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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礼仪制度与斯巴达城邦的构建

魏凤莲 李 芸

摘 要 ： 斯巴达是靠征服建立起来的城邦 ，在征服过程 中形成 了 自 己独特的 宗教礼仪制度 ， 建城神话、 国

王崇拜 、 阿波罗 崇拜等都是其特殊性的体现。这些 宗教礼仪制度通过莱库古立法确定下来 ，
由德 尔 菲神谕赋予

了神圣性 ，进而投射在斯巴达的政治结构 中 ，
与斯巴达人的社会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 ，构建 了 长期稳定的政治

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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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是古代希腊世界的陆上强 国 ，斯巴达人

也以勇猛善战著称 。 但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

却表明 ，在战场上 ，决定斯巴达人冲锋还是后退的不

是他们 自身的勇敢 ，而是神所显示的吉兆 ：

他们 （斯巴达军队 ）就要和 （波斯的 ）玛 尔 多

纽斯以及他麾下的 军队交锋 了 ，
但是他们 用牺

牲 占 卜 的结果并没有吉 兆 ，
而这时他们又有许

多人阵亡…… （斯巴达 国 王 ） 帕乌撒尼阿斯看到

自 己受到极大的压力 而牺牲的 占 卜 又对 自 己不

利
，
他便仰望普拉塔伊阿的赫拉神殿 ，呼叫女神

的名 字 ，请求无论如何也不要使他们对 自 己 的

希望失去信心 。 当他还在祈求的 时候 ， （斯巴达

的 同盟军 ）铁该亚人却一马 当 先地冲 了 出来 ，
向

异邦军进行反击 了
；
而在帕乌撒尼阿斯的祈祷

之后
， 牺牲的 占 卜 立刻 对拉西 第 梦人显示 了 吉

兆 。 既然终于得到 了 这样的 吉 兆 ，
他们便也向

波斯人发起 了进攻。

①

希罗多德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斯巴达城邦对战

争的独特态度 。

“

国家大事 ，在祀与戎
”

，祭祀与战争

是国家的大事 ，但在斯巴达 ，宗教事务与战争不是两

件大事 ，而是交融在一起成为一件事 。 获胜不在于

自 己 的实力是否强大 ，而在于神的恩宠 ，这种对神的

敬畏与偏执 ，甚至能让他们在未获得神的授意之前 ，

在波斯人的进攻和己方大量伤亡的情势下 ，

一直隐

忍不动 。

那么 ，宗教观念、宗教制度是如何与斯巴达城邦

的发展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呢 ？从总体而言 ，宗教礼仪

制度是整个古代希腊城邦建构和发展的基石 ， 但在

这一课题的研究中 ， 学者们明显对雅典城邦关注得

多 ，对斯巴达关注得比较少 ，尤其是对斯巴达的宗教

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比较少。 本文结合国 内外学者的

研究成果 ，从宗教礼仪制度与城邦的构建这一视角 ，

展现宗教礼仪制度在构建斯巴达城邦根基 、 维系斯

巴达城邦稳定和团结中的作用 。

一

、神话 、历史和双王制

斯巴达人不是伯罗奔尼撒平原最早的居民 ，他

们通过神话来构建在此统治的合法地位 。 斯巴达人

的神话故事与赫拉克勒斯 （ Ｈｅｒａｃｌｅｓ ）息息相关 ， 因此

他们的人侵也被称为
“

赫拉克勒斯的回归
”

。 在赫拉

克勒斯的传说中 ， 迈锡尼国王俄勒特利翁 （ Ｅｌｅｃｔｒ
ｙ
－

〇ｎ ）是拍尔修斯 （ Ｐｅｒｓｅｕｓ ）的儿子 ，他的女儿阿尔克墨

捏 （ Ａｌｃｍｅｎａ ）在嫁给她的堂兄安菲特利翁 （Ａｍｐｈｉｔ
－

＊ 本文为 山 东省社会科学普及应 用研究项 目
“

早期丝绸之路的 中 西交流史
”

（ ２０ １ ９
－

ＳＫＺＺ－２ ５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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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ｙ
ｏｎ

）之后 ， 因美貌被宙斯喜爱 ，生下了
一对双生子 ，

一个是赫拉克勒斯 ，

一个是伊菲克勒斯 （ Ｉ
ｐ
ｈｉｃ ｌｅｓ ） 。

在早期的传说中 ，

“

希腊人对双生子怀有一种迷信般

的敬畏 ，或者杀死他们 ，或者视他们为奇迹。

一种符

合逻辑的解释是 ， 双生子有两个父亲 ：

一个是凡人 ，

是生母的凡人丈夫 ，另
一个是神 ，是一个不可见的概

念 。 希腊传说里的双生子可能是亲密的朋友 ，也可

能是彼此痛恨的敌人＇ ① 赫拉克勒斯和伊菲克勒斯

这对双生子与斯巴达有关 ，他们之间是亲密且需合

作的关系 ，这可能是最早的对斯巴达双王制 的神话

解释 。

在赫拉克勒斯出生之前 ， 宙斯曾在众神会议上

宣布 ， 让珀尔修斯的第一个孙子统治所有其他的孙

子 ，他本来是想把这份荣誉送给赫拉克勒斯 ，让他掌

管拉西第梦 （ Ｌａｃｅｄａｅｍｏｎ
） 、 阿尔戈斯 （ Ａｒｇｏｓ ）和美塞

尼亚 （ Ｍｄｓｓｅｎｉａｎ ）地区 ，但天后赫拉巧施诡计 ，让欧

律斯透斯 （ Ｅｕｒｙｓｔｈｅｕｓ
）抢先出生 ，成为迈锡尼 国王并

获得了对这个地区的统治权 。 后来 ，赫拉克勒斯完

成了十二项功绩 ，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做出 了很多

英雄业绩 。 但是 ，赫拉克勒斯并未取得对拉西第梦

的统治权 ，直到几代之后 ，他的子孙才在神谕的指导

下 ，贏得了祖先的应许之地。

？ 他的子孙中 ，也是一

对双生子欧里斯铁涅斯 （ Ｅｕｒｙｓｔｈｅｎｅｓ ）和普洛克勒斯

（ Ｐｒｏｃ ｌｅｓ ）得到了拉西第梦 ，

一起统治这片土地。

？

传说中的斯巴达历史虽然迷雾重重 ，却透露 出
一些历史的真实 内核 。 斯巴达人是外来的 ，

正 由于

是外来的 ， 才需要通过神话与赫拉克勒斯建立特殊

的关系 ， 由此与宙斯建立血缘上的联系 ，宣称斯巴达

人作为神的后裔 ，对拉西第梦有合法的权力 。 同时 ，

赫拉克勒斯的传说也赋予了斯巴达两个国王以神圣

的地位 ，证明了双王统治在历史 、血缘上的合法性 。

在古代作家的笔下 ，斯巴达的
“

双王制
”

始终闪

耀着奇特的光辉。斯巴达双王属于两个不同的家族 ，

即阿基亚德家族 （ Ａｇ
ｉａｄｓ

）和欧里庞提德家族 （ Ｅｕｒｙ
－

ｐｏｎ ｔ ｉｄｓ ） ，前者的权力来 自 于国王阿基斯 ， 他的权力

基础是斯巴达的两个村庄皮塔纳 （ Ｐｉｔａｎａ ）和美索亚

（
Ｍｅｓｏａ ） ，后者的权力据说来 自 于国王欧里庞 ， 他的

权 力 基础 是斯 巴 达 的 另 外两个村庄居诺苏拉

（ Ｋｙ
ｎｏｓｏｕｒａ

 ）和里姆奈 （ Ｌｉｍｎａｉ ） 。 从他们的权力基础

来判断 ，
双王制应该是斯巴达城邦合并过程中的产

物 。两个国王从两个世袭家族中产生 ，享有政治上的

最高权力和荣誉 ， 而这份权力和荣誉基本上体现在

与宗教礼仪制度的关系上 。

首先 ，两个国王是宙斯的祭司 ，他们执掌了为宙

斯 ？ 拉凯戴孟 （ Ｚｅｕ ｓＬａｋｅｄａｉｍｏｎ ）和宙斯 ？ 乌拉尼欧

斯 （ ＺｅｕｓＯｕｒａｎｉｏｓ ）服务的两个祭司职位 。

？ 宙斯是

神圣秩序的维护者 ， 国王则是人间秩序的保护人 。 因

此 ，在祭司职位的背后 ， 展现的是一种与秩序有关的

和谐关系 ， 国王的行为也被认为是能够影响宇宙秩

序的因素 。据普鲁塔克的记载 ， 国王行为是否符合神

意 ，是可以根据天象或者流星的轨迹做出判断的 。
⑤

国王管理斯巴达的祭祀事务 ， 负责维系城邦和

众神之间的关系 。

＠ 国王还与德尔菲神谕有特殊的

关系 。这一点在神话里能够找到很多线索 ，基本上斯

巴达国王在每次重要行动之前都会咨询德尔菲神

谕 。 希罗多德也记载说 ， 国王负责保存德尔菲的神

谕 ，保管神谕的反馈 ，皮媞亚的使者与他们分享神谕

的内容 。

⑦

其次 ， 斯巴达国王在战争决策和领兵出征方面

具有权威 ， 而这一权威来 自 于国王本身在宗教里的

神圣地位 。 色诺芬在《拉西第梦人政制 》中描绘了 国

王献祭在战争中的作用 ：

但是我想描述 国 王是如何开始 军 队活动

的 。 首先 ， 在斯巴达 ，
他向

“

军队领袖
”

宙斯

（ Ｚ ｅｕｓＬｅａ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ｒｍｙ ）和与之相关联的神

献祭 。 如 果献祭令人 满 意 了
， 执 火 者 （ ｔｈｅ

Ｆ ｉｒｅ
－

Ｃ ａｒｒｉｅｒ ）就会从祭坛上取火 ，
然后 带领众

人走到 边界 ，
他一走到 ，

国 王就再次向 宙斯和雅

典娜献祭 。 只有这些神都表现 出愉悦 ，
他才 能跨

过边界。 从最后的祭祀 中取 出 的 火被举到 军队

？Ｂａｒ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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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 ，
不再熄灭 。 接下 来 ，

是各种各样的牺牲。

每次献祭时 ，
国 王都要在黎明前开始 ， 因 为他想

成为 第 一个赢得诸神喜悦的人。

①

色诺芬还列举了一些参加献祭的重要人物 ， 他

说 ：

“

看到这些 ，你就会想 ，其他人在军事上只能算是

业余的 ， 只有斯巴达人才精于战争的艺术 。

”

＠ 斯巴

达人认为胜负 的决定权掌握在神 的手里 ， 取悦于神

就是战争胜利的保证 ，所以 ，取悦于神的技术 自然就

成了战争的艺术 。 斯巴达人对胜利的渴望有多强 ，

神的迷信和敬畏也就有多深 。 这一点在本文开头

所引 的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 同时 ， 国

王的地位也在这个奇怪的逻辑中凸显出来 ，那就是 ，

国王是人与神之间的 中介 ， 由他来 占 卜解读神的 旨

意 ，并按照神意指挥军队 。

第三 ， 国王享有国葬和死后尊崇的权利 。
③ 国王

的死亡是能够影响居民生活的重大事件 ， 国家会为

国王举办葬礼 ，规模巨大 ，参加的人数众多 ，哀悼的

时间也比较长 。 死去的 国王会作为英雄被斯巴达人

崇拜 。

④ 在斯巴达的边境 ，有两个王室家族的墓地 ，

欧里庞提德家族的在南边 ，
阿基亚德家族的在西北

边 ，这些坟墓的存在被认为是对整个国家的保护 ，读

出斯巴达国王的名字能够激发他们作为英雄来保护

城邦的繁荣 。

？

斯巴达人相信已故国王的遗骸能够保佑他们在

军事战争中取得胜利 。 比如 ，他们与铁该亚人交战

之前 ，在德尔菲神谕的指导下 ，找到了阿伽门农的儿

子奥瑞斯忒斯的遗骨 ，并运 回斯巴达 ，最终保佑他们

大胜铁该亚人 ， 征服了伯罗奔尼撒的大部分地方 。

这种英雄崇拜明显影响了斯巴达人对国王的崇拜 ，

已故国王常常被神圣化 ，作为本国的保护神出现 。

尽管斯巴达的国王被尊崇和被神化 ，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们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 ：

“

斯巴达政体中 的王制在各种依据法律的王制 中显

得最为突出 ，不过王权并非至高无上 ， 只是在离开邦

土出征作战时君王才拥有全权 。

”

＠ 他实际上强调了

国王的特权具有前提条件 ， 即必须以遵守斯巴达的

法律为前提 。事实上 ，斯巴达国王的行动受到控制和

监视 ，斯巴达人可以批评国王出身不好 ，也可以指责

其行为不规范 ，甚至因此而废黜和流放某个国王 。每

隔九年一次 ， 监察官会夜观天象 ，

“

如果他们偶然之

间见到一颗流星掠过 ， 就会立即宣判 国王犯下亵渎

神明的罪行 ，暂时中止王权的行使 ，要从德尔菲或奥

林匹亚获得神谕 ，做出有利的解释才能恢复 。

”

＠ 奥

斯温 ？ 默里认为这做法显示 了 国王地位的脆弱程

度 。

＠ 国 内学者祝宏俊也认为斯巴达国王的权力受

到很多限制 ，达不到
“

朕即法律
”

的程度 。

？

仪式化的夜观天象的确反映了斯巴达国王在政

治权力上受到的种种制约 ，但从宗教的角度来看 ，这

也从某种程度上加强了 国王世袭的神圣地位 。 因为

这种情况往往是在怀疑国王的出身有问题时才会发

生 ，获得神谕的解释是为了纯洁国王的血缘 。斯巴达

人相信国王有权威 ， 同时认为这种权威来 自于世袭 ，

而世袭的根基是血缘关系 ， 假冒 的血缘关系是不被

神允许的 ， 因此会丧失国王应具备的权威 ，进而对整

个城邦带来危害 。

二 、阿波罗崇拜与斯巴达城邦的产生

在斯巴达有据可考的历史上 ， 对阿波罗的虔诚

崇拜在斯巴达从村落合并成为城邦的过程中起到了

重要的聚合作用 ， 并在斯巴达城邦形成之后成为城

邦的核心崇拜 。

在斯巴达有三个与阿波罗崇拜有关的节 日
，分

别 是叙 阿琴提亚节 （ Ｈｙａｃ
ｉｎｔｈ ｉａ ） 、 少 年 欢舞节

（ Ｇｙｍｎｏｐａｅｄｉａｅ ）和卡尼亚节 （ Ｋａｍｅｉａ ） 。 叙阿琴提亚

节在阿密克利举办 ，为期三天 ，是斯巴达宗教历法中

最重要的节 日
， 阿密克利的士兵都要参加这个节 日 。

这个节 日 既是对阿波罗的崇拜 ， 也是对叙阿琴提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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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拜 ，是融合了两个崇拜的节 日 。 在斯巴达人的

传说里 ，叙阿琴提亚是个俊美的少年 ， 为阿波罗所

爱 ，却不幸被阿波罗的铁饼误杀 ， 因此作为英雄成为

斯巴达人崇拜的对象。 这个节 日是对叙阿琴提亚的

哀悼 ，实际上也反映了斯巴达人的现实情感世界 ， 因

为在斯巴达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成年男子与青少年之

间的同性恋关系 ，女性中也存在着成年妇女与少女

之间 的此类关系 。 所以 ，这个节 日 有着深厚的社会

心理积淀 。

另一个祭祀阿波罗 的节 日是少年欢舞节 。 卡特

利奇认为 ，少年欢舞节可以理解为
“

不携带武器的舞

会
”

，并认为这样的集会形式在公元前 ７ 世纪上半叶

可能已经存在了 。

①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 ，全希腊都

曾经有过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 ，这是他们在古代的

生活方式 。

？

卡尼亚节也是崇拜阿波罗的节 日
， 同时也是为

了纪念多利安人的到来和赫拉克勒斯对伯罗奔尼撒

的统治 。 卡尼亚节对斯巴达人来说非常重要 ，公元

前 ４９０ 年 ，这个节 日 阻止了斯巴达人参加马拉松战

役 ，未能与雅典人并肩作战 ，而 １ ０ 年之后 ，再次妨碍

了他们在温泉关的战役。

帕特森把叙阿琴提亚节 、少年欢舞节和卡尼亚

节这三个节 日看作是一个整体 。 他认为 ，这三个节

日都是献给阿波罗的 ， 又是在两个月 的时间里依次

举办完成。 对于仪式的参与者来说 ，象征性的行为

和仪式中的符号按照具体的顺序排列构成了一个具

体类型的仪式 ，这个仪式是系列活动的结果 ，这三个

节 日 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 的整体 ，

一个仪式循

环。

③ 在公元前 ８ 世纪斯巴达城邦形成的过程中 ，这

一整套仪式起到了重要作用 。 如果我们把这些节 日

放在历史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话 ，就会发现 ，叙阿琴

提亚节和卡尼亚节这两个节 日扎根在拉哥尼亚的早

期历史之中 。

公元前 １ ３ 世纪末 ，崇拜阿波罗的阿密克利翁圣

地 （ Ａｍｙｋｌａｉｏｎ ） 已经存在 ，公元前 １ １ 世纪 ，迈锡尼文

明结束 ，原始几何陶开始在拉哥尼亚地区出现 ，人们

以农业和少量的畜牧业为生 ， 形成的定居点一般都

很小。这时期的社会靠血缘关系代代相联 ，宗教仪式

起到了重要的聚合作用 。 贵族通过向神献祭奢华的

供奉 ， 聚集了一群平民支持者 。在杀生献祭并一起享

用动物牺牲的过程中 ，建立起彼此之间信赖的纽带 。

出于向神献祭的 目 的 ， 维持畜群的数量也就成为贵

族赢得支持者的一个重要策略 。所以 ，在拉哥尼亚历

史的早期阶段 ，宗教 、经济与社会非常 自然地密切联

系在一起 ，政治权力和宗教也扭结在一起 。

在公元前 ９ 世纪 ， 那些后来构成斯巴达城邦的

村庄 已经出现 ，其中 ４ 个分别是皮塔纳 、 美索亚 、居

诺苏拉和里姆奈 ， 第 ５ 个村庄是最后合并进来的阿

密克利 （ Ａｍｙ
ｋ ｌａｉ ） 。 村庄的居民们可能是最强大家族

的附庸 ， 阿基亚德家族控制着皮塔纳和美索亚 ，欧里

庞提德家族控制着居诺苏拉和里姆奈 。 而这些家族

之所以具有声望和荣誉 ， 完全是因为他们能够控制

最重要的宗教崇拜 。从他们埋葬的位置来看 ， 阿基亚

德家族在皮塔纳村里的地位已经得到确认 ， 他们可

能控制着对雅典娜的崇拜 ，
ｇ 卩后来的雅典娜 ？卡尔科

奧克斯 （ Ａ ｔｈｅｎａＣｈａｌｋ ｉｏｉｋｏｓ ） ， 斯巴达卫城是崇拜活

动的中心 。
④ 欧里庞提德家族居住在里姆奈 ，他们控

制着阿尔式弥斯 ？ 奥提亚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Ｏｒｔｈｉａ ）崇拜 ， 阿

尔忒弥斯的圣地就坐落在里姆奈 。

公元前 ８ 世纪中期 ， 在斯巴达人来到拉哥尼亚

地区之后 ，在统一５ 个村庄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 随着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平民们逐渐想要获得更多的权

利 ，提出 了参与政治 、参与土地分配的进一步要求 ，

由此引发了与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各共同体之间的

激烈冲突 。 希罗多德提到 ，在莱库古改革之前 ，斯巴

达从来在全部希腊人当 中都是治理得最坏的 国家 ，

他们内部相互之间 以及与外国人都无交往 。
⑤ 修昔

底德也说 ，多利安人定居拉西第梦以后 ，在很长时期

内处于内政的困扰之中 。

？

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和外部争端 ， 斯巴达走上了

统一的道路 。 首先是皮塔纳 、美索亚 、居诺苏拉和里

姆奈 ４ 个村庄的合并 。 在这 ４ 个村庄里占据统治地

①保 罗
．卡特利 奇 ： 《斯巴达人 ：

一部英雄的 史诗 》 ， 第 ４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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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两个家族 ， 即阿基亚德家族和欧里庞提德家族 ，

被赋予王室身份 ，共同治理国家 。 两个家族各 自崇

拜的神在合并之后 ， 成为城邦共同体的共同信仰 。

雅典娜和阿尔忒弥斯都是斯巴达人尊崇的主神 。 阿

克劳斯 （ Ａｒｃｈｅｌａｏｓ
）和卡里洛斯 （ Ｃｈａｒｉｌｌｏｓ

）可能是第
一任共同统治的国王 ， 在任时间为约公元前 ７７５ 年

至前７６０ 年 。

①

而斯巴达城邦最终建立的关键步骤是合并阿密

克利 。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８ 世纪中期 。传统观

点认为 ，这次合并是多利安人的斯巴达与亚该亚人

的阿密克利之间的一场征服战争 。 但是 ，考古学上

的资料并没有显示出他们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社

会 ， 多利安人和亚该亚人之间的对抗或许只是 由于

争夺拉科尼亚地区的霸权而起。 叙阿琴提亚节之所

以对国家政治非常重要 ，是因为它代表了多利安人

的斯巴达与原住民亚该亚人之间的融合 。 合并阿密

克利就是双方共同进行祭祀活动的开始 。 在阿密克

利 ，崇拜活动从来没有被打断过 ，而斯巴达的 ４ 个村

庄 ，则缺少相应的神圣崇拜地点来支撑他们的霸权

主张 。

叙阿琴提亚节是在阿密克利翁庆祝的 ， 阿密克

利翁的考古学遗迹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 。 合并阿密

克利的原因之一是要控制对叙阿琴提亚的崇拜 ，结

果之一是叙阿琴提亚崇拜成为斯巴达最重要的国家

崇拜 。 卡尼亚节直接扎根于斯巴达人的多利安民族

认同之中 ，这个节 日 与多利安人有着具体的联系 ，并

由于多利安人的迁移而广泛传播 ， 在爱琴海周 围 出

现了很多对阿波罗的崇拜地 。 所以 ，斯巴达城邦的

出现很明显不会发生在公元前 ７５０ 年合并阿密克利

之前 。 而随着对阿密克利的合并 ， 这三个节 日 被带

进了一个仪式系统 ，表达了５ 个村落及其居民的统
一

。对阿波罗的共同节 日庆祝成为一种机制和动力 ，

加强了公民集体的内在联系 ， 阿波罗崇拜成为斯巴

达最重要的崇拜 。

“

事实上 ，几乎所有主要的斯巴达

宗教节 日 都是为了祭拜这个或那个阿波罗 ， 而非城

历 史教学 问题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市的护佑者雅典娜。

”

②

三 、立法者莱库古和神谕

公元前 ８ 世纪 ，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和外部争端 ，

斯巴达合并了５ 个村庄 ， 建立了具有共同宗教信仰

的城邦共同体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 ，城邦是为了

共同利益而生活在一起的男性公民集体。 而若将男

性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 ，归根结底 ，需要一种组

织原则 ，

一种构建聚落及其居民关系的新方法 。

③ 在

斯巴达 ， 这种新方法是由宗教衍生出来的一套法律

法规和组织制度原则 。 这套法律法规和组织制度形

成于漫长的征服美塞尼亚的岁月 之中 ， 体现了斯巴

达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社会妥协 ， 但斯巴达人把这一

套制度归于一个神圣的立法者莱库古 ， 并将其作为

神来进行崇拜。

④

莱库古的立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 从经济制

度 、政治体系到社会宗教体系都做了重要规定 。普鲁

塔克指出 ， 莱库古进行土地重新分配时 ， 斯巴达的
“

绝大多数人过着贫穷和困苦的生活 ，全部的财富集

中在少数人手里 ， 贫富极其悬殊的状况成为国家最

大的负担 而改革之后 ，斯巴达扩大了公民权的

范围 ，成年男性公民即重装步兵 ，每人都有 自 己 的土

地私产 ，大致 ２０ 公顷 ，有 ７ 户黑劳士为其耕种 ，公民

本身被禁止从事农业劳动 、 商业活动以及一系列消

费行为 。

在政治制度方面 ， 斯巴达修订了
“

大瑞特拉
”

（ ＧｒｅａｔＲｈｅｔｒａ ） ， 建立了新的政治组织制度 。

“

瑞特

拉
”
一词是斯巴达人对法令的称呼 ，是依照传统的意

思 ，并不是成文法 ，相当于雅典在公元前 ５ 世纪的习

惯法 。

一个瑞特拉可以表示任何格言或公告 ，可以是

一个协议或契约 ，通过某个神谕变成法律。

⑥
“

大瑞

特拉
”

突出 了长老会议令人敬畏的权威 ， 同时给了公

民大会有限的否决权 ， 建立了监察官 （ ｅｐｈｏｍｔｅ ）制

度 ， 为公民大会和长老会议的贵族提供控制国王的

（ 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ａ ｔｔｅｒｓｓｏｎ
，Ｃｕｌ ｔｓｏｆＡｐｏｌｌｏａ ｔ Ｓｐａｒｔａ ：ＴｈｅＨｙａｋｉｎ ｔｈａｉａ

，ｔｈ ｅＧｙｎｍｏｐｏｉｄｉａｉ ａｎｄｔｈｅ Ｋａｍ ｅｉａ
，ｐ

． １ １ ０ ．

②保 罗
？卡特利奇 ： 《斯巴达人 ：

一部英雄的 史诗》 ， 第 ３９ 页 。

③ Ｊ
ａｍｅ ｓＷｈｉｄｅｙ ，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ｄａｒｋａｇｅＧｒｅｅｃｅ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６ｃｅｏｆａｐｒｅ

—

ｌｉ ｔｅｒａ 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１ ０００
—

７００ＢＣ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１ ９９ １
，ｐ ． １ ９４ ．

（Ｊ）Ｓ ｉｍｏｎＨｏｍｂ 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Ａｎｔｏｎｙ
Ｓ
ｐ
ａｗｆｏｒｔｈ

，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３ 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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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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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４３３ ．

⑤Ｐｌｕ ｔａｒｃｈ
’Ｌｙｃｕｒｇｕｓ ，８ ．

⑥保罗
？ 卡特利奇 ： 《斯巴达人 ：

一部英雄的 史诗》 ， 第 ４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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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 ，监察官制度是莱库古

建立的 。

①

“

大瑞特拉
”

意味着斯巴达建立了包括全体公民

都要参与的公共事务决策机制 ，规定了包括国王在

内的长老会与公民之间的联系 。 这个机制意味着公

民权产生了 ，并扩展到 ５ 个村庄的多数男性人 口 中 。

这个男性群体就构成了公民大会的成员 。 根据瑞特

拉的规定 ，他们在固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决策国家

的事务。 大瑞特拉的制定和斯巴达城邦的建立意味

着斯巴达从部落社会向 国家的转变 ，从不稳定的社

会关系 向固定的 、公开的机制的转变 。

在社会制度和宗教传统方面 ，斯巴达形成了独

特的军事和教育制度 。 每一个斯巴达人都要接受严

格的公共教育 ，他们 ７ 岁离开母亲进人儿童团 ，接受

严格的
“

够格者
”

（ ａｇａｇ
ｅ ）教育 。 ２０ 岁成为士兵 ，进人

正规军事训练 ，过集体生活 （共餐团制度 ） ，

一直服役

到 ６０ 岁 。 这种传统奠定了斯巴达社会最重要的军

国主义特征 。

莱库古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中 的人物 ， 因为在普

鲁塔克为其写的传记里 ，斯巴达人 自 己
“

也不清楚他

的出身 ，尽管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为纪念他做了很多

努力 ，但这无疑也使莱库古的真实性变得愈发令人

怀疑了
”

。

＠
由 于莱库古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

义 ，从希罗多德到普鲁塔克 ，历史学家都 自然而然地

把
“

大瑞特拉
”

这部最早的成文政治宪法归于莱库古

名下 ，
也把这一系列对斯巴达社会的重塑归于莱库

古名下 ，并将这一立法过程神化。 在希罗多德的 《历

史》中 ，首先强调莱库古改革得到了德尔菲神谕的支

持 ，是在诸神的支持下进行的 ：

莱库古 ，

一个著名 的斯巴达人 ， 来到德 尔 菲

咨询神谕。 他刚 刚踏进神庙 的 大厅 ， 皮媞亚就

立刻对他说 ：

宙斯所爱之人 ， 莱库古 ，
你到我的 富有的神

殿来 了
，

宙斯和奥林波斯诸神都加爱于你 ，

你是人还是神 ？

我将你视为一个神 ， 莱库古 。

此外还有一些人说 ，
皮媞亚还向他 宣告 了

①Ｈｅｒｏｄｏ ｔｕｓ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ｅｓ

，１ ． ６６ ．

②保罗
？卡特利 奇 ： 《斯巴达人 ：

一部英雄的 史诗》 ， 第 ４ １ 觅 。

③Ｈｅｒｏｄｏ ｔｕｓ
，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ｅｓ

ｆ１ ． ６５ ．

？Ｐｌｕｔａｒｃｈ
，Ｌｙｃｕｒｇｕｓ ，２９ ．

⑤？奥斯温 ？默里
： 《早期希腊 》 ， 第 ２５４ 页

， 第 １ ５２ 页 。

一整套斯巴达人到今天还遵从着的法制 。

③

普鲁塔克也认为
“

大瑞特拉
”

是根据德尔菲神谕

制定的 ， 它既是法律 ，也是神谕 。 也就是说 ，从一开

始 ，斯巴达城邦的法律制度机制就被神圣化了 。普鲁

塔克在《莱库古传 》里还提到 ， 当莱库古设计政治框

架后 ，特别召集了一次公民大会 ，说
“

最后还有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 ， 要等他请示神谕以后才能宣布他设

计的制度
”

。之后 ，他前往德尔菲 ，得到 了神谕的答复

是
“

他的法律极其优异
”

，他把这神谕抄录下来 ，派人

送回斯巴达 。

？

莱库古改革为斯巴达带来了 巨大的变化 ， 对其

历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 奠定了斯巴达社会两

个最重要的特征 ：平等者社会和军国主义特征 。早在

公元前 ６ 世纪 ， 斯巴达已经宣称 自身政治体制的优

越性 ， 同时宣称他们憎恨僭主政治 ，制定了反对僭主

的政策 。

？在这个阶段 ， 很多国家都经历了僭主统

治 ，但是斯巴达没有 ，她所建立的平等人社会一直是

其标榜的对象 。甚至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 ， 当现实 已

经逼迫斯巴达进行变革之时 ， 他们也会为改革措施

罩上
“

托古改制
”

的外衣 ，宣称当下的改变是为了 回

到莱库古的祖宗旧制 。公元前 ４ 世纪初 ，被流放的 国

王鲍萨尼阿斯 （ Ｐａｕｓａｎｉａｓ
）写了 

“

莱库古政制
”

，
以实

现他个人的政治报负 。公元前 ３ 世纪后期 ，在面临希

腊化时期的城邦困境时 ，从阿基斯 （ Ａｇ
ｉ ｓ ）到克列奥

美涅斯 （ Ｋｌｅｏｍｅｎｅｓ
）再到那比斯 （ Ｎａｂ ｉｓ ）这三代国王

励精图治 ，推进在本质上非常激进的改革 ，但打出 的

旗号仍然是回到最初的政制上去 。

？ 斯巴达人固守

传统 ，认为祖宗旧制不能改变 ， 同时也发 自 内心地以

这套政治体制为傲。 这是斯巴达政制在近千年的时

间里变化甚少的原因 。

四 、斯巴达政治在宗教礼仪制度上的投射

宗教是现实社会的反射 ， 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

意识形态对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 ， 同时

也受到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的影响 。 斯巴达在政治上

实行两个国王的贵族寡头制度 ， 双王是国家的最高

统治者 ，那么表现在宗教里 ，斯巴达人对孪生兄弟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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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库里 （ Ｄ ｉｏｓｃｕｒｉ ）给予了极高的尊崇 。 宗教在斯巴

达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不仅表现在仪式上 ，
还表现

在神庙建筑和圣物的地理分布上 ，
可以看出斯巴达

人对期盼得到超 自然神灵保护的极度渴望 ， 他们所

表现出的对神灵的极度敬畏似乎也是他们 自身历史

发展的动力 。 聚焦斯巴达政治在宗教礼仪制度上的

投射 ，能让我们看清斯巴达城邦国家的特殊性和本

质特征 。

（

一

）对海伦的 崇拜

海伦崇拜本身带着浓厚的斯巴达特色 ， 因为海

伦是斯巴达的王后 。 海伦的圣地在离斯巴达几英里

之外的墨涅拉伊翁 （ Ｍｅｎｅｌａｉｏｎ
） ，这是她与斯巴达的

国王墨涅拉俄斯——即她的丈夫——的共同圣地 。

由于海伦以美貌著称 ，所以对她的崇拜祈求的

也是美貌 。 希罗多德讲述说 ，斯巴达国王阿里司通

娶的第三个妻子原来很丑陋 ，后来她的乳母经常带

她去海伦的神殿去 ，并把她放在海伦神像的旁边 ，祈

求改变她的容貌 ，结果她获得了海伦的恩宠 ，长成了

斯巴达妇女中最美丽的 。
①所以 ，海伦就是女性和美

丽的代名词 ，对海伦的崇拜反映了斯巴达女性对美

貌的追求 ， 因此对她的崇拜主要与斯巴达女孩的教

育相关 ，可能也与歌队的训练相关。

公元前 ８ 世纪后期 ，在提拉普涅 （ Ｔｈｅｒａｐｎｅ ） ，斯

巴达人建立对海伦及其丈夫墨涅拉俄斯的崇拜 ， 同

时也建立了对她的两个孪生兄弟狄俄斯库里的崇

拜 。 但是 ， 在此地受到崇拜的海伦是几个海伦的合

体 ，是掌管植物和生殖的女神及作为美貌代名词的

海伦 。 卡特利奇认为 ：

“

这个时期正是斯巴达人努力

去重寻他们民族之根的时候 ， 他们声称斯巴达是墨

涅拉俄斯王国的合法继承者 ，就像荷马在史诗《伊利

亚特》中所说的那样 ，
以此来为他们不久前在伯罗奔

尼撒东西部的领土扩张寻找合理化的依据 。

”
？ 对海

伦的崇拜就是寻找合法化起源的结果 。

海伦在斯巴达的宗教体系 中是个特殊的支点 。

在传说里 ，她是宙斯的女儿 。 她的母亲勒达与化身

为天鹅的宙斯相会 ，生下了两个蛋 ，

一个蛋里出生了

克 吕泰墨斯特拉 （ Ｃ ｌ
ｙ
ｔｅｍｎｅｓ ｔｒａ ）和海伦 ， 另

一个蛋里

出生了双生子狄俄斯库里 ， 即卡斯特和波 吕克斯兄

弟 。 以海伦为支点 ，斯巴达的神话传说逐渐延伸 ，与

宙斯 、奥林波斯山 的诸神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也是由

于以海伦为支点 ， 斯巴达的宗教体系彰显了 自 身的

独特魅力 。

（
二

）斯巴达的主要神祇

在斯巴达 ， 除了上文讲到的阿波罗之外 ，还有三

个神非常重要 ：宙斯 、雅典娜和阿尔忒弥斯。 宙斯不

仅是斯巴达的保护神 ， 传说中的双生子之一还是他

的儿子。雅典娜在斯巴达也很重要 ，她与宙斯一起分

享某些称号 ：

“

城市广场 的保护神
”

（ Ａｇ
ｏｒａ ｉｏｓａｎｄ

Ａ
ｇ
ｏｒａｉａ ） 、

“

外邦人的保护神
”

（ Ｘｅｎ ｉｏｓａｎｄＸｅｎ ｉａ ） 、

（ Ａｍｂｏｕｌ ｉｏｓａｎｄＡｍｂｏｕｌ ｉａ
） 。

③ 在一些献祭中 ，雅典

娜也与宙斯共同出现 。

④ 但是 ，雅典娜最主要的称号

还是
“

城市的持有者
”

或
“

城市主人
”

（ Ｐｏｌｉｏｕｃｈｏｓ ）和
“

青铜屋的主人
”

（ Ｃｈａｌｋ ｉ〇 ｉｋ〇ｓ ） ， 这是因为雅典娜在

斯巴达卫城上的神庙装饰着青铜板 ， 这个神庙是季

提亚德斯 （ Ｇｉｔｉａｄａｓ ）的作品 ， 建设时间是在公元前 ６

世纪末 ， 是在一个早期的宗教建筑基础之上修建

的 。

？

在斯巴达 ， 对阿尔忒弥斯的崇拜是与对奥提亚

的崇拜融合在一起的 ，最早的时候 ，她们是两个独立

的女神 。奥提亚的圣地在优罗塔斯 （ Ｅｕｎｒｔａｓ ）河畔 ，大

约在公元前 ８ 世纪 ，斯巴达人就为她建立了神庙 ， 另

一个是在公元前 ６ 世纪 ７０ 年代建立的 。在女神的圣

地 ，考古学家找到了上万个古风时代的铅质雕像 ，这

些雕像大致在 ２ ．５ 厘米到 ８ 厘米不等 ， 表现的是带

双翼的女性 、武士 、动物等等 。

？ 两种崇拜合并成对
一个神的崇拜后 ， 这个神被称为阿尔忒弥斯 ？奥提

亚。阿尔忒弥斯 ？奥提亚圣地有一个剧场是对年轻男

子进行初次惩罚的场所。

＠ 这些青年男子从神的祭

坛偷走奶酪然后得到鞭笞 。 后来 ，在罗马时代 ，惩罚

可能变得更为严厉 ， 要求打到皮肤上见血才行。 所

以
，普鲁塔克说 ，有时候 ，他们会为了获得胜利而被

鞭打致死。

？ 公元 ３ 世纪的时候 ，在女神的圣地上还

①Ｈｅｒｏｄｏ ｔｕｓ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ｅｓ

，６ ． ６ １ ．

②保罗 ？ 卡特利 奇 ： 《斯 巴达人 ：

一部英雄的 史诗》 ， 第 ２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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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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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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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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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石头剧场 ， 它的功能也是为了满足观众来观

看斯巴达年轻人如何被折磨的 。 而这种方式也成为
一种过渡仪式成为斯巴达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尽管从留下来的资料来看 ，对阿尔忒弥斯的崇

拜最令人迷惑 ，在希腊世界里也引发了最热烈的讨

论。 而实际上 ，这种崇拜与斯巴达人的 日 常生活关

系最为密切 ，远远超过了他们与
“

城邦保护人
”

雅典

娜的关系 。 所以 ，对阿尔忒弥斯 ？奥提斯圣地的挖掘

被认为是最能反映 出斯巴达宗教礼仪制度的特色

的 。

？

除了女神外 ，也有其他的男神保护着青年男子

的行动 。 阿波罗保护最初的同性关系 。在普拉塔尼斯

塔岛 （ Ｐｌａｔａｎ ｉ ｓ ｔａｓ ） ， 在群体训练时 ， 彼此对打之前要

对英雄阿基琉斯进行献祭。

② 实际上 ，对某个主要神

祇的祭祀节 日 中 ，会涉及到其他神祇 ，并通过这种方

式编织了诸神之间的关系网 。 比如 ，在祭祀阿波罗

的叙阿琴提亚节上有一个仪式 ，每年都要给阿波罗

换一件袍子 （ ｃｈｉｔｏｎ ） ， 这个袍子是在勒斯庇德

（ Ｌｅｕｋｉ
ｐｐ ｉｄｅｓ

 ）的圣所里编制的 ，而勒斯庇德是双生

子狄奥斯库里的妻子们的合称 。
？

（
三

）斯巴达的 宗教礼仪制度与 战争

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 ，用以镇压

国 内希洛人的反抗和进行对外战争 。 而战争是一种

非常危险的活动 ，人们履行很多种宗教仪式就是为

了获得神的特殊护佑 。 对斯巴达来说 ， 战争本身是

最大的献祭行为 。 在队伍开拔前 ，要为神和英雄献

祭 ； 在战场上要面对敌人时 ， 他们会把羊群赶进战

场 ，大规模地宰杀牺牲 （ ｓｐｈａｇｉａ ） ， 同时向先知进行特

殊的献祭以求获得神意 。 战后 ， 胜利者会竖起一个

战胜纪念柱 （ ｔｒｏｐａｉｏｎ
 ） ，把掠夺 自 敌人的战利 品 ， 如

盔甲 、武器 、盾牌和矛等物挂在纪念柱上 。 这种做法

有些像是狩猎的习俗 ， 即将猎物的皮 、头颅和角挂在

树上 。 战胜纪念柱象征着
“

赐予胜利的宙斯
”

（ ＺｅＵ Ｓ

Ｔｒｏｐａｉｏｎ
） ，而宙斯是胜利之神 。

？ 如果在战斗之前或

者期间发了誓言 ，那么 ，在战后会有进一步的献祭 ，

献上还愿的礼物 ，甚至建立神庙 ，通常情况下 ，胜利

者会把掠夺物的十分之一献给神 。

斯巴达在宗教实践和态度上 ， 与其他城邦存在

着很多差异 。而最大的差异是 ，他们比其他城邦更迷

信神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希罗多德在《历史》里 ，记载

了两件事 ， 都表现出斯巴达人对神的虔诚和盲 目 的

相信 。

一是公元前 ４９０ 年的马拉松战役中 ，他们认为

当时的月 相出现了不详的征兆 ， 所以就不能派出军

队进行援助 ；
二是在公元前 ４８０ 年的温泉关战役中 ，

他们由于正在举行卡尼亚祭 ， 也没有派出 自 己的全

部力量 ， 只有 ３００ 斯巴达战士开赴前线 。在色诺芬的

笔下 ，斯巴达人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也异常虔诚 。无

论是在穿过河流 、边界 ，还是在一场战斗即将开始之

时 ，他们都要先举行祭祀 。他们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预

言特别敏感 ，通过观察动物的 内脏来获得各种征兆 。

如果征兆预示不宜行动的话 ， 即使一场生死攸关的

战役迫在眉睫 ，他们也会选择推迟 、 中断或取消 。 色

诺芬就曾记载了一位斯巴达的指挥官 ， 他做了 四次

祭祀 ，才得到了一个吉兆 ，然后才敢有所行动 。

所以 ，在斯巴达城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宗教

礼仪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赫拉克勒斯 、海伦的

神话传说为斯巴达城邦的起源做了合法化的解释 ，

斯巴达最重要的三个节 日都是对阿波罗 的崇拜 ，反

映了最初 ５ 个村庄合并成斯巴达城邦的过程以及在

此过程中构建的共同的宗教信仰 。 莱库古改革奠定

了斯巴达城邦政治 、经济和宗教礼仪制度 ，而他的改

革又是在宗教的神秘氛围中进行的 ， 并不断通过德

尔菲神谕增加了立法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 斯巴达城

邦崇拜的神有很多 ， 如阿波罗 、海伦 、阿尔忒弥斯 ？奧

提亚 、雅典娜 ，虽然这些神也是古代希腊世界共同信

仰的神 ，但在斯巴达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表达了斯

巴达政治结构 、 军事制度和社会结构中的某一种神

圣性 ，是城邦体系在宗教礼仪制度上的投射 。

（ 责任编辑 ：林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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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ｆｕｒｔｈｅｒ ｌｅｄｔｏｔｈｅ

ｄｅｃ ｌ 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 ｌ ｉｃ ．

Ｅｇｙｐｔ
＇

ｓ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ＬｉｂｙａｆｉｏｍＳｅｔｉＩｔｏＲａｍｓｅｓｍａｎｄｉｔｓＣａｕｓｅｓａｓＣｏｔｒｑ＞ａｒｅｄｔｏＥｇｙｐｔ

＇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Ｎｕｂｉａ （ ＳＨＩＨａｉｂｏ
，ＨＵＡＮＧ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 ｉｇｎｏｆＳｅｔ ｉＩ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ｐ
ｈａｒａｏｈｏｆｔｈｅ１ ９ ｔｈＤｙｎａｓｔｙ ，Ｅｇｙｐｔｍａ 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ｗｈｉ ｌｅｗｅｒｅｏｆｔｅｎａｔｗａｒｗ ｉ ｔｈＬｉｂｙ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ｄｉｄｎｏｔｂｒｉｎｇ

Ｌｉｂｙａ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ａｍｓｅｓＨＴｓｒｅ ｉｇｎ ，

Ｅ
ｇｙｐｔｆｏｕｇ

ｈｔ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 ｉｍｅｄｅｆｅｎｄｅｄａｇａ
ｉｎｓｔＬｉｂ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ｄ ｔｏｉｔｓｍ ｉｌ ｉｔａｒｙ

ｏｃｃｕｐａｔ ｉｏｎｏｆＮｕｂ ｉａ
，Ｅｇｙｐ ｔ

＇

ｓｐｏ ｌ 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Ｌｉｂｙａｗａｓｃ ｌｏｓｅ ｌｙｒｅ ｌａｔｅｄｔｏｉｔｓｍｉ ｌ ｉｔａｒｙ
－

ｐｏ
ｌ ｉ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ｄ ｉｔ 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 ｓ ｔｓ

，ｒｅ ｌｉｇｉｏｕｓｅｘｔｒａ
－

ｔｅｒｒｉ 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ｐ 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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