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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话，不单是文学的研究范畴，也是宗教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然而对于“神话”这一术语，许多权威理论家和当代学者使用得过于随意和模糊，本书直陈其弊，
对20世纪的几种神话理论做了非常激烈的历史性批判。
但作者并未试图将这一术语完全从我们的理论或分析语言中清除出去，而是指出：我们能够，或许仍
可继续用“神话”这一概念来思考，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当停止对这一概念的思索，必须明了我们
所讨论问题的意向与语境，必须面对我们如何、是否，以及为何应当使用这一术语的问题。

本书曾获得美国宗教学会1989年年度图书奖，出版后引起了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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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万·斯特伦斯基（Ivan Strenski），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UCR）宗教学系正教授，他
曾在国和欧洲的多所高等院校工作过，并担任国际《宗教》学术杂志的美国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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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理解这些，我们需要重视卡西尔还具有许多心理学方面的信念，它们将‘“情绪”与“理智”
好像当做某种微妙的内部器官。
与生理器官——它们分泌激素和其他生理物质——不同，这些微妙的器官“分泌”的是它们自己独特
的产物——理智生发出思想，情绪产生情感，诸如此类。
因此，要让卡西尔把文化元素归因于，“情绪”，几乎就等于让他承认这种元素无法经由理性标准加
以衡量。
如果神话思维起源于情绪，那么它就不可能来自理智。
因此，它必定是非理性的，即一种虚假的思维（ pseu-do thought）形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当卡西尔将一种信念归于情绪时，他至少在强调两个论断：（1）这种信念
是虚假的；（2）它缺乏正当的理由——它只是来自信奉者强烈的愿望或欲望、被迫或需求、冲动、
困惑或其他等等。
简言之，卡西尔反对这种信念，是因为它们不能达到理性的正常评判标准：信奉者不能提供（正当）
理由来坚持这种信念。
　　卡西尔坚信，关于神话中所说的各种情节，找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
质言之，神话中事物之间的关联，无法用合理的因果关系来解释。
然而，神话依然如是存在着。
而且人们显然笃信神话——相信他们有着某种“意义”。
卡西尔认为，这只能诉诸“隋绪“才能给予解释，特殊说来，只能以生命统一性的，隋感来给予说明
。
他之所以引出这一点，似乎是想说明：神话之所以自圆其说，仅仅是因为人们在愿望上坚持它们所言
不虚；觉得被迫相信它们所言不虚，有一种冲动断言它们所言不虚；以及其他等等原因。
以此观之，神话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积极地以非理性方式构成文化形式的典型规范。
神话之意义，不假任何自治的逻辑力量而成，全然不似三段论逻辑那样，以演绎而成意。
只是因为人们的愿望，神话才没有在叙述的东拉西扯中沦为漫天飞扬的胡言乱语。
神话的“统一性”，见证着乐此不疲者的偏执、冲动、肆意，以及盲从的意愿。
通过将神话比作物理分析的恰当对象，卡西尔甚至以戏剧性的手法来凸显神话的非理性：神话中的元
素，被一种“真实的力量”连接在一起。
他还说，在神话中，“其所要求的联系不是逻辑关系⋯⋯这种联系就像胶水一样，能以某种形式，将
最不相似的东西黏合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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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神话⋯⋯教导我们许多关于那一社会最初起源的事情，协助我们生动地揭示那一社会的内部运作
。
弄清信仰、风俗的存在原因⋯⋯最重要的是，神话使我们有可能发现人类精神的运演模式，它们业已
留存无数世纪，并且传播得如此广泛⋯⋯我们可以将其视作社会的基础，而且能够尝试在其他社会、
其他精神生活的领域中发现它们，在那里，一定会找到它们的⋯⋯　　——列维-斯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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