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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对原型概念的来源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含义进行了考察，对现代原型理论的生成过程与人文科学的
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重点对以荣格为代表的原型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辨析和批判；认为要使这一有重
要价值的研究课题获得新生，推进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探索，需要对原型进行重释。
下篇主要对原型概念和原型理论重新进行了阐述；首次提出了原型现象的哲学和神学维度、生理雏度
、心理维度和文化维度的概念，结合现代哲学、人类学等新的理论，对其分剐进行了论证，深入地阐
述了作者的原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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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原型理论的生成　　第一节　原型探讨的不同思路　　英语“ArC、hetype”即“原型”
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它的本意是“原始模式”或“某事物的典型”。
汉语日常用语中的“原型”，是指事物真实的“样本”，如艺术创作中的人物原型，就是指塑造人物
形象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
本书中所讲的原型，为西方文化中的术语，是一个涉及哲学、神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并带有
形而上意味的概念。
它在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而且不同领域对“原型”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存
在着很大的差别，，实际上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和为适应不同研究对象而对其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如果进一步探究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实际含义，我们则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在多
重意义上被“借用”因而包含了极为复杂内容的术语。
 　　“原型”概念的出现及其嬗变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柏拉图从哲学角度运用“原型”概念，
到20世纪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建立将其重新激活，“原型”这一术语在保留了它的最一般的定义因而能
被反复运用的同时，它的实际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了很大的距离和张力。
 　　关于原型的古老性质，荣格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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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中有此含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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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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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型批判与重释（修订本）》的目的是，一方面试图对以往原型研究中所常用的概念术语进行辨析
，另一方面，试图对荣格原型理论体系进行重新理解和阐述，以有助于消除蒙在这一蕴含重要价值和
现实意义的研究对象身上的神秘色彩。
鉴于此，《原型批判与重释（修订本）》的前一部分首先是梳理与原型相关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现象，
勾勒出荣格原型理论体系的线索，辨析原型概念；后一部分则是在吸收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于原型概念及其理论进行了有个人色彩的理解和阐发，其中不乏一些大胆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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