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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希 腊 早 期 僭 主

在古希腊史中,僭主问题是弄清古风时代社会性质的关键,同时,它又与
“
荷马问题

”

一样,是一个古老而又随当代考古学、历史学发展不断增添新意的课题。

古代作家希罗多德虽对僭政不无憎恶,但客观地指出它是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步①。亚

里士多德认为僭主由群众领袖而来,是穷人反对富人斗争中的胜利者②。后者影响了近代以

来的学者。在上一世纪,为宪政改革所鼓舞的英国人将其归困于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和人民:

寻求保护的本能,如布瑞认为: 
“
当 (1日 )政府被推翻时,群众并不把权力放在自己手中,

通常高高兴兴委托给帮助他们推翻了贵族政府的丿、。
”

③本世纪⒛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史领

域日益被重视,英国学者普遍将其与钱币使用、商业发展相联系,认为工商业阶级破坏了上

等阶级的力量,僭主即为其代表。晚近又与军事改革,重装步兵方阵出现叩系,屯张作为新

军主体的富有农民要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僭主适为其领袖④。当这些观点遭到考古材料日

益强烈的挑战时,西方学者又转向认为导致僭主出现的形势有多种多样,难于找出共同的原

因。⑤科学态度无疑令人欣赏,但也不难看出时下西方在史学研究中轻视理论概括的局限。

我国史学界基本接受了苏联学者的观点,认为早期僭主是在平民与贵族阶级斗争达到势

均力敌时出现的讨好双方的独裁者。⑥近年来以左文华先生为开端,一些学者主张僭主就是

平民领袖,他们登台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并非相持不下而是平民业已获胜,所 以僭政实际上是∵

平民对贵族的革命专政。

笔者认为,早期僭主是希腊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王权倾向的独裁者。他们的
·

出现固然离不开公元前7-6世 纪昀剧烈经济发展和政治动荡,但这些因素都不足以决定僭主

的性质。僭主以建立王权为目的,视城邦为私产,也就成为成长中国家的人格化身。他们借

用各种社会力量,对于视氏族制残余为命根,阻碍国家机器完善化的旧显贵进行了压制,从

而推动希腊城邦进入古典时代的成熟状态。

一 僭主出现的背景

初期阶级社会的特征 把希腊与东方截然对立,这是始于希腊古典作家的传统。但在古

风时代希腊城邦的社会结构却与古代东方非常相似,同样以氏族关系大量残存和剥削处于依 :

附地位的本族人为特征。

前 8-6世纪希腊经济持续加速,社会分化 日益加深。前 9世纪后期和前8世纪的墓葬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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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 品标志贵族阶级在经济上出现,前7-6世纪在观念形态上明确形成⑦。其经济活动虽常常
Ⅰ很宽,但基础仍在土地。在前 6世纪雅典最大地产不超过30公 顷⑧,所以经济实力仍较薄弱。
忄但使其高贵的不仅是财富,更在血统。雅典贵族称

“EupatrⅡ s,” 即
“
有高贵父亲的人

”
。

他们形成类似卡斯特的封闭集团,生活方式与平民迥然不同:成天 与
“
共 餐 者

”
饮 酒、交

谈、欣赏啻乐、集合打猎甚至
“
私战

”
,有用贵族文化培养子弟的道德学校,大多还有国际

联姻网,以获取国外政治势力的支持。英雄崇拜也应运而生,伴随名门贵族的出现,其始祖

也被奉为崇拜对象,而声望最为显赫的氏族,其先祖 (英烈 )则凌驾于其他氏族 的
`祖

先 之

上⑨,为 贵族的特权地位涂上一层宗教灵光。

奴隶制有了初步发展,但广大被剥削者仍是介于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有各种依附身份的

人们。在贵族兼并和人口膨胀压力下,小农处境 日益恶化。在赫西俄得诗中,他们仍有独立的

经济地位,还能找到资金购买牛、妻子和女奴,甚至航海经商,购回东方奢侈品享用。而今

普遍负债,土地不超过 4公顷 (服 重装步兵役的双牛级至少需12公 顷才能生产 ⒛0麦斗收获
∶物)。 更多的彻底丧失土地,沦为佣工,估计在阿提卡占一半入口。手工匠人也依附于贵族

=的 地产之内,他们的经济活动需依赖主人的船和对风险的承担。

这种初步的阶级对立和压迫,大量通过残存附氏族血缘关系得以实现。居民被组织在氏

族组织中,氏族名义上来源于传说中的同丁祖先,实 际是一个有力家族及其依附者的团体。

如古朗士说, “
氏族组织完全是贵族的

”, “
氏族等于他的国家

”
⑩。现国外学者普遍认为

胞族也是一个贵族氏族支持者的组织。劳动者
“
帕拉泰

”
相当于王政时代罗马的

“
靠客

”
,

在观念上他们之所以卑下,是因为没有得到氏族传统承认的显赫祖先。大而有力的家族控制

众多的依附者,通过给予安全和经济的帮助支配其劳动。而且在梭伦以前,不许雅典人留遗

瞩处置财产,土地房屋归其家族①,这也便利了贵族利用在氏族内的权势进行侵吞。

与此经济状态适应,政治上氏族血缘关系也大量残存,城邦仅是一个结构软弱的初期政

府。贵族的统治权力主要来源于在氏族组织中的特权地位。担任执政官的资格是
“
出身和财

ˉ
窟

”
⑦;由 氏族首领组成的议事会是城邦的权力中心;公 民大会要么停开 (如雅典 ),要么

成为贵族政治冲突的第二个场所,如同罗马库里亚大会一样,贵族凭借其依附者的选票或殴

斗在其中取胜。贵族不仅把持了作为城邦最高司法机关的议事会,也控制了地方的司法杈。

由他们主持氏族祭祀的习惯已转变为世俗祭司的身份,又通过变相收容的洗罪方式握有充分

的司法裁决权⑧。赋税是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早期城邦一般已通过征收港口、市场税和公

∶共土地租金表现了自已的存在,但对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却无能为力,直到僭主统治下

才直接对农业生产征税。公共权力的软弱意味
“
统一运动

”
远未完成,真正权力属于地方有

势力的家族。在梭伦前,雅典九执政官并不住在一起,各有官邸和法庭。四部落选出各自的

部落王,而且传统认为,国王的某些权力已转移到大的地方行政长官手中。所以在早期城邦

冲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地区间和氏族间的冲突,其实质是贵族家族间的矛盾。如直到前 5世
纪,人们仍记得厄琉西斯与雅典的战争。

这种状态正是经典作家所说的国家制与氏族制并存晦
“
过渡时期

”
④。城邦的完善需要

伺后者
“
进行长期斗争

”
⑧。个人野心驱使僭主不自觉地成为历史的工具,前 7-6世纪的社

会变动又为这个历史趋势提供了动力。

工商业的发展与局限 海外贸易、探险和殖民是古风时代三大特色。商品交换以及随之



而来的成败机遇,成为松动旧社会结构的酸剂。许多土地贵族常在商业冒险中加入赌注⑩,同

时,从事战争和海盗劫掠,在东方君王或希腊僭主手下当雇佣军,率众殖民等都是财富的重要

来源。由于财富重要性日益增长,纯 以世系为贵渐变为又要兼顾财产,当 时
“
好人

”
的标准是

“
出身旧的富人

”,诗云: “
贫困的贵族不值一钱

”
。许多人因此脱离旧有的社会地位和生

活轨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力量,如因梭伦取消偾务而破落者就成为庇西特拉图党的重要力

量。一些平民也致富或半贵族人物,被称为
“
坏蛋

”(kakoi)以 与贵族相对。在萨福诗中,

他们开始穿羊皮袄,显然出自农村,后来在城市也有很大势力⑦。当时的。雕刻和陶画表现这

些新贵日益活跃,也接受了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却受到贵族的蔑视,被封锁在贵族

圈子之外。经济交往的发展,从根本上造成了与氏族制对立的社会现实。但是,从上世纪开

始的
“
古史现代化

”
倾向却造成把古风时代希腊工商业水平估计过高,甚至认为已出现了一

个独立的 〃工商业阶级
”

和与
“
贵族党

”
、

“
小农党

”
鼎立的

“
商入党

”
,要么把僭主视如梅

狄奇家族,以 财阀政治中最富有者而获得权力⑧,要么把
“
商人党〃视为僭主赖以存在的主

要同盟者。

近几十年来考古材料证明古风早期希腊工商业发展水平仍相当有限。过去判定货币出现

的时间较早,现在则普遍认为出现于僭主时代。而且主要用于大崇交易,未用于 日常 生 活

(一雅典辅币德拉马克价值一头羊 )。 希腊工商业中心出现更晚,带有特殊经济区段的真正

城市六世纪后半期才出现。在这以前城市只是乡村集聚地,主要中心是庙宇。如雅典由若干乡

村组成,被几块坟地隔开,也没有城墙。变化从梭伦时开始,在庇西特拉图治下才加以规划

和整修,清理了她的主要公共场地。希腊城市的规模也极其有限,雅典在前 6世 纪 只 有 居

民一万,但已属泱泱大城,因为在贫脊的希腊,任何城市超过5000人都必须依赖海外粮食供

给。希腊城邦的基础是农业,白 给自足是希腊人持久的观念⑩。手工业生产规模 也 十分 有

限,古风时期生产大宗为陶器,在希腊仅有科林斯和雅典拥有适合生产精美陶器的粘土矿 ,其

陶器先后独步地中海市场,但学者估计在雅典从事陶器生产者同时不超过一百。更重要的是 ,

工商业者并没有在经济和政治上形成为独立阶级。工商居民在任何城邦都为数甚少,几乎没

有什么固定组织。有公民权的贵族或平民在工商活动中发财以后,为 了荣耀和安全,常把财

富投入土地,定居下来做一个绅士,所以非农业事务通常掌握在居留的外邦人手中。

社会斗争的水平 由于希腊在刚兴起的海外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社会下层获得的更只

是灾难。东方奢侈品刺激了贵族的贪欲,但直到前 500年为止,用 于支付的主要是粮食。贵

族加紧了对劳动者生产资料和人身的剥夺,当贫脊的土地无力提供时,奴隶贸易风行,从当

时的高级妓女、近东君主的太监直到港口和船舶使用的苦力,都广泛采用希腊籍的奴隶。

社会矛盾的激化可以前 8世纪开始的殖民浪潮作为反映。过去人πl认为殖民 主 要 是 受

商业目的的驱使,但近年考古家发现,陶器贸易都出现于殖民点建立之后,即推动殖民的动

力是渴求耕地而非贸易,殖 民者也主要是城邦政治斗争和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因为随时有被

放逐之虞,所以梭伦说幸福的入应有一个外国朋友,以各随时投靠。正如恩格斯说: 
“
氏族

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既然它)对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生产

的国家
”

。梭伦改革是国家提供这种帮助的例子④,但和平立法常常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

而出现软弱的公共权力无力控制的无政府状态。僭主上台无疑得助于这种动乱。但传统对当

时社会斗争水平估计过高,甚至认为已形成如雅典那样纲领明确的三个政党,则失之偏颇。

64



三党派之说出自亚里士多德,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他在记载古风时代宪法时,用 自己时代

Ⅱ的政治经验将其改造得过分明智⑧。如前述 ,在早期城邦中,工商业者并没有形成独立阶级 ,

下层劳动者更在贵族的氏族组织控制下,不可能形成近代意义的政党。相反,政治斗争以氏

族斗争的面目出现。如库伦暴动失败后,其氏族全被驱逐,镇压有力的阿克密尼德氏族因滥

杀俘虏
“
渎神

”
也遭流放。梭伦被授以立法全权,乃足其所在氏族与欧巴托里达伊氏族要协

的结果。从语源上分析,二党也并不具有玫治或经济分野的意义。 “
平原

”
一词指雅典所在

韵平原,平原党首领来库古的丿、Er居 于此地; “
海岸

”
为一长形海岸带,由城市平原向东南

伸展到索尼昂城 (海岸党苜领麦加克利斯即出生于此 ),此派也主要居于平原或靠近平原中

心的地带;庇西特拉图派被希罗多德称为
“
来自山那边的人民,” 他的家乡布芳J鱼与雅典为

山地隔开,可称阿提卡西北山乡,但也有平原一 如̈庇西特拉图根据地之一马拉松9山地党

主要是此方向的贵族家族②。而且平原党与海岸党纲领不同并无明确记载,也很难看出海岸

党人有共同经济利益和要求,有人进一步认为此词 (mrali)源于修昔底德曾提及的巴拄 洛

斯地方, “
海岸党

”
即来臼该地的首要地主。F1样 ,也很难看出下层平民支持庇西特拉图。

他在两次失败后,凭雇佣军和底比斯、阿尔果斯等囤外保守势力艾拧才当稳了悟主'其后代面

临斯巴达军颠复,又依靠落后的帖萨利亚骑真抵抗。那种认为他的主要力量来白社会斗争的

主张无疑很难服人。况且,从阶级成分分析 ,早 期竹主无一例外通通出身贵族。因地蚨三国僭

主常被论者用来作为非多里安平民反对多里安贵放的例子,宜加单独讨论④。从墨加拉第一代

僭主色俄里斯致库鲁斯的诗中可见,他出于贵族领导若中一派。科林斯的居柏塞卢与巴枯族

女于结婚,而该莰是贵族的内婚集团,他并被任命为由巴枯族垄断的执攻官。在奥林匹克发

现他儿子的金碗上刻着: “
奉献给赫拉克列斯神 (多里安入传说的祖先 )” 。西厍昂奥萨哥

拉的出身 IΙ 1罩在传闻和硅世纪历史家虚构的烟雾中,有两个细节常被用来证明他 出身 卑

贱:其父安德内斯是厨子,并因普通人民的拥护而被选为军事执政官,怛这i合恰暴露了历史

的真相:此
“
厨子

”
系德尔菲的宗教职务,实为祭司,由 贵族家族世袭;而 执政官历来从雾

头氏族中产生人选⑧。所以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古风时代的党争主要是一种地区和氏族问的

争斗,僭主是在贵族分裂时作为贵族内一派的领袖以暴力推翻寡头政府而夺权。当然,由于

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阶级矛盾与党争可能有一定联系,而且僭主有时也从苷通群众那里

获仔一点支持,但这毕竟是次要的,不能决定当时社会斗争的性质。

军事制度的变革和意义 在荷马时代,战斗仅曲少数贵族骑士进行,单个决 斗·而无 组

织,普通平民仅为其仆从。根据瓶画研究,重装步兵出现于前750一 T00JF问 ,完整的重装兵

方阵出现于前675年 ④。以富裕农民为主体的重装兵方阵取代了贵族的骑真,相庄怆们的政治

地位得到敬占,而且高度纪律性的军事组织也帮助了国家权戚的发展。但有的口外学者对之

意义估计过禹,认为民主化的基础
“
是纯军事性质的

”
④,甚至主Ⅰ沃有一场

“
重 装 步 真 革

命
”

成为浴主上台的基础 (所谓
“
军事唯物主义

”
)。 此城邦公民兵罕芋组织直接决定城邦

政体的论点可溯源至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一田地势如过干骑兵或重装步真,则形成不同出寡

头政体,雨轻装步真和海军是平民性质的武装,造成民主政休。但现代学者昔遍认为这说法

只符合4世纪的状况。古风时代并无一个
“
重装兵阶级

”
。中农与贵族一道在方阵屮服役,

从陶画上看,其成功者与贵族生活方式相似。而且也没有材料证明有僭主依靠公民兵上台。

漉 西特拉图虽在反墨加拉战争中以占领尼萨伊名声大振,但还是凭借雇佣军和外邦艾持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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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僭政。

地域关系组织的出现 在国家政治机构中也出现了与氏族传统对立的因素。在雅典,部
∶落之下有十二个造船区,负责监督征税和开支,它不仅标志国家可靠地掌握一支海军,也意

昧 着在氏族组织之外出现了地域关系的系统。在梭伦法律中提到的团体
“Org∞ nes” 格外引

人注目,它所有成员均非贵族 ,国外学者认为它极可能是不属于旧贵族的上等阶级的团体 ,作

为不受贵族控制的私人集团被纳入胞族之中。⑧

意识形态内要求公平的浪潮 这观念渊源于宗教,希腊的入、神均需服从
“
正义

”
的统

治。在赫西俄德诗中,司命女神达克坐在宙斯左边,监视滥用司法权的贵族。在科学萌发的

前7-6世纪这观念转变为哲学命题,如阿拉克西曼德认为世界元素火、土、水均有一定比例 ,

∶并都企图扩大自己领土,但有一种必然性在校正这种平衡 ,正如有了火,就必有土(灰烬)。 它

又演化成政治伦理支配一些政治家的行动,梭伦可谓终生实践。这种中庸思想严格说来是贵

族化的,但其背后必有一股更加激进的变革主张。作为贵族精神统治支柱的宗教 也 日趋 式

微,墨加拉贵族诗人哀叹: “
神已离开世界,无人再怕他们

”
。

二 僭主的政策——不难理解的矛盾

旧史学以辨善恶、别褒贬为最高标准,所以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都以僭主 只 考 虑 自

已,不关心公众利益而大加抨击⑧,其实 ,这正是僭主从未 自觉意识是某一阶级或党派的政治

代表,从而主动满足其利益的明证。僭主对贵族严厉打击-—流放,扣 留人质,剥夺财产直

至公开或秘密的屠杀是常用手段,培利安多洛斯还把三百科林斯贵族子弟卖给吕底亚王室为

奴。但这并非革命阶级的
“
专政

”
。僭主一面打击对头,一面拉拢能合作者。庇西特拉图父

子
“
有许多出身贵族的朋友

”
并从中委任执政官④。而且在剧烈斗争后,僭 主尽 可 能 与 敌

人和解, “
镇压的目的在同其他贵族家族达成妥协。

”
⑩雅典的阿卡尼奥尼德在前 546年被

放逐,在前 525年前回国,这时他的领导人已当了执政官。更重要的是 ,贵族根本利益并未受

到损害 (至于僭主将被放逐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的说法 ,因缺乏材料证明,现代学者倾向于否

定。 )所以僭主周围不乏贵族诗入环绕,歌功颂德,最著名者为服务于叙拉古希耶隆宫中的

品达。在僭主制下政治清明、司法改进有利于农民生产,庇西特拉图还以发放贷款、改进道

路推动雅典由粗放的粮食生产向商品农业转变,提高了生产率三、四倍①,根本上解决了粮

荒。但僭主又以农业税压在他们身上,亚里士多德笔下那位山区农民的抱怨,痛苦、不满溢

干言表。为了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庇西特拉图颁布了反懒惰法②,西库昂规定农民必须穿

标志身份的羊皮袄,禁止进城。僭主的内外政策推动了工商业发展,但当僭主感到喧嚣的城

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威胁时,也限制城市发展。培利安多洛斯限制科林斯城市居民人口,雅
典的外邦人在僭主时也被拒绝授予公民权。总之,在对待各阶级关系上,僭主表现出高居于

社会之上的独立性,这正是国家的特征之一。如恩格斯说,这种
“
形式上的独立性

”,使之

更有效地承担起维护剥削阶级根本利益的职责⑩。

在政治上僭主
“
挫败贵族争斗的热情以增进爱国心

”
④,成功地击破了贵族 的 地 方 割

剧。对公民缴械 ,于是贵族武力便被剥夺。庇西特拉图还严禁平时携带武器 ,“致力和平,保

持 安靖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是希腊第一个过上和平、安逸生活的城邦。僭主时代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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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是地域组织在许多城邦内彻底取代血缘组织,标志国家取代氏族斗争的完结。论者通常

只重视克里斯提尼改革,而西库昂、科林斯、米利都、萨摩斯等国僭主却早以实行。科林斯

便把八个地区部落划成二个不相连的区,堪为雅典 1/3区的先声。相应,一些城邦把公民权

扩展到希腊籍侨民和移民 (如 以弗所 )⑤。

僭主时代另一重要业绩是法律的修定和普遍颁行,标志着政府的正规化,也意味国家对

贵族司法权的剥夺。庇西持拉图的巡回法磨,进一步削弱了贵族在乡村的势力。改进税收也

打击了贵族的经济特权并方Π强了城邦的经济实力。雅典征收了农业税,亚里士多 德 记 载为

Γ10,修昔底德认为是12O,并 f乍 为善政举例,故一般学者认为在国力增强后税率减少了=
半。叙拉古的狄欧尼修则征收了资产税。

僭主对社会生活也实行严密控韶,僭 主常派出密探侦察人民言行,同 时禁 止 会 餐、结

党,无疑这有助于阻止贵族力量的聚台。培养贵族精神的教育也在取缔之列,古典时代儿童

更由城邦指定的教师教育。在:林斯等曰还颁布法律限制奴隶数量,禁止过分奢侈,检查娼j

妓,以缓和城邦内部矛盾。

为了增强国力 ,僭主注意发展经济:希 嗜第一批正规铸币都出于僭主的造币厂。传统认为

阿尔戈斯的斐登在埃吉那铸造了希腊最早∷钱币,但 晚近考古发现其时交换尚使用烤肉铁叉。

埃吉那在前 6C0年左右发行的海龟图形钹币遂祓断为最早。著名的雅典猫头鹰币 (曾 使用千

年 )出 现于前 b0年左右。改良港口、镇玉海盗 ,完 善城市是僭主普遍的业绩。在庇西特拉图治

下,雅典初具
“
希腊中心

”
的雄姿。他在卫蚨眵建了两座大庙和五个较小建筑,使之由城堡

变成纯粹的圣所。在新的
“
下城区

”
填平了十÷ ,犭t沟 ,修建了大路,广场,通过陶管向城区

供水的工程也已完善。广场周围建有各种公共建莰,具有政治、司法、宗教和商业等多种功

能,悲剧 L匕
j予 岜在此举行⑩。耐入寻味的是,考古材料证明科林斯陶器的衰落与僭政被推翻÷

齐步,而雅典陶器继起又与僭政建立同时。膺政适逄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似非仅仅
“
巧合

”
。

僭主的对外政策都比较富于生气,有利于经济发展。阿尔戈斯的斐登在 f白 罗奔尼撒半岛

建立了陆上霸权;萨摩斯的波律克拉铁斯则是希腊第一个谋求制海权的人。科林斯通过推动

殖民,建立了对西北希腊的控制;雅典也控制了赫革1斯谤海峡,使黑海市场洞开。而且与希

腊人殖民传统不同,这些殖民地与每邦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成为保护母邦海外贸易的前

哨。同时僭主的对外政策又都比较和平,僭主很少兼并僭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 利 害关 系
——使公民脱离武装意味需要国际形势的缓和。

僭主普遍重视宗教文化事业。其用意之一在冲击贵族对文化的垄断。鼓励分裂、弘扬贵

族世系的英雄崇拜为更民主的城邦宗教所玉倒。城邦主神崇拜 (如雅典之雅典娜、萨摩斯之

赫拉 )在官方提倡和支持下蓬勃发展。由农事巫术转化而来的酒神倍受青睐,囚为他不仅大

众化,而且对公民和非公民都同样有吸引力,在阿尔戈斯更成为城邦主神。影响由政治及于

文化,此神祭仪中的悲剧表演前 535年始于雅典,从此平民化的悲剧逐渐取代了贵族化的抒

情诗,在科林斯也以其祭祀时∴1记子为基础发展成一种新诗体 裁 (dithymmb)。 用 意 之二

在增进城邦的统一意识。庇西特拉图把厄琉西斯地母秘祭置于国家控制下,并亲任指挥。地

方祭仪或被搬入雅典城内,或在卫城分设一祭坛 ,如阿尔特弥斯仍在布劳隆被崇拜,但在卫城,

上有其祭坛。更重要的是,崇拜雅典娜成为每个雅典公民的首要义务。用意之三在神化僭主

的权威。雅典娜在雅典受到特别的尊崇与庇西特拉图第二次戏剧性的上台有关。前六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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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画描绘有英雄赫拉克列斯由雅典娜护送,在诸神引导下前进的场面。宣扬此神与当时时/l-t

风 尚相左,学者认为这正是表现卖花女费厄装扮雅典娜送僭主回城的故事。具有爱奥尼亚文

化中心地位的提洛岛 (上有、阿波罗神庙 )被说成是庇西特拉图的出生地,他动用金钱和权势

在此进行了
“
祓除仪式

” (挖除坟墓 )。 用意之四在为国家霸权服务。 《伊利亚特》在雅典

风靡一时,不仅肓成文课本,而且有定期的公众背诵比赛,只因为在其 《船表》中,雅典世

敌墨加拉仅为彼奥提阿一城,尚无独立地位。此风始于梭伦,他在 《船表》中加了一句话,

使萨拉密斯的船停靠在雅典船旁,并据此要求对该岛的主权⑦在庇西特拉图庇护下,又依据

雅典的利益和名誉对之进行丁最后修定。出于同样目的,希库昂的克利斯提尼却严禁国内呤

颁 《荷马史诗 》,因为其中几乎全是歌颂其敌国阿尔戈斯人的。

三 僭主与王权

亚里土多德说庇西特罚图
“
未曾破坏宪政

”
,雅典雅康年表残片也表明城邦任命高级官的

传统没有中断。其实如果不拘泥于宇句,僭主既然把最高权力攫于已手 ,“使法律和宪法仅仅

成为政府的外表
”
⑧,也就意味苦共和政体的中断。庇西特拉图在所有僭主中最晚,独裁色彩

也最稀薄剖析一下他控制政权的手段无疑是有益的。他通常注意让家族中一个成员担任公职
(如其孙曾任执政官 ),而且使九执政官和元老院成员部随其旨意进退 ,从而仰其鼻息。最

重要的是,僭主权力来源于外籍雇佣军,戊为一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独裁者。上台后庇

西特拉图保持了雇佣军 (其屮部分由斯基泰奴隶弓箭手组戍),所以有力量解除公民武装。

两次被逐使他深知军队灼玉要,以拥有尚武的称号
“Aristicn” 而自蒙 (意 “

最好、最勇敢

的
”

)。 在墓碑上他被刻画成全付武装的战士,对于他政权的性质,这无异于一个形象的注释。

所以,虽然确凿形戍王朝的只有科林斯的库普赛洛斯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家族, (希 庠

昂的苋里斯提尼之父奥萨哥拉是否当了僭主尚有疑问 )。 但其权位世袭,其诸子被封为殖民

地的
“
小僭主

”,在当时入看来却是名正言顺的。他们的统治制度许多学自波斯帝国。他们

的个人生活虽风格各异,但铺张奢侈以炫耀力量和财富却是普遍的。西库昂克里斯提尼为择

东床,蓐仿传说中的古王,把全希腊的贵族求婚青年遨到宫中居住一年。宣部结果那天,还
举行百牛大祭并宴请全国居民。

这问题如从希腊人的现念看更是简单不过。 “
僭主

”(tyrmnis)一 词源于吕底亚的
“
君

主
”
,在希腊活中首次出现于 7世纪诗入的四行诗中,在诗中这词与吕底亚美尔姆那达王朝

创立者巨吉斯和其叵大财富联系。苴到古典时期阿提卡悲剧中还常用这一名词,除王的含义

外刑无恶意④。以后马其顿亚历山太也将其王系追溯至斐登。从希腊丿、用语习惯看,称僭主时
“
1nonε rkbia” (君王 )与

“
tyrannis” 通用,问用

“
巴西琉斯

”
。细致分析三者微有差异 :

传统的
“
巴西琉斯

”
市确定的权力和限制,而 “mmarkbia” 和

“
t!ˉ rannis” 则元道德和法律

的约束。所以在使用中
“
巴西琉斯

”
一般规格较低,如科林斯僭主家族的成员在-些殖民地

拥有巴西琉斯称号。馏主有也白称巴西琉斯以示谦逊, (如在西库昂奉献给奥林匹亚宝物的

铭 文中)。 两
“tyrmnjs” 与

“⒔Ona瓜 b ia” 相比,还杂糅着
“
富于财富的专制的泛音

”
④,修

昔底德认为僭主出现于田力更强、财力更厚之时。另外王政时代的巴西琉斯权力从观念上说

掘 自宗教,丽僭主表现为比较纯粹的世俗行政权力。在现代人看来,毋宁说僭主最具有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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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持征。

值得注意的是僭主与王政时代有一股若明若暗的联系。阿尔戈斯的斐登把传统的巴西琉

∷斯王杈扩张成僭政。古代作家说雅典提秀斯王的后代戴则曾想通过废除地方宗教崇拜来增进
∵统一,结果被贵族放逐。但即使末王卡德洛斯被废以后,其后仍世袭雅康(巴西琉斯)称号。
古朗士认为贵族暴虐加重后,人们无不怀念相去不远的王政时代,僭主为其新形式的复活。
可以联想,人们称颂庇西特拉图僭政为

“
克洛诺斯的黄金时代

”
,正是这种怀旧心 理 的 表

∴现。僭主也适时利用了这种传统心理,据说庇西特拉图在给梭伦的信中为自己辩白说: “
我

并不是希腊人中唯一想当君王的人, (而且 )我作为卡德洛斯王室的后裔,这样做也没有什

么不合理之处。
”

王政时代结束后再度出现僭主,这并不可怪。从一般规律说,氏族显贵和王政萌芽是早

期阶级社会的一对孪生子②,而且在这个过渡时代, “
对领袖入物的崇拜是从思想上确认新

∷生的杈力机关的中心环节
”

③。何况,当时正处于考古学所谓
“
东方化时期

”,通过各种海

外冒险,希腊人不仅接受了近东的宗教观念、字母文字、陶画艺术和音乐,也对东方君主的
j权势和财富表现出一种艳羡与崇拜,贵族们热衷给儿子起他们的名字。如科林斯最后一个僭
主名叫普撒美提科斯 (埃及26王朝创立者),在雅典一青年的墓碑上其名为克洛索斯 (吕 底
亚王国末王 )。

那么僭主又为何不能建立巩固的世袭王朝呢?此问题涉及过宽,在此只能提供几条初步
i的 思考路线:一个王国的出现,需要冲破原始共同体的柬缚,尚有待一系列的历史机遇。但在
∶希腊,既无大规模扩张来扩张王的权威和财富 (只有阿尔果斯和斯巴达在兼并国土上成就可
观,这两国的王就较长时期保留,并非偶然 ),也没有足够的宗教灵光使王神圣化 (在东方
王是

“
神

”
或

“
半神

”
)。 以铁器时代和海外贸易的标志的生产力水平,使希腊私有经济得

到较大发展,对抗王权增长的阶级力量迅速发展 (元论平民或贵族 ),僭主推动了 经济 发
展,同时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前 7世纪以后澎湃于希腊的启蒙思潮也不能不对真正王权的
出现产生重要的抑制作用,故有学者认为: 

“
僭主与希腊人的政治价值观是太矛盾了。

”
④

通常认为多数城邦经历了
“
王政——贵族政治——僭政¨一民主制

”
的发展道路,这说

∷法很不确切。僭主被推翻以后,仅有少数城邦上升为民主政体,多数回到贵族政体。但这并
非

“
复辟

”,希腊城邦无论在外部形象还是在内部结构上都涣发出成熟之美:古希腊地理家
1波桑尼阿曾强调有无公共建筑 (卫城、民众大会会场、剧场、体育场等 )是识别

“
波里斯

”

(城邦 )的标准,雨这完美的城市出现于僭主时代之后。城邦内部阶级关系也得到调整。诚
如列宁说,古代的阶级压迫是通过等级制表现的,古典希腊既然是奴隶社会,贵族就不仅存
在,而且在社会生活中继续保持优势地地位,包括雅典激进民主制时期,领导人也几乎全是
贵族,而且有的家族一直把持着某些宗教祭祀。但贵族的藩篱已被打破,古典时期喜剧中打
诨曰: “

这人的出身如何-—富入,这就是当今的贵族!” 何况,贵族已不可能恢复在政治
上的独占地位,不得不与公民内其他阶层分享政权:  在民主制下贵族取得政权必需通过民
众支持,新的寡头比较早期贵族政体宪法也更自由⑥。同时,国家机器最后战胜 了 氏族 制
.度, “

在七世纪僭主的黄金时代之后,六世纪到处流行各种政体的集中政府
”

。⑩

据说梭伦曾说过: 
“
宗教和法律凭本身不能造福城邦,只有那些能凭自已的意志领导群

J众的人才能做到这点, (只 有 )好的领导,宗教和法律才是有益的。
”

④僭主以独裁手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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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城邦的发展,从这点意义上,僭政是希腊历史上必须的一步。

但现知在早期僭主时代仅有27个城邦建立了僭政 (波斯人扶持的除外 ),这些城邦的共

同特点是中等大小,多处商路之上 (斯 巴达例外,对美塞尼亚的征服,使之财富激增,阶级

关系得到调整,既无需殖民,也没有出现僭主。 )在绝大多数城邦,虽然没有出现僭主,却
并未影响历史方向 (最新估计仅在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区就有1500个城邦 )。 僭主时代,也是

立法者和民选独裁官活跃的年代。在前一类城邦,社会矛盾十分剧烈,需要僭主 来 打破传

统,立法者之后常又出现僭主 (如雅典);后一类居民公社以其微小与单纯,却能够比较平

和地度过历史的转变期。所以也可以说,僭政并非每个希腊城邦都必需经历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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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
“
长林梢

”

陈 孝 达

杜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
“
高者挂胃长林梢

”
句中的

“
长

”,现行读物一般读为ch6ng(场 ),′

'作形容词,训
“
长林梢

”沩 “
指高大的树梢上

”,我认为此当读zhong(掌 ),作动词, “
长林梢

”
解作

“
生结 (或附结 )布树梢上

”
。其基本理由是:第一,从对仗讲,'古体诗可有可无。但本诗 的

“
高者

”
与

“
下者

”
两句本身对偶,成工对。从语法分析可以看出, “

长
”
和

“
沉

”
相对应ρ都是动 词,各作自己句

子的谓语。第二,从平仄格式讲,古体诗比较自由。但本诗的上述两句构成七言工对,平仄虽不工稳,怛

有平仄。一般说来,出句与对句的第二、四、六字不一定要求
“
分明

”,但其工对的出句与对句的第五 个

字则平仄要求一般必须严格,此处的对句的第五个字
“
沉

”
是平声,町其出句的第五个字

“
长

”
必须为庆声,

囚而
“
长

”
就当读zhong(掌 )。 第三,从表达需要上讲,上述两句着重描

“
卷茅

”
的结果,照应前文的

“
风

怒号
”
和

“
卷

”,以突出风力之大而且猛烈,烘托出不容喘息的紧张气氛,活画LH诗人想收回飞洒 的茅 草

以便重新盖苻茅屋上但挂胃的茅草却象
“
生活在树梢上

”
似的,思去收拣,但又措手不及、可望而又不可

企及的焦急心情和痛苦不安的神态,从而从侧面突出了
“
寒士”的艰难处境和盼望

“
广厦千万间

”
的迫 切

'心情。
“
高者

″、 “
挂胃

”、 “
林梢

”
已状出树高和

“
茅飞

”
之高,这里已再无必要用形容 词

“
长

”
去修

f饰
r林

梢
”
。如果这样,反而把表达的重点冲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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