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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隐喻原型文化——诺思洛普·弗莱的文本思想研究》由喻琴著：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是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之一。
他试图构建一套既不寄生于文学本身。
又不隶属于哲学、历史、宗教等其他学科的、自成一体的批评体系。
他追问文学意义的来源，认为“神话原型”包含了文学艺术的意义、价值、功能与形式。
他批判地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结构论”、“有机整体论”等文本观，将文学文本定义为一套“
词语秩序”，强调批评家、作者、读者与文本间的互动关系，这实质上规定了文学文本的客观性、内
在规律性与存在方式。
他重视文本细读、分析与阐释，以威廉·布莱克的诗、《圣经》等为解析基点，提出文学文本在存在
方式上融修辞性与结构性为一体。
他在历史流变中审视结构原型的传播途径及特征，赋予文本的
“结构原型”以连贯性、动态性和文化性的特性。
在与解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文本思想的比较考察中，见出隐喻、原型和文化构成
了弗莱文本思想的核心内涵，对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隐喻原型文化——诺思洛普·弗莱的文本思想研究》适合相关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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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喻琴，(1979-
)，女，江西南昌人，南昌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中国艺术人
类学学会、江西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等会员。
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文艺社会学、影视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工作以来，主持完成省级课题3项，参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6项，在《江西社会科学》《理论月
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全文转载1篇，合作出版
《中国文化产业》《世界文明的源泉》等著作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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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符号、结构和人文学科话语中的嬉戏》中提出作为符
号的语言和文本结构并非是一个自我同一的整体，它们存在意义的差异与不确定性。
他创造了“延异”这一概念，深化了索绪尔的“语言中只有差异”这一命题，认为语言中只有“延异
”。
这里“异”是空间上的分离、区分、辨别、间隔，似乎表明符号的某种同一性或确定性；“延”则是
时间上的延伸、推演，倾向于把意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向后推延。
正是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延缓，使得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确定的意义，因此，语言之外不会有决
定语言的意义本体，它只能是语言之内符号推延的效果。
这样对文本的理解也就成了一系列“延异”的活动，是一个不断移置、增补、擦抹、播撒的无穷尽的
游戏过程。
解构主义之所以宣扬意义延异，强调主题与思想的自由嬉戏，其最终的目的还是想从语言的层面对西
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及逻各斯中心进行解构，反对一切封闭的、统一的整体体系。
这一理想影响并决定了解构主义的文本观，由于只在“延异”中把握语言的意义，那么由语言构成的
文学文本也就不具有稳定的、统一的单一意义，而是呈现出多重意义的内涵，这样，解构主义的批评
就演化成了一种对不确定意义和文本多元性的追踪和描述。
　　与之相比，弗莱虽然寻找众多文学文本共有的结构原型，但他并不否定文本意义的多重性和结构
的多义性。
陈慧在《批评的剖析》一书的译者序言中说：“弗莱反复论证语辞结构的多义性、含混性、矛盾性，
并由此否认文学与非文学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等，则又含有解构主义之萌芽。
”弗莱认为，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就是一套“假设性的言辞结构”，而文学意义的产生则来
源于这些语词所产生的“语境”。
因而，多义性与含混性是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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