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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写得很见功力的专著《理论的想象：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曾经作
为江玉琴的博士论文获得答辩评委的一致好评。
她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不仅在国内广泛搜集资料，请教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还专门到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的弗莱中心做了3个月的访问研究。
可以说，此次访学为她最终完成博士论文并在其后的3年时间内将其修改扩充为现在这本专著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
所以，我经常在指导我的研究生时告诫他们，不要急于将自己的不成熟作品发表，一旦你发现国内外
的学术同行做得比你好的东西早已发表，你就会感到后悔的。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虽然国际上弗莱研究仍在稳步地进行，但真正有分量的专著却鲜有问世，国内这
方面的研究就更是无法比拟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江玉琴的这本专著的出版完全可以弥补国内的这一空缺。
故当她再次要我为本书撰写一篇序时，我便欣然答应了。
　　毫无疑问，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美最重要的一位文学理论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的名字曾
一度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原型批评的一大功绩就在于终结了有着强烈精英意识并曾一度在北美批评理论界一统天下
的新批评，使得文学批评走出了“文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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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写得很见功力的专著《理论的想象：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曾经作
为江玉琴的博士论文获得答辩评委的一致好评。
她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不仅在国内广泛搜集资料，请教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还专门到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的弗莱中心做了3个月的访问研究。
可以说，此次访学为她最终完成博士论文并在其后的3年时间内将其修改扩充为现在这本专著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
所以，我经常在指导我的研究生时告诫他们，不要急于将自己的不成熟作品发表，一旦你发现国内外
的学术同行做得比你好的东西早已发表，你就会感到后悔的。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虽然国际上弗莱研究仍在稳步地进行，但真正有分量的专著却鲜有问世，国内这
方面的研究就更是无法比拟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江玉琴的这本专著的出版完全可以弥补国内的这一空缺。
故当她再次要我为《理论的想象：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撰写一篇序时，我便欣然答应了。
　　毫无疑问，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美最重要的一位文学理论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的名字曾
一度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原型批评的一大功绩就在于终结了有着强烈精英意识并曾一度在北美批评理论界一统天下
的新批评，使得文学批评走出了“文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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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是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受物质利益推动的个人物质性地产生其存在的副产品。
同时，意识形态还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
阿尔都塞似乎意识到意识形态应该包含文学艺术，并赋予了文学艺术某种根本区别于意识形态的性质
，但他却没有解释是什么给予艺术以一种感知能力使之能够获得不同于意识形态的视角。
阿丹姆斯认为弗莱解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弗莱很早就设定了神话在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那就是艺
术另外的视角来自于神话。
但显然弗莱也发现意识形态与神话的关系并不是纯粹的承继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
既然文学艺术是关怀的，是讲述人类在维持生存获取自由、追求爱情以及改造世界的奋斗中发生的故
事，因此在诗歌和小说中，这些意象并非专门服务于将某种信仰或行动强加于任何人身上。
弗莱特别指出“无论小说如何充满反讽和忧虑，它都潜伏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冲动，即关怀更为丰富的
生活的冲动，依然算是一种游戏或自足的能量的形式”②。
即使是极具政治化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不管有什么样的说教性，都没有坚持任何信念或观点，
它们依然没有超出假设的范围。
所以弗莱宣称“文学虽不能坚持任何主张，却能简单地树立象征或举出实例，它提倡判断上的悬置，
提倡多种反应，这种疑虑和多元性比任何理性的怀疑主义更容易诋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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