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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罗米修 斯在 西 方 大学史 上 的

形 象变 迁

潘桂英

提 要】西方经典文学形象普罗米修斯 , 其盗火惠人的英勇事迹广为世人传颂 。至 世纪中叶 , 普

罗米修斯逐渐成为了挑战与颠覆传统价值观的代表 。然而应当指出, 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此种意义相时来说

出现较晚 , 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才得以逐渐形成 。在延续已近 。。年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的 “奥德修

斯之旅 ”①中, 普罗米修斯神话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 其间经历了各式各样 、甚至经常是相互矛盾的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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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 〕 是伊阿佩

托斯与女神塞弥丝 一说俄开阿诺之女克鲁墨奈 之子 。

他聪明诡诵 、多才多艺 。其名字前半部分 一为前缀 ,

表示 “在前” 、 “先于” 后半部分 日意为 “知识”

或 “知道”, 合在一起表示 “先知” 之意。传说中的普罗

米修斯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类技术而成为人类利益的代

表者口

遗憾的是 , 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起源已无以稽考 。根

据加斯顿 ·巴什拉关于神话的起源观来看 , 该神话与火

的起源问题密不可分 , 是最古老 、 最具世界性的神话之

一。类似的故事在印第安人 、 日耳曼人 、 凯尔特人和斯
拉夫人的神话中均可以找到 。②在系统的文本模式出现之

前 , 这些故事极有可能己为人们口口相传 。荷马提到过普

罗米修斯的父亲伊阿佩托斯, 但未提到普罗米修斯 。公元

前 世纪的赫西俄德首次将该神话写入文学作品。

一 、 最初 的文学形象 工于
心 计 的行骗者

俄斯 、厄庇米修斯一样 , 都因违逆宙斯而受到惩罚 。赫

西俄德对他的描述带有 “半喜剧 ” 的味道

神灵与凡人发生争执 。为与奥林波斯之王宙斯比赛

智慧 , 普罗米修斯宰杀大牛并布置圈套 把牛肉和肥硕

的内脏堆在牛皮上 , 放于凡人面前 , 上面罩以牛的瘤

胃, 而在宙斯面前摆了一堆白骨 , 巧妙堆放之后蒙上一

层发亮的脂肪 。识破诡计后的宙斯勃然大怒 , 不愿把不

灭的火种授予会死的人类 。普罗米修斯又用空荀香杆偷

走火种 。宙斯愤怒得无以复加 , 立即给人类制造了一个

祸害, 作为获得火种的代价 他为人类送去带给他们不

幸 、 只能同享富裕而不能共熬贫穷的女人潘多拉 。普罗

米修斯更是罪责难逃 。宙斯用挣不掉的绳索和无情的锁

链捆绑了他 , 用长矛剖开他的胸膛 , 派大鹰停在他身上

不断啄食他那不死的肝脏 , 但夜晚肝脏又复生长 。为给

自己卓越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带来荣誉 , 对普罗米修斯仍

很气愤的宙斯最终还是捐弃了前嫌 , 让赫拉克勒斯杀死

大鹰。普罗米修斯的痛苦也得以解除 。赫西俄德在故事

普罗米修斯首次出现于文学作品是在公元前 世

纪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 《神谱 》 和 《工作与时日》

中 , 所占篇幅均很短小 。 《神谱 》 中的普罗米修斯与宙

斯同辈 , 是伊阿佩托斯与美躁的克吕墨涅之子。他聪

明狡黯 、喜行欺骗 , 和他的三个兄弟阿特拉斯 、 墨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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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尾处评论到 欺骗宙斯和蒙混他的心志是不可能的 。

赫西俄德把普罗米修斯神话嵌人到了另一部关于道

德和训诫的诗歌 《工作与时日》 中, 以教导他的侄子佩

尔塞斯 要尊重神的正义 , 欺骗是不道德的行为, 只会

阻碍发展 。他开篇称颂代表正义与公正的宙斯 , 谴责乐

于挑起罪恶争端的第一类不和女神 并将这类不和女神

与第二类有益于人类的不和女神作对比, 指出第二类不

和女神激励人们正面攀比而热爱劳作 , 有利于人类进步 。

紧接着 , 赫西俄德便引用普罗米修斯神话 是狡猾的普

罗米修斯欺骗了宙斯 , 宙斯才为人类 “藏起了火种 ”、

“设计了悲哀 ”。①普罗米修斯神话明显成为了第一类不

和女神的注解 , 是他挑起了神与神 、神与人之间的矛盾 ,

而不像第二类不和女神期望人类那样的勤劳致富。欺骗

是勤劳的反面 。普罗米修斯被作为了反面例证 , 他玩弄

的花招打破了 “原本生活在没有罪恶 、 没有劳累 、 没有

疾病的大地上 ”②的人类的安居乐业 , 迎来了 “娇气女

性的起源”③潘多拉 。尽管他预见了宙斯送给厄庇米修

斯 ④的这一礼物会成为人类的祸害, 但却没能预见到自己

行为的短浅。带有赫尔墨斯的 “谎言” 和一颗 “狡黯的

心灵” 的潘多拉 ,⑤俨然就是那个欺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

在某种角度上的翻版 , 宙斯的这一报复行为可谓是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可见他对欺骗的厌恶 。可怜的人

类是因为普罗米修斯对宙斯鲁莽的欺骗而惨遭株连 。

显然 , 赫西俄德是站在奥林波斯父神宙斯的立场记

述和评价普罗米修斯神话 , 正如韦尔南所说 “在赫西

奥德描写的城邦制以及以前的世界里……公正则是一个

至高无上却又远不可及的神。”⑥用布鲁内尔 ·皮埃尔的

评价就是 “屈从于神意 ”, 即宙斯的意愿 。而人类只是

宇宙秩序中的微弱部分 , 几乎完全被剥夺了作为独立发

展体的权利。 “在没有罪恶 、 没有劳累 、 没有疾病的大

地上 ” 永远轮回地生活未必就是好事 。不仅尊重宇宙秩

序 , 还要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人类自身 , 并在二者之间寻

找智慧的和谐 , 几百年后的古希腊 “悲剧之父” 埃斯库

罗斯为我们提供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另一种崭新诊释 。

从考证 , 近年来多数人认为它一定晚于 《俄瑞斯武亚 》

前 年 , 创作于埃斯库罗斯最后一次西西里之行 。⑦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是三连剧的第一出, ⑧其他两出为

《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 》和 《送火者的普罗米修斯 》, 均

已佚失 。在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 中 , 新生的奥林波斯

神系初掌世界 。不同于赫西俄德的半喜剧式叙述 , 埃斯

库罗斯设计了一个具有政治性和宗教性的悲剧人物 ,⑨

他首次奠定了世人心目中普罗米修斯高大的普遍形象 。

赫西俄德笔下与宙斯同辈的普罗米修斯一跃而成宙斯的

叔辈 、 老一辈提坦的一员。连他的兄弟 , 埃斯库罗斯也

只提到了那位悲壮的受苦英雄阿特拉斯 。普罗米修斯成

了 本̀身也是大地 伽娅 ”⑩的塞弥丝的儿子 , 直接继

承了 “大地” 母亲对未来之事的预知能力 , 掌握了连宙

斯都无以得知的秘密。这个只为塞弥丝和普罗米修斯所

知的秘密 , 成了普罗米修斯对付宙斯的唯一也是最强有

力的武器 。埃氏还展示了普罗米修斯在神族斗争史以及

人类文明史上的双重重要性 是普罗米修斯 , 帮助宙斯

打败提坦 , 建立了奥林波斯神权 也是普罗米修斯 , 不

仅给了人类火种 , 还带去了一切技艺 。

在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一剧中, 宙斯初为众神之

王 , 这位在埃斯库罗斯其他悲剧作品中的正面形象 , 在

此只有凶残 、 多变和专制 。他决意摧毁人类 , 而普罗米

二 、 古希腊原型 奠定普罗

米修 斯普遍形象

古希腊 “悲剧之父” 埃斯库罗斯 公元前 年一

前 年 对普罗米修斯神话极为青睐 。他现存最早

的作品 《波斯人 》后的萨图罗斯剧题目是 《普罗米修

斯— 点火者 》 前 年 、 《七勇攻武拜 》 前

年 , 萨图罗斯剧 《斯芬克斯 》 的片段中也提到了普罗

米修斯和他的花环 。

不幸的是 ,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 的写作年代已无

赫西俄德著 《工作与时日 ·神谱》, 张竹明 、蒋平译 , 商务

印书馆 年版 , 第 页 。

赫西俄德著 《工作与时日 ·神谱 》, 张竹明 、蒋平译 , 商务

印书馆 年版 , 第 页 。

即 “可怕的一类妇女的起源”, 参见 《工作与时日 ·神谱 》,
第 页。

普罗米修斯之弟 , 事̀ 后者”。

《工作与时日 ·神谱 》, 第 页。

让一皮埃尔 ·韦尔南著 《希腊思想的起源 》, 秦海鹰译 , 三

联书店 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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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认为 《送火者的普罗米修斯 》讲述普罗米修斯的
盗火行为 , 为三连剧第一出 。笔者赞成 的

观点 ,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为第一出, 普罗米修斯的盗

火行为在该出戏中得以讲述, 这一行为也并不需做前期解

释 而 《送火者的普罗米修斯 》 很可能是最后一出, 它讲

述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和解 , 以及火把节的成立和在雅典

崇拜普罗米 修斯 的节 日庆典 。详见 ,

肠 ,巴 卿 一̀” , 反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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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库罗斯著 《埃斯库罗斯悲剧集 》 一 , 陈中梅译 , 辽

宁教育出版社 年版, 第 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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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斯却在此时因盗火惠人而获罪 , 被宙斯钉于高加索之

岩壁 , 成为了不公正力量的受害者和正义的殉道者 。河

神俄开阿诺斯同情普罗米修斯 , 却也指责他膺越了权

力 。因为无论普罗米修斯的初衷何等善良, 他毕竟违背

了神族规则 。①俄开阿诺斯的劝说遭到了普罗米修斯的

拒绝和反对 , 他向歌队表示自己不怕苦难 , 宙斯终会与

自己和解 , 因为他握有那个足以推翻宙斯统治的婚姻秘

密 。宙斯的另一位受害者伊娥向普罗米修斯讲述了她的

“命运 ”, 普罗米修斯预言伊娥的后人将会解救自己。赫

尔墨斯威吓普罗米修斯说出宙斯的婚姻秘密 , 但普罗米

修斯不屈不挠 , 甚至扬言让宙斯给予自己更残酷的酷

刑 , 最后在山崩地裂中坠人深渊。

敢于救援凡人 , 为宇宙秩序中渺小的人类盗取火

种 敢于因此而向奥林波斯最高统治者宙斯叫板 , 使其

无法一手遮天 , 身缚镣铐而毫不示弱 , 埃氏笔下的普罗

米修斯形象在文学史和人类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宇

宙秩序不 再 像在传统的神谱中那样建立在一个主神

的威力 、 他的个人统治或 王̀权 ' 之上 , 而是建立在宇

宙的内在规律和分配法则之上 , 这种规律和法则要求大

自然的所有组成部分都遵循一种平等的秩序 , 任何部分

都不能统治其他部分 。”②是普罗米修斯 , 首次气壮山河

地正面挑战了宙斯的王权 , 誓要为人类争得一份利益。

尽管他在埃氏笔下更多地表现为受难英雄的形象 , 但他

对宙斯的抗争 , 己全然不同于公元前 世纪 前 世纪

荷马笔下的阿基琉斯对阿伽门农的消极反抗 。③他开启 、

表达的是人类对强权和压迫的正面抗争。

然而 , 这只是三连剧中的一出。从三连剧残存片段

我们得知 , 悲剧并非止于鱼死网破 。三万年后 , 宙斯最

终让伊娥的后代赫拉克勒斯射杀大鹰 、释放了提坦 作

为回报 , 普罗米修斯将威胁宙斯统治的婚姻秘密告知了

他口④他们之间达成了相互的友好关系 , 一切都不再是

剧本之初那看似永难休止的残忍折磨和骄横反抗 。他们

各自捐弃前嫌 、 收敛锋芒 , 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走向对

方。世界也在暴力与喧嚣的解脱中达成了宁静与平和 。

这就是整个三连剧中的普罗米修斯 。是埃斯库罗斯

首次塑造了普罗米修斯高大正面的受难英雄形象 他为

人类谋利而自陷图圈, 其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一直影响

到了当代的读者 。也是埃斯库罗斯首次为这一正面形象

设立了抗争的界限 。普罗米修斯 包括宙斯 不是纯粹

的脸谱形象 , 他和宙斯一样带有古希腊神明不可避免的

“神 ” 性缺点 , 他俩在双方 “节制 ” 各自缺点的痛苦过

程中 , 才逐渐达成了正义与神意的谐和 , 表达了一种循

序渐进的进步观 。埃氏塑造的普罗米修斯的 “古希腊原

型”, 因其对宙斯正面的抗争 、形象的复杂和意蕴的深

远 , 使其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这一西方经典形象史上的开

山鼻祖 、第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 广为后人效仿 。

三 、 过渡形象 知识精英的

诉求对象

古希腊古典时期以普罗米修斯为主题创作的很多作

品都未能幸存 。但根据列维一斯特劳斯关于神话的结构

研究看 , 这一神话在当时并未销声匿迹 , 反而很受欢

迎 , 其中的某些主题塑造得也极为成功 。普罗米修斯不

仅被描述为科学技术的鼻祖 , 还从受难英雄一跃而成为

了人类的创始者 , 并带有古罗马时期反叛权威和颠倒秩

序的阴谋家的气质 。但是 , 现存的几乎所有关于普罗米

修斯的古希腊文学文本的写作都带有喜剧色彩 , 传统神

话的严肃性受到了挑战。

漫长的中世纪 , 普罗米修斯不为世俗所知 , 他主要

出现在学者和教父笔下 。他们利用普罗米修斯形象去激

化天主教与异教徒之间的矛盾 。圣 ·奥古斯丁视普罗米

修斯为那个时代的摩西 而有人则认为普罗米修斯被一

个无知的民族神化了 。教父们也只是在古希腊神话和基

督教义之间做一些简单肤浅的穿凿附会 。

文艺复兴时期 , 古希腊神话重现光芒 , 《被绑的普

罗米修斯 》出现了古希腊语 、拉丁语和法语版本 。但该

时期对埃斯库罗斯的了解也只限于学者范围 , 人文主义

者们通过古代二流作家或神话字典和汇编获得神话的相

关知识 。唯一的例外是薄伽丘的 《论异教神谱 》, 其中

普罗米修斯被塑造成为学者的象征和知识的捍卫者 。他

的被绑高加索 , 象征了人的心智被困于追寻知识的路途

中, 他渴望 、 也有权利去探寻自然的奥秘 。这一主题得

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共鸣 。弗朗西斯 ·培根笔下的普罗

米修斯成为了实验科学的创始人 乔达诺 ·布鲁诺塑造

的普罗米修斯反抗智力上的教条主义束缚 , 呼唤完全的

自由 只有马尔西利奥 ·费奇诺悲叹自我发展愿望永被

禁锢的 “可怜的普罗米修斯” 的处境 。除此之外 , 英国

剧作家马洛创作的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中的主人翁身

上明显带有普罗米修斯的影子 , 弥尔顿的 《失乐园》 中

的反叛英雄撒旦比浮士德更贴近于普罗米修斯原型。但

整体而言 , 文艺复兴时期按照普罗米修斯神话塑造的形

① 爪 尸 勺 加乃户 尸 、 火̀ 夕 。、,

② 《希腊思想的起源 》, “新版序言 ” 第 页 。

③ 特洛伊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阿基琉斯 , 因希腊联军统帅阿

伽门农抢夺了自己心爱的女俘而拒绝出战 、整日拨弄竖琴

以排解苦闷。

④ 肠 , , 乡 , 、 ,, 一尸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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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变化太过随意, 失去了形象本身包孕的内涵力量 。

世纪 , 普罗米修斯形象少有创新 。比较神话学以

《圣经 》的绝对权威为基础 , 视普罗米修斯为异教徒 。

值得注意的有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的 《普罗米修斯的

塑像》, 该剧富含深意 , 是继埃斯库罗斯之后阐释神话

的首部重要作品 。卡尔德隆认为道德可以强化知识 , 知

识让人摆脱蒙昧 、拥有自信 。①

可以看出 , 尽管这一时期普罗米修斯神话影响范

围有限 , 未能走出原型涵盖的范畴 , 但在这些过渡形

象中, “人 ” 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 、 绝对的重视 , 普罗

米修斯成为了越来越强调自我的文化人诉诸自身精神

和文化处境的一种象征 , 更多地代表了人类精英阶层

对知识的渴望 、对蒙昧主义的抗争和对自我精神的诉

求 , 从而为普罗米修斯形象在德国狂飘突进运动和英

国浪漫主义运动中的第二次新生做好了铺垫 。

四 、 又一座里程碑 西方近代

革命者形象

世纪 , 伴随欧洲各国启蒙运动 、狂飘突进运动和

浪漫主义运动的相继兴起 , 古希腊戏剧更加广为流传 ,

埃斯库罗斯的一些剧本被翻译成德语 、 英语和意大利语

等。然而 , 该世纪也出现了对普罗米修斯神话极为悲观

的阐释 卢梭批判普罗米修斯在人类社会化的罪恶进程中

扼杀了人类原本美好的天性 布吕墨瓦等人认为盗火行为

的本质是 “违抗”, 而违抗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源头 。尽管如

此 , 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积极阐释依然占据了时代主流 。

一 歌德笔下自由不羁的叛逆者

世纪 年代 年代中叶 , 狂飘突进运动席卷

德国。否定上帝与权威 , 推崇天才 , 主张与自然融合 、

与现存秩序决裂 , 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狂飘突进运动

主要代表歌德改写了普罗米修斯神话 。但他的 《普罗米

修斯 》 年 只写了两幕 , 并未完成 , 年又写

了一首 《普罗米修斯独白》, 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普

罗米修斯 》。歌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是薄伽丘式的教育

家, 他教导人们要重视自己的存在和感受 , 还教会人们

如何去爱 。他是社会公正的奠基人和立法者, 只承认通

过正当方式取得的财富。最重要的是 , 普罗米修斯成为

了天才诗人, 他的创造源自内心 , 消除了艺术哲学的抽

象性 , 挑战了假借创造力为名的一切模仿形式 。②普罗

米修斯甚至否认自己的神性 “我不是神 , 但自认与神

一样伟大。” 他甚至完全无视宙斯 , 尼采让后人惊服不

已的 “上帝已死 ”, 歌德早就借普罗米修斯之口道出

了 ③ “我就坐在这里 , 请按照 我的模样造人吧 , 造出

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种族 , 去受苦 , 去哭泣 , 去享

受 , 去取乐— 而且不尊重你 , 也像我 ”④

《二 拜伦式悲剧英雄 隐忍而悲壮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拜伦 , 于

年创作 《普罗米修斯 》, 其激昂火热的战斗激情对当时

欧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位参加了希腊民

族解放战争的诗人在诗歌结尾处悲壮地预言 普罗米修

斯必将高唱胜利的凯歌 。 “拜伦式英雄” 也因拜伦的个

人遭遇和精神气质与普罗米修斯的接近而得名 。拜伦笔

下的普罗米修斯对人类满怀悲悯 、 为其受苦而咬紧牙

关 。他不屈服于任何酷刑的折磨 , 也不愿让任何人看出

他的痛苦 。埃斯库罗斯作品中作为普罗米修斯制胜宙斯

的法宝之一— 神明的不死性 — 在拜伦笔下的主人公

身上也表现为了 “最不幸的天赋”, 因为被囚禁的巨人

被剥夺了 “死的幸福 ”, 只能 “永恒 ” 地 “忍受”。即便

如此 , 他依然不肯 “求得和解”, 保守着对未来的秘密 ,

以无止境的沉默让宙斯悔恨和惊悸 。相较于原型不时的

长吁短叹 , 拜伦诗中的普罗米修斯从未有过半点哀叹 ,

他在逆境中顽强振奋 , 与敌人对抗到底 。

三 雪莱的普罗米修斯 完美的革命先驱者

雪莱于 。年创作了别具一格的五幕抒情诗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 他无法容忍在自己看来有损道

德和正义的普宙和解 , “我根本反对那种软弱无力的结

局 , 叫一位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

解 ”。⑤雪莱从小就开始阅读伏尔泰 、狄德罗 、葛德文等

启蒙思想家的著作 , 他向往自由, 仇视压迫 。离开学校

后, 社会的黑暗腐朽更加坚定了他的民主自由思想 。雪

莱对于社会的反叛意识越来越强烈 , 他的诗剧有着明显

的政治性 。英国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 、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失败的教训以及自己所遭受的压迫 , 让雪莱深感要解

决社会矛盾 , 就必须要彻底推翻现存秩序 。他将普罗米

修斯塑造成为 “动机既纯正 , 目的又伟大 , 始终是道德

和智慧的十全十美的典型”。⑥他智慧勇敢 , 捍卫人类而

不屈服强权 , 充满乐观精神 , 代表了爱和希望 , 其博大

① 本节内容参考 。。, ', 夕 , 、
' 少 · 〕 一

② 参考 〔 卿 八乃, , 人

,̀

③ 叶隽 《救世理想与现世艰难— 普罗米修斯 断片中的

“宿命叛逆 ” 现象及其思想史元素 》 《德国研究 》 年

第 期 。

④ 《歌德文集 》第 卷 , 冯至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⑤ 雪莱著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 邵询美译 , 人民文学出版

社 年版 , “原序,, 第 页。

⑥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 “原序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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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胸怀甚至可与基督相比 。①诗剧整体洋溢着乐观向上

的积极革命情绪 , 雪莱认为社会和自然向着好的方向发

展是历史必然规律 。作为人类捍卫者的普罗米修斯的解

放代表了人类和万物的解放 。不可否认 , 雪莱的思想极

具超前性 , 对当时的社会革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

然而历史也证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 、 缺乏社会根基的乌

托邦理想的脆弱 , 它只能以失败收场 。

在歌德 、拜伦以及雪莱等人笔下 , 压迫势力终被推

倒 。神被驱逐了, 普罗米修斯代表的人胜利了 。相较于

埃斯库罗斯笔下那位通过漫长痛苦的煎熬而达成最终智

慧— 与宙斯和解— 的普罗米修斯 , 雪莱的普罗米修

斯与对立阶级完全决裂了。雪莱在前人基础之上树立的

完整丰满的西方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 , 使普罗米修斯形

象继古希腊原型之后达到了又一个全新的高度 , 成为该

形象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

浪漫主义支持者们争相效仿雪莱树立的这一主题 。

就连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序言中, 也

借用普罗米修斯— “哲学日历上最高的圣者和殉道

者”②— 去表达 “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 、 “不

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 ”的深刻哲理 。③这

些形象和歌德 、拜伦以及雪莱等人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

象一起 , 共同建构了普罗米修斯的西方近代形象 。而在

这些共同建构中 , 以雪莱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最为有

力 他在漫长岁月中遭致压迫 、 折磨和酷刑也决不放弃 、

决不妥协, 最终彻底推翻朱庇特的统治 , 吹响革命胜利

号角 他不再是埃斯库罗斯三连剧中那位可从多角度阐

释的受难英雄 , 他是彻底的反叛者 、 革命者和胜利者 。

现代主义的兴起让卢梭等人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悲观

解释有所回巢 。犹如尼采批判苏格拉底将人类带进了

痛苦的理性文明一般 , 普罗米修斯也成为了现代文明

攻击的对象 。在追求现代文明的进程中, 西方人深感

衍生自机械文明的种种现代性痛苦 , 向往回到那原本

“没有罪恶 、没有劳累 、没有疾病的大地上 ”。普罗米

修斯的人类创造者形象受到了质疑 。阐释的多样性正

说明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广博魅力 , 普罗米修斯似乎

成为了任何一个时代均可借以表达自我的一种象征 。

导师陈中梅教授点评

长期以来 , 我国学界和文化界人士时普罗米修斯赞

赏有加 , 已造成一种评论定势 。然而 , 埃斯库罗斯笔下

的普罗米修斯是有缺点的 , 并非十全十美的 “英雄 ”。

显然 , 国人对普罗米修斯的认识并不完整 。带着问题意

识 , 潘桂英同学对此进行了深入地思考 。通过广泛地阅

读 , 她对国内自 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有了比较全面

的了解, 认为有必要以普氏在中国的接受为题写一篇论

文。本文主题鲜明, 布局合理 , 内容丰富 , 有创新见

解 , 是一篇好文章 。 注 本篇论文是潘桂英同学就此

问题进行研究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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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学

普罗米修斯形象在西方的发展确实经历了漫长而艰

难的 “奥德修斯之旅 ”。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意义 , 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阐释与发展 , 并非只限于今人

心目中传统价值观的挑战者与颠覆者 。需指出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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