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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请读片断： 神话和原始心理     詹姆斯·弗雷泽（1854-1941）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以研
究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的发展而著称。
他的人类学是指文化人类学，它与体质人类学相区别。
文化人类学是19世纪末兴起的综合性学科，它超越民族和国界，以整个人类文化为对象，研究它的起
源发展和变迁，通过对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和各社群的文化进行比较，来寻找各种文化现象背后
的共同规律，同时确定个别文化的特殊模式。
弗雷泽在人类学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12卷本巨著《金枝》。
    弗雷泽用了大量篇幅讲述阿都尼斯神话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存在现象，从而证明这一神话的超越民族
的文化价值，即人类关于死而复生的观念的普遍性。
他在此基础上对耶稣死而复生一说进行的分析也将文学中关于上帝这一原型的运用的本质展现在人们
面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人在文学原型层面上解读《圣经》的重要启示。
除此之外弗雷泽在对“替罪羊”这一习俗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也找出了文学中替罪羊这一原型，它的实
际内涵是将人类的一切罪恶都负载在一个人或神的身上，通过对他的毁灭而达到带走一切罪恶的目的
，迎来的自然是众生的获释和安泰。
最终弗雷泽回答了他最初提出的问题，即金枝的奥秘所在，“阿里奇亚丛林中的祭司——森林之王—
—就是金枝所生长的那棵树的化身。
因此，如果那棵树就是橡树的话，林中之王就一定是橡树精灵的化身。
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必须折下金枝，才能把它杀死。
作为橡树的精灵，他的生或死都寄托在生长于橡树上槲寄生之内，只要槲寄生完好无恙，他就像巴尔
德尔一样，也不会死亡。
”    总体来说，弗雷泽的根本立足点是他的交感巫术，同时在阐明他人人类学观点时找到并且分析了
几个重要的具有原型意义的神话或仪式或禁忌，那就是阿多尼斯神话、死而复生的仪式、替罪羊仪式
中的禁忌等。
弗莱指出；“《金枝》并不真的是关于人们在原始野蛮时代的所做所为，而是关于人类的想象在试图
表现它对于最大的秘密，即生、死和来世的秘密时的活动。
换句话说，它是一部研究社会的无意识象征的书。
它与弗洛伊德、荣格和其他心理学家关于个人的无意识象征（如做梦之类）的心理学著作在理论上相
辅相成。
更令人惊奇的是，弗雷泽的模式与心理学模式是如此吻合。
”除此以外，弗莱还是通过对弗雷泽的理论与荣格的无意识理论进行比较而得到这样的结论；“国王
复活的方式有两种；在部落里，制造一个躯体，把他的神性传给一位继承人，因此他的继承人就不会
被认为是一个不同的人，而是同一种新的力量以新生的形态的继续。
荣格的探索与此类似：自我下降到无意识的底层，与它在那儿发现的黑暗和混乱的力量搏斗，最后作
为‘个体’，以获得新生的原来的生命归来。
”这段话意在说明，弗雷泽和荣格实际上是从各自的理论领域对相同的文化主题即死亡与再生进行研
究的，只是弗雷泽从仪式的角度而荣格从无意识心理的角度而已。
    弗莱的这一评价告诉我们，弗雷泽的《金树》对神话中普遍存在的死而复生等主题的研究是一种心
理学式的研究，它所要揭示的也是原始人的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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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型”理论在国内外都已为学界所熟知，但国内在理论本体研究方面尚不够充分，一些学者对
其理解不甚深入而急于为用，用之不当和用之无用的现象比比皆是。
国外理论家们对其　　阐释虽已相对系统，但其各自阐释带给“原型”理论的负面影响也很大。
相对而言，把“原型”理论与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批评家们却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辉煌
的成就，同时也昭示出原型理论的真正潜质和理论本质。
目前，对“原型”的概念本质进行新一轮的阐释和界定，无论对理论研究还是对批评实践都十分必要
。
　　一、“原型”概念的多种阐释　　概念是对内涵的界定，也是揭示本质的基点。
每一个试图借“原型”一词建构、发展自身理论或进行批评实践的学者都必须言明自己所采纳的具体
阐释。
到目前为止，对“原型”概念所做出的界定已有多种。
遗憾的是当这些概念进入理论体系和批评实践时，其各自的弊端便显露出来。
　　原型(archetype)一词又被译为“原始模型”或“民话雏型”，其词源出于希腊文的“archetypes”
一词，意义为“原始的或最初的形式”。
“原型一词最早是在犹太人斐洛谈到人身上的‘上帝形象’时使用的。
它也曾在伊里奈乌的著作中出现，如：‘世界的创造者并没有按照自身来直接造物，而是按自身以外
的原型仿造的。
’在《炼金术大全》中把上帝称为原型之光，这个词多次在狄奥尼修法官的著作中出现。
例如在《天国等级》第二卷第四章中写到‘非物质原型，以及在《天国等级》第一卷第六章中写到‘
原型石’。
原型一词未见于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但文中是有此涵义的。
例如他在《杂说》第八十三条中写道：‘主要观点虽未形成⋯⋯但确存在于上帝的思想中。
’原型这个词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形式，为了我们的目的，这个词既适宜又有益，因为它向我们指出
了这些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并关系到古代的或者可以说是从原始时代就存在的形式，即关系到那些亘
古时代起就存在的宇宙形象。
列维—布留尔所用的‘集体的表现’一词是指那些世界的原始观念中的形象符号，但也同样适用于无
意识的内容，因为它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事物。
”并且，“原型”一词“在神话研究中它们被称为‘母题’；在原始人类心理学中，它们与列维—布
留尔的‘集体表现’概念相契合；在比较宗教学的领域里，休伯特与毛斯文将它们称为‘想象范畴’
；阿道夫·巴斯蒂安在很早以前则称它们为‘原素’或‘原始思维’。
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我的原型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和毫无凭据的，其他学科已经认识了它，并给它起了
名称。
”1922年他又明确提出：“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这种形象是魔鬼，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过
程)，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
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意象时，我们发现，它们为我们祖先的无数
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
可以这样说，它们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
”到了1936年他进一步指出：“原型概念对集体无意识观点是不可缺少的，它指出了精神中各种确定
形式的存在，这些形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普遍地存在着。
”至此，荣格不但为我们系统地介绍了。
原型”一词用法上的发展脉络，同时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新阐释，指出其实质性内核是集体无意识中那
些亘古不变的原始形象。
　　荣格为我们提供的这一系列对原型概念的不同阐释，使我们看到，“原型”一词并没有一个固定
的意义，它是一个可塑性非常强的词汇，历代的理论家们都对其进行了不尽相同的阐释，从而使之成
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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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把“原型”这个概念赋予新的解释后纳入到文学批评领域。
弗莱对原型概念的界定和说明也有多次，并且每次都有所补充。
在阐述神话相位时他指出：“在这个相位中的象征是可交流的单位，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原
型(archetype)：它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
我用原型指一种象征，它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
”在同一本书中他继而指出，“如果我们不承认把诗与诗联系起来的意象中的原型的或程式的因素，
那么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而获得任何系统的脑力训练是不可能的”田。
“在文学的一端，我们有纯粹的程式，⋯⋯在文学的另一端，我们则有全然的变异，在这里有对新颖
或新奇的有意尝试，结果产生隐蔽的或复杂的原型。
”至此我们发现在弗莱这里“原型”一词的意义越来越等同于“程式”。
同样的观点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有所阐述：“关于文学，我首先注意的东西之一是其结构单位的稳定
性。
比如说在喜剧中，某些主题、情境和人物类型从阿里斯托芬时代直到我们今天都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
保持下来。
我曾用原型这个术语来表示这些结构单位⋯⋯”可见，在弗莱这里“原型”是在传统的社会心理和历
史文化中形成的、为人们所熟悉的、一切程式化了的、可独立进行交流的文学单位。
显然弗莱的“原型”定义与荣格及其以前的理论家笔下的“原型”定义有一种质的差异，它已变为有
理性掺杂其中、有程式可以捕捉的概念，其指向是具体的文学现象。
　　　　第二类：人作为动植物的管理者。
在《圣经》中，上帝造人目的是为了管理他所创造出来的其他的动物植物，亚当和夏娃负责看管伊甸
园，可以食用园中的果食。
只是不能食用生命之树和智慧之树上的果子，以防他们成为与神一样充满智慧而又永生不死的生灵。
这一类神话，在本质上无异于第一类神话，二者综合起来恰好体现人类的中间地位，即众神之下万物
之上。
　　第三类：人作为劳动者。
非洲白尼罗河生活的希卢克人的创世造人的神之所以要造人显然是要让他们劳动。
创世者乔奥克决定创造人类，他认为自己所造的人类必须能定能跑，能到野外田里去工作，所以要有
两条长腿；人必须能种植粮食，因此要有两只手臂，一只手拿锹，一只手拔杂草。
按照这样的想法他先后给人安上了两只眼睛、一张嘴、一个舌头和两个耳朵，于是他创造出了一个完
美的人类。
这类神话中，虽然神让人劳动的目的很可能依然是服务于神，但毕竟他们能从劳动本身来叙述，某种
程度上是对人类自身本质和特性的观照和认识。
　　第四类：人是神随意的造物。
前面三类神话中，创造人类的神看起来都很有头脑，对自己所做的事目的十分明确。
然而也并非所有民族的神都是这样的。
印第安神话中，创世主帕查卡马克在心血来潮时，随手造就了第一批人类便不再过问。
多年后，子民七零八落，创世主想再造人类，担心用混杂着火魔余烬的粘土制成的人会恶性难除，于
是，使用玉米粉捏成了一种新的人种，就是印第安人。
神开始时如此随意地创造了人类，之后才精心一些创造了印第安人，这既表现了印第安人对生活现状
的知足和满意，也是一种选民意识，即民族优越感。
同时，除印第安人之外的其他人类，则依然是神随意创造的产物，相对于印第安人来说，他们是恶性
难除的，自然也就是卑贱的。
先民所关注的不单单是人相对于神和动植物的地位，还有自身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异。
选民意识即是这种关注的产物。
人能够认可相对于神的卑贱地位，却不会　　在同类中低头，这是每一个民族的共通之处。
　　三、尊贵和卑贱　　各民族神话关于神造人原因的细微差别中，显现了他们对于人类自身定位的
深深思索：人究竟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尊贵与卑贱的原因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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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正如上文已经稍许提及的，人类既是卑贱的又是尊贵的。
相对神来讲，人类是卑贱的，相对于动植物和其他民族来讲，人类或者某一民族又是尊贵的。
很多民族的神话都表现了人类自身的尊贵感。
至今生活在北美洲亚利桑那州的皮马人的造人神话中：大地之主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又造了一个漂
亮的泥像，并称这个泥像为人。
人类是漂亮的，这虽不是什么本质性的肯定，但至少表明人类对于自身是喜爱和满意的。
　　北美洲的米沃克人的神话中，造物主郊狼按照动物们的意见创造了人类。
具体说，是狮子说的可怕的大嗓门；灰熊的；大力气、行动敏捷和无声地迅速跑动的能力；雄鹿一样
聪明的头脑⋯⋯造物主郊狼决定综合这些动物的优点和长处创造出一个人，从此地球上有了人。
人类集所有动物之优长，充分显示了人居于万物之上的尊贵地位。
　　伊朗神话中，人的高傲和尊贵更具有坚实的支撑和有力的论证。
人的智慧和言谈、心灵和理智是人类引以为傲的资本，更是意识到自身价值的能力。
　　人最后见之于世，　　一切卓越者体现于其身。
　　犹如白杨，他高昂着头。
　　他被赋予智慧和良好的言谈。
　　他具有心灵和理智，　　不能言的动物界由他支配。
　　他凭借理智深入探索，领悟　　作为人对我们说来意义何在。
　　对自身正面特点的认识和肯定，形成了人类的尊贵感和优越感；对自身负面特点的认识和否定，
则形成了人类的卑微感和低贱感。
希腊神话中，神只创造的第一代人类乃是黄金的一代。
这代人生活得如同神只一样，他们无忧无虑；也没有繁重的劳动，死后都成为仁慈的保护神。
神只用白银创造了第二代人类。
这代人娇生惯养，精神上不成熟。
天父宙斯用青铜创造了第三代人类。
这代人残忍而粗暴，只知道战争，总是互相厮杀，互相侮辱。
宙斯又创造的第四代人住在肥沃的大地上，他们比以前的人类更高尚，更公正。
他们是神只英雄的一代人，即古代所称的半神的英雄们。
第五代人是用黑铁制成的，也就是现今的人类。
他们彻底堕落，彻底败坏，充满着痛苦和罪孽；最大的烦恼是他们自身带来的。
人类本是造物主的宠儿，原本可以尊贵而幸福地生存在世界上，但人类自身滋长的恶习却粉碎了这一
切。
人类的卑贱是自甘堕落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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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全球化”境遇与比较文学　　蒋承勇　　跨入新世纪，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全球化”成了新闻媒体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全球化的时代”。
确实，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人类的生存
已处在全球化的境遇中。
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的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
性。
　　“全球化”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从这一层面看，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
“市场化”的过程，又往往是经济规则一体化的过程。
人类“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番结构性的调整和发展。
在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当代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大型
金融财团、企业集团和经贸集团的不断兼并，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不仅使得经济、金融、科
技的‘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成为可能，而且的确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等世界性经贸联合体实行统一的政策目标，各国的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逐步统一化，技术、金融、
会计报表、国民统计、环境保护等，也都实行相对的标准”。
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经济生活，追求的是经济活动规则的一体化与统一化。
所以，由于“全球化”的概念来自于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又以一体化或统一化为追求
目标和基本特征，因而，“全球化”这一概念与生俱来就与“一体化”连结在一起，或者说它一开始
就隐含着“一体化”的意义。
　　在信息化的2l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由此又必
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
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领域的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然而，文化的演变虽然受经济的制约，但它的变革方式与方向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像经济等物
质技术形态那样呈一体化特征。
因此，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是不恰当的；或者说，笼统地讲文化全球化也像经济
全球化那样走“一体化”之路，是不恰当的。
在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西方经济强国的文化(主要是美国的)价值理念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经济弱国的
社会文化机体中，使其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产生变革与重构。
这从单向渗透的角度看，是经济强国的文化向经济弱国的文化的扩张，是后者向前者的趋同，其问有
“一体化”的倾向。
然而，文化之相对于经济的特性在于：不同种类、不同质的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性质并不取决于它所依
存的经济形态的价值；文化价值的标准不像经济价值标准那样具有普适性，相反，它具有相对性。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趋同的同时，依然呈多元共存的态势，文
化的趋同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反向渗透到经济强国的文化机体之中，这是
文化趋同或“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层含义。
所以，在谈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时，我们既反对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以超文化的姿
态取代其他不同质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反对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
我们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也不能制造异质文化之间的彼此隔绝，而
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形态取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
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趋同性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
，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
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
在此，“世界文化”是一种包含了相对性的普适文化，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同时又以人类
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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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和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全球化”，
即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互动，普适性与多元化辩证统一的时代。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
至少，在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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