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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希腊作为世界民主政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受其社会因素影响，早期文学创作意识融合了对人自身发

展的理性批判与启迪，其中以悲剧文学题材为代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为“十全十美”的

悲剧深刻揭示了这一观念，通过完美英雄形象与悲剧宿命的对立写照，展现了人文思想自由独立发展的

过程中，自身的行为准则要合乎社会道德规范，其悲剧文学价值中的斗争、平等精神和早期民主道德思

想对后世欧洲及中国的悲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以曹禺先生的《雷雨》为例对比分析中西方不同

历史时期悲剧文学对社会中人文思想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西学东渐过程中二者的革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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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birthplaces of democracy in the world, Ancient Greece, influenced by its 
social factors, integrated the rational criticism and enlighten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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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literary creation consciousness,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tragic literature. Sophocles’ Oedi-
pus the King, as a tragedy of “perfection”, deeply revealed this concept. Through the opposite por-
trayal of the perfect hero image and the tragic destiny, it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he free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human thought, its own code of conduct should conform to the social 
moral norms. The struggle, the spirit of equality, and the early democratic moral consciousness in 
the value of tragedy literature have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ater generations of tragedy in 
Europe and China. Taking Cao Yu’s Thunderstorm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ragic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n the develop-
ment of humanistic thoughts i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in the 
process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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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希腊悲剧在创作伊始将人物命运的塑造与本民族神话传说相结合，受神权至上的影响，往往人物

自身的悲剧宿命在神谕的昭示下显得无法扭转，但通过刻画人物对自身悲惨宿命的抗衡，凸显了早期奴

隶社会时期下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以及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与描绘。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

为古希腊悲剧戏剧的经典著作，展现了一个英雄形象下的俄狄浦斯，穷尽一生对“弑父娶母”先天性厄

运的逃避与斗争的故事情节，可在命运的面前即使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也显得在劫难逃，表面上看似体

现了在神权主导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身命运改变的软弱性以及无可抗衡性，但纵观作家本身进行剖析，

作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杰出代表人物，索福克勒斯的思想上虽然受到早期民族神话创作题材的广泛影响，

相信神对命运的无上权力，这种影响是伴随上古文学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特定的文化氛围下，人的

思想具有普遍性。但人物自身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又兼具独特性，索福克勒斯所倡导的自由独立精神和为

自己行为负责的思想观念是独有的，二者并不存在矛盾与冲突，这种多元思想观念交融下反而使《俄狄

浦斯王》这部剧作更富有深刻的哲理观念，其巧妙地构思使这部巨著以大众喜闻乐见的神话文学方式广

泛传播，并潜移默化地向世人传达了作者的民主思想观念，人物自身的行为准则要在社会法度的范畴之

内，如若违背将受到命运的惩戒，即使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也难逃其咎，这对当时历史时期下社会各阶

层的道德观念发展具有启迪与引导作用，也为后世中西方人文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受其影响，作为

中国话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曹禺的《雷雨》以描述两个家族三十年的恩怨轮回，反映了旧社会时期封

建家庭制度下的伦理悲剧，由此展开对腐朽的封建制度批判。《雷雨》所描绘的是社会过渡时期新旧思

想观念的过渡，以及人们对于革命新思想接受的艰辛历程，两部作品在创作背景上虽立足于不同的社会

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对社会现实下人文思想发展的引导与教化，同时二者在写作手法上存在着千丝

万缕的关联性，《雷雨》在情节塑造上采用了《俄狄浦斯王》的“回溯式”结构，以及面对悲剧命运下人

物间的冲突安排也独具中式特色，《雷雨》对以《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西方戏剧创作模式并不是基于

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在深刻把握其悲剧内涵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式文化深度融合，突破了传统中式悲

剧的独白式叙述，体现了文化交融间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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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物命运对社会现实的写照 

“命运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被大量涉猎，那么，怎样看出《雷雨》受了希腊的‘命运悲剧’，特别是

《俄狄浦斯王》这部命运悲剧”的影响呢[1]？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的命运诅咒来源于其亲生父亲拉

伊奥斯诱奸了前任国王洛普斯的孩子，最终这份罪孽在拉伊奥斯成为国王后遭到神谕的惩罚转移到其子

俄狄浦斯身上。在情节构思上以上帝视角暗示了俄狄浦斯虽然兼具完美的英雄形象，但究其一生都将以

替父赎罪的方式在宿命的捉弄下迎来悲惨的结局。笔者研究认为这种写作意向离不开索福克勒斯所处社

会背景下的民主思想观念，在雅典民主政治达到空前绝后的繁荣兴盛时期，根深蒂固的神权至上思想对

索福克勒斯的影响逐渐削弱，迎来的是其民主精神层面的觉醒，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索福克勒斯最为代

表性的思想观点，在《俄狄浦斯王》这部巨著中得到了高度的体现，正如文章情节所叙述的拉伊奥斯的

诱奸行为严重的违反了社会道德，最终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将诅咒转移到其子嗣俄狄浦斯身上也

体现了早期雅典民主政治中同价惩罚的概念，暗示了以俄狄浦斯所代表的贵族王室阶级也难逃“王子犯

法与庶民同罪”的下场，这与我国早期法家思想代表者商鞅所倡导的一样。《雷雨》的创作意图也正是

立足于社会道德观念下对封建腐朽思想的批判，曹禺在构建人物情感与命运的冲突上围绕社会不同阶层

人物间的对立矛盾展开，同为伦理观念所主导的故事起源，《雷雨》则是以封建资本家周朴园为了追求

利益导致对爱情的始乱终弃，因此为自己的罪责埋下了祸根，最终在三十年后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迎来

了爆发。在吸收《俄狄浦斯王》悲剧宿命的写法上，《雷雨》中的悲剧宿命还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其命

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矛盾不仅停留在传统的社会道德层面，还夹杂了新旧观念过渡下的冲突、传统爱情

观念与现实社会因素间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多组人物关系碰撞下产生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例如以周朴园

为代表的伪善资产阶级与鲁大海为代表的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等人的矛盾冲突，同时周朴园与鲁大海两人

的父子关系在情节安排上更具戏剧性，暗示着两人注定因道路不同，难以逾越思想上的鸿沟。由周朴园

与鲁侍萍的爱情祸水所引发的命运悲剧中不难看出相较于《俄狄浦斯王》中的“悲剧宿命论”不同之处

在于《雷雨》的悲剧内涵更多体现了中式“因果报应”思想观念下的善恶相对论，这也是对古希腊悲剧

宿命观的继承和革新。这在作者曹禺对于《雷雨》的渊源与血统采访时也得以明确，他曾直言不讳：“这

个剧有些人说是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受古代希腊悲剧的影响[2]。” 

3. 中西方人文思想作用的异同 

不同政治历史时期发展进程下，人文思想也有着显著的差异性。西方早期受民主政治的影响，人的

思维发展较为活跃，以索福克勒斯为代表的戏剧家力图通过文学作品宣传自己的思想理念，在人物塑造

上摆脱了传统血缘关系下的“大家长”制度，将每个角色视为独立的个体，进一步加强了个体角色思想

意识的纯粹性与独立性，这种早期民主政治下的文学产物对西方后期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进

一步促进人类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而中国受到传统的礼教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对于“大家长”制度

下的尊卑等级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对于“乱伦”这一词汇往往视为禁忌，“乱伦禁忌”作为一

种伦理道德规范在礼制文化占主导的中国尤为苛严，也在中国文学作品中鲜有提及，曹禺选择它作为作

品的母题和核心叙事观点，已准备好了把“最隐秘”、“最惨烈”的不幸事实撕裂给世人所看[3]。区别

于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主义形象，中式悲剧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角色通常选取现实生活中

的各阶层代表的“小人物”，这缘于小人物自身所具有的缺陷性使其与传统的世俗文学更为贴切，将其

杂糅在一起极大地突出了中式矛盾的写实性，同时注重通过高超的文学手法使彼此间的矛盾超脱于世俗

间琐碎的情感纷争。曹禺先生利用写家庭间伦理矛盾的缩影展现了当时社会过渡期间的新旧思想的交替，

同时力图突破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人们对于文学作品中人物关系塑造的局限性。由于千百年间的文化熏

陶，对于这个禁欲的话题中西方的人民都怀揣着敬畏之心，但对于鲜有涉猎的领域往往会让人产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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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判断，例如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常认为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会加重人物自身的负罪感，在去世前要

洗清自身的罪恶，而在早期的中国社会时期，人们对于不可测的天灾往往归咎于失德的行为所引起，这

种朴素的人文思想观念是人的心理发展本质上对于美好的事物普遍抱有憧憬的心态，对于邪恶的现象常

怀揣敬畏之心。为了极大程度上使读者适应文学创作的革新，曹禺先生在《雷雨》人物安排上将《俄狄

浦斯王》中的“母亲”置换为“继母”的灵活转换是深刻提取了中式文化内涵后与西方文学的创新演变。

悲惨的结局让读者从心理上引起反思，这种反思来源于悲剧价值所蕴含的哲理，极大程度上对人们的行

为准则有着积极地约束，悲剧往往可被视为一个训诫的教材，即使中西方的悲剧在人物及情节安排上有

着差异性，但殊途同归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基础上强调人文思想的发展应遵循社会法度，

树立向善之心。《俄狄浦斯王》与《雷雨》中主体角色的悲剧宿命的强加性也再次交代了作恶的严重后

果，也对人们思想误区中的天命论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梳理，悲剧的结局并不是浑然天成的，正如从哲学

角度进行分析，事物之间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显性结局的《俄狄浦斯王》，亦或者是隐性悲剧下

的《雷雨》，主人公悲剧宿命间的联系都是不能以人的意志改变的，所以通过描绘俄狄浦斯一生抗衡后

却落得个自我放逐的下场以及周朴园本以为三十年后的自己能利用自身的资产抹去那抹罪恶，但最后迎

来的是墙倒屋塌般的湮灭，在毁灭的结局中达到了中西方悲剧价值的共同点，加强了对人行为的规范。 

4. 悲剧对人文精神的启迪 

鲁迅先生所言：“悲剧就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谓的价值就是悲剧文学对人思想意

识发展的映射，具有悲剧性的悲剧或悲剧题材的文学作品，都用情绪的冲击引导理性的思考[4]，从美学

的角度来看悲剧所引起的壮美与喜剧的柔和美有着显著差别，这种与命运斗争的过程能引起观众内心的

情感共鸣，让其结合自身的经历产生沉浸式的代入感，并对其思想观念产生潜意识的教育传达。两位剧

作家通过对众多人物不幸命运的描写以及悲剧人物与其命运的绝望挣扎，使读者和观众感受到了人类普

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即面对悲剧宿命的不可逆转性。同时，它也反映了两位剧作家对人和命运斗争的思

考。他们认为“人”会被超越人的某种无形的能力所压制和支配，无论什么神秘力量，例如时间、命运等

“自然法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人的追求和欲望[5]。《俄狄浦斯王》的剧情以上帝视角来看，俄狄

浦斯即便知晓自身一生难逃悲剧的宿命，但并未选择坐以待毙等待命运降临，而是不断通过自身的智慧

与勇气去与之抗衡，这种敢于向神权发起挑战的人文精神，既反映了当时人们思想意识上的独立探索，

又为后世欧洲开展对宗教主义神权论的批判开辟了先河。多元文化融合作用下的《雷雨》所展现的矛盾

较于《俄狄浦斯王》更为丰富，体现了当时中国新旧社会更替下封建势力与新民主思想间的斗争，而中

式悲剧的隐性特点是自古以来所独特具有的，区别于西方的上帝视角，通常不会开门见山般地告诉观众

和读者人物之间的结局，而是通过各个人物间的内在联系与伏笔让读者去揣测结局，同样是“回溯式”

结构的运用，《雷雨》对《俄狄浦斯王》的表达手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革新，其核

心内涵在于深刻抓住了中华民族自身独具特色的斗争精神以及人定胜天的反抗意识，将本民族精神与西

方文学中的英勇斗争精神进行了深刻的融合，悲剧文学中的拼搏精神鼓舞了现实生活人们永不言弃的意

志力，恰如中国的革命斗争之所以胜利，正是无数革命烈士与不可测的命运的斗争，即便深知这场斗争

的残酷性但仍想尽一切办法去与之抗衡，这就像《俄狄浦斯王》中所描绘的英雄形象般具有百折不挠的

品质，中国的革命英雄也独具超乎常人想象的钢铁般的意志，而所谓“神秘力量”的阻碍则是命运的不

可知性，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不可知性与文学作品的不可知性有着严格的区分，作为文学作品而言两位戏

剧家将结局诉诸于毁灭的写法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注重的是作家本身的思想表达，反观现实生

活，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革命的胜利属实是人类的一个

伟大的创举，这背后正是来源于无数人民对苦难的抗争，同时根据革命英雄英勇故事所撰写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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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反作用于后世人民的精神铸造，通过歌颂英雄人物高尚的情操对我们的思想意识传达宝贵的红色精神。

由此可见《俄狄浦斯王》与《雷雨》作为文学作品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描绘人与命运的斗争从而唤起人

的思想意识中奋发向上的斗争精神，进一步强化了人文精神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从而对现实世界中人

文思想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5. 结语 

通过以《俄狄浦斯王》与《雷雨》为代表的中西方文学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悲剧文学的主要特色在于

彰显悲剧宿命观下人与命运不屈的斗争精神，而悲剧价值向世人所传达的核心观点在于人的命运在自身

把握的前提下，更要以社会道德准则加强自身行为发展的规范性，而一系列矛盾的斗争能更好激发观众

读者思想意识上的进步，人文思想的蓬勃发展有助于加强新时代全球治理格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搭建，

中西方悲剧文学的交融发展下也体现了和平发展是全体人类的共同诉求，从根源上避免罪恶才不会导致

悲剧的酿成，符合当今世界各国人民诉求的同时也深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科学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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