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具体论著信息如下：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译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 的 理 论

与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叶舒宪：《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上海社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１９９１年；叶 舒 宪：《中 国

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叶舒宪：《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叶舒宪：

《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中国社会科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７年；叶 舒 宪：《原 型 与 跨 文 化 阐 释》，暨 南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２

年；叶舒宪：《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叶舒宪：《神话 意 象》，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叶 舒 宪：

《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叶舒

宪：《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叶舒宪等主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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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文化编码：叶舒宪的神话研究述论

　　 王　倩１，２

（１．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２３５０００；２．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６）

摘　要：叶舒宪的神话学创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神话原型理论的阐释与重构，并且出于重构本土

文化大传统的需要，将神话原型的范畴从文学扩展到文化层面；第二，借用新 史 学“神 话 历 史”概 念，强 调 神 话 在

历史进程中的塑造性作用，继而倡导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神话中国”概念；第三，为探寻中华文明发生机制的动

力起源，创造性提出“玉石神话”（玉教）概念，以此建构自史前时期到当下的“玉 石 文 化 共 同 体”。上 述 三 个 方 面

的核心问题为神话如何进入历史，反映了叶舒宪的大神话理念，即将神话从文学中解放出来，恢复其作为文化基

因与文化编码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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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神话学在中国现有的学科机制内并不是

一门学科，而在西方学术界，神话学却是引领人文

社会科学思想潮流的显学，它是唯一能够打通文史

哲各个学科的一门综合性学问。自１９世纪诞生以

来，神话学就一直扮演了学术前沿阵地的角色，该

领域的一些学者对欧美学术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

影响，诸如恩斯特·卡西尔（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列维－
斯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布劳尼斯 拉 夫·
马林诺夫斯 基（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米 尔 恰·
伊利亚德（Ｍｉｒｃｅａ　Ｅｌｉａｄｅ），等等。在联接西方神话

学与中国神话学方面，叶舒宪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桥

梁作用，他对神话学的贡献与开创性工作，值得该

领域的学人瞩目。

一、从神话原型到原型编码

叶舒宪迄今出版了４０余部论著，其中 关 于 神

话原型研究的有１３部①。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编译

的《神话－原型批评》一书，到近期主编的《文化符号

学———大小传统新视野》论文集来看，其学 术 生 涯

始于神话原型，学术创新亦源自神话原型。
叶舒宪对神话原型的兴趣源自剑桥人类学派

的奠 基 者 詹 姆 斯·乔 治·弗 雷 泽（ＪａｍｅｓＧｅｏｒｇｅ
Ｆｒａｚｅｒ）。叶舒宪童年时曾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法语

班就读，此后在西安第四十一中学读书，“作为‘可

以改造好的对象’，中学毕业时分配到一家兵工厂

当学徒。７年后 赶 上 恢 复 高 考，以２４岁 的 年 龄 走

进大 学 中 文 系 一 年 级 的 课 堂。”［１］１５大 学 毕 业 后 留

校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的叶舒宪，因个人求

知与工作需要，大量涉猎了文学之外其他领域的书

籍，诸如考古学、人类学、神话学、神学等。叶 舒 宪

说，“为了弄明白《圣经》洪水神话的性质，我在北图

借到了弗雷泽的大著《旧约中的民间故事》，这位人

类学家俯视全球的学术气魄和详赡的资料收集功

夫，给我了很大的震动。这也就是促动我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中期醉心于译介原型批评的潜在因素。
当我看到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称



赞弗雷泽的《金枝》为伟大的文学批评著作时，一种

打通人类学与文学研究的意愿就开始萌发了。一

部人类学的经典著作，竟然被文学理论家视为本学

科的珍宝，这是否可以提示人们，学科的藩篱是人

为的，而事物的存在本来是不分学科和专业的。从

那以后，我就迷上了人类学。如今回想起来，她也

许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能使人心胸开阔、眼界开

阔的一门学科了。文学理论家弗莱之所以能够创

立他的原型批评体系，显然同人类学的强烈影响密

不可分。由于同样出身于文学专业，我对神话学、
人类学的兴趣使我自然地选择了弗莱的理论取向，
从翻译、介绍到尝试应用原型批评（以及结构主义、
精神 分 析 等 等）的 眼 光 重 新 审 视 中 国 文 学 现

象。”［２］自 序１－２从以上 表 述 可 见，叶 舒 宪 对 神 话 原 型

的兴趣始于个人学术爱好，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剑桥

人类学派看待问题的整体性视角，以及神话原型具

有的宏观性、系统性特征，深深吸引了他。基于对

神话原型批评的认同，叶舒宪开始系统介绍神话原

型批评。他早期系统介绍神话原型批评的著作如

《神话－原型批评》、《探 索 非 理 性 的 世 界：原 型 批 评

的理论与方法》，这两部著作重点在于阐释神话原

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这两部著作可谓应运而生，
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大陆，正是中国学界引入

西方理论与方法的高潮时期，加之中国大陆文艺学

界出现本体论转向。
叶舒宪对于以弗雷泽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派极

为推崇，但他早期关于神话原型的译介中并未重点

阐释与介绍剑桥学派，而是将其与以荣格为代表的

分析心理学派、以卡西尔为代表的象征哲学学派置

于同等地位，将 三 者 视 为 神 话 原 型 批 评 的 理 论 渊

源。叶舒宪仅用简短的一句话表明了自己对文化

人类学的认知：“可以说，来自上述三方面的跨学科

动力，及其在文艺学中的重新组合，奠定了原型批

评坚实的理论基石。其中以人类学的影响渗透最

早，也最为重要，因而也有人把原型批评理论称为

‘文学的人类学’。”［３］４３

作为一种外来理论，神话原型批评是在总结西

方学现象与规律基础上提出的，其适用度尚待进一

步检验。方克强早就指出，因弗莱等倡导者自身学

养的限制，神话原型批评忽略了东方文学，具有跨

文化研究的不彻底性，中国学者在运用神话原型时

应特别谨慎，尤其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神话概念

与批评对象的选择；第二，原型概念与批评方法的

运用；第三，人类集体意识、集体潜意识概念与批评

目标的达成［４］７９。关于这一点，叶舒宪其实非常明

白，只不过他对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兴趣并不在于

单纯译介，而是另有目的。“从叶氏原型批评的实

践来看，他 并 非 单 是 倡 导 原 型 在 中 国 文 学 中 的 应

用，也不只是拿中国文学文本来检验原型理论，其

首要主旨是利用原型批评来探寻中国文学的发生

机制，进而重构中国文学的生成语境。”［５］３０

这里要指出一种现象，即叶氏关于神话原型的

应用多半与中国的女神有关。早在１９８７年，叶 舒

宪主持的课题《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

的爱欲主题》，获得国家教育部首届青年社会科学

基金的立项资助①。他后来的一些论著或译著，诸

如《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
《千面女 神———性 别 神 话 的 象 征 史》、《活 着 的 女

神》，不少与女神相关。那么，这究竟是神话原型理

论所致，还是另有缘由？关于这一点，叶舒宪在《激
情》这部叙述自我体验与学术成长的书中详细讲到

了其中的缘由。概而言之，大致有两种原因促使他

走上了探索爱与美相关的学术探讨，一是大学期间

同学的不幸遭遇激起的感慨，二是个人心中的一些

情感郁结。他的大学同学张久平因在大学谈恋爱

而被学校开除，以及另外一位校友康正果毕业论文

因探讨晚唐诗人韩偓诗歌而被学校以宣扬色情思

想为名被取消答辩资格。叶舒宪对此极为痛心，并
坦率表明自己的心态：“我自己在大学时代之所以

对以上两桩发生在身边的事件感触颇深，这可能同

１２岁那年被外国语学校革除学籍的少年心灵创伤

有关，容易引发同病相怜的反应。”［１］２７同学的不幸

际遇给了叶舒宪一种世间无情无爱的感慨，而他自

身因为本科毕业论文险些被学校极左思潮终结学

术道路的经历，使他对学术之外的机制产生另一种

发自内心的反叛心理。除此之外，他大学毕业后个

人情感上的一些不如意经历，也促使青年时代的叶

舒宪在不自觉间将爱情主题列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关于这一点，叶舒宪并不讳言，“在相遇与寻求的双

重希望中进一步体尝爱情的真谛，并在不知不觉地

走上研究爱情乃至性爱的学术旅程。……为了从

根源上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爱情观念，和古代文学

中性爱主题 的 表 达 方 式，我 进 入 了 比 较 神 话 的 领

地，试图从文学的母胎———神话中去寻觅爱欲女神

的足 迹。”［１］３２由 爱 神 至 女 神，由 此 出 现 了《千 面 女

神》、《活着的女神》这类与神话图像学相关的著述。
对于神话的痴迷以及对神话原型的研究，使叶舒宪

６４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１月　

① 该书后来完成 后 定 为《高 唐 神 女 与 维 纳 斯———中 西 文 化 中 的

爱与美主题》，于１９９７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现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现象中的一些难题，他敏锐

地感觉到，这 些 难 题 无 法 用 神 话 原 型 的 理 论 来 解

决，必须从思维模式或发生机制入手进行探讨。
利用神话原型重构中国本土文学发生机制，这

样的尝试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

叶舒宪关于原型的理解依然局限在文学范畴，并未

突破弗莱的界定。在研究范式上，叶舒宪一方面采

用弗莱的整体文学思路，另一方面采用了弗雷泽的

比较研究模式，将研究对象置于世界范围内，以此

获得阔大的比较效果。叶舒宪极为认同弗雷泽的

比较研究模式，他甚至在学术回顾中这样写道：“备
课阅读中让我受惠最多的不是文学研究家，而是人

类学家弗雷泽。他的巨著《〈旧约〉中的民间传说》
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知识全球化的打通式境

界。回过头来再看那些就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而

评头品足的文学批评，会显得单调乏味。眼界被局

限在民族国家这种近代以来‘想象的共同体’之内

的学人，难以练就一种俯视环宇的学术气魄，也就

不易打开知识创新的局面。这种意识或许在暗中

驱动我逐渐脱离东方文学、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

教学，热衷加入比较文学领域。”［６］６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弗雷泽的比较视野开阔，但同时存在将同一现

象罗列堆积的不足，国外一些学者对此颇有微词。
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Ｅ．Ｅ．埃文斯－普理查德（Ｅ．
Ｅ．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将 这 种 比 较 称 为“剪 刀 加 浆

糊”的方法，他颇为严厉地指出：“这里压根儿就没

有比较，有的只是将那些似乎有些共同性的事项拼

凑在一起。对此，我们确实可以说，它使得作家们

能够做初步的分类，而在此种分类中，大量的观察

能够被置于数量有限的标题之下，由此导入一些秩

序；就此而言，它曾有过价值。但是，与其说它是比

较研究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描述，差不多就是心

理学家过去所说的‘猎 奇 法’（ａｎｅｃｄｏ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大量偶然的事例被拼凑在一起，以阐释某种一般性

的观念，并支持作者论述那种观念的论文。从来不

曾有过以 未 被 选 择 的 事 例 来 检 验 其 理 论 的 尝 试。
当从一个任意的猜测推导出另一个任意的猜测（被
称作假说）时，连最起码的谨慎也被忽略了，归纳法

（求同法、求异法和共变法）的最简单的准则也被忽

视了。”［７］１２（按：胡 文 辉 在《现 代 学 林 点 将 录》一 书

中谈及闻一多神话考辨“强作解人”这一方法上的

危险，同时谈到叶舒宪的神话考论每每流于牵强附

会之弊端。）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叶舒宪当然明白弗

雷泽比较方法的不足，但他并非是简单套用，而是

欲借助神话原型的理论与弗雷泽的比较模式，研究

中国本土文学与文学现象，继而解决中国文学与文

化发生机制问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叶舒宪神

话原型的研究从阐释转向了重构，直至创造性地提

出原型编码的学说。
叶舒宪从这种以文学意象和象征形式出现的

原型内涵 的 启 发 中 提 出 了 原 型 图 像 学 这 个 术 语。
所谓原型图 像 学，实 为 一 种 跨 学 科 的 图 像 阐 释 理

论，叶舒宪对其阐释特征做出概括：“比较图像学的

方法特征有二，即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横向比较

指的是不同文化的图像之比较，希望能够达到异中

求同的‘打通’效果；或者从同中见异，更加明确地

把握不同文化的艺术形象特色。纵向指的是某一

个原型图像与其后代的各种变形图像之间关联的

认识。”［８］５国外神 话 学 与 图 像 学 领 域 并 不 存 在“原

型图像学”或“比较图像学”这样的概念或术语，叶

舒宪之所以创造性使用这样的术语，实乃希望借助

二者打通原型与图像之间的隔阂，并在理论上加以

提升。因缺乏足够的理论建构体系，比较图像或原

型图像学方法在叶舒宪的图像研究中并未上升到

方法论层面，真正富有方法论意义的图像理论建设

是“原型编码”概念的提出。
“原型编码”也称“Ｎ级编码理论”，是叶舒宪近

期提出的原型概念，其内容指向了文本、图像、口传

等几种表述方式。叶舒宪这样界定原型编 码 的 概

念：“将文物和图像构成的大传统文化文本编码算作

一级编码；将文字小传统的萌生算作二级编码的出

现；用文字书写成文本的早期经典，则被确认为三级

编码；经典时代以后的所有写作，无非都是再编码，
多不胜数，统 称 Ｎ级 编 码。”［９］３此 处 的 概 念 出 现 了

“大、小传统”，尚需略加解释。“大、小传统”这一概

念并非是叶氏首创，其名称最初源自美国人类学者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罗伯特·
雷德菲尔德一直致力于分析非西方世界原住民的思

维方式与文化传统，他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

提出了大、小传统的概念。雷氏眼中的大传统指代

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

的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

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１０］７１。叶舒宪改造了

大小传统的概念与内涵，赋予它们 以 特 定 的 意 义：
“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做小传统，将前文字时代

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１１］９就像罗伯特·雷德菲

尔德的大小传统一样，叶氏的大小传统也有着特定

的文化背景，它是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现状而提出

的，有轻文字而重非文字资料的倾向。关于这一点，
叶舒宪有明确的表述：“我们再造大传统小传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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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为了摆脱书本主义知识 观、历 史 观 的 束

缚，面对实际的新材料、新知识，有效地重建新的中

国文化观。”［１２］４换言之，叶氏对雷氏大小传统的改造

服务于重构中国文化观这一现实诉求，即希望借助

于文字之外的图像、实物、符号、仪式、口传叙事等非

文字资料重构中国文化大传统，以此还原被文字叙

事遮蔽、扭曲乃至颠覆的历史与文化本相。
原型编码 这 种 主 张 是 针 对 什 么 而 提 出 的 呢？

它与神话原型究竟有何关系？概括地说，原型编码

是针对中国长时段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与短时段

的文字小传统而言的，要解决的是人类如何记忆文

化原型的过程问题。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强调，人类

记忆文化的过程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按照某种编码

规律进行的。史前无文字书写时代的人类的神话

与信仰是后世文字时代所有文化编码的源头，即一

至Ｎ级编码 的 文 化 原 型。明 显 看 出，叶 氏 的 原 型

编码强调神话信仰时代的叙事对后世文化表述的

编码作用，这是叶氏对原型内涵的扩展与改造，与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引 进 的 原 型 概 念 有 着 根 本 不 同。
“从理论渊源来看，原型有两种类型：荣格的心理学

原型与弗莱的文学原型。尽管二者同时被称为原

型，但它们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别。荣格从心理

学视角观照文学，强调原型的非理性因素，其理论

模式侧重于描述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及心理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荣格的原型其实等同于原始意象。
另外，荣格的原型批评主要探讨文学创造过程中心

理意识的历史，更多带有一种将文学与社会联系起

来的意图。就原型的内涵而言，弗莱的原型批评是

一种文学研究模式，原型因而属于文学范畴，它是

一种文学的功能性单位，用来揭示文学自身的发展

规律。弗莱的意向并非强调原型的独立性与创造

性，而是偏向于考察原型的传统性与历史性，其原

型批评的最终旨趣是探索文学自身在发展过程中

的内部规律，从文学自身去描述文学之本质。该批

评模式带有鲜明的整体文学史意识。”［５］３３可以说，
叶氏的原型编码已经脱离了荣格与弗莱的范畴而

进入文化层面，指向了人类文化表述与记忆的编码

问题。
叶氏的原型编码仅仅具有时间上的指向，对于

空间并无具体所指。一个突出的特征，原型编码下

文化涵盖的空间范围极为宽泛，且不说其他国家，
姑且以中国为例，它指向现代中国版图上的所有地

域，东西南北中各有所指。但这里同时存在的问题

是，同一时间限度下的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

征与差异，譬如，广汉平原的三星堆文化迥异于同

一时期的中原文化，出土文物展现的各种特征已充

分表明这一点。因此，如何利用各级编码阐释中国

版图内不同区域的文化在同一时段内的互动关系，
继而重构该时期的文化传统，这一问题成为当前原

型编码学说建构的关键。从理论层面而言，该论题

的难 度 极 大，论 及 内 容 极 为 复 杂，涉 及 史 学、人 类

学、民族学、考古学、神话学等相关学科。因 此，原

型编码迄今尚不能称之为理论，充其量只能是一种

学说或假说，因为其理论深度与逻辑框架皆有待于

不断完善，其 普 遍 性 与 适 用 性 尚 需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验证。
至此，我们要发问：叶舒宪为何要提出 原 型 编

码这种主张？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因为

它涉及原型编码的生成语境。笔者以为，催生原型

编码主张的缘由有三：第一，文学人类学学科理论

建构的需要；第二，神话原型自身的不足；第三，神

话自身作为文化基因的特征。这里重点阐释第一

种缘由。作为一种跨学科的阐释模式，文学人类学

的生成历史可追溯至２０世纪上半叶，但直到２０世

纪末叶，它才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确切地说，
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模式始于２０世纪上半叶，凝

聚了茅盾、闻一多、郑振铎、鲁迅等早期先行者的努

力，他们以西方人类学视角阐释中国本土文学及文

学现象的研究，开启了中国文学人类学跨学科阐释

模式的先河①。进 入２１世 纪，中 国 文 学 人 类 学 面

临学科理论建构的艰巨任务，关于这一点，叶舒宪

有明确的表述：“现在大家面临新学科建构的任务，
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起码有以

下几点基本诉求：一要有学理依据，能够有效解释

较为复杂的研究对象；二要有独树一帜的开拓性，
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三要有可传播性，便
于学习、推广和应用。不希望搞成玄虚的自娱自乐

或纸上谈兵。出于传播的考虑，要尽量避免将中、
西方的东西彼此生硬地翻译，选择采用简明的、便

于表现和记 忆 的 术 语。”［９］２在 此 背 景 下，叶 舒 宪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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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缺乏人类学的田野 实 地 考 察，所 以 他 们 的 阐 释 模 式 某 种 程

度上是借用人类 学 的 视 野 观 照 中 国 神 话，但 各 有 侧 重。茅 盾

主要利用人类 学 的 神 话 仪 式 学 派 相 关 观 点 解 读 中 国 古 代 神

话；闻一多在《伏羲考》中 运 用 了 人 类 学 学 者 芮 逸 夫 收 集 的 苗

族关于伏羲女娲的神 话 传 说，以 及 人 类 学 关 于 图 腾 的 相 关 理

论来解读伏羲；郑振铎 的《汤 祷 篇》直 接 运 用 弗 雷 泽 替 罪 羊 理

论改写了中国古典文 献 中 的 商 汤 祈 雨 故 事，将 商 汤 塑 造 为 一

位代民受过的替 罪 羊 形 象。通 过 一 系 列 的 文 学 解 读 工 作，这

些早期的学者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文学人类学跨学科的阐释 模

式，它不同于后期学科意义上的文学人类学，本质上为解 读 中

国本土文学及其现象的一种路径。



设性地提出了“四 重 证 据 法”①与“大 小 传 统”之 概

念，试图以 此 建 构 中 国 文 学 人 类 学 的 学 科 理 论 框

架。当然，这就涉及第二重缘由，即与神话原型理

论的缺陷有关。荣格等人倡导的神话原型理论限

于文学范畴，且不涉及神话图像，在实践中有许多

现象无法解释，叶舒宪改造之后的原型编码主张则

能够解释弗莱神话原型无法解释的文化传承问题。
最后，原型编码的提出与神话自身作为文化基因的

特性有关。国外神话学因自身为跨学科研究范式，
对于神话的界定并未限于文学范畴，神话的文化属

性已成为所有神话研究者解读神话的前提。但在

中国，神话尚属于文学范畴，文学本位主义的研究

依然在学界盛行，这也是叶舒宪最后要破除文学范

畴神话理念的原因所在。
一旦意识到神话具有的塑造文化传统与历史

叙事的功能，叶舒宪的原型编码学说便与中国几千

年的文化大传统注定发生不可分割的关联。原型

编码便不仅仅是针对重构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它
面对的将是重构中国历史叙事与发生机制的问题，
由此出现另外一个概念，那就是“神话历史”。

二、“神话历史”与“神话中国”

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叶舒宪的神话 研 究 中 频 繁 出

现了“神话 历 史”（ｍｙｔｈｉｓｔｏｒｙ）这 个 词 语，与 之 同

时还有“神话中国”这个名词。那么，在叶舒宪的学

术名词中，究竟什么是“神话历史”，什么是“神话中

国”呢？叶舒宪使用这些学术术语的意图何在？在

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有必要对“神话历史”一词做简

短梳理。
就“神话历史”一词的来源而言，叶舒宪并不是

这个术语的首次使用者，他只不过是这个术语的借

用者。确切 地 说，“神 话 历 史”这 个 词 语 源 自 新 史

学，是新史学反思历史属性的产物。“神话历史”一
词首次出现于１９８５年，美 国 学 者 威 廉·Ｈ·麦 克

尼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ＭｃＮｅｉｌｌ）是 这 个 术 语 的 首 创

者。在１９８５年的美国历史协会第１００届年会上，
作为会长的威廉·Ｈ·麦克尼尔发表了题为《神话

历史：真理，神 话，历 史 和 历 史 学 家》的 演 说②。当

年威廉·Ｈ·麦克尼尔使用“神话历史”一词时，其
意图在于反思历史的虚构性，“神话历史”指的是神

话般虚构的历史。“在使用神话历史这一术语时，
麦克尼尔强调：历 史 叙 述 只 不 过 是 历 史 事 件 的 阐

释，历史的根本属性是神话 性———虚 构，作 为 科 学

的历史并不存在，只有作为阐释学或诗学的历史。
在麦克尼尔的神话历史范畴内，神话并非是历史的

代名 词，而 是 虚 构 的 同 义 词，它 与 真 实 相 去 甚 远。
麦克尼尔的立足点是史学的诗学性质或虚构性，他
本人并未对神话与历史生成的先后顺序做任何甄

别。”［１３］２０２时至１９９０年，新史学理论的另外一名倡

导者唐纳德·Ｒ·凯利（Ｄｏｎａｌｄ　Ｒ．Ｋｅｌｌｅｙ）再次对

“神话历史”做了阐释③。唐纳德·Ｒ·凯利眼中的

“神话历史”指的是具有诗性性质的历史，即强调历

史的叙事性。与此同时，纳德·Ｒ·凯利又强调神

话叙事的真实性。“历史起源于神话并且逐渐摆脱

了这种神话特性，直到马基雅维利和奎恰尔迪尼时

代，它获得彻底觉悟为止———或者可能是伏尔泰和

吉本时代，或者可能是蒙森和兰克时代，或者可能

是这个世纪‘新’的 经 济、社 会 和 文 化 史 等 等。”［１４］

本质上说，新史学研究者眼中的“神话历史”概念与

新史学关于历史属性的再界定密切相关，它要破除

的是历史作为科学这样一种宏大历史观，强调历史

是诗学或阐释学的本质属性。对于神话，麦克尼尔

与凯利并未做过多阐释，他们至多承认神话在叙述

历史层面具有真实性的一面。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新史学对于“神话历史”有

了新的理解。身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

授的约瑟 夫·马 里（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ｌｉ），对“神 话 历 史”
做了更为深入的阐释。马里的“神话历史”概念则

以承认神话作为历史性叙述为前提，探寻神话如何

进入历史。在他看来，神话在历史之前产生，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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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所谓“四重证据”，指 的 是 如 下 四 个 方 面 的 研 究 资 料：一，传 世

文献及传统文字训 诂，谓 之 第 一 重 证 据；二，传 世 文 献 中 所 没

有的新出土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及竹简帛书等书 写 文

献，谓之第二重证据；三，汉语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之 外 的、具

有人类学特色 的 材 料，包 括 民 间 口 传 叙 事、仪 式、礼 俗，民 俗

学、民族学提供的跨文化资料，谓之第三重证据；四，考 古 出 土

的和传世的实物 及 其 图 像，谓 之 第 四 重 证 据。表 面 看 来，“四

重证据法”似乎有一种工具论的色彩，从命名上可以看出这 一

意味，但实际上，“四重证据法”不单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 古

史重构路径，而是人类学重构本土文学的框架的基本路 径，其

背后是“文学共同体”这一宏观文学理念。

参 见 ＭｃＮｅｉｌｌ，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ｙ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ｒ　Ｔｒｕｔｈ，Ｍｙ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１（

１９８６）：１－１０．该文后被收入麦克尼尔论文集《神话历史及其

他论 文》一 书（Ｍｙ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３－２２．）。中文译文曾刊

载于《史学理论》杂 志１９８７年 第１期，后 被《现 代 外 国 哲 学 社

会科学文摘》１９８８年第８期全文转载，最 后 被 收 入《现 代 史 学

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一书。见中国美国史 研 究

会编，王建华等译：《现 代 史 学 的 挑 战：美 国 历 史 协 会 主 席 演

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４７５－４８８。

参见Ｋｅｌｌｅｙ，Ｒ　Ｄｏｎａｌｄ．“Ｍｙ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ｓ　ｏｆ　Ｒａｎ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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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历史的“史前史”而存在。马里坚持认为，神
话被证明是根本的起源性叙述，因此，神话是第一

位的，历史是第二位的。他断言，“一则神话无论多

么富有传奇意味，它并不表示编造或纯粹的虚构，
因为它通常包括共同体历史中所含有或涉及的关

键问题，诸如共同体共同的祖先和边界的传奇。这

些问题需要并能催生关于历史的神话，因为它们不

仅适于形而上学的神秘事物，诸如共同体的最初起

源和命运，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真实的叙述是

共同体成员所信赖并经历的事实，即便（或者正好

因为）它 们 是 神 话 的 而 非 逻 辑 的 或 历 史 演 绎

的。”［１５］４不难看出，马里的“神话历史”概念强调神

话的凝聚力即神话整合社会文化情感的功能。就

像威廉·Ｈ·麦克尼尔与唐纳德·Ｒ·凯利，马里

的“神话历史”概念是其反思历史的概念性工具，其
基本意图在于通过神话探寻历史的元初面貌，继而

重构历史及史学观念。
熟知西方知识界动态的叶舒宪，极为敏锐地觉

察到了“神话历史”一词的整合性作用，他将其应用

在神话学领域，用来彰显神话的塑造性功能。颇有

意味的是，叶舒宪使用“神话历史”这个概念时，淡

化了它原来所指的历史诗学性质，而强调神话在历

史进程中具有的整合文化作用。他在一次访谈中

指出：“按照《神话历史》一书著者马里教授的判断，
这个 词 在 古 代 的 对 应 称 呼 应 是‘历 史 的 神 话’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ｙｔｈ）。对于 华 夏 文 明 而 言，则 是 把 经

书神话、圣人神话、皇权神话等看做是‘天人互动’
范式支配 下 构 成 的 历 史 神 话（叙 事）。‘历 史 的 神

话’或 ‘神话历史’概念的再提出，可以驱散 ‘历史

科学’说造成的假象，消解历史与神话的截然对立，
将神话从狭小的文学本位的学科概念局限中释放

出来，使它 发 挥 文 化 编 码 和 神 圣 叙 事 的 方 法 论 作

用，成为探索中华文明本源的一把观念钥匙。华夏

文化几千年传统并未像古希腊传统那样，让神话被

哲学和科学代表的理性主义所取代。神话作为一

种信仰和思维，从史前的口传时代穿越漫长的文字

历史，早已作为文化根基和编码规则。”［１６］８上述话

语明确地表明了叶舒宪本人的意图：他使用“神话

历史”这个概念并非是强调历史的诗性特征，而是

强调神话具有的文化编码和神圣叙事功用，以此来

揭示并重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因此，他在“神话

历史”的思维方式基础上提出了“神话中国”这个概

念，以此表明神话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的塑造

性作用。关于为何使用神话历史与神话中国这两

个语词，叶舒宪本人有非常明确的表述：“研究神话

历史，不等于研究神话，而是要研究文化文本及其

编码程序。出于这个目的，才会有研究对象从‘中

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的根本性转换。”［１７］１１

那么，究竟什么是神话中国呢？叶舒宪对此有

所界定：“所谓‘神话中国’，指的是按照天人合一的

神话式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五千年文

化传统，它并未像荷马所代表的古希腊神话叙事传

统那样，因为遭遇到‘轴心时代’的所谓‘哲学的突

破’，而被逻各斯所代表的哲学和科学的理性传统

所取代、所压抑。惟其如此，神话思维在中国决不

只是文学家们的专利。从屈原到曹雪芹的本土文

学家群体固然都是再造神话感知与神话叙事的行

家里手，不过，由老子、孔子开启的儒道思想传统同

样离不开神话思维的支配。道家理想中的神仙们

和儒家推崇备至的圣人和圣王，无不是最具有本土

特色的‘神话中国’之体现。”［１８］３５不难看出，“神话

中国”并非是地理学范畴，而是文化范畴，它指向了

中国久 远 的 历 史 文 化 传 统。可 以 这 样 说，叶 氏 的

“神话中国”绝非是为了反思中国的历史属性而创

造的，在这一点上，他与西方新史学的研究者有着

本质性不同。根据叶舒宪本人的论述，我们能够判

断，“神话中国”是叶舒宪为了重构中国文化传统而

建构的一个术语，其工具便是前文探讨的原型编码

理论。从叶舒宪２００９年以来的神话研究 看，与 其

说他的“神话中国”是重构中国的文化大传统，倒不

如说是为了验证“神话历史”这个概念。因为叶舒

宪所有的神话研究都围绕神话般的中国传统文化

而进行的。他的研究表明，中国八千年的文化传统

具体说来是以玉器崇拜为源头的文化传统，都是按

照“天人合一”的神话思维模式进行编码的。这就

表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神话为基因而进行编码

延续下去的，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神话文化传

统，只不过这种传统一般人难以觉察，需要借助于

神话编码理论加以层层解读。
较之于西方新史学的“神话历史”概念，叶氏的

“神话中国”明显缺乏理论支撑与逻辑论证，并且中

国史学界对这个术语似乎不是特别感兴趣，相关的

探讨少之又少。在笔者看来，“神话中国”这个术语

所指是中国几千年来具有神话性质的文化传统，这
一点已经偏离了这个术语的能指，因为“神话中国”
的语义核心是中国，而叶氏的界定是文化传统，这

就在称谓上给人一种错觉。另外，“神话中国”中的

“中国”实际上也不恰当。叶氏拿“神话中国”来重

构中国五千年甚至八千年的文化传统，但在五千年

或八千年之前，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否将其所处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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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称为“中国”还是个问题。
在“神话中国”这个概念中，神话占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叶舒宪曾经不止一次地宣称，中国学界应

当突破狭隘的将神话当做文学范畴的做法，还原神

话应有的文化基因面貌。他明确表示，中国当下的

学科体制将神话划归到文学的做法是一个大错误，
因为神话概念远大于文学。“研究实践表明，神话

作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一种概念工具，它具有贯通

文史哲宗教道德法律诸学科的多边际整合性视野。
从这种整合性视野看，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

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

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因而，不光是学

习文学要从神话开始；要进入历史，首先面对的就

是神话历史；要进入哲学史，首先就要熟悉神话哲

学和神话思维。”［１８］３４实际上，这种强调对于叶舒宪

而言非常无奈，它是叶舒宪出于神话在中国学界的

错误定位而发出的呼喊。因为国际神话学界早就

将神话学作为一门科学，自１９世纪诞生以来，神话

学与文学、历史、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一样，在人

文社会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自然，西方的神话在

概念与范畴上均是独立的，除却神话学之外，它并

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但在中国，因现代学术语词

中并未出现“神话”一词，现有的“神话”概念“是２０
世纪初期梁启超、蒋观云等人引入现代汉语中的。
在此之前，中国学术话语中没有这个词，当然也没

有神话学这门学问。最初热衷于介绍和研究神话

的学者以文学家为主体，如鲁迅、周作人、茅盾、郑

振铎、谢六逸等，所以至今我国的神话学教学仍然

只限于 在 大 学 中 文 系 的 民 间 文 学 课 程 范 围 里 进

行。”［１９］１这 种 还 原 神 话 地 位 的 呼 声 大 概 源 自 两 个

方面，其一，国外神话学日新月异的研究与对神话

文化范畴的定位；其二，国内学界对国外神话学的

隔膜以及学科机制将神话视为虚构文学叙事的做

法。与第二个原因密切相关的是神话的文学范畴，
这一点是叶舒宪极为不满的。叶氏这种将神话从

文学中解放出来的做法实际上与他倡导跨学科的

神话研究方式有关，因为将神话视为虚构之物的文

学本位主义的研究方式极为严重了阻碍了中国神

话学的发展。毕竟，国外神话学的研究是多方位多

学 科 交 叉 进 行 的，出 现 了 众 多 的 理 论 流 派 与 方

法①，中国神话 研 究 的 单 一 模 式 需 要 有 人 打 破，并

将中国神话学与国际神话学对接起来。
从研究路径上看，叶舒宪“神话中国”的概念主

要是依靠玉石神话的研究进行的，叶舒宪对此有极

为严肃的总结：“探索中华大传统的关键，是弄清从

多元到一体的转变奥秘。玉石神话观的传播就恰

好起到 奠 定 文 化 认 同 基 石 的 作 用。”［６］８这 并 不 奇

怪，因为叶舒宪的学术生涯源自神话原型，他对原

型的理解早已超越了文学范畴而进入图像原型世

界，玉石具有的特殊性质与功用使得叶舒宪敏锐地

意识到玉石神话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塑造性作用。

三、玉石神话

叶舒宪关于玉文化的研究 始 于２００５年，最 初

的契机来自对考古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的关注，如
他在２００６年第４期《文艺研究》发表的《猪龙与熊

龙》、２００６年第５期《文学评论》发表的《第四重 证

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以猫头鹰象征的

跨文化解读为例》等论文。因“第四重证据”理论建

构需要，他开始将玉器、青铜器、彩陶等作为第四重

证据的资料纳入研究视野。但此时他对于玉器的

关注仅限于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物证，并未关注玉器

自身的形制、质地与相关情况。直到２００９年 他 主

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的神

话学研究”启动，因探讨文明发生机制的需要，他才

正式将玉器列为重点研究对象。２０１２年该项课题

结项，通过一系列的玉器图像研究，叶舒宪意识到

玉器对于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性，在２０１２年课题

结项之后，继续投身于玉器研究，并提出了“玉石神

话”和“玉 帛 之 路”等 概 念。叶 舒 宪 为 此 总 结 道：
“２０１２年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

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得出结论：伴随华夏文明产

生的神话想象有其深远的史前根脉，远远不是汉字

出现的年代所能局限。华夏神话之根的主线是玉

石神话及由此形成的玉教信仰。从神话学视野看

东亚地区的玉器起源，可以发现每一种主要的玉器

形式（如玉玦、玉璜）的发生，背后都有一种相应的

神话观念在驱动。”［２０］

只不过，叶 舒 宪 关 于 玉 石 神 话 的 定 义 过 于 简

单，他采用了一种描述的方式来界定玉石神话：“在
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的物质材料中，石头曾经是人类

祖先时代接触最多也最为熟悉的一种。在旧石器

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之际，石头中的某些特殊种

类获得先民的青睐。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成为所

谓神石或圣石，玉石神话由此应运而生。从黑曜石

和绿松石，再到青金石、金和铜等金属矿石，所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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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殊的石头都曾经被神话思维赋予类比天神的

联想和宗教意义。”［２１］２９从上述界定中，我们无法获

知玉石神话的起源、发展，以及时间与地域分布，更
无法获知其具体所指，即玉石神话是中国特有的还

是史前时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神话信仰？从叶

舒宪一系列的研究中似乎可以看出，玉石神话普遍

存在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以及中国早期的神权

政治时代，只不过随着那些早期文明的消亡，玉石

神话信仰也随之消亡，而在中国一直延续到封建帝

国时期，甚至延展到了近代和当代中国社会。
为何史前 人 类 将 石 头 作 为 崇 拜 的 神 圣 之 物？

叶舒宪并未做深入阐释，这里做个简短的补充。从

比较神话学的国际视野来看，史前时期即旧石器时

期和新石器时期的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石头信仰，只
要看看世界各地出土的石头建筑、石制物品、乃至

于石头洞穴就可以明白。即便是到了王权时期，世
界各地依然继承了巨石文化的传统，留下了诸如德

尔斐阿波罗神庙、帕特农神庙、金字塔，以及卢克索

神庙（Ｌｕｘｏｒ　Ｔｅｍｐｌｅ）、卡 尔 纳 克 神 庙（Ｔｅｍｐｌｅ　ｏｆ
Ｋａｒｎａｋ）之类 的 遗 迹。史 前 时 期 文 化 传 统 中 的 石

头不同于现 代 化 学 意 义 上 作 为 硅 铝 酸 盐、硅 磷 酸

盐、硅硼酸盐等化合物的石头。一种普遍的认知乃

是，石头因为其自身的质地与存在方式较为恒久而

得到了关注。按照宗教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的

说法就是，石 头 具 有 特 殊 的 外 形 与 性 质，“它 的 伟

力、它的静止、它的体积、以及它奇特的外形与人类

绝无共性；它们同时表明存在着某种外形炫目的、
可怕的、富有吸引力的以及颇具威胁的事物。它以

其崇高、坚硬、外形状和色彩，使人类直面某种与他

所属的世俗世界判然有别的实在和力量。”［２２］２０６总

之，正因为石头的这种属性，它成为了持久、永恒、
不朽，乃至于神圣的象征符号。世界各地的石头崇

拜与玉石神话建立在石头的特殊的性质之上，后起

的玉石神话也与石头质地有关。
叶舒宪为何要使用“玉石神话”这个概念？难

道仅仅是出于个人喜好？实际上，玉石神话是一种

策略，是叶舒宪重构中国文明之根与文明发生动力

机制的工具。他明确表示：“探究中国文化大传统，
需要立足于世界文明的全局视野，找出华夏特有的

要素。判断文明的起源，国际学界通用的有三要素

指标：文字、城市、青铜器。在这三要素之 外，华 夏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要素：玉的信仰和玉

器生产。也就是说，世界主要古文明的起源均有三

要素的推动之功。而探讨华夏文明发生历程，还必

须加上更为 深 远 的 一 种 动 力，那 就 是 史 前 的 玉 文

化。在文字、城市、青铜器三者都没有出现于东亚

的情况下，玉文化却率先出现于北方地区，并且随

后在辽河流域、黄淮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的范围

里长期交流互动，逐渐形成中原地区以外的几大玉

文化圈，最后汇聚成华夏玉礼器传统，同后起的青

铜器一起，衍生出文明史上以金声玉振为奇观的伟

大体系。”［１１］１　１不难看出，叶舒宪的玉石神话研究强

调神话图像在建构宗教意识形态与王权机制方面

的建构性作用，它对文明起源研究带来的冲击是不

言而喻的。因为长久以来，文明探源的研究者习惯

了从文字、城邦、金属冶炼技术等方面探讨文明起

源，却没有充分意识到图像尤其是神话图像在文明

起源研究中发挥的建构性作用。原籍希腊的美国

学者南诺·马瑞纳托斯（Ｎａｎｎｏ　Ｍａｒｉｎａｔｏｓ）在近期

一部著作即《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中，借助于对米

诺时代地中海金戒指与神话图像的研究，还原出一

个具有 共 同 女 神 信 仰 的“地 中 海 文 化 共 同 体”①。

从比较神话学的视野来看，叶舒宪关于玉石神话的

研究可以与南诺·马瑞纳托斯相互对照，揭示出世

界范围内的石头崇拜神话是如何在不同地区与国

家分化，最后演变为玉教神话与黄金神话这两种类

型的。

关于玉石神话对中国文明发生机制的塑造性

作用，叶舒宪有自己的理解，他反复强调：“玉石神

话观对于理解当时的宗教意识形态及神权政治体

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屈指可数的几种主要玉

石，一方面 装 点 着 各 大 文 明 五 花 八 门 的 圣 物 和 宝

物，另一方面则充当着绘制天国或神仙世界图景的

美学符号。”［２３］５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地的玉石神

话信仰源自史前时期的石头崇拜信仰，后来的宗教

与神权政治出于建构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选择了天

青石、绿松石、和田玉与各种美石，将其作为通神的

媒介以及权力、社会身份乃至于地位的象征物。但

在古代中国，玉器的佩戴者仅仅限于宗教人士与有

社会地位的，一般的人是没有权力佩戴美玉的。只

要去看看中国各个朝代的墓葬就会明白，凡是有玉

器出土的墓葬，其主人的地位都比较高，平民的墓

葬中不会出现美玉。平民没有资格用宝玉，但是可

以用低贱的材料模仿玉器，如玻璃璧、陶璧的大量

生产和使用，这也是原型和置换变形的关系。最近

２５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１月　

① Ｎａｎｎｏ　Ｍａｒｉｎａｔｏｓ．Ｍｉｎｏａｎ　Ｋｉｎｇ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ｌａｒ　Ｇｏｄｄｅｓ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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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２０１０．中 文 译 本 由 王 倩 译，陕 西 师 范 大

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出版。



考古报告陕西发现西周的石玦作坊，大量生产玉器

的替代普及品，给谁用呢？王公贵族们才不稀罕石

头，可见是平民。由此可见，玉石神话信仰实际上

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起到塑造性作用。
事实上，发端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头信仰是玉石

神话信仰的前身与源头，对于中国而言，早期的神

权政治出于建构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的需要，才开

始将玉石作为王权与神权的象征物，进而建构了一

系列的 玉 石 神 话，诸 如 玉 斧、玉 璋、玉 璧、玉 琮、玉

钺、玉圭等。关于这一点，中国的仪礼制度有明确

的规定，略懂古代礼仪文化的人都有印象。但在民

间，史前的石头信仰并未消失，它依然以口传神话、
实物神话、仪式神话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神话与仪式表演是这方面的

明证。不用说自史前沿袭到当下的民间石制墓穴，
只要看看毛泽东的乳名“石三伢子”就会知道，这种

石头信仰在中国社会是多么根深蒂固。因此，叶舒

宪的“玉石神话”仅仅阐释了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上

层社会的意识形态起源问题，其适用性有多大，尚

需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四、余　论

由叶舒宪上述三个方面的建树而言，他要解决

的是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关联问题，即神话如何进入

历史这一话题。“神话原型编码”、“神话中国”、“玉
石神话”、“玉帛之路”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表明叶

舒宪对神话如何进入历史的思考是多方位的，其证

据也是多层面的，图像文本、仪式、口传资料均是其

重构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依据。总的来看，叶舒

宪偏重于从实物与图像这两个方面探讨神话与历

史的关联问题，书写文本在其使用的证据中并不占

据重要地位。
从国际神话学关于神话与历史关联的探讨来

看，神话进入历史有三种路径：“对于王权象征符号

而言，神话通过图像叙述进入王权意识形态；就族

谱叙述而言，神话以神话思维的方式编造族谱时间

链而将王室族谱神话化；就城邦创建而言，神话借

助于英雄流浪神话和神谕神话为土地制度提供叙

述框架。”［１３］２０６这就意味着神话进入历史的方式是

多样化的，它对历史的建构性功能也是多层面的。
就神话的内涵而言，多数学者达成的共识就是，作

为历史源头的神话，它并非是一种虚构的叙述，更

不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故事，而是一种以多种方式存

在的文化基因，它能够被文化不加验证地接受并转

换为巨大的叙述性力量，继而发挥整合文化编码的

功效。多数研究者在面对神话这一古老而具有多

面性的存在形式时，承认其作为口传时代的元历史

这样一种事实。概而言之，作为元历史的神话是历

史发生的叙述性动力机制。因探讨范围主要限于

神权与史前宗教意识形态，叶舒宪使用的证据多半

为图像与实物，但他给出的神话图像通过编码方式

进入历史的答案并不具有全面性，需要后人在理论

与实践上加以补充。
叶舒宪上述三个方面的创建促使他反思神话

在中国学科机制内的定位，他充分意识到中国学科

机制将神话置于文学范畴的狭隘性，极力倡导一种

大神话理念，即将神话视为文化基因与编码的文化

神话概念：“从 整 合 性 视 野 看，神 话 是 为 文 化 基 因

而存在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

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要把握

当代比较神话学整合性视野的优势，一个认识上的

前提是：必须把神话概念从现代性的学术分科制度

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转变就在于：
将归类为民间文学一种体裁的神话，还原为文化编

码基 因 的 神 话。”［２４］７这 种 呼 声 是 叶 舒 宪 对 中 国 学

科机制的反思，也是对封闭自守的学科本位主义的

批评，其意图在于倡导一种跨学科乃至于破学科的

学术研究范式，从而更为有效地重构中国文学与文

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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