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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中的女性形象与意识、文化体现 

 

秦栋格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7000） 

 

摘要：女性意识是古希腊神话中关于女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女性在男性政治社会中对自身生命体验

和价值意义的自信与自觉，与文化也紧密相关。解读希腊神话中的女性形象，可以了解到古希腊时期女性

的生存样态和自我、权力、独立的女性意识，以进一步探索文化特点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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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希腊神话，即一切有关古希腊人的神、英雄、自然和宇宙历史的神话，是原始氏族的精

神产物。希腊人以人为主体，赋予诸神以人性的种种弱点。因为缺乏道德束缚和宗教的威严，

希腊神更象是具有人的情趣，拥有超凡能力的人。在希腊神话中，讲述了各种各样的神的故

事和英雄传说，也塑造了许多的女性形象。例如，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还有情欲女神

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鲜明，感情丰富，她们的形象仍然在文学和艺术中被反

复赞美和咏叹。在父系社会中，希腊神话中的女性形象是女性意识的体现，也是文化的载体 

一、希腊神话中的代表性女性形象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谱系十分完整，共分为五代人，人物丰富且庞杂。神灵繁衍的同时，

世界的等级秩序也逐渐分明。出现了大女神、二类女神和纯粹的人类女性。大女神形象包括：

地母该亚，六大提坦女神，和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中的四大女神；二类女神包括居住在奥林匹

斯山的女神和散落在山林水泽中的女神。此外，希腊神话中也有普通女性的形象塑造。希腊

神话中描绘的女性人物，都是聪明美丽，自由奔放，敢爱敢恨女性形象，在这些形象中，体

现了女性意识。本部分选取以下几个代表性女性形象展开叙述。 

普通女性——美狄亚 

希腊神话的众多女神形象，都具有专属与自己的各种超人能力，众神多半依靠超人的能

力来实现目标。在希腊神话中，同样记录了不凡的普通女性，没有超人的能力，凭借自己的

力量与命运斗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狄亚。 

美狄亚（Medea）是一位古希腊神话中颇具冲突性的女性形象，她既是法力强大的女巫，

也是谋杀亲子的疯狂母亲，是被爱人抛弃的可怜人，一个永远的异乡人和边缘人。起初，美

狄亚人物原型是由两位神话中的女性形象揉合而成的，一位是在阿尔戈远征中对主角有着关

键性作用的女子，另一位是科林斯一位因为祭祀失去亲子的母亲。这两位女性形象在历史发

展中逐渐合二为一，形成了美狄亚形象的雏形。在欧里庇得斯所创作的悲剧《美狄亚》中，

美狄亚本来是地狱女神赫卡特神庙的女祭祀，在神的安排下，她的爱欲被激起，爱上了前来

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英雄伊阿宋。为了帮助伊阿宋夺得金羊毛，她利用魔法帮助他打败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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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催眠了看守金羊毛的毒龙，杀死了前来阻止她的兄长。她不顾自己的父亲因为失去金羊

毛而被诛杀，和伊阿宋潜逃。他们的婚姻最终因为美狄亚人老珠黄，伊阿宋另结新欢而结束。

在美狄亚的苦苦哀求无效后，她最终杀死了情敌，杀死了自己和伊阿宋亲生的两个儿子。 

从美狄亚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身为妻子遭遇抛弃，身为母亲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

孩子，她的复仇方式与伦理道德背道而驰。在她的身上交叉着各种爱恨情仇，展现了理智与

情感的冲突。这个女性角色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美狄亚的形象在时间的流逝中被不断重

塑，争议不断，但我们需要考虑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她的行为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 

神界“第一夫人”——赫拉 

希腊神话中，赫拉是宙斯的正妻，神界的“第一夫人”。赫拉长久被视为“妒妇”。在荷

马史诗和《神谱》中，常用“白臂女神、牛眼夫人、金座”三个词语来修饰赫拉，突显出其

美貌、威严和地位。 

在赫拉年少时期，就以美貌著称，有许多追求者。宙斯对其念念不忘，追求了三百年。

赫拉不仅只有外表和气质的美丽，她同样也懂得利用美貌。在特洛伊战争时，赫拉借用阿芙

洛狄忒的金腰带装扮自己，以放大自己的美丽，从而诱惑宙斯，使他忽略战局。赫拉是高贵、

威严、庄重相统一的美。赫拉在嫁给宙斯前，向宙斯提了三个要求：（1）与宙斯共享权力和

地位；（2）成为宙斯唯一承认的正妻；（3）举办天地间第一场婚礼。宙斯情人无数，赫拉被

迫与他发生关系后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立刻积极主动最大程度地提出解决方案，以为自己正

确利益。在嫁给宙斯之后，她也不改初心，认为自信是女人最好的品质。在众神赠予潘多拉

礼物时，阿波罗送的是音乐天赋，赫尔墨斯送的是说话的艺术，阿芙洛狄忒送的是动人的美

貌，而赫拉说：“我送给你女人应有的自信与自尊。”在赫拉身上，也有悲剧性的体现。奥林

匹斯众神中，只有赫拉忠于自己的丈夫宙斯，没有别的情人。她也拒绝了国王伊克西翁的勾

引，坚定履行妻子的职责，管理着奥林匹斯。她既不能像盖亚那样公然的鼓动自己的子女来

反抗丈夫，也不能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管制丈夫。由于她没有能力惩罚宙斯，就利用她的权力

和地位向每一个与宙斯有染的同性进行报复。她曾把伊俄变成母牛，并派一只大牛虻去叮咬

她，直到她逃离希腊; 她借宙斯的雷电杀死了塞墨勒，逼疯她的妹妹伊诺; 她一再迫害阿尔

克墨涅生下的孩子赫拉克勒斯; 杀害利比亚皇后拉弥亚所生的所有孩子，然后把她变成半人

半蛇的妖怪。在金苹果事件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把金苹果判给了美神阿芙洛狄忒，愤怒的

赫拉发誓要向特洛伊人复仇，最后导致了特洛伊战争的爆发。 

赫拉同样也具有威严和野心勃勃的一面。赫拉是奥林匹斯中少有的穿金鞋坐金座的女

神。在青铜时代甚至更早期的绘画艺术中，赫拉往往站在宙斯之上，傲然地向天空伸出双臂，

对面的宙斯明显低她一等，毕恭毕敬地以恳求的姿势站立在一边。此外，赫拉在希腊神话中

不允许宙斯私生子的能力超过自己的孩子。赫拉曾联合众神造反，以推翻宙斯的暴政。这些

可以看出赫拉在众神中的地位之高和敢于反抗的精神。 

独立象征——阿尔忒弥斯 

阿尔忒弥斯不仅是月亮女神，也是山林中的狩猎女神，更是保佑女性顺利生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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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中的雕塑作品《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展示出了阿尔忒弥斯的多重身份。在这座雕像

中，阿尔忒弥斯身着爽利的狩猎短衣，头戴代表月神的新月冠。她的左手弯肘向后，正从身

后背着的箭筒中抽出一支箭，而右手则抚摸着一只前蹄腾空而起的圣鹿。阿尔忒弥斯的多面

性在于她继承了许多不同地区的女神形象，希腊人民根据古安娜托里亚的大母神库珀勒，叙

利亚的创世女神阿塔葛底斯和腓尼基的丰饶女神阿斯塔蒂创造出了阿尔忒弥斯。 

阿尔忒弥斯最显著的特点是她有极强的独立性。她是希腊神话中三位处女神之一，即她

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男性的从属，她拥有独立的自我，不依附于任何人。当面对违背她信

条之人时，阿尔忒弥斯会毫不心慈手软地选择报复，最著名的莫过于她与阿伽门农的交易。

当面对爱情时，她不会躲避。作为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每晚都会在夜空下巡视，一日在路

过拉特摩斯山时，她的目光被恩底弥翁所深深吸引。恩底弥翁有着比皎洁月华更圣洁的容颜，

他躺在那里沉沉睡着，阿尔忒弥斯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满怀爱意地亲吻他。此夜之后，她

几乎每夜都前来，在恩底弥翁熟睡时看望他，无声地向他表达自己的爱意。突然闯入心间的

爱情让年轻的女神心神不宁，她的一次失误引起了父亲宙斯的注意，为了让阿尔忒弥斯远离

爱情的诱惑，宙斯决定处死恩底弥翁，悲痛的阿尔忒弥斯请求父亲不要让他死去，而是让他

陷入永恒不醒的梦境。当月光再次照耀在拉特摩斯山上，阿尔忒弥斯会来到他身旁静静地轻

抚他。当希腊联军起航去攻打特洛伊时，船队到达奥利斯港时本应顺利通过，但呼啸不停的

北风却使他们无法前进一寸。正当众人焦急之时，先知卡尔卡斯前来揭示了这奇怪现象背后

的神意。早前在一次狩猎中阿伽门捕获了一窝野兔，其中有许多幼兔，而阿尔忒弥斯既是狩

猎女神，更是动物们的保护神。阿伽门农猎杀幼兔举动激怒了她，她要求阿伽门农献出自己

的长女伊菲格涅娅，以此来惩罚他。当有男神试图抢夺少女时，她会现身来保护自己的追随

者。阿勒图萨是一位漂亮有活力的女猎手，她与阿尔忒弥斯一样热爱在森林中奔驰捕猎，而

不想与男人建立关系。某日她在树荫下的溪流中游泳时，发现了河流的异动，她急忙跳到岸

上。面对河神阿尔浦斯锲而不舍的追求，她向阿尔忒弥斯求救，阿尔忒弥斯将她变为一股清

泉，打开了希腊通往西西里的海底隧道，帮助阿勒图撒到往俄耳堤癸亚岛。事例中的阿尔忒

弥斯，以自己的行动和言语表达自我诉求，突出了女性的独立性。 

这些希腊神话中的代表性女性形象，觉醒的美狄亚，权力和反抗的赫拉，独立的阿尔忒

弥斯，从她们身上能显著地看到希腊神话中体现的女性意识。 

二、女性形象体现的女性意识 

古希腊神话是男权话语的文化展示。在这一文化体系中，虽然女性已被强大的男性权威

赶下政治舞台，但母权制的余威仍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女性的情感诉求、价值取向等意

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因素仍然对男性的人生体验和生命价值产生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所以，

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从一些女性人物形象中分析出女性的觉醒意识、权力意识和独立意识。 

女性意识是女性作为人，尤其是作为女人的价值的自觉与自信。它立足于女性主体自身

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认知的精神活动，以女性独特的方式去感知世界、体验人生，传达女性的

欲望和诉求，体现了女性对自身经验与价值的自觉。在男性社会中，女性意识表现为对男性

社会强加于女性的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的拒绝，以及对男性政治的颠覆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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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 

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对生命意义、价值存在和身份地位的追求。自我意识的代表是美狄亚。

美狄亚做出报复的主要原因是在爱情关系中遭遇伊阿宋的背叛时，但她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方

式进行报复。我们可以从美狄亚的整个故事中看到其在父权社会制度压迫下的觉醒意识。 

首先，美狄亚的自我意识于她的主体意识密不可分。美狄亚拥有尊贵的地位、强大的魔

力和聪慧的头脑。在智取金羊毛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美狄亚三番五次的出手相助，伊阿宋获

取金羊毛将困难重重。可以说美狄亚的勇气与智慧与伊阿宋比也不遑多让。正是因为聪明有

主见，所以美狄亚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受他人摆布，她选择了一个异乡来的勇士，奔向她心中

的爱情。虽说最后以悲剧结尾，但可以从中看出其觉醒的女性意识。为了自己的爱情，勇于

追求，向父权发起挑战、背叛逃离了祖国、杀死自己的兄弟。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对爱情的

追求，更是对自由的追求。可以看出美狄亚是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角色，她的意识已和当时

社会所推崇的传统女性背道而驰，她有自己的追求，而不是局限于社会的模板。 

其次，在美狄亚与伊阿宋之间的爱情中，美狄亚不间断的牺牲并没有换来相等的回报，

所以美狄亚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以掌控爱情中的权力，她夺取伊阿宋和自己的亲子，以及伊阿

宋新欢的生命。这是美狄亚对自己权力和尊严的维护，以生命的代价捍卫了自己的牺牲和尊

严。 

在美狄亚的故事中，爱情与自我是很难平衡的。当美狄亚对伊阿宋的爱情产生时，爱情

是对于亲密关系的一种渴望，此时爱情是被女性自我意识需要的，也是女性完善自我意识的

一部分。但是在美狄亚的爱情中权力不对等时，男性压制了女性，男性拥有的权力控制了女

性，于是爱情就成为了男性压制女性自我意识的武器。所以当这段爱情结束，女性从爱情中

抽离出来时，女性的自我意识才再次占据了上风。因此美狄亚对于伊阿宋的报复，同时也是

女性自我意识再次回归所主导下做出的行动。 

总体来看，美狄亚的故事是其女性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是希腊神话中女性自我意

识的深刻体现。当其自我意识因社会制度没有得到满足，被他人意识凌驾于自我意识之上时，

她会勇敢地去反抗斗争，去争取，去打破性别定位的男性政治文化体系。希腊神话中女性的

自我意识，动摇了男性政治的霸权地位，实现了女性社会性别的文化超越。 

权力意识 

女性的权力意识是在男性政治文化体系中对于男性地位的反抗。赫拉身为奥林匹斯山的

第一夫人，女性权力的最高拥有者。赫拉在男女极不平等的社会背景中，她至高无上的权力

也在被压制，女性权力意识正是在其反抗男性权力的过程中体现。 

赫拉是掌管婚姻与生育的神，她十分忠诚与自己的爱情和家庭，但难以约束自己的丈夫。

在宙斯多次沾花惹草的情况下，她由爱转恨。但是绝对的“夫权”统治下，赫拉无法把自己

对丈夫的恨表达出来，所以她把对强者的恨转移到相关的弱者身上。所以呈现出了一个具有

极强嫉妒心的女性，用残忍的手段来惩罚丈夫的情人。折磨伊俄、不给勒托提供土壤……她

对于丈夫多情的行为不是委曲求全，而是惩罚丈夫的情人。赫拉的这种曲折的反抗虽然不能



                                     http://www.sinoss.net 

 - 5 - 

改变宙斯，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挑战了至高无上的“夫权”。 

赫拉也有对自己话语权的争夺。在特洛伊战争中，赫拉因为帕里斯将金苹果判给了阿佛

罗狄忒而对特洛伊人十分憎恨。但是由于宙斯对赫克托尔十分偏爱，总是禁止赫拉对特洛伊

人不利，所以赫拉在对待特洛伊战争这件事情上是没有话语权的，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帮

助希腊人。于是赫拉就设下一个圈套暂时压制住宙斯的权力，由自己控制特洛伊战争的局势。

在宙斯酣睡不醒时，派睡眠神去向波塞冬传达自己的话语：“波塞冬，你尽管帮助达纳奥斯

人，赐给他们荣誉，此时宙斯已经睡熟。”1宙斯知晓后勃然大怒，并用过往的刑法警告赫拉。

赫拉对宙斯说：“波塞冬并非按照我的意愿加害特洛伊人和赫克托尔，他是出于自己的心灵”

2
在赫拉话语的挑拨下，宙斯的权力也因兄弟之间的嫌隙受到了削弱。赫拉用指挥暂时夺取

了宙斯的权力统治，给男性权力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也维护了自己的权力。 

独立意识 

“独立”即不依附于任何人，完全以自己的意愿作为行动的方针，并以自己的权力承担

使命。在古希腊神话中，为何会产生女性独立意识？以社会层面来分析，自从远古的母权社

会分崩离析后，男性掌控社会主权，拥有话语权力。女性被男性社会化精神不断影响，两种

力量角逐所带来的后果是，女性的自我意识被放逐，当失去了自我的有力支撑后，外来的强

权冲击会使得女性主体分崩离析，由最初的“自我”转为“非我”。 

首先，从阿尔忒弥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中独立意识的体现。阿尔忒弥斯是月

亮女神，接近“月亮”这一意向。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中，女性往往与“月亮”这一符号联

系起来，“月亮”代表着女性的神性与女性的本能。女性的独立性是女性化的，并不是指迎

合社会定义下的女性该具有哪些特质，而是从始至终她只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不是以男性特

征为标杆，不断地改造自己以合乎男性标准。 

其次，阿尔忒弥斯的独立意识还体现在她与众不同的地位上，与其他从属于男性神的女

神不同，阿尔忒弥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最为独立的女神。她是天父宙斯和泰坦女神的女儿，与

兄弟日神阿波罗同属十二主神，月亮不是借助于太阳的光辉，而是以自身的力量照耀世人。

甚至在这姐弟诞生的神话中，也隐含着揭示其独立性的意向。传说在阿尔忒弥斯诞生后，她

的母亲勒托迟迟不能产下阿波罗，最后在阿尔忒弥斯的帮助下，整整九日阿波罗才呱呱坠地，

因为这个故事阿尔忒弥斯常被民间奉为接生之神。所以从诞生伊始，阿尔忒弥斯就多方位的

展现了她的独立性与特殊性。 

希腊神话中女性形象体现出的独立意识，在阿尔忒弥斯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对于自我

的不断追寻与把握，让她成为一位独立且完整的女神。她既能慈悲地带来生命，也会无情地

将其索取，她一半面向光明，另一半沉入黑暗。 

希腊神话中的女性意识与女性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女性的生命体验和

情感诉求表现出来。希腊神话中，女性对自己的人格和命运的认知与处理方式，她们深层的

 
1 [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M].陈中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358. 

2 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陈中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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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伤痛和内心人格的分裂与冲突，都准确地表达了远古时期社会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和女性

意志的坚韧性，以及女性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人格精神力量。 

三、女性形象中体现的希腊文化 

人类文化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神话，神话是后世一切文化的源头，远古人类的思想和意

识形态都能在原始神话中体现出来。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希腊神话中女性形象展示出希

腊在哲学宗教、政治道德、社会心理和民族精神方面的特点，阐释了希腊的哲学观和道德观。 

人类哲学从神话中脱胎而出的，因为神话通过对超自然的神的行为或事迹的叙述，说明

世界和它的现实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原始的世界观隐藏在神话之中，古代哲学家要想创立自

己的哲学观点，必然绕不过神话的源头。 

学者普遍认为希腊哲学起源于希腊神话，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孕育出了希腊成熟的哲学

本体论。希腊哲学的发展轨迹和希腊神话中所构建的神话世界的发展轨迹具有一致性。在希

腊神话所构建的体系中，首先描述的就是宇宙的产生和自然万物的起源，最先出现的卡俄斯，

其次产生了地母该亚，赫拉婚姻与生育女神。希腊神话的内容除去诸神起源，另外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是英雄神话。英雄神话的主角成为了真实的人类。描述了各个时代的英雄故事。

如爱情和战争故事，如伊阿宋夺取金羊毛。这些故事展现了人的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所组成的社会，社会政治、伦理和道德。这种转变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亚里士多

德认为哲学是讨论神和神话的最合适的学术同样的希腊神话中那些神和英雄们的传奇故事

也无不体现着这些哲学家们对人生的感悟。 

神户除了蕴含哲学道理，神话人物的设定和神话故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彼时

社会的整体道德观。希腊神话的形成经历了克里特文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迈锡尼文

明（公元前 13 世纪左右），在荷马时代（公元前 12 世纪——公元前 8 世纪）基本固定下

来，通过史诗的形式流传。在这些故事中，诸神的诞生和英雄的冒险史诗，都体现当时古希

腊人思想经历和道德追求。希腊神话中体现了个人英雄主义的道德观。赞扬了人类拒绝承认

渺小和不向困难妥协的品质，在希腊人心中，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对卓越的追求是对我们作为

人类的希望与责任的自豪肯定。在阿喀琉斯的抉择中，他选择了轰轰烈烈的一生，成为战场

上的英雄，永远被人们所记住，但会在年轻时死去。希腊人崇拜追求个人荣誉和尊严的英雄

们，在集体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之间，他们更看重的是作为个人的英雄，并且他们眼中的英

雄不是为了服务国家或社会利益存在的，而是为了追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存在的，是为了追

求卓越，获得荣誉和不朽存在的。希腊人崇拜的美德不是对国家或集体的服从和谦卑，而是

个人英雄主义的自豪和自我实现。 

神话故事是文化观念的部分载体。在希腊神话故事中，从希腊神话中的女性形象，可以

看到所蕴含的哲学观念，发展历程；可以从故事中反应社会的整体道德观。 

四、总结 

希腊神话中塑造的男性人物居多，在神话谱系里也占有较高的地位。在夫权社会的背景

下，女性的故事多半要符合社会背景和男性的要求。而希腊神话中不止有符合社会背景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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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有自我者、权力者、独立者，这些女性形象虽少，但是女性意识的体现，是不满于社

会制度的抗击和斗争，通过女性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诉求表现出来。希腊神话中，女性的故事

和形象，准确地表达了远古时期社会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女性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人

格精神力量。通过对希腊神话中代表性女性形象的分析，体现了神话时代远古先民朴素的女

性意识。女性形象不仅仅只有女性意识的体现，和希腊文化也息息相关。从女性的角度来看

希腊文化可以看到其哲学理念和道德观，是流程千年的文化缩影。 

神话作为人类文明的源头，源远流长。先人通过口头相传和文字记录的方式将神话故事

流传至今，我们去探究、去颂赞，勇敢前往。神话故事的研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是

与先民之间的交流，也是聆听先民与自然的交流，激励着我们这些后来人坚持不懈地向上攀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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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emale consciousnes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women's issues in ancient Greece 

mythology, which is women's confidence and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ir own life experience and value 

meaning in male political society, and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e. Interpreting the image of women 

in Greece mythology, we can understand the survival style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and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of self, power and independence,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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