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俄狄浦斯王读后感(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俄狄浦斯王读后感篇一

俄狄浦斯向全城邦公民宣布:“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明白老国王
是被谁杀死的，要立即详细地报上来;即使告发者被发现是凶
手的帮凶，因为告发有功，他也只会流放而不会受到更严厉
的惩罚;如果有人明白凶手是外邦人，也不用隐瞒，我会重赏
他的。”但是，俄狄浦斯之后说，“如果有人或为朋友或为
自己有所畏惧而违抗我的命令，我要这样严厉地处置他:在全
城邦内，我不许任何人接待他，同他谈话，也不许任何人同
他一齐祈祷、祭神，或是为他举行净罪礼;人人都要把他赶出
门外，认他是大家的死敌。”

俄狄浦斯情绪十分激动，清清嗓门，他继续说:“我诅咒那个
杀害老国王的杀手，不论他是单独行凶，还是另有同谋。我
发誓，假如他是我家里的人，我愿忍受我刚才加在别人身上
的诅咒。”他号召全城邦的公民都要服从命令，协助捉拿那
个杀害老国王的凶手。“对那些不服从的人”，俄狄浦斯诅
咒，“我求天神不叫他们的土地结果实，不叫他们的女人生
孩子;让他们在此刻的厄运中毁灭，或是遭受更可恨的命
运。”对那些拥护命令的公民，俄狄浦斯说:“愿我们的盟友
正义之神和一切别的神对你们永远慈祥，和你们同在。”

在场的公民没有人明白凶手是谁，正在这时俄狄浦斯派人去
请的先知忒瑞西阿斯来了。他虽眼瞎，却能明察天地间的秘
密。俄狄浦斯请他告诉谁是凶手，说期望凭他的智慧来拯救
城邦。



谁知尽管俄狄浦斯再三请求，先知却死不肯说。他哀求俄狄
浦斯:“让我回家吧!你容易对付过去，我也容易对付过
去。”并痛苦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俄狄浦斯好。

先知的顽固惹怒俄狄浦斯，他指着先知大骂:“我看你就是这
罪行的策划者，老国王是你杀的，尽管不是你亲手杀的。如
果你的眼睛没瞎，我敢说准是你一个人干的。”

国王的斥骂也激怒了先知。他指着俄狄浦斯的鼻子大叫:“既
然你这样说，那你就别跟我说话，因为你就是凶手!”

俄狄浦斯听先知骂自己是凶手，怎样也不相信。他骂先知厚
颜无耻出口伤人，他怀疑这是克瑞翁收买先知陷害自己、想
当国王的诡计。他悲愤地感慨道:“啊，财富，王权，有多么
大的诱惑力!为得到这些，连我信赖的老朋友克瑞翁，也偷偷
地收买这个诡计多端的术士要把我推倒，这是何等卑鄙啊!”

俄狄浦斯又转向忒瑞西阿斯，生气地说:“你算什么先知!这
次全城邦遭受妖兽的灾难，你怎样不能破译它的谜语拯救人
民呢你想推倒我，就站在克瑞翁一边，你会后悔的。要不是
看你年纪大，我早就叫你受苦刑，叫你明白你是多么狂妄无
礼!”

忒瑞西阿斯却毫不示弱，否认自己是克瑞翁的党羽，斥责国
王对他的辱骂。他对俄狄浦斯说:“你骂我瞎子我可告诉你，
你虽然有眼也看不清你的灾难，看不见你住在哪里，和谁同
居;你不明白，你是你已死的和活着的亲属的仇人;你父母的
诅咒会左右鞭打着你，可怕地向你追来，把你赶出这地方;你
此刻虽然看得见，但是到时候，你的眼前只是黑暗。”先知
看不见俄狄浦斯气得变色的脸，吐口痰，继续说:“等你发觉
你的婚姻时，哪一个收容所没有你的哭声喀泰戎山上哪个角
落没有你的回音你猜想不到那无穷无尽的灾难，它会使你和
自己的儿女成为平辈，世间再没有比你更苦的人了。”



俄狄浦斯忍无可忍，下令把忒瑞西阿斯赶出去。先知仍然毫
不畏惧，指着俄狄浦斯大声说:“告诉你吧!你刚才大声威胁，
通令要捉拿的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就在那里。表面上看来，
他是个侨民，实际上却是土生的忒拜人。他将遭受劫难，从
明眼人变成瞎子，从富翁变成乞丐，到外邦去，用手杖探着
路前行。他将成为和他同住的儿女的父兄，他生母的丈夫，
他父亲的凶手。”

先知走了，俄狄浦斯和侍从们被先知说得目瞪口呆。

俄狄浦斯王读后感篇二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作品，但已经是如此地臻致完美。不管是
情节，还是情感，还是戏剧性，或是对白，每一方面都远强
过时下那些所谓的大片。所以我不得不得不相信我们的文明
确实在大踏步地倒退，很多优秀的文明都没有继承下来，而
那些虚假的伪艺术却充斥着我们的视线。很多人的业余消遣
就是听听流行音乐，看看热映大片或是电视剧。他们从来没
想过要主动去看一部经典名著，没想过去欣赏一出歌剧，或
是听一场音乐会，看一段民族舞。这些历经时代考验的精髓
文明他们一样都没想过要去了解，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浮
躁年代的悲剧。

这该是怎样一个时代?更多，俄狄浦斯就是人类，他和他的母
亲，也是妻子所做的是人类群体意识之下所想要表现的。在
漫长的时间流和浩瀚的宇宙中，人类以微小德形态存在着。
面对宇宙的无穷大时产生的无力感，不止让人类感到沮丧，
更多的却给予人类以力量。俄狄浦斯得知命运后的出逃，拉
伊奥斯与伊奥卡斯特得知命运后将儿子杀死的计划，这一切
都是人类对这天地的抗争。他们所反抗的不单单是命运，这
里的命运更深层的隐喻是无穷无尽的宇宙。神也不是那么真
实的存在，更多的却仅仅是一个载体，承载起的是“命运”
这个抽象的概念。



至于结局。。。结局是什么早已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这样
一种勇气，属于那个年代的爱琴海，属于人类的勇气!

俄狄浦斯王读后感篇三

《安提戈尼》是古希腊著名杯具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此
剧的大意是忒拜城的的俄狄浦斯王由于弑父娶母而自行流放，
他的两个儿子厄忒特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克勒斯为了争夺王位，
互相残杀，一同死去。最后王位落在他们的舅父克瑞翁手中。
由于波吕涅克勒斯曾勾结外敌攻打城邦，克瑞翁便命令将波
吕涅克勒斯的尸体丢弃在田野里，让野兽吞食，并宣布若有
谁敢违犯这项法令就将谁处以死刑。波吕涅克勒斯的妹妹安
提戈尼出于对哥哥的爱，不顾法令埋葬了波吕涅克勒斯。于
是克瑞翁把她囚禁起来，安提戈尼自缢而死。安提戈尼的未
婚夫海蒙是克瑞翁的儿子，在他听到安提戈尼的不幸消息后
就自杀殉情，海蒙的母亲听到海蒙自杀的消息亦自杀而死。
虽然整个故事以杯具结束了，而这个故事展现出来的冲突却
是永恒的。

神法与人法的冲突

该剧一开始便从安提歌尼和她的妹妹爱斯梅娜之间的冲突展
开。爱斯梅娜劝说她的姐姐安提歌尼要服从克瑞翁的命令，
违反法律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她的理由是，女人不就应与
男人斗争，要服从男人。因为女人是弱者，而弱者就就应服
从强者的命令，顺从是女人的德性。爱斯梅娜劝安提歌尼放
弃安葬哥哥的念头，要“现实些”。而安提歌尼却认为替亲
人安葬是最为神圣的义务，是天堂的法律的戒条，凡人务必
遵守，这比人间国王的法律更高。古希腊人认为人死后尸体
务必安葬，这样他的灵魂才有所归依，不然灵魂就会得不到
归宿而十分悲惨。对哥哥的爱以及身上背负着的这条神圣诫
命让安提歌尼在应对国王克瑞翁的法律诫命时，在应对死的
威胁时，毅然选取了与克瑞翁的命令相抗争。



在安提歌尼那里，对神的诫命的信奉和对哥哥的爱要远远高
于国王的法律，这是她选取对抗克瑞翁的命令的原因所在。
神法是永恒的，而国王的法律却是一时一世的;神法是不变的
而国王的法律却是变动不居的;神法是人安身立命心灵皈依之
所在，而国王的法律却只是外在的强制，不关乎人的终极好
处。

安提歌尼的身上也体现出希腊人重精神轻生死的精神气质，
在神法与人法发生冲突之时，她不畏克瑞翁的强权，慷慨赴
死，彰显了她高贵的气质。能够说是她对神的信仰和对于神
法的恪守，使得她最终得以超越。本来安提歌尼是能够和她
妹妹爱斯梅娜一样选取顺从——女人顺从男人，弱者顺从强
者——一切都我为了能活下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安提歌
尼也就不能成就她的高贵的道德了，与她妹妹选取屈辱的抱着
“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活下去相反，安提歌尼用她的决
绝的赴死彰显的是她对超越于人法的神的意志的体现的法的
遵从。这是安提歌尼所信奉的个人伦理(价值)。在安提歌尼
身上，一边是神的诫命也即亲人灵魂的归依，一边是自己的
生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她务必做出选取。而她的选取是
轻死而存义，这正是她崇高之处。从个人伦理(价值)角度来
看，这的确是一出杯具。即在她追求自己所谓的善(神的诫
命——埋葬哥哥)的过程中复出了生命的代价。她对她的善的
追求被世俗的“凯撒的权力”无情的湮灭。个人的精神上的
正义得以实现，而她的肉体确被摧毁。

然而从克瑞翁的视角来看，就不止是一个个人伦理(价值)的
问题了。对克瑞翁来说他首先是国王(是城邦所有人的父亲)，
然后才是海蒙的父亲，才是安提歌尼的叔叔和未来的公公。
在克瑞翁看来波吕涅克勒斯曾勾结外敌攻打城邦是不可饶恕
的罪行，这给城邦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使城邦有倾覆之虞。
他作为国王就务必对这种对城邦造成巨大威胁的人给予严惩
以儆效尤。所以他务必制定法律来维护城邦的完整。神法与
人法的冲突在克瑞翁身上体现得更加突出。克瑞翁是以双重
身份出此刻剧中的，一方面他是城邦的护卫者——国王，另



一方面却是一个父亲，一个公公。在安提歌尼触犯他的命令
将要执行死刑时，他的手上一边是城邦的永固，一边却是亲
人的幸福。在这两者之间他同样务必做出一个选取，而这个
选取却比安提歌尼的选取要更为费人思量。选取是艰难的，
最终他选取了大义灭亲以维护城邦的永固。他忠实地履行了
自己作为一个国王的使命，却葬送了儿子的幸福。他所要维
护的价值是世俗社会中最重要方面——城邦的利益。为了城
邦他务必舍弃个人的小我，这也成就了克瑞翁的不凡，他是
一个合格的君王。

克瑞翁坚持:国家的法律务必得到遵守，不管事情的大小，不
管是对——还是错。毫无疑问，统治者将是最贤明的君王，
或为此他是最坚定的国民。在战争时期，他是一个能够依靠
的人……没有比不服从命令更危险的事情:城邦将毁于此，家
园成为废墟，军队溃不成军，胜利成为泡影。而简单的服从
命令拯救成千上万善良民众的生命。因此，我坚持法律，永
不背叛。在克瑞翁那里，家庭与城邦的对立，神法与人法的
对立显得个性突出，这也是由克瑞翁双重身份所决定的。虽
然最终他选取了坚持他的法律处死安提歌尼，但是这种冲突
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之间的张力依然十分紧张，并透过安
提歌尼的死亡、海蒙自杀的杯具而显得更加的永恒了。人们
还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这个永恒的冲突。选取的艰难依然
顽强的存在着。

恶法非法——希腊人自然法观念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自然”的观念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
置，希腊人的生活方式都以自然为基础。在剧中一开始爱斯
梅娜就是以自然法来劝安提歌尼放弃对克瑞翁的反抗，服从
他的命令。在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念中，女人就应服从男人，
弱者就应服从强者。因此从某种好处上来讲，服从克瑞翁的
命令也是顺应自然法的要求，因为克瑞翁是国王，掌握着强
权，对他的服从自然是自然法的要求。但是在此之外，安提
歌尼提出了神法的规定性——家庭成员务必由亲人埋葬，否



则他的灵魂就不能够安息。在那里安提歌尼以神法来对抗自
然法的要求。自然法与神法的冲突也凸显了出来。

其实在古希腊人那里，除了自然的观念外还有神的观念，从
某种好处上讲，自然要高于神，自然的背后是命运。而命运
是希腊人信仰的最高存在，它是终极的信仰。安提歌尼以神
法的要求来对抗克瑞翁的人定法实际上是对自然法的一种反
叛。而克瑞翁命令的合法性的来源正是自然法的逻辑推演。
因此在古希腊人那里恶法亦法。因为它是自然法的延伸。

现代观念对于自然法的消解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对于自然法的理解，自然法的资
料也在不断变迁，但是，它的核心资料却没有变。自然法的
核心理念是自然与理性以及对于终极的善的追求。自然法一
向坚持对终极善(正义)的追求，终极的善(正义)蕴含在自然
法之中。自然法的要求是评判世俗法好坏的标准。随着现代
性的彰显，“进步”、“进化”等观念开始占据人们的心灵。
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以及怀疑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兴起使得
自然法的基础——理性得以动摇。个性是康德的三大理性批
判，更是使自然法的根基产生了很大的动摇，有人评价他是
自然法的送终人。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原先越相信明天会比这天好，
将来必定超越此刻，我们人类正朝着原先越好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进步的观念。进步的观念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
的信念。历史主义坚信，一切的道德观念、价值好处都会随
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这天我们认为
的善，在明天将会成为恶，而将来的善说不定就是由此刻的
恶衍生而来。所以看待我们这天的所有价值观念以及道德都
要有“历史的眼光”，没有永恒的真理和善，有的只是一时
一世的价值。所以就没有必要去追求那虚无缥缈的空洞的终
极的善。这就是历史主义对自然法终极善的追求的一种消解。



伴随着历史主义的勃兴的还有相对主义的盛行。相对主义坚
信人的认识和价值都是主观的，相对的，没有是非对错的客
观标准。其中最著名是论断是休谟的有关事实与价值决定的
论述。他认为事实决定是客观的，而价值决定都是主观的，
二者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不能够从事实决定推出价值
决定来。是和应当就应截然分开。这就是被人称为“休谟的
铡刀”的著名论断。它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正是
相对主义宣称的价值的主观性导致了自然法的对于价值(善、
正义等)的追求变得毫无好处。因为在一个社会中，你所认为
的善于我而言有可能却是恶，所有价值都是依主体的不同而
不同，个人主观价值在那里得到了更大的彰显。对于那种普
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以及善的观念，人们给予了普
遍的拒斥。

最后给予自然法以致命威胁的是实证主义在法学领域的兴起，
实证法学的构成。实证的方法最早产生于自然科学领域，这
种自然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功使得它在社会科
学领域得到而来很多信徒。孔德在最初在社会科学领域采用
实证主义的方法，孔德的工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
代社会是一个拒斥形而上学的时代，相对于自然法的空洞的
逻辑思辨，实证法学的实证方法更能让人感到实实在在的成
果，这使人们看到了法律研究的新路径。实证法学对实在法
体系、概念的研究使得法律成为现代社会社会治理的重要工
具，并使得法律这个工具更加的有效率。

总之，自然法受现代观念的影响开始变得式微，而实证法成
为了现代法学的中流砥柱。

实证法的困境与自然法的复兴

二战前，实证法学已是主导的法学思想。但是随着二战后人
们对于纳粹法律的反思，导致了自然法的复兴。实证法学所
面临的困境在纳粹法律得到了很大的体现。在战后对战犯的
审理过程中，人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即依据当时制定



的法律而做出的行为在当时不为犯罪，而实际上这些行为都
是有违最基本的正义观念的。对于告密者案，法官感到十分
头痛。

告密者进行惩罚。然而惩罚却没了合法性依据。按照实证法
的观点，法律就是制定的法律，和道德以及正义观念是没有
联系的。既然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说不是犯罪那么它就不是犯
罪。问题的吊诡之处正是在于此处——恶人何以逍遥于法律
之外这是实证法学无法回避的事情，实证法学将道德和正义
观念完全摒除在法律之外的做法，使法律本身丧失了合法性
与合理性。价值无涉的法律很有可能成为对自由和尊严造成
破坏的工具。

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对纳粹罪行的反思。何以在
人类进入礼貌几千年后的20世纪会发生如此对人类的尊严和
自由进行践踏的罪行我们何能在世俗建立真正的自由的国度，
以让人能自由、尊严地过活如何才能建立起自由的社会秩序
和法律规范对恶进行防范于是，人们把目光重新投入了以前
被我们丢弃的自然法思想，以自然法的要求来评判现存法律
制度的优劣，以促进法律向善的发展。自然法得以在全球范
围内复兴。

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背后的价值诸神之争

自然法学关注的首先是善的问题，它的途径是透过人的理性
去不断地发现善，以善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成就我们的行为
规则，在我们的行动中到达具体的善，于是自然法就成了我
们行为的准则。从那里我们能够看出自然法的终极价值就是
一个字善。

在此，我们透过对实证法学的研究能够看出:实证法摒弃道德、
正义等观念，它持一种价值无涉的立场。只要是制定出来的
法律哪怕它制定得再差那也是法律，主张“恶法亦法”。虽
然实证法学在价值上宣称是价值无涉，但实际上它背后坚持



的任然是一种价值观念——秩序。实证法学所有的的理论架
设都是为这个价值服务的。秩序才是实证法学的精神内核。

透过对二者的解构我们能够看出，由于自然法学诉诸对善的
追求，而现实之中善却又是不断变迁的，从而使得它务必不
断地要求实在法做出改变以适应它的要求。这就使得法的稳
定性大大的降低了，法律的秩序性不能得到保障。此外，由
于自然法所具有的思辨性和空洞性则容易是法律陷入虚无的
境地。而实证法由于诉诸对秩序的要求，从而摒弃道德、正
义等观念以求价值无涉，以此来保证法律的秩序性和效率。
但是这却是法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遭到质疑，法律更有可能
沦为一种制造恶的工具。由于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所具有的
这些缺陷，所以二战后，哈特和富勒的论战结果双方都做出
妥协。哈特承认实在法务必要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而富勒
也理解了实证法学的方法。

秩序和善这两位大神的争论仍在继续，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仍
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何才能够建构起一套内涵善的秩序仍
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在这个难题没有解决之前，
当价值诸神大战的时候，我们人类能做的就只有将杯具缩小
更小的范围之内。

正如克瑞翁在面临一方面是家庭的杯具而另一方面是更大的
城邦的杯具的时候所做出的抉择一样。当价值诸神面临凯撒
之时，诸神得为凯撒让路。我们虽然可怜安提歌尼，认为她
的慷慨赴死使她变得崇高，在屈辱的活着和高贵的死去之间
她选取的是高贵，她的死使我们记住了她。她跟随了她坚信
的神的脚步，我想她的确是“幸福地死去了”。而如果凯撒
为诸神让路，安提歌尼的杯具将不会出现，但是，我们面临
的将是整个城邦的杯具，克瑞翁所描述的景象:“城邦将毁于
此，家园成为废墟，军队溃不成军，胜利成为泡影。”便会
出现。

所以在我们没能构建出一个内涵善的秩序之时，当价值诸神



起纷争之时，我们只有坚信法律，坚信我们所需要一向遵循
的秩序。仅此而已。

俄狄浦斯王读后感篇四

《俄狄浦斯王》是索福克勒斯的创作，俄狄浦斯有一天会杀
死父亲而与母亲结婚，于是命人杀死俄狄浦斯，是谁搅乱了
这一切宁静，让俄狄浦斯面对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的呢，这
个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俄狄浦斯的自由意志。下面小编给大家
整理俄狄浦斯王读后感600字，希望大家喜欢!

袁枚有两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刘心武先生
常以此自勉，他说：“ 我只是一朵苔花，但是，我也努力地
像牡丹那样开放。我们的生命都是花朵，相对于永恒的宇宙，
我们确实非常渺小，所以我们应该有谦卑之心;但是跟别的任
何生命相比，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可能性，是
一样的;就算人家确实是牡丹玫瑰，自己只是小小的、角落里
的一朵苔花，我们也应该灿烂地绽放，把自己涨圆，并且自
豪地仰望苍天，说：‘我也能!’”正是受了这一席话的鼓舞，
我决心跳出大学论文“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窠臼，虽然也参
考前人的研究，也上网收集资料，但着重从自己的阅读感受
出发，谈谈自己对《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的看法。蔡元培
先贤有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相信本着这一态
度，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偏激之处也并非不可饶恕。

自文学诞生之日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便是文学的一大魅力。对于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历来人们议
论纷纷，莫衷一是。亚里士多德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
王》当成一般悲剧的范例。在他眼里，《俄狄浦斯王》是他
的悲剧理论旨在阐明的观点的一个突出例证。弗洛伊德在亚
里士多德之后，他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解读成了
本源之作。在弗洛伊德眼里，索福克勒斯之剧是他认为世人
皆有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样板。而列维—施特劳斯在解读



该剧时采用的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得出的也是典型的
结构主义分析的结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侧重该剧中的
悲的因素，而忽视了该剧的喜的因素。其实，索福克勒斯的
《俄狄浦斯王》是一部悲中有喜的悲剧。通过对剧本的细读，
我把该剧中喜的因素汇聚，并把它们统称为“《俄狄浦斯王》
悲剧中的‘喜剧’”。下面详细说明：

历来有一种说法，《俄狄浦斯王》体现的是一种命运的不可
抗拒性，这种不可抗拒正如人类对死亡的不可拒。俄狄浦斯
是在逃避命运，却还是走进了命运的罗网，这正是人类对待
抗死亡的无奈，总是在与死亡作斗争，最终却还是会走到生
命的尽头。佛教的生死轮回观，道家的长生不老说正好就是
人类对这一生命规律无法抗拒后在思想上的一种超脱。当人
们发现死亡对人来说是不可避免，人们需要用一种方式来证
明自己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这种存在方式就是转世为人
或得道成仙。其实，真正的悲剧并不是俄狄浦斯最终应了弑
父娶母的神示，而是人们认为《俄狄浦斯王》的结局是人不
可违背命运。在我看来，俄狄浦斯同命运的抗争体现的不仅
仅是一种悲壮，而且是一种很积极的对待命运的方式——明
知不可为而为之。

俄狄浦斯是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主人公。他是忒
拜王的儿子，但忒拜王相信了一个预言——俄狄浦斯有一天
会杀死父亲而与母亲结婚，于是命人杀死俄狄浦斯。然而，
这个执行命令的人不忍下手，只是将俄狄浦斯丢弃在山上。
后来，一个牧羊人发现了俄狄浦斯并将他送给邻国的国王做
儿子。

俄狄浦斯长大后，做了很多英雄事迹，其中最的是解开了狮
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的谜语(谜面是“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
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答案是“人”，因为
人童年爬行用“四条腿”，成年走路用两条腿，晚年要拄拐
杖是“三条腿”)，并因此得以娶伊俄卡斯忒女王为妻。后来，
国家瘟疫流行，俄狄浦斯才知道，他多年前杀掉的一个老人



是他父亲，而与自己同床共枕的是母亲。闻知这一事实后，
伊俄卡斯忒女王自杀，俄狄浦斯则戳瞎双眼，流浪去了。

《俄狄浦斯王》被誉为古希腊三大悲剧之一，精神分析的鼻
祖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打动人心，
是因为唤起了很多人心中的恋母情结，他也因此将恋母情结
称为“俄狄浦斯情结”。相应，弗洛伊德又将女性的恋父情
结称为“伊莱克拉特情结”。不过，“伊莱克拉特情结”这
个名词没有流行开来，现在一般用“俄狄浦斯情结”通指恋
母情结和恋父情结。恋母情结既常见又复杂。弗洛伊德就有
典型的恋母情结，他幼年时与母亲关系非常亲密而与父亲关
系疏远，且尚未成年时父亲就去世，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影
响。因为，父亲的去世唤起了他强烈的内疚感，他下意识中
会认为，是他诅咒父亲去世的。

“命运”，多少万年以来经久不衰的话题，没有定论。人的
命运，是在出生时就已注定好的，还是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改
变的。这样的争论，似乎也是无休无止的。

公元前400多年的希腊，有一位同样为此困惑的戏剧家，就此
问题写出了一部扬名世界的著作，用此来阐述自己的看法，
质疑神的公正。他，就是我们伟大的索福克勒斯，而那部作
品，便是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宝藏——《俄狄浦斯王》。

这一切，这所谓的命运，真的是注定好的，真的是逃不开躲
不掉更改不了的吗。

我很久以前亦和朋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年小，对世界
了解得十分浅显，只有个模糊的概念，对神，对命运，大都
是从长辈那里获得的认识，而长辈们，大多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一切都是命啊，人不能和命争。所以，那时我的回答，是
我信有神，我信有命。也就在这前提下，我做过一些啼笑皆
非的事情，譬如考试前拿着十字架祷告有个好成绩，譬如丢
了东西便说这是命啊。这样的事情，现在想想，觉得傻的还



挺可爱的。

长大后的今天，我已和身边好友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她
说，她相信有命运。她说，生命就是由一连串的巧合组成，
生命由这些巧合组成了一个圆，我们沿着圆的印迹走着，也
许逆向而行，但最终相遇的，还是那从一开始就分开的`。所
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命运。

而我说，我也相信有命运，但我相信我可以用我的努力我的
智慧去改变我的命运，即使我最终会走向那个起点，我也会
在途中不停地去充实自己，让自己积累更多的经验，让自己
学习更多的知识，让这些宝藏，变成我抵抗不公的力量，变
成我抗击命运的武器。这样，即使失败，我亦不会后悔。

因为在成长为一名战士的过程中，我是满足的幸福的;因为，
在走向命运安排的结局的途中，我是勇敢的坚强的。因为在
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刻，即使我的命运与冥冥中注定好的相同，
在我心中，这也是不同于它的属于我斗争后的命运，是我可
以笑着去面对的命运。

虽然俄狄浦斯是命运安排下的牺牲品，但我想，我们不如把
他的结局单纯的想成是他性格上的缺陷所造成的。毕竟，是
他当时冲动莽撞做事不计后果才杀死了他的父亲，而杀人，
终是要偿命的。

也许，这世界上真的有神的存在，也许，我们的命运就在他
们的玩笑中改变。但我想，把一切不幸归结于命运的不公，
决不是正确的。我想，所谓正确，便是我们面对坎坷时不屈
的眼神，以及一种顽强的斗争精神。如果我们这样做，我想，
我们的人生便已在自己手中，我们的人生，便已是完整的了。
而我们的命运，便已是改变过后的命运。

《俄狄浦斯王》是索福克勒斯的创作，故事本身就有一个悲
剧性的开始，我们则活在命运联锁的怪圈里，当我们意识到



时业已身在其中，懵懵懂懂的浪费了之前被暗中控制的年少
时光。

就这样昭示神的高高在上，主宰宿命。而我们则活在命运联
锁的怪圈里，当我们意识到时业已身在其中，懵懵懂懂的浪
费了之前被暗中控制的年少时光。当我们意识到要去反抗，
控诉时，面对的只有一片残局。只能困惑的等待，结果的未
知。

我想整个世界和人类的进化其实就是一个大的蝴蝶效应：从
最原初的a影响b，b反之，到a影响c，b影响c，ab共同影响，c则
反之，进而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排列组合相互影响，这就是所
谓的命运。在我们小时候是无法反抗这种命运的。就像俄狄
浦斯是不能决定其母亲伊奥卡斯特将其双足钉钉抛入山中，
被牧羊人收养，并被波吕波斯王抚养等一系列事情的，而成
长的过程便是一个要求自我独立的过程，只不过他的命运过
于悲惨，要求独立，反抗命运，反抗神示却反而坠入了连锁
的命运怪圈。

神示其实无处不在，在我所处的周围环境的中人们通常是被
这样的神示告知的：我们被要求学习人文，自然科学，并被
简略的告诉我们之前的不知是否被篡改过，隐瞒过的历史，
被放置在被一种主流价值观引领的大环境里(这种主流价值观
只是此时代的标准，很可能有悖于之前任何一个和时代的观
念。我们在这种怪头换面中嘲笑前代的无知愚蠢，前代的亡
灵则唯唯诺诺活在自己的概念中。但不否认即使在时代变革
后，美德与否，诟病与否还是被有所保留的沿袭)。

我庆幸自己步入了一个质疑的，趋向独立的人生阶段，开始
弥补原来的不自主和愚钝无知。每个人在开始都希望成为一
个优秀的人，可自己现在并未成为那种人，这是我自己的缺
失和遗憾。现在要求自己有规律计划的去探求未知，主动意
识到自己的匮乏和空缺。不再神示下麻木，俄狄浦斯在被折
磨中质疑责备了阿波罗，我也没必要过于顺从了。



有"命运悲剧大师"的索福克勒斯开辟了这个超越伦理之外的
悲剧命题，悬念层层揭开，构思创意绝对巧妙。故事，情节，
叙事强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1.从先知迟迟不道破天机给俄狄浦斯带来的疑惑---2.伊奥卡
斯特提出老国王拉伊奥斯得到的神示，抛弃的婴儿，被杀的
地点，初步揭开了事情的原委---3.波吕波斯王的报信人传来
老国王的死讯，带来神示未应验的短暂的如释重负---4.再到
报信人说俄狄浦斯并不是波吕波斯王亲生和知情的牧羊人的
出现，揭开了他弑父娶母并与母亲生下了自己的兄弟的悲剧，
最后以王后自杀，俄狄浦斯刺瞎双目为结局。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
作之一，这部戏剧不仅仅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俄狄浦斯与悲
剧命运抗争的一生，更有价值的是给我们留下了思考人生、
思考活法的无限哲学空间。

从一出生便被太阳神谕示其终将“杀父娶母”，于是，尽管
笑靥纯真、天真可爱，小小的俄狄浦斯还是被作为父母亲的
国王和王后狠心地遗弃于荒野之外，甚至命令牧羊人要将其
刺死，以避免未来的悲剧。可是，命运终究是命运，与芸芸
众生一样，俄狄浦斯最后也没能逃脱命运之魔掌，落得刺瞎
自己的双眼之后自我流放的结局。

有人说，“命运”是存在的，人一出生上天便给你安排好了
一辈子。俄狄浦斯王何尝不是呢?他的这辈子之中，有什么是
可以让他自己改变的呢?若是牧羊人狠心将他刺死，那么也就
没有了后来的他;若是在迷茫的途中娶了那位女人成家，那么
也许就不会有之后的悲剧;若是当时没有智慧地猜中斯芬克斯
之谜，他就不会被理所当然地奉为王，不会娶得王后——他
的母亲为妻……这一切的一切，都由不得他。

悲剧的命运是一对锋利的魔爪，紧紧地追赶着俄狄浦斯，吞
噬着他。面对被注定的命运，俄狄浦斯苦笑、不屑，他不愿



意相信，更不愿意接受，他的内心深处比谁都痛。杀父娶母!
这样的神谕令他痛楚的同时，也充斥着深深的无奈和可笑。
他觉得很可笑，自己怎会被注定如此糟糕的命运?他觉得心都
被掏空了，世界都空了，他看不见周围的一切，心里只有绝
望与孤寂。可是，坚强的俄狄浦斯不甘这样败给所谓的命运，
他开始反抗，发了疯地反抗，即使知道不可能改变，却还是
自己给自己一丝希望去走未来的路。而越是反抗，悲剧的命
运越是在“斗争”的路上一步步被应验了。在当时神化的国
度里，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人，就算内心再强大，意志力再强，
也终究打败不了魔鬼般的命运。最后，当俄狄浦斯得知自己
在尽心追查的杀害国王的凶手、全城瘟疫的祸首竟是自己，
而心爱的妻子却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之时，彻底绝望、崩溃了，
但就在这样的时刻他还是没有选择逃避，勇敢地惩罚自己，
承担了责任。

俄狄浦斯王读后感篇五

在之前的各种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已经在文本中复制了一个
又一个的“俄狄浦斯王”，最有名的莫过于在《王子复仇记》
中的哈姆雷特。

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中认爲：每一个塬型
意向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
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并
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它就像心理中的一道深
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
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在宽阔而清浅的溪流中向前流淌。

因此，哈姆雷特的复仇，也是对父权的反抗和重建。

而俄狄浦斯的出发点，终归是一种命运悲剧，是无可避免又
无力抗争的现实。



往上追溯，又可以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传说。

宇宙之初，从混沌中出生的神中，有一位地母盖亚，她从自
己身上生出天神乌拉诺斯。乌拉诺斯又与盖亚生出六男六女，
总名提坦。乌拉诺斯将子女囚于地下，儿子克隆诺斯奋起反
抗，夺取父亲政权，并娶妹妹瑞亚爲妻，克隆诺斯听说自己
将被一个儿子所推翻，便吞掉所生的子女。但小儿子宙斯被
瑞亚藏了起来。宙斯成年后，果然打败克隆诺斯，成爲衆神
之王，建立奥林匹斯神系。

而索福克勒斯的创作，也是依据神话传说而来。

其实，作者是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人，孕育在作者心中的艺术
并不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它专横地把自己强加给作者，角色
完美无缺地从作者笔下涌出，它们好像是完全打扮好了才来
到这个世界。而来自无意识中的塬始意向限制、影响和帮助
了作者的想象，它使作者的想象沿着人心中某些固定的方向
发展，并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因此，“俄狄浦斯”这个形象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个人表
现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更加反映出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
变化的现实。

而这种现实，摒弃了“杀父娶母”的外衣。在现实中，更多
地以自我的抗争却无法战胜本我的悲剧来表现。于是，善和
恶有时紧紧纠缠在一起，不是理智和逻辑可以分开。

由此，“俄狄浦斯情结”不是人类本性的恶，而是思想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