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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型批评的概念

原型批评因其注重研究作品中的意象，而意象通常

是以神话、图腾和仪式的形式出现，而被赋予了其他的

名称，即神话批评、图腾批评和仪式批评，在二十世纪

的时候，这种理论很受欢迎，其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泛

文化方面，这种批评方式深入挖掘和分析了文学作品中

所存在的原型，从而发现文学作品中潜在的内容，探究

作品的行文模式。但是，原型批评理论对作品进行研究

时，其并不将本作品的内容结构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而

是更多地关注本作品和其他作品之间存在的联系。

原型批评的雏形最早出现在《金枝》这部作品中，

作者詹乔弗雷泽主要研究了神话故事，以及民间的一些

巫术仪式和习俗，改变了文学作品的研究方向。卡尔荣

格认为文学作品中会贯穿很多的意象，其将文学作品中

的神话、宗教等意象都称作名词，作者也认为在文学作

品中会出现很多无意识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受本人的意

志力所控制，而是因为集体经验而产生的一种无意识的

思想，但是这种无意识能够通过一些具体的意象而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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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原型批评是一种新的文学评价理论，属于西方当代文学的三大批评理论，其理论的内容既包括了人类学，

也包括了分析心理学和象征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新的理念，主要拓展了人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重要

内容，使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日益显现出其自身的局限性，本文通过研究文

学作品，探究了原型批评理论的实际运用。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领域呈现了多元化的批评理论，新的批评主义打破了传统批评主义的束缚，逐渐应

用于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型批评理论，这种理论突破了文学研究的肤浅视角，更加深化了文

学作品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原型批评研究了文学领域中的很多现象，在当今的文学作品研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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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比如神话和图腾等，这些意象可以是作品中的角

色，也可以是作品中讲述的剧情，通过这些意象，激发

出人们意识中的潜在的原始经验，从而做出一系列的情

绪反应。

后来，加拿大的弗莱在詹·乔·弗雷泽和卡尔荣格的

原型理论基础之上发展了原型概念，1957 年，发表了《批

评的剖析》这部作品，也因为这部作品的发表，使得其

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占有了重要位置，其主张在使用原型

批评理论评价文学作品的时候，批评对象不能局限于一

部作品，而是要探索不同作品之间的原型联系，对文学

作品的考评应当采用归纳的方法。

二、原型批评理论的局限性

原型批评理论强调从宏观角度上将文学作为人类历

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学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体

现，希望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来探寻其中的基本规律，但

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却忽略了文学作品的个性特点，将

原型集中于神话，具有很强的机械性，而且排斥其他文

学作品，使得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

三、文学作品分析中对原型批评理论的应用体现

1.“弑父杀母”原型

《哈姆雷特》这部作品的行文线索是复仇。哈姆雷特

在国外读书时得知父亲死亡的消息，便回国为父亲奔丧。

当其回到国内的时候，王位由克劳迪斯继承了，不久之

后，母亲乔特鲁德也嫁给了叔父，面对着这样的连续变

化，哈姆雷特觉得十分疑惑，并对自己的叔父和母亲产

生了不满的情绪。但是，霍拉旭在站岗的时候看到了老

哈姆雷特的鬼魂，父亲说自己死的很冤枉，是哈姆雷特

的叔父杀了自己，并要求哈姆雷特为其报仇。哈姆雷特

为了帮助父亲复仇，开始计划着如何复仇，但是为了保

护自己的安全，不得不用装疯来掩护自己，采用了“戏

中戏”的方法，因此，而确定了克劳迪斯的杀人身份。

但就是这个时候，失误杀死了奥菲利亚的父亲，克劳迪

斯便想让英王除掉哈姆雷特，幸运的是，哈姆雷特顺利

地逃回了丹麦，接着又得知奥菲利亚自杀的消息，从而

和雷欧提斯一起决斗。克劳迪斯想要用毒酒毒死哈姆雷

特，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杯酒哈姆雷特并没有喝，而是

被其母亲意外喝掉了，然后毒发身亡。后来，两人都中

了剑，毒剑让两个人都命不久矣，但也就是在这危在旦

夕的时候，哈姆雷特知道了毒的来源，所以，面临着即

将到来的死亡，杀死了克劳迪斯给自己陪葬。在临死之

前，哈姆雷特希望自己的好友可以将自己的这段经历记

录下来。

《卡拉马佐夫兄弟》所讲述的故事是有真实的案例作

为依据的，老卡拉马佐夫已经拥有了四个儿子，老卡拉

马佐夫已经是一个高龄的老头，却并不改贪财好色的本

性。将妻子留下的遗产全部霸占，还和大儿子争抢女人，

大儿子因此十分憎恶自己的父亲。曾经扬言要杀掉自己

的父亲。有一天夜晚，德米特里带着凶器来到了老卡拉

马佐夫的窗下，但是却并没有动手杀掉父亲，意外的是

第二天，德米特里的话成真了，其因此而被拘捕。事实

上，斯麦尔加科夫才是真正的凶手，长期以来，其一直

遭受到压迫和不重视，内心中积攒了很多抱怨的情绪，

因怨生恨，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作为弥补，所以才有了

杀人的举动。

《俄狄浦斯王》讲述了一个神话故事，俄狄浦斯有着

至高的智慧，对邦国拥有强烈的热爱，具有很无私的精

神。不屈服于不公的命运，面对不公，敢于抗争，想要

逃离“神示”预言，而且一直在不停地寻找方法。后来，

终于想出斯芬克斯的谜语的答案，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

安宁。忒拜城郊遭到了瘟疫的肆虐，人们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希望俄狄浦斯能够给人们带来生的希望，人们自

发地聚集到王宫之前，希望能够得到俄狄浦斯王的帮助。

最后俄狄浦斯娶了自己的母亲，人们也因此将其视为救

星。为了真正地将人们从瘟疫中拯救出来，其将追查杀

害前王的凶手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了得到真相而不

顾一切，但是当真相大白的时候，才得知原来是因为自

己才使得父亲逝去。面对着这样的结果，俄狄浦斯并没

有逃脱责任，请求将自己放逐。

《榆树下的欲望》这个故事讲述了人们因为追求欲

望而产生的死亡的故事，也是一个悲剧故事。故事中的

主人公埃本是前妻的儿子，想要争夺农场，为自己的母

亲复仇，这个时候的父亲已经 76 岁，却并不想将农场留

给现有的三个儿子，觉得这三个儿子都不能让自己满意，

想要再生一个儿子来继承。所以，又迎娶了爱碧，爱碧

已经是老头的第三任妻子，爱碧想和老头生下儿子，从

而实现遗产继承，但是由于老头的年纪太大，已经不能

生孩子，所以想要继承遗产的愿望即将化为幻影。所以，

爱碧另辟蹊径，准备向其的小儿子埃本下手，成功地和

埃本发生了关系，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却因和埃本的不

断接触而真的爱上了埃本，并向埃本表白。但是埃本认

为爱碧接近自己只是为了遗产，不会产生真的爱意。最

终，爱碧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爱埃本，狠心杀死了婴儿，

埃本也因此相信了爱碧对自己的爱，但是两人却因为杀

人而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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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部作品的内容中都体现了“弑父杀母”的原型，

虽然故事中的情节存在着很多差异，但主要思想是基本

一致的，故事的结局也很相似，讲述的都是悲剧故事。

故事中有很多原型，《俄狄浦斯王》这部故事中就贯穿了

恋母情结这个行文线索，而《榆树下的欲望》则是以为

母亲复仇为行文线索，分别迎娶了自己的母亲和继母，

原型批评理论为评价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但

是，这个方法中含有很大的批评成分，这些批评的成分

使得文学作品出现了整体化的趋向。

2. 追逐原型

追逐原型的意象主要由谁在追逐，怎么追逐以及追

逐什么这三个部分构成，从这三个视角，可以对文学作

品中的内容进行分析，基本模式为主语 + 谓语 + 宾语。

2.1《夸父逐日》

作者在行文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夸父逐日的

目的，因此，不同的人就会产生不同的观点，有的人会

认为夸父逐日是为了和太阳比速度，也有的人认为夸父

逐日是为了了解太阳的起始和终止。无论是出于哪个目

的，都体现出了人类对自然的好奇，想要探索自然。作

品的开篇就指出了主要的两个因素，即人物和事情，给

读者留下了很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谁

在追逐”。

太阳可以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也是自然界中的

一种存在物，太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想要追逐太阳，反映出的是人类内心中的一种希冀，

人类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掌握命运，所以太阳在这个追

逐原型中视为宾语，被主语夸父所追逐。

故事中描述了夸父逐日的全过程，夸父一直全力向

着太阳移动的方向奔跑，一直追到了太阳下山，这部分

内容阐释了追逐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这个基本模式中

的谓语。故事中夸父最终走向了死亡。作为故事中主语

的夸父，能够坚持自己的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

不顾一切，一直奔跑在追寻的路上，这样的勇气值得后

人效仿；但是，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却忽略了客观条

件，没有正确的审视自己的能力，导致这个故事以悲剧

结尾。

2.2《过客》

《过客》的作者是鲁迅，作者将一个流浪者称为“过

客”，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想

要到哪里去，只知道不停地向前走。过客以“走”作为

放逐的一种形式，这个原型和夸父有相似之处，更是对

夸父这个原型的延续。《过客》中塑造的过客形象是一个

流浪汉，这个流浪汉就是这个原型中的主语，流浪汉不

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直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但

就是不停下来，一味地向着前方行走，无论目的地是什

么样，都不会选择放弃，这场路程没有任何动机，只是

不敢停歇地继续向前，似乎远方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催促

着这个流浪汉快点走。

这个故事中，缺少了原型中所谓的宾语，即使这个

流浪汉的脚已经破了，但是其却能听到远方召唤的声音，

不停地催促着往前走。这个召唤的声音其实指的就是生

命中的一种内在的形式，这个声音也就是过客需要去完

成的使命，因为这个声音一直在远处召唤，所以过客就

要永远走在路上。过客需要跟着远方的声音的方向，一

直不停地行走，这就是原型基本模式中的谓语部分，“过

客”是主语，主语要一直在路上行走，不能停止脚步，

也不能往回走，即便前方是坟也要走下去。为了能够一

直走下去，“过客”依靠着水来续命。

这种追逐的方法缺少了宾语，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

没有选择也不想有选择的“过客”的身上，作者将“声

音”作为“过客”的追逐的目标，这说明作者对这个追

逐的结果也是抱有怀疑的态度的，向前走的过程中，存

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唯一可以得到肯定的就是要一

直往前走。

2.3《浮士德》

《浮士德》这部作品被人们称为“近代圣经”，这部

作品通过对人物浮士德的塑造，传达出一种不懈地追求

的精神，这种追求的动作来源于对生命的不满足。浮士

德作为这个原型中的主语，因为其一直不满足于命运的安

排，因为其追寻不到生命的意义，所以其开始歌颂死亡，

浮士德想要游历人生，但是这个过程中，其要一直保持着

不满足的心态，一旦自我满足，就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浮士德在追求生命的过程中，面临着两种选择，既

想要满足个人的欲望，也想要和社会对个人的道德约束

相结合，在不出卖自己灵魂的前提下，谋求所想要的幸

福，这样的两难选择，就是这个原型中的谓语。浮士德

最终追求的结果是失败的，是一个悲剧的结果，这主要

是因为其虽然一直在不断地追寻着，在讨厌现有的生活

的基础之上，想要追寻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一直不能满

足于现状，一直都在追寻，使得其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

真正的满足。这就是所谓的原型中的宾语。浮士德是一

个追求者，但是其追求的却是没有穷尽的“善”，这使得

其只能不停地追求，但却不能满足自己最初的目标，作

者明明知道这样的追逐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在进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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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设计的时候，又让其陷入两难的境地，其根本的目的

是为了告诫人们，人生重要的是追求，要敢于追求自己

想要的东西，人生可以无限发展的，发展的过程中会遇

到很多问题，但是却不能轻言放弃，如果在追求的中途

就放弃了目标，满足于现状，也就不能追求到更美好的

幸福。

四、结语

文学作品以原型作为依托而存在着，原型不仅出现

在作品中，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所体现，原型批评理论

是文学作品评价的新方式，为文学作品研究领域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文学作品的原型来源于生活，但是也不能

将一切的作品都归结于原型，也要分析其中的差异和个

性化特点，之所以存在着这么多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每

一部作品都有着其自己的风格，要不断地强化自身对文

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能力，从而更好地将原型批评理论

用于文学作品评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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