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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如梭，韶华易逝，结集“文存”，颇有些对自己人生盘点的味道——虽然还不是时候。
　　这里集中刊出的是我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主要写作成果。
已经出版过的，都还有些积极反响，这次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从未出版过的，酝酿时间很久，算是
新作。
其所以有勇气拿出来，是觉得这些选题尚有意义。
　　《中国20世纪文学价值论》是从1985年在西北师范大学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时就开始做
的课题，时断时续，延续了20多年，其研究范围的延伸后来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
主要探讨中国文学价值体系重建，意在从价值论的角度对这个世纪文学作宏观整体的思考和深度剖析
，解释文学现象背后人的主观动机和价值追求。
但这种研究却似乎犯了后现代主义的大忌，其论点在今天好像有隔世之感。
然而，窃以为价值问题是文学创作和研究不能绕过的命题，现在非但不过时，反倒值得特别关注，有
待于继续深入探讨。
　　《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论》是同一时期对文学思潮的宏观探讨，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是对文学思潮中的重要问题的研究，试图突破对思潮一般勾勒的研究模式，探讨的是历史责任与
生命本真的对峙、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消长、价值与真理的冲突、生命过程解释与历史变迁叙事、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影响、人类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等等这样一些文学思潮中的深层问题；下篇是对
中国表现主义文艺思潮的探讨，在与徐行言教授合著的《表现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发表过，可
以看作是对具体思潮的个案研究。
　　《原型批判与重释》和《中国文学原型论》，是1992年读文艺学博士前后的成果。
它们原是博士学位论文的两个部分，但在答辩后，有专家建议将理论部分单独分出，后经重写成书出
版，命之为《原型批判与重释》。
顾名思义，一为原型理论批判，辨析有关疑点难点；一为重新阐释，发表自己的看法，力图具有原创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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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原型理论的专著。
作者所提出的中国文学有抒情和叙事两种原型体系等一系列学术观点，至今仍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
作者在新的历史视域和理论高度对《中国文学原型论》进行了全面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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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代汉语语境中的“原型”有两种略有差异的理解。
一种是指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真实的事物或人物，它们是创造新的事物的模本或基础，如文学艺术中
的“原型”多是指据以创造新的形象的、在生活中实有的事物或人物。
另一种“原型”概念，则是从英语“archetype”中译介过来的，它最早源出于希腊文，其本意是“原
始模式”或“某事物的典型”的意思。
　　“原型”概念在柏拉图时代就被用于哲学和神学领域，用以说明事物的绝对理念和上帝创造万物
的依据，原型被视为万物的理式和范型，而真实的东西却被认为仅仅是这些理式和理念的摹本。
由于柏拉图从哲学的高度把原型看做可感的万物之摹本和原始模型，假设我们所感觉的事物都有其“
先在”的原型，包括精神现象的原型，包含有开端、初始等发生学的意义，这就为后来原型外延的扩
大在客观上打下了理论基础。
　　现代原型理论是在西方哲学思潮，特别是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下被激活和发展嬗变的，与人类
学、宗教学、文化学、符号学等领域有了深刻的联系，被赋予了新的涵义，特别是荣格从分析心理学
的角度，弗莱等从建立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的角度对原型的重新解释，使得“原型”成为涉及哲学、
神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范畴并带有形而上意味的概念。
也就是说，原型这个古老而获得新意的术语，其基本的涵义不仅仅指客观真实存在的事物样本，而是
一个所指非常广泛因而外延不断扩大的概念。
　　不同领域对“原型”的具体理解，所指差别很大。
比如，荣格的原型研究主要是精神分析范畴，他从人的心理模型和精神本能问题切入，认为人在出生
时就具有先在的典型的“行为模式”和“领悟模式”即原型，着重强调它作为深层心理结构或集体无
意识的“载体”的特征。
在文学批评中，神话原型批评具有文学人类学的特点，着重指原型作为一种有共同性、相通性的深层
模式在文学作品中的规律性反复，有时是指意象的反复，如月亮、流水等意象的不断重现；有时是指
象征和创作模式的置换变形等等。
　　总括起来看，原型概念在自古至今不同领域的嬗变中，包含了以下主要涵义：　“原型”即“事
物之所发始”时生成的式样、模型，即事物的原始形态、初始样式，它以被确定的原初形态而存在，
　“是事物最初的生成以及所从动变的来源”，具有模式的功能和发生学意义；　“原型”即“原性
”、“原本”，含有“原意”的命意——原意是事物动变的缘由，事物的动变（如文艺作品中的置换
变形）不是随意的而是由原来的意旨所决定的，指由事物的内在的基本部分和本原因素所决定的事物
的特质；原型有反复发生性、普遍一致性和恒常性、象征性、约定性等特性；原型可以置换变形。
　　进一步看，对原型的不同解释，也可以说展示了原型现象的不同的维度，这包括了原型的哲学的
维度、神学的维度、心理的维度、文化的维度等等。
不同领域原型概念的生成都有自己的路径基点：哲学中的原型是假设的理念，神学的原型是想象中的
上帝及其精神，心理学中的原型是推测出的祖先的精神遗传，文学的原型则是意象、象征、母题等现
象的反复、瞬间再现和文学活动的内在结构与模式。
从哲学意义上说，原型是抽象推论出的一种“存在”或“结果”，是先于可感事物之“前”的存在，
这有明显的先验论色彩。
从心理学角度说，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载体，也是人类相同或相通的情感模式，它以人人具有的“集
体性”和与生俱来的“先天j生”显现着某些精神现象的本原性、原始性和模式功能，心理学上的原型
只有通过某种“中介”才能被感知和激活。
而更大量“可见”的原型则是文化角度上的原型，也就是说是通过具体的文化载体所体现的精神现象
，比如文艺中意象的反复、母题的置换变形。
这种原型通过社会性的文化承传而不是精神遗传世代流传下来，这也是最容易辨认和理解的原型。
　　荣格认为，原型可以是一个故事，一个形象，一个过程，　“有多少典型的人生情境，就有多少
原型”。
从广义上说，原型的载体和表达形式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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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狭义上说，原型有其特定的含义，也有特定的显现方式。
神话是原型最主要的载体和显现方式。
荣格在他所识别的众多原型中，列举的有出生原型、再生原型、死亡原型、力量原型、巫术原型、英
雄原型、儿童原型、骗子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智叟原型、大地母亲原型、巨人原型，以及许
多自然物如森林原型、太阳原型、月亮原型、风水火原型、动物原型，还有人造物原型如圆圈原型、
武器原型等。
比较重要的原型有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阴影、智慧老人等。
此外还有转换的原型等等。
原型以“模式”形态反复“再现”普遍的精神现象，显现人类深层的情感体验和集体无意识。
　　将原型理论放在整个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来看，原型有不同的解释思路，即理性的与感性的、哲学
的理智的与宗教的神秘的不同路径。
柏拉图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假设事物背后都有其最初的原型，事物都有反映其本真的原因，他的原型
就是“理念”。
柏拉图的理论影响了哲学和宗教领域，因为它对原型的推论是对事物本原模式的一种假定。
荣格不是从理性的角度去推论事物的原型，而是从感性方面，从人的非理性的表现中“观察”人由“
行为”体现出的集体无意识心灵原型，因而它的原型与精神本能接近。
荣格对于将原型过度地理性化、简化的趋向提出批评，目的是要“恢复”和重视原型的感性内容，使
知觉的原始模式、原始意象重现，从而为人的非理性找到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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