争的命运斗争，即使是神灵也无法避免命运的捉
弄。例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从
得知自己“杀父娶母”的命运开始，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地避开
厄运，但无奈地是经过了一番折腾，最终厄运还是降临到了自己
的身上。也正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部分古希腊悲剧中或多或
少的都有着对命运的描述和体现，所以古希腊悲剧又被人称作命
运悲剧。

最后，古希腊悲剧通过时间上的缩短，使得情节“断奏式”发
展。古希腊的悲剧家们通常将较长的故事素材压缩到故事的高潮
处，然后从主要的地方切入，集中精力去展现复仇部分的情节。我
们以索福克勒斯的经典悲剧《厄勒克特拉》为例，这部剧的剧情
素材涉及的时间至少在十年以上，但实际上情节所占时间只有一
天，这样使得复仇的情节更能调动起读者的兴趣。由此可见，意
大利的戏剧理论家琴提奥约所提出的“三一律”中的“时间整一
律”早在古希腊悲剧中就有所体现[2]。

2.2古希腊悲剧的形式特点
首先在结构方面，古希腊的悲剧剧作家都很注重悲剧的整体

布局，努力将悲剧的整体情节形成一个有机体，是相邻两场的演
员和歌队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里再稍加提及一点情节的戏剧
理论，因为往往戏剧的情节和结构都是相辅相成的。笔者在前文
中也提到过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戏剧理论，即情节是悲剧艺术众多
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此，他还提及了情节的完整性。所谓的
完整性是指一件事情要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古希腊悲剧在为了
支撑起整部悲剧的跌宕起伏将结构的完整性方面做得十分精妙，
悲剧家们并没有随性地展开一段故事或是匆匆地给故事画上一个
句号，而是将情节的每一部分都穿插在它恰当的位置上，最后将
这一段段的命运悲剧完整地拼凑在一起。我们还是拿索福克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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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狄浦斯王》来举例，如果这部悲剧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环
节，那么它还能否称得上悲剧我们就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由此可见，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来支撑
的[ 3 ]。

其次是悲剧的演出形式，歌队作为古希腊悲剧演出中一种不
可忽视的形式要素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说过:“歌
队应作为一个演员看待，它的活动应是整体的一部分。”古希
腊悲剧中的歌队其实是以前祭祀歌舞表演中的遗迹。悲剧的表演
主要由韵文的对话和歌队的歌曲两部分组成。一般都是演员先开
始表演，在表演之后，歌队再进行一段歌曲表演，接着再演
戏，就这样交替进行着。歌队主要是通过舞蹈唱歌的形式来安
慰剧中的人物，以此诱发观众的兴趣；有时歌队也可以帮助剧
作家用一种简单轻松的方式去传递一些看似高深的哲学思想或者
一些较为复杂的故事背景，帮助观众更好地融入到剧情之中；
有时歌队还可以帮助烘托戏剧的气氛，提前把观众带入到戏剧之
中。其中歌队最大的作用是转场换幕，一般歌队每唱一支歌，
时间和地点就会发生一次变化。随着古希腊悲剧表演经验的增
加，悲剧的题材也在慢慢地扩大，情节也随之变得丰富了起
来。这就使得歌队在悲剧表演中的作用被削弱，其地位也逐渐
在下降。到了后期，歌队除了要帮助交代一些故事背景之外，
仅仅是为了一些不重要的补充而出现在舞台上。所以纵观悲剧的
发展，削弱歌队作用是古希腊悲剧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为了使得情节更加紧凑连贯，古希腊的悲剧家们使用了大量
的写作手法，比如反衬、对照、突转、发现等写作手法。反
衬是用一种因素来衬托另外一种因素，使得另外一种因素的特性
无形中被放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报信人讲述
真相之前，歌队唱起了轻松欢快的歌曲，这种欢快的节奏实际上
反映出了俄狄浦斯当时的愉悦的心情，将他后面坠入谷底的悲愤
反衬得更加强烈。对照则是在将两种因素的对比中得出更加鲜明
的特征。古希腊悲剧中常常使用对照的写作手法来突出剧中人物
的个性，比如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两姐妹的性格就
通过对照表现得淋漓尽致，妹妹的胆怯懦弱正好对照姐姐的勇敢
无畏。由此可见，通过这些写作手法的运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更加鲜活、生动[4]。

3　结语
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古希腊悲剧都对后世欧洲戏剧有着深

远的影响。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古希腊的悲剧，还要更多地接触三
位悲剧家的作品，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都可以
算得上欧洲悲剧的开创者。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对古希腊有
了初步了解之后，能够延续这份兴趣继续探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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