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王陵和神庙前的斯芬克斯

主要承担了迎接以太阳神为代

表的神灵的任务， 在西亚出土

的浮雕则更多地表现斯芬克斯

单独或成对守护生命树的场

面。 这让人想起了《创世记》讲

述的有关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

甸园的故事。 因为二人不听劝

告偷吃了智慧树的果实， 上帝

担心他们继而觊觎生命树的果

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伸手

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

活着。 ”遂将他们逐出伊甸园。

之后， 上帝又安设基路伯和四

面转动喷火的剑， 把守通往生

命树的道路。 这里所说的基路

伯长着一双翅膀，很显然就是斯

芬克斯。 这说明，亦如古代西亚

地区的其他族群，古代以色列人

同样受到了法老文明的影响。

在来自亚述的一块玻璃饰

板上， 可以看见一头面对荷花

的斯芬克斯。 虽然斯芬克斯的

脸部呈侧面， 但她的眼睛几乎

呈正面， 为典型的古埃及艺术

表现形式。不仅如此，斯芬克斯

还头戴象征埃及王权的头饰 ，

头顶缠绕着眼镜蛇的太阳圆

盘； 斯芬克斯的前胸下也有一

条眼镜蛇， 蛇的头顶同样画着

一个太阳圆盘。 在古埃及语境

中，荷花象征生命的循环，眼镜

蛇是国王的守护者， 缠绕眼镜

蛇的太阳圆盘是太阳神的表现

形式。上文提到，埃及史前时期

的一把象牙刀柄上驯服两头狮

子的题材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

时过境迁， 埃及人发明的斯芬

克斯又被亚述人拿来作为宣扬

王权的有力工具。

斯芬克斯说的是谜

语还是谜底

斯芬克斯这个题材的传播

没有被高山也没有被大海阻

断。 考古人员在塞浦路斯一处

断代为公元前8至7世纪的墓地

发现了6座保存完好的石灰石

雕像，其中2座是呈女性斯芬克

斯的母狮雕像，另外4座则是公

狮雕像。据发掘人员描述，这些

雕像都被放置在坟墓旁边。 尽

管我们不应对这个数量对比做

过多的解释，可以肯定的是，至

少在这个时期， 公狮和母狮至

少同样担负着守护坟墓的任

务。 关于斯芬克斯概念从埃及

传到塞浦路斯以及爱琴海地区

的路径， 多数学者相信经由西

亚，具体一点说就是今黎巴嫩，

即古代腓尼基； 也有一些学者

认为， 这一概念先是传到塞浦

路斯， 然后由此地再向西亚和

爱琴海地区传播。 在同样位于

塞浦路斯、 时间上晚一些的墓

地， 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佩戴

古埃及王冠的斯芬克斯， 而且

也挖掘出兼有西亚和希腊风格

的墓碑和石棺。 这一点说明 ，

斯芬克斯概念辗转流传的路

线并非一条直线 ，也不一定是

单向的。

公元前6世纪初，在科林斯

烧制的陶器上不仅点缀了具有

典型西亚风格的玫瑰花结 ，而

且还有斯芬克斯。有意思的是，

陶器上的图案中， 呈完整动物

形状的狮子与人头狮身的狮子

并存， 这反映了斯芬克斯从纯

粹动物形象演变到半人半兽形

象的漫长过程。 陶器上的斯芬

克斯拥有典型希腊风格的发型

和头饰， 人头与兽身之间的界

限非常明显， 缺少后期斯芬克

斯人头与兽身浑然一体的感

觉，这些显然表明，这一时期尚

处在向成熟的斯芬克斯过渡阶

段。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公元前

7世纪末至前6世纪初产于科林

斯的陶器质量上乘、装饰精致，

是科林斯重要的出口商品 ，远

销罗得、西西里等地。

古希腊文学作品经常把女

人比作动物。 研究这一题材的

专家们认为， 最常被用来比喻

女人的动物分别是熊、狮子、鹿

和马。其中，狮子的意象从古风

到古典时期无论在价值取向还

是在语气上均经历了很大的变

化。在前一时期的史诗中，狮子

被用来形容男性英雄， 后一时

期的悲剧则将女人比作母狮 ，

狮子原先受到肯定的含义不复

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否定的意

象，即母狮的残忍性。荷马史诗

中并没有出现斯芬克斯， 赫西

俄德则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忒拜

的斯芬克斯， 但是并没有把她

与俄狄浦斯联系起来。 直到公

元前5世纪，索福克勒斯才在其

《俄狄浦斯王》中确立了斯芬克

斯之后长久不衰的形象。

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交锋

的画面在造型艺术上也经历了

一个慢慢成熟的过程。 在一只

现存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古希腊

装饰瓶上， 斯芬克斯位于一个

土丘状的高处，右前腿抬起，看

上去像是要发起攻击； 俄狄浦

斯把左手张开， 似乎示意前进

的斯芬克斯停住， 握住棍棒的

右手做出击打她的姿势。 不难

看出， 装饰瓶的制作者试图强

调斯芬克斯和俄狄浦斯之间的

张力， 而且后者处在明显的防

守状态。 此后有关这一题材的

画作都强调了两个对手之间斗

智的特点， 突出斯芬克斯蹲坐

在台子或柱子上， 等待俄狄浦

斯回答她给出的谜语， 俄狄浦

斯则聚精会神， 试图解开这个

关乎性命的谜。 在其中的一幅

画上， 可以看到俄狄浦斯睁大

了眼睛，身体稍微后倾，斯芬克

斯的额头上有一条横线， 似乎

显示它皱着眉头， 两者之间心

理战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波士顿

装饰瓶上的画面。

斯芬克斯出的谜语是 “什

么早晨用四条腿走路， 中午用

两条腿，晚上用三条腿？ ”按照

索福克勒斯的描写， 俄狄浦斯

找到了谜底，那就是“人”，从而

战胜了斯芬克斯， 并且拯救了

受斯芬克斯祸害的忒拜。 不过

从情节的发展来看， 恰恰是俄

狄浦斯给出的答案引发了一系

列悲剧。从这个角度说，这个谜

语显然没有像表面看上去那样

简单。事实上，此谜语涉及人应

当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又如何坦

然地面对不可预料的命运等重

大人生问题。 俄狄浦斯说出谜

底是剧情所需要的， 至于他的

回答是否正确， 可以说见仁见

智。有些学者认为，斯芬克斯四

条腿―两条腿―三条腿之说不

是谜语，而是谜底。 换句话说，

斯芬克斯向俄狄浦斯说明了每

个人必经的人生三个阶段 ，不

同阶段要使用不同数目的腿 ，

才能够走好整个过程。尼采说，

古希腊神把充满悲痛和悲剧的

人生视为合情合理， 因为他们

自己也要遭受这些悲痛， 也要

经历这种悲剧。由此说来，人生

苦难多于快乐并不奇怪， 何况

人无法预料也更无法主宰自己

的命运。尼采还认为，人追求知

识的努力最终遭到失败， 因为

我们处在各种局限之中， 最终

的结局就是蛇头咬住了蛇尾 。

俄狄浦斯这个名字表示“肿脚”

之意，暗示了名字主人的身世；

但是， 俄狄浦斯在解答有关腿

和脚的谜语时仍然没有意识到

自己究竟是谁。 俄狄浦斯的悲

剧就在于， 他在不清楚自己身

世的情况下试图解救别人。

美国著名女诗人和女权主

义者穆里尔·鲁凯泽对《俄狄浦

斯王》 做了很有启发性的 “续

写”。她说，过了许多年以后，俄

狄浦斯年事已高、双目失明，蹒

跚在路上， 突然嗅到了斯芬克

斯的气味， 便对后者说：“我想

问一个问题， 我怎么会没有认

出我的母亲？ ” 斯芬克斯回答

道：“因为你说错了谜底！ 当我

问什么早晨用四条腿走路 ，中

午用两条腿， 晚上用三条腿的

时候， 你回答说是男人（man），

却没有提到女人（woman）。 ”鲁

凯泽的说法看似有些强词夺

理，不过却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人首先必须认识自己， 这是认

识其他人和整个人世的基本前

提。毕竟，德尔菲神谕所的箴言

是“认识你自己”。有的人认为，

俄狄浦斯战胜了斯芬克斯 ，他

的胜利标志着智慧击败野性 ，

意味着人的理智超越了神谕 ，

这种说法不仅没有根据， 而且

显得过于轻狂。 从 《俄狄浦斯

王》的剧情中可知，斯芬克斯在

剧中的所作所为是在完成天后

赫拉交给的任务， 最为重要的

是， 德尔菲的神谕在剧中一一

得到应验。

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克

娄巴特拉于公元前30年在亚克

兴海战失利以后， 埃及沦为罗

马的附属地， 向其提供粮食和

其他物品。 法老时期的斯芬克

斯此时被视为彰显罗马人对埃

及统治权的最好象征， 许多罗

马皇帝不惜成本把硕大的斯芬

克斯运到罗马，作为战利品，装

饰神庙和宫殿。公元前27年，奥

古斯都命人在归罗马管辖的地

中海东岸铸造了具有深远政治

意义的银币。 银币的一面是按

照罗马传统雕塑的奥古斯都头

像， 另一面是具有希腊风格的

斯芬克斯。显然，罗马对这一地

区的绝对主宰权不再需要文字

来赘述了， 斯芬克斯与奥古斯

都携手， 借助流通中的钱币宣

扬罗马的权威， 不仅高效而且

非常廉价。 在由戴克里先建造

的斯普利特（今属克罗地亚）宫

殿遗址，迄今为止，考古人员已

发掘出十多座斯芬克斯。 这些

邗 （上接 5 版）

（下转 7 版） 隰

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印章， 约公

元前 1550—1295年， 第十八王朝，

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古希腊浅酒杯上的俄狄浦斯与斯芬克

斯，约公元前 470 年，现藏梵蒂冈博物馆

古希腊油瓶上，似乎要用棍棒击打斯芬克斯

的俄狄浦斯，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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