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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戏剧的起源与发展
古希腊戏剧起源于祈祷和庆祝的酒神祭祀的仪式，逐渐由群

众的自发性表演演变成政府行为，进而形成规模和制度，并且
会在一定时期开展选拔比赛来给予奖励与肯定。为了纪念酒神狄
俄尼索斯，古希腊人在公元前7 世纪开始就在每年的春、秋两
季种葡萄与收葡萄的时候举行带有歌舞的酒神节的宗教仪式。到
公元前6 世纪时，雅典政府已经开始在雅典城内组织举办“大
酒神节”，在这样的节日庆典上，歌队队长会把酒神咏唱为悲
剧英雄。当祭祀酒神的仪式完成之后，人们便开始了狂欢，以
日常生活故事为主要内容，配上滑稽、诙谐及粗俗的语言和动
作，载歌载舞地游行，这种形式便是喜剧的雏形。

大约从公元前501 年开始，雅典政府决定在“酒神节”期
间举行悲剧比赛。主要内容是参赛者进行悲剧朗诵并表演竞赛，
最后优胜者会被赠以葡萄藤花冠，记录在册。这种比赛形式极
大鼓励了悲剧诗人和参加演出人员的创作热情。久而久之，演
出从只有一个演员和一个合唱队的最初的悲剧形式，到有两个演
员，并且穿插着对话，再到后来演剧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
有了戏剧冲突等形式，渐渐地悲剧走向成熟。

2　古希腊戏剧的特点
首先古希腊戏剧具有宗教性和娱乐性。古希腊宗教主要是多

神信仰，这在古希腊戏剧中得以体现。从取材方面来看，古希
腊戏剧作家通常会从古希腊神话中取材作为他们剧作的素材。神
话是代代相传的故事或传说，在每个神话里，有些故事对人具
有强大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因为它们似乎能够概括人们关系的特
点，并且尝试解释个体生命中的某些问题、灾难、幸福和机会。而
恰好古希腊拥有大量神话，这便为古希腊戏剧提供了丰富的故事
素材。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歌舞演出的艺术形式，古希腊戏剧也
包含着强烈的娱乐性质，并且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就像之前所
提及过的，人们在庆典当日会有很多竞赛选拔以及悲剧和喜剧的
穿插演出，这为古希腊戏剧表演增添了许多趣味，也使人们更加
享受这一艺术形式。

其次古希腊戏剧具有模仿性和动作性。就古希腊戏剧本体论
来说，戏剧是模仿，是对人行动的一种模仿。首先，利用肢体动
作模仿现实活动本身就是指演员的一种表演艺术，而古代祭祀神
灵时的歌舞，即古希腊的雏形恰恰包含了演员的摹拟性表演。渐
渐地，演员的表演技术随着古希腊戏剧的发展而越发娴熟甚至居
于主导地位。其次古希腊戏剧的内容主要是主人公内心生活与情
感外现为行为的过程。动作，作为戏剧的一种特殊语言，既是把
人的行动直截了当地呈现给观众的表现手段，又是演员内心活动
外现的手段。用“动作”去模仿人的“行动”，这是从表现手段这
一特定的角度分析古希腊戏剧的特性。古希腊戏剧的模仿性和动
作性，再加上语言的特殊功能，就构成了它特有的美学特征。

3　古希腊戏剧的分类
悲剧和喜剧是古希腊戏剧的两种主要形态，随着在欧洲各国

的逐步发展，最后在世界也广泛流行，其英文单词为“drama”。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节祭祀，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欧洲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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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史的开始，而且也为欧洲文学史增添了夺目耀眼的光彩。古希
腊悲剧以它迷人的艺术魅力和恢宏的思想境界，成为人类寻根意
识萌发的一片沃土，成为当今人类了解古代社会风貌的一个重要
源泉。由雅典人在公元前5世纪所撰写的诸多悲剧中只有32部被
流传下来，虽然传世之作总量很少，但这大多数由古希腊三大悲
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创作的32部作品，
为后世的戏剧文坛创造了经久不衰的戏剧艺术世界，并且使希腊
的悲剧艺术有了世界意义，三位悲剧大家创造了希腊悲剧艺术的
黄金时代。

4　古希腊戏剧理论
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三大范畴，即戏剧的本质问题、戏剧

的创作问题、戏剧的功用问题，奠定了后世西方戏剧理论的基
础。《诗学》是古希腊戏剧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西方戏剧理
论史的起点。就戏剧的本质问题而言，就是认同摹仿是诗的本
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这样阐述：“史诗和悲剧、喜
剧和酒神颂歌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
摹仿。”就戏剧的创作问题而言，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否定灵感
的作用，而是更加主张技艺的重要性。《诗学》中有大量篇幅
阐述如何进行悲剧创作的“技艺性”问题；并且它还着重讨论
悲剧，在谈及悲剧六要素时又着重强调情节营造与人物塑造。
对于悲剧情节的要求基本有：整一性、普遍性和要能引起怜悯
与恐惧。最后是就戏剧的功用问题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
具有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这种快感的产生是因为悲剧
能够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悲剧之所以能引发观众心中的怜悯
与恐惧，是因为它通过展现能引起人们激情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
的悲惨结局，给了观众释放和宣泄原本存在于他们心中的情感的
机会。

解读《诗学》实际上是解读西方戏剧理论史的起点。亚里士
多德强调悲剧优于史诗，是诗中的最高形式。《诗学》将悲剧作为
论述主体，无论是在戏剧、悲剧理论或批评史上都占据着不可撼
动的地位，因此后世的戏剧或悲剧理论、批评等都往往需要回到
研究《诗学》当中。

5　结语
古希腊戏剧从两千年前的祭祀神的歌舞中起源，逐渐发展成

熟之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以展示出人类戏剧童年时
期的辉煌和繁荣为后世所熟知。我们感叹它辉煌的同时，更加珍
视它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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