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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琉息斯秘仪与奥尔菲斯教是古希腊文明中两个既相似、又不同的宗教文化现象。二者处于

相同的社会环境之中, 是同一类型的崇拜方式, 都与生殖崇拜、冥府崇拜密切相关, 强调个人与

神灵的结合, 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注重来世的生活和有一定的排外性及神秘性。但二者在仪式

的举行、机制的管理、教义的传承方式、来世幸福的实现方式和与公共宗教的关系上有着极大的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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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仪是一种古代的神秘宗教仪式, 强调个人与神灵的沟通与结合, 因其具体细节和启示意义

对入会者以外的人保密而得名。秘仪在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民族中都能找到, 例如埃及伊西

斯 ( Isis) 和奥西里斯 ( Osiris) 秘仪, 弗里吉亚大母神库柏勒 ( Cybele) 和其情人阿提斯 ( At2
t is) 的秘仪, 波斯密特拉 ( M ithras) 秘仪等, 其中古希腊的埃琉息斯秘仪 ( Eleusis Mysteries)

最负盛名, 奥尔菲斯教 ( Orphism) 最具影响力。

埃琉息斯秘仪是约公元前 15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种主要以地母神得墨忒耳 ( Demeter)

和冥后珀尔塞福涅 ( Per sephone) 为崇拜对象的神秘宗教。其神话的主题以珀尔塞福涅的被劫为

基础, 讲述了不同于公共崇拜中两位女神的神话, 即得墨忒耳的漫游寻女、珀尔塞福涅的失而复

得, 以及秘仪向埃琉息斯人的传授。它在远古的地母神、蛇女神与冥府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

系, 并通过这种联系向入会者提供来世进入幸福之地生活的入场券。它向所有会说希腊语和未犯

杀戮罪的人广开门户, 拥有为数众多、来自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的入会者, 逐渐从一种地方性祭

仪发展成为泛希腊性的仪式, 甚至吸引了一批来自希腊世界之外的信众, 具有一定的世界性。

奥尔菲斯教是公元前 7 ) 6世纪出现于希腊的 /一种以传说中的诗人、歌手奥尔菲斯¹为中
心人物、以其诗作作为信仰活动基础的宗教。0º 它以宙斯和珀尔塞福涅乱伦之子狄奥尼索斯 #

扎格柔斯»为崇拜对象, 与酒神崇拜和巴库斯秘仪有密切的关系。但奥尔菲斯教强调通过神秘仪

式净化灵魂在来世获得更神圣的存在。它以秘仪、新的创世神谱和素食主义的生活方式著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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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这三者与城邦公共崇拜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因此, 在希波战争后, 奥尔菲斯教逐渐走向

了没落, 甚至受到了城邦社会上层的唾弃。但其宗教思想与观念仍持续影响着古希腊人乃至基督

教。

奥尔菲斯教与埃琉息斯秘仪共存于同一文化体系、同一历史时期, 都是要解决人死后如何生

活的问题, 对古希腊文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二者又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它们是古希腊文明中

两个既相似、又不同的宗教文化现象。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 既可以通过其相似性来理解秘仪在

古希腊社会的 /普遍意义0; 又可以以二者的相异性解读为何埃琉息斯秘仪在诸多秘仪中能异军

突起、蓬勃发展, 而奥尔菲斯教却如昙花一现只能游离于社会边缘。

一、二者可比性

(一) 埃琉息斯秘仪与奥尔菲斯教本质上属于同一类宗教

埃琉息斯秘仪与奥尔菲斯教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概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与生殖崇拜、冥府崇拜密切相关

从崇拜的神灵上看, 得墨忒耳、珀尔塞福涅和狄奥尼索斯都属于植物神和冥府之神。奥尔菲

斯教的狄奥尼索斯是宙斯与冥后珀尔塞福涅乱伦所生之子, 遭提坦嫉妒被杀, 死而复生后, 据说

他频繁出入地府之中。他的母亲是冥后, 所以他本质上是位冥府之神。他又是酒神, 这说明他与

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埃琉息斯秘仪的得墨忒耳与珀尔塞福涅都是谷物女神, 本质上都是地女神、

蛇女神, 与农业、冥府崇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强调个人与神灵的关系

二者都强调个人与神灵的沟通及结合。它们通过现世的一些繁琐仪式, 为来世提供得救。在

秘仪中, 城邦不再是神与人交往的中介, 入会仪式在参加者和神灵之间建立了一种一对一的直接

关系。因此, 在希腊语世界中, 强调净化、与神单独进行结合并宣扬来世能获得幸福的埃琉息斯

秘仪与奥尔菲斯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众。正如法国学者韦尔南所说: /秘教与官方祭祀的公开

性形成对照, 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意义: 它确立了一种个人得救的宗教, 其目的是不依赖社会秩序

而改造个人, 使个人获得新生, 脱离普通人的身份, 进入另一层面的生活。0¹

3. 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埃琉息斯秘仪与奥尔菲斯教不似城邦公共宗教那样, 参与者仅限于自己的公民, 也不像东方

的密特拉秘仪那样将妇女排除在外, 它们原则上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任何愿意加入的人都可以入

会, 包括本邦男性公民、妇女、奴隶、儿童和外邦人, 因此二者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都放弃

了城邦政治加诸于人身上的影响, 它们不因性别、身份、国籍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这

就为社会地位低下的民众, 例如妇女、奴隶、妓女和外邦人等参与宗教生活提供了一个平台。

4. 对来世的许诺及相对排外性

如果说奥林波斯诸神崇拜的公共宗教反映了古希腊人的公共集体生活, 尤其是集体宗教生

活, 反映了城邦与神及个人的密切关系, 人们对现世生活的关注; 那么, 秘仪则代表了古希腊人

对个人发展, 特别是对农业、死亡和来世生活的关注。埃琉息斯秘仪与奥尔菲斯教都向人们承

诺, 入会秘仪死后在冥府中就会获得永远的幸福, 而不再是毫无生气的幽灵。这种对死后幸福生

活的许诺, 弥补了奥林波斯崇拜对来世关注的不足。同时, 二者所许诺的来世幸福都是只有入会

才会实现的, 这种以入会为条件的来世幸福, 显然将未入会者排除在外, 具有一定的排外性。

5. 神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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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密原则是秘仪共有的特征。入会者对自己所见所闻和生命奥义必须保持缄默, 不能对

外泄露。这一原则及多在夜间举行的特点使埃琉息斯秘仪与奥尔菲斯教都蒙着神秘的面纱。在希

腊人眼中, 泄露秘仪的内容, 要受到神灵的报复, 死后也要受到惩罚, 其命运比那些未入会者还

要悲惨。因此, 古典作家虽对秘仪有所提及, 但对秘仪的具体内容都避而不谈。秘仪的神秘性使

它相对处于一种边缘地带, 一定程度上与城邦公共空间脱节。

(二) 埃琉息斯秘仪与奥尔菲斯教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同

二者都处于相同的社会背景下, 存在于古希腊文化土壤中, 经历了相同的时代变革, 都与古

希腊城邦的兴衰紧密相联。具体而言,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从静态的生存空间上看, 二者都依赖于古希腊的文化土壤。远古的地神崇拜、植物神

崇拜是二者得以产生的基础。得墨忒耳、珀尔塞福涅都具有远古的来源, 是远古时代的蛇女神、

地女神; 狄奥尼索斯也是一位远古之神, 可能是位植物神, 线形文字 B 中发现他的名字证实了

其远古性。城邦民主制的建立与发展, 使埃琉息斯秘仪与奥尔菲斯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民

主的环境有利于希腊人对这种非主流崇拜方式的接纳。就埃琉息斯秘仪而言, 正是在雅典民主政

治的推动下, 它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泛希腊性的仪式。奥尔菲斯教没有在官方宗教体系中获得一

席之地, 但城邦实际上对奥尔菲斯教的秘仪与聚会是放任的, 除非他们的活动引起诉讼。此外,

公共崇拜对死后生活关注的不足也为奥尔菲斯教和埃琉息斯秘仪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在希腊宗教

思想的主流中, 人们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 缺乏对来世生活的关注。这种意识的缺乏是非主流的

秘仪兴起的前提。

第二, 从动态的社会历史演变上看, 二者都与古希腊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古风时期, 是希

腊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 原有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都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城邦内部贫富分化的

现象日益严重, 社会动荡不安。这种社会环境促使人们在精神上寻求新的依靠。埃琉息斯秘仪与

奥尔菲斯教适时现身, 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要。古典时期, 希腊人爱国主义热情高涨, 这对秘仪

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埃琉息斯秘仪被纳入官方体系, 因此它一时获得了极大发展, 相对而

言, 奥尔菲斯教则因徘徊在城邦边缘而走向衰落。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即二者的兴衰都与古典时

期希腊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伯罗奔尼撒战争后, 随着城邦制度的衰落, 人们不再依赖社会群

体的力量, 失去了参加城邦集体生活的热情, 这为许诺个人得救的神秘仪式的兴盛再次创造了条

件。到了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统治前期, 秘仪更加普及和繁盛。这时, 希腊的城邦制已经没

落, 秘仪的许多传统都被外族统治者加以改变, 他们虽使秘仪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却

也埋下了消亡的祸根。因此, 秘仪由盛而衰是与希腊城邦制的衰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二者主要不同之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埃琉息斯秘仪与奥尔菲斯教的仪式活动细节及意义都对未入会者保密,

本质上都满足了人们对死后生活的关心。它们又都处于同一种社会环境中, 成长于同一文化土壤

中。二者之间的相似性表明这类秘仪活动在古希腊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它们之间还存在着许

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秘仪的举行方式不同

如前所述, 秘仪一般都是为纪念某个神灵的死而复生而举行的, 都要为参加者举行一定的入

会仪式, 使之正式成为该秘仪团体中的成员。但就具体细节而言, 埃琉息斯秘仪与奥尔菲斯教的

举行方式还是有区别的。

一是从秘仪纪念对象上看, 埃琉息斯秘仪的崇拜对象较为单一, 它是专门为纪念得墨忒耳和

珀尔塞福涅女神而举行的仪式活动; 奥尔菲斯教虽是以狄奥尼索斯为崇拜对象并执行他的神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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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但实际上它的秘仪是为多个神灵而举行的, 包括奥林波斯宗教中的诸神和希腊一些次神, 就

连埃琉息斯的得墨忒耳和珀尔塞福涅也在其中。奥尔菲斯教献给诸神的 5奥尔菲斯教祷歌6 证实
了这一点。

二是从秘仪举行的时空上看, 埃琉息斯秘仪具有唯一性, 它每年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所

举行一次, 拥有唯一的宗教圣地。奥尔菲斯教的信徒则每个月都参加秘仪, ¹ 具体时间和地点常

常无法确定下来, 也没有固定的崇拜中心, 流散于希腊和意大利各地。尽管如此, 但每个月都举

行秘仪, 说明奥尔菲斯教仍是 /有组织、有时间性的活动。0º

三是从秘仪举行的程序上看, 埃琉息斯秘仪更为复杂些。在举行正式的入会仪式前, 它还需

要于每年 3月在雅典阿格拉举行一次小秘仪, 以确定入会者候选人资格。奥尔菲斯教在入会仪式

之前则没有类似的程序。

四是从秘仪举行的私密性上看, 埃琉息斯秘仪实际上分为公开的和私密的两部分庆典。一般

在雅典举行的庆典和仪式是公开性的, 允许非入会者观看; 在埃琉息斯得墨忒耳神庙内举行的仪

式只有入会者才能观看。而奥尔菲斯教的仪式则都是只有入会者才能观看和参加的。

(二) 秘仪的管理机制不同

一般而言, 宗教仪式的举行都是按照特定的制度和在专门人员的管理下进行的。奥尔菲斯教

与埃琉息斯秘仪通常都是在祭司的管理监督下进行的, 但二者的管理机制却有极大的差别。

首先, 埃琉息斯秘仪的管理机制包括了城邦政府和神庙祭司的双重管理。自埃琉息斯被雅典

征服后, 其秘仪被纳入了雅典官方崇拜体系之中, 此后, 雅典城邦每年选举王者执政官和监察官

负责秘仪庆典的举行、渎神案的判决和财政管理等。仪式的具体细节则仍是由传秘师、火炬手、

传令官等祭司们负责。因此, 埃琉息斯秘仪的管理机制实际上是政治参与下的祭司管理制。相对

而言, 奥尔菲斯教没有形成成熟的管理体制, 祭司只是负责主持仪式、传播教义, 并且往往是一

人兼数职。奥尔菲斯教提倡教徒自身的修炼, 节制、自律等, 不需管理。

其次, 从负责秘仪具体事务的祭司来看, 二者也极为不同。奥尔菲斯教的祭司大多是云游四

方的先知、诗人或乞丐。他们社会地位地下, 也不是来自某个专门的祭司家族。它并没有形成各

司其职的祭司制。秘仪的主持人充当了祭司兼传授者的角色。他们有的被称为 o rphetelestes, 有

的被称为 bakoloi。他们在秘仪聚会时负责主持仪式, 余下时间则去宣传教义。古代作家在提及

这些奥尔菲斯教的祭司和信徒时, 都尽显鄙夷、嘲弄之能事。柏拉图把它的信徒和祭司描绘成乞

讨的教士, 依靠为生者, 兜售长生不老秘诀而赚钱的流浪汉。这些乞丐祭司云游于各个城邦, 奔

走于富人之门, 依靠他们的圣书劝说人们入教。» 埃琉息斯的祭司们是一些专业化的祭司, 大多

选自欧摩尔波斯和克里克斯两大祭司家族, 这些祭司各司其职, 精于自己的职业知识。他们的社

会地位极高, 在罗马时期甚至被神圣化, 提到他们的名字将被处死。尤其是传秘师, 他是个名符

其实的 /主持演出者0, 而不是一个传授者。¼ 他负责主持秘仪庆典, 在入会高潮阶段向入会者

展示神秘的圣物并说神圣的话语。但他并不传授信徒们如何获得得救, 也不四处行走劝说人们参

加秘仪。

(三) 教义的传承方式不同

奥尔菲斯教传承教义的方式主要是依靠文字圣书。强调经书的重要性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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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希腊宗教史上 /文字宗教0 的第一例。¹ 其教徒都将奥尔菲斯的诗作视为 /圣书0。这些诗

作真实地体现了奥尔菲斯教的教义和思想。柏拉图说: /奥尔菲斯教徒们创造了一些穆塞俄斯和
奥尔菲斯的书, , ,他们根据这些经文执行献祭。0º 祭司们就是根据奥尔菲斯和穆塞俄斯的诗

作来主持秘仪和向入会者揭示入会深层含意的。

埃琉息斯秘仪是采取口传和眼观的方式来传承教义的。它不存在文字圣书, 只能依靠传秘师

一代代地将秘仪的奥义口传给入会者。传秘师在入会高潮阶段所说的话极可能就是他们的教义。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口传的方式, 才会要求入会者必须懂希腊语以便他们能听懂传秘师的话语。此

外, 观看圣物的展示也是信徒获得教义或启示的方式。

(四) 来世幸福的实现方式不同

奥尔菲斯教的信徒要想实现来世的幸福, 光靠入会是不够的。参加入会仪式只是他们实现来

世幸福和得救的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过一种 /奥尔菲斯式的生活 ( Orphic life) 0, » 方

能达成所愿。也就是说, 奥尔菲斯教要求信徒在日常生活严格遵守教规, 禁欲、节制、正直、自

律、素食、禁杀生、不碰豆子、不碰羊毛等, 经过这种日复一日的苦修, 他们的灵魂会得到净化

从而避免了轮回之苦, 死后可以永生甚至成为神。所以, 日常的奥尔菲斯式的生活方式才是他们

实现来世幸福的关键。埃琉息斯秘仪则不然, 它强调入会就是一切, 只要入会了, 观看了圣物的

展示, 听懂了传秘师启示的神圣话语, 那么他就已经在冥府登记入册, 死后就可以在那里幸福地

生活。它对信徒没有提出生活方式上的要求, 例如素食、禁欲等。

(五) 与公共宗教的关系不同

奥尔菲斯教与埃琉息斯秘仪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同城邦公共宗教的关系上。奥尔菲斯教是一种

与城邦公共崇拜相对立的宗教。它在许多方面上都是和奥林波斯宗教迥然相异的。

首先, 奥尔菲斯教的素食主义证明了其与官方仪式的对立。在古希腊的公共宗教中, 祭祀时

都会屠杀牺牲, 并分食献祭给神灵的酒肉。据赫西俄德说, 肉食主义是由普罗米修斯用计谋为人

类争取而来的。¼ 荷马也多次描述了祭祀时人们饮酒吃肉的情景。½ 牺牲往往在祭祀时当场宰

杀、烧烤, 由参加者们分食吃掉。甚至希腊人认为宗教仪式上的流血是对神的敬畏, 而血具有强

大的驱邪功能。奥尔菲斯教则与荷马传统中的肉食主义是相悖的。它禁止杀生, 拒绝一切带血的

仪式, 实行素食主义。它通过狄奥尼索斯被提坦撕成碎片的故事制定了这一规定。在他们看来,

将动物献祭给神灵意味着对神的冒渎。柏拉图的 5法律篇6 中明确提到了奥尔菲斯教的这种观

念。他说: /以前有的民族不吃牛肉, 也不用动物作牺牲献祭; 而是用糕饼、蜂蜜浸泡的食物,

或其他类似的纯洁之物, 来荣耀他们的神。人们禁食肉类, 因为吃肉或者用血玷污诸神的祭坛都

是亵渎之举。所谓的奥尔菲斯式的生活就是这样, 人们吃素食, 谢绝一切动物。0¾ 显然, 这种

严格的素食主义难以获得希腊人的普遍认可, 必然会受到城邦生活的排斥而只能居于城邦的边缘

地带。

其次, 它建立了新的、与赫西俄德传统对立的神谱, 提出了新的宇宙起源论。据赫西俄德所

建的神谱, 最先产生的是卡俄斯 (混沌) , 由混沌生大地, 由大地生万物, 包括奥林波斯诸神、

大地深处的塔耳塔罗斯和爱神厄洛斯,,从混沌还产生了厄瑞玻斯和黑色的夜神纽克斯。¿ 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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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斯教却将时间视为宇宙伊始。由时间产生了宇宙, 由宇宙孕生了卵, 由卵生双性神法涅斯

( Phanes)。法涅斯是诸神的创造者和第一任统治者, 在他后面还有五位神王: 纽克斯、乌拉诺

斯、克洛诺斯、宙斯和狄奥尼索斯。这里的纽克斯也不同于赫西俄德笔下的纽克斯。奥尔菲斯教

的纽克斯与法涅斯密切联系在一起, 充当了赫西俄德 5神谱6 中大地女神盖亚的角色。到了第五

任神王宙斯统治时, 他吞食了法涅斯, 继而成为万物之始。后来他与女儿珀尔塞福涅乱伦而生第

六任神王狄奥尼索斯。

再次, 奥尔菲斯教建立了新的神人关系, 宣扬人可以成为神, 这与奥林波斯宗教也是背道而

驰的。荷马传统中的神人同形同性, 古希腊人按着人的样子塑造了神的形象, 但他们将神置于一

个高不可攀的地位, 人和神之间始终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难逃一死, 神却永生。在公共

宗教的信仰和仪式中, 不存在人可以变成神的观念。人如果将自己表现得像神一样会被视为是对

神灵的亵渎, 往往会受到神灵的惩罚或司法的审判。品达在其作品中总是警告人们不要妄想成为

神, 因为 /人最适合自然消亡。0¹ 奥尔菲斯教则改变了这种神人关系, 强调人通过彻底的净化

和今生的努力是可以变成神的。发现于图瑞瓦古墓的铭文证实了奥尔菲斯教的这种观念, 铭文上

说: /从前你是人, 如今你成了人的神。0º 其创教始祖奥尔菲斯本身具有人神合一的特征。在奥

尔菲斯教看来, 人类从提坦神的灰烬中诞生, 灰烬中既包含了提坦神的邪恶和罪孽因素, 也含有

狄奥尼索斯#扎格柔斯的神性因素。人通过禁食、禁欲、节制等方式的净化, 可以洗去提坦神遗

留给人类的罪孽从而使人向神性方面转化。

最后, 奥尔菲斯教对今世生活的忽视也与公共宗教截然不同。荷马传统关注的是现世人们的

生活, 他所宣扬的来世对普通人而言是恐怖的。如前文提到的, 在公共宗教传统中, 人死后灵魂

在冥府毫无生气, 度日凄惨。即使是与神灵有血缘关系的英雄阿基里斯也难逃一死。在这种来世

观的影响下, 希腊人更注重的是今生的享受和满足。对奥尔菲斯教徒而言, 今世的生活远没有来

世的永恒和幸福重要。他们自愿在今世过清苦的苦修生活来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净化, 例如禁欲、

禁杀生、禁用羊毛、不碰豆子等, 为来世幸福的实现做好准备。这种生活悲惨的今世显然与城邦

的生活是脱节的, 尤其会受到社会上层的排斥。

正是上述奥尔菲斯教与城邦公共仪式传统的对立, 才使得它没有向埃琉息斯秘仪那样发展成

为泛希腊的宗教, 只能游走于城邦的边缘地带。自古典时期以来它受到了希腊人的鄙视和嘲讽。

希腊社会上层人士视奥尔菲斯教为迷信。德莫斯提尼曾在法庭上想方设法地引起陪审团对奥尔菲

斯教徒的偏见。柏拉图也曾称奥尔菲斯教徒是行乞的骗子, 欺骗了城邦、欺骗了人民。» 依提奥

弗拉斯托斯 ( T heophrastos) 的观点, /迷信者0 的特征就是每个月都参加奥尔菲斯教祭司主持

的秘仪活动。¼ 许多普通人也对奥尔菲斯教存有偏见, 阿里斯托芬的 5云6 中就有希腊人对奥尔

菲斯教仪式嘲弄和模仿的场景。剧中人物苏格拉底将自己吊在篮子里, 然后像奥尔菲斯教徒那样

崇拜太阳。½

相对奥尔菲斯教而言, 埃琉息斯秘仪不是作为城邦公共宗教的对立面存在的, 而是在诸多方

面与之保持一致, 是它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第一, 埃琉息斯秘仪虽也有相关的行为禁忌和饮食禁忌, 但它并没有改变公共宗教传统中普

罗米修斯的肉食主义, 而是与之保持了基本一致。埃琉息斯秘仪中也有禁欲的规定, 但这仅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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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秘师一人的, 在秘仪期间传秘师要服用一种丧失性能力的药物以维持秘仪的纯洁。但秘仪庆

典过后, 传秘师可以过正常的性生活。在饮食禁忌上, 埃琉息斯秘仪一般要求信徒不得吃家禽、

鱼、石榴、苹果、葡萄酒等, 但并非奥尔菲斯教的严格素食主义, 他们可以吃猪肉、牛肉等。秘

仪庆典上的献祭和公共宗教一样, 献祭动物, 例如小猪和公牛。献祭的牺牲也是当场屠杀、烧

烤, 然后由信徒分食, 至于吃多少则是由传秘师决定的。这说明与奥尔菲斯教相比, 埃琉息斯秘

仪更符合希腊人的自由传统和肉食传统。

第二, 埃琉息斯秘仪仍沿用奥林波斯宗教的神谱和宇宙起源论。它在公共宗教神谱的基础上

改造了神话, 并没有建立新的神谱。与奥林波斯传统不同的是, 它赋予了两位女神秘仪之神的新

身份, 并将埃琉息斯视为两位女神秘仪的唯一圣地。

第三, 埃琉息斯秘仪没有改变荷马传统中的神人关系。埃琉息斯秘仪虽强调来世的重要, 但

它并不存在使人变成神的观念。人入会埃琉息斯秘仪后, 就会获得来世幸福的保证, 这种保证不

是让人成为神, 可以永生, 而是让人死后在地府中可以像神一样幸福地生活, 不再是荷马笔下孱

弱的幽灵。

第四, 埃琉息斯秘仪对来世的关注并不是以牺牲今世为代价的, 其今世观与荷马传统相符,

其来世观弥补了奥林波斯崇拜对死后生活关注的不足。埃琉息斯秘仪和奥尔菲斯教一样, 向世人

许诺来世的幸福生活, 但奥尔菲斯教来世的幸福是以今世的苦修为代价的, 埃琉息斯秘仪则只需

入会就可以实现来世的幸福。它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要求信徒禁欲、节制、素食、自律等, 每年

的庆典过后, 入会者的生活方式与平时无异。因此, 与奥尔菲斯教相比, 埃琉息斯秘仪更具有人

性化的一面, 符合希腊人的实际需要。由于埃琉息斯秘仪没有改变荷马传统中的神人关系、今世

观等, 所以它对奥林波斯宗教起到了良性的补充作用, 弥补了其对死后生活关注之不足。

总之, 埃琉息斯秘仪与奥林波斯崇拜之间的一致性与互补性, 使它没有像奥尔菲斯教那样与

城邦生活相脱离, 而是被纳入了雅典官方崇拜体系之中, 成为国教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何同是发

端于民间的秘仪, 同样关注死后的幸福生活, 埃琉息斯秘仪能发展成为泛希腊性仪式, 而奥尔菲

斯教却犹如昙花一现, 只能游离于边缘的根本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 黄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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