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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勒内.基拉尔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基拉尔神话观的理论基石是(摹仿欲望*说与

(替罪羊机制*说$基拉尔批评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并在反思列维J斯特劳斯神话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神话观$基拉尔认为"神话根植于真实的暴力"其叙事视角是迫害者的

视角"而/圣经0则(解神话*"谴责暴力"提供的是受害者的视角$基拉尔的神话观为神话起

源与文本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框架"但同时也需注意到基拉尔的理论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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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1基拉尔!CD9fP8;:;I#"3#G ."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其著述颇丰#作品包括&浪漫的谎言与小

说的真实'!"3^""$&暴力与神圣' !"3$#"$&创世以来的隐秘事物' !"3$_"$&双重束缚' !"3$_"$&替

罪羊'!"3_#"$&嫉妒剧场)威廉1莎士比亚' !"33""$&基督教$真理与信心觉醒' !#%"%"等十几部论

著#思想影响较为广泛#涵盖了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神学等领域#学术界称之为+基拉尔主义,(基拉

尔思想的拥护者称基拉尔为+#%世纪最后三位大思想家之一,#而批评者则攻击他是基督教的一位新

护教者或者攻击他是一个+左派唯物主义者,(

-".

#

目前#国内已翻译了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

&替罪羊'

-G.

&双重束缚'

-!.

三部论



著#基拉尔神话观研究方面#冯寿农&勒内1吉拉尔神话观评析'主要从迫害文本的四个范式$替罪羊机

制$神话的改写$柏拉图与神话的演变四个方面介绍了基拉尔神话观#并分析了&西游记'的替罪羊机

制
-/.

(王倩指出现有研究+没有从神话学视角对基拉尔理论作深入辨析,

-^.

#她的研究则侧重从仪式

与暴力关系角度评介基拉尔神话观(在探讨基拉尔+摹仿欲望,说与+替罪羊机制,说的基础上#文章

将深入梳理基拉尔神话观与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纠葛#辨析基拉尔的神话分析个案#考察

基拉尔的理论影响与理论争议(

一" 摹仿欲望与替罪羊机制

基拉尔神话观的理论基石是+摹仿欲望,说与+替罪羊机制,说(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3^""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合二为一'!"3^G"两部早期著作中#基拉尔已经开始运用+摹仿欲望,说

分析塞万提斯$司汤达$福楼拜$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摹仿欲望,又称+三角欲

望,#基拉尔认为人!主体"的欲望不是天生的#主体的欲望来自对他人欲望的摹仿#来自一个或是楷模

或是竞争对手的介体#主体$介体$客体构成了欲望三角关系(

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区分出两种情况)+外在中介,与+内在中介,(当欲望主

体与介体之间的距离很大#二者不存在竞争关系时#这种情况属于+外在中介, !DXBD;9:+FDI8:B8(9"#例

如堂吉诃德的楷模是骑士阿马迪斯!AF:I8E"#他出外游侠$谈恋爱$苦修都是在效仿阿马迪斯*但丁

&神曲'中保罗和弗兰西斯卡在一起阅读骑士传奇时#读到骑士朗斯洛和王后圭内维尔幽会#情不自禁

转向彼此#依样亲吻*&红与黑'中于连模仿拿破仑征服女人#握住市长夫人的手和进入她的房间对于

连来说是一种责任(在上述例子中#主体和介体无论是时间和空间都相隔遥远#不存在竞争关系(而在

+内在中介,情况下#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之间的距离相差不大#构成了竞争对手关系(例如#&红与

黑'中市长德雷纳之所以打算雇佣于连为家庭教师#原因是德雷纳认为他的竞争对手瓦雷诺也打算雇

佣于连#于是就抢先一步#而在于连提出辞呈时#德雷纳认为于连是要到瓦雷诺家当家庭教师#反而给

于连加薪以挽留于连(由于+内在中介,情况下#欲望客体比在+外在中介,情况下要更为具体#范围要

小#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都指向同一对象#所以+内在中介,往往具有冲突性(+人比人#气死人, +二桃

杀三士,+既生瑜#何生亮,这些俗语表明了欲望的摹仿性与冲突性(在&红与黑'中#于连得到高人指

点#故意对玛蒂尔德无动于衷#给元帅夫人写求爱信#有意味的是#信被玛蒂尔德截获后#玛蒂尔德即

刻恢复了对于连的欲望(

基拉尔用+摹仿欲望,说解释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暴力与神圣' &创世以来的隐秘事物'中#他

把他的心理学理论称为+人际心理学, !89BD;I8M8I-:+TE1>7(+(K1"#他的理论起点是对弗洛伊德心理学

的批判#基拉尔着重批判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说和+自恋,说(基拉尔认为弗洛伊德的错误在

于把性欲当成心理过程中唯一的动力与基础#而基拉尔认为性冲动服从于摹仿欲望*其次#基拉尔反

对弗洛伊德的欲望直接指向客体的线性模式#基拉尔认为介体在激起主体的欲望中扮演关键角色*基

拉尔不同意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与+自恋,的区分#认为只存在一种欲望%%%摹仿欲望(例如#弗

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说认为男孩子对母亲的欲望是自发的#而基拉尔认为男孩子是在以父亲为楷

模迷恋母亲#遭到阻碍后则以父亲为竞争对手(基拉尔认为+自恋,是一种+伪自恋,#以自恋的女人为

例#自恋者让他人相信她只崇拜自己#而他人的摹仿欲望助长了自恋者的欲望(

要指出的是#基拉尔的欲望理论遭到两位女性主义学者的批评(S(;8+H(8批评基拉尔只对男性%

男性%女性欲望框架感兴趣#男性永远是欲望的主体和介体#而女性只能充当客体(而基拉尔对+俄狄

浦斯情结,的批评#H(8认为基拉尔贬低了母亲的作用#似乎母亲不能以自身为欲望对象(H(8认为如

果把前俄狄浦斯阶段考虑进去的话#基拉尔的理论就显得自相矛盾(因为在前俄狄浦斯阶段#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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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是孩子欲望的介体#如果男孩子摹仿母亲对父亲的欲望#那么所有男性将是同性恋者(针对基拉

尔认为女性的+自恋,是一种+伪自恋,这一看法#另一位女性主义者萨拉1科夫曼! =:;:7 ](<F:9"提出

批评#并认为原因在于基拉尔完全反对弗洛伊德#萨拉1科夫曼还尖锐地指出基拉尔过分性压抑(基拉

尔的回应是#在女性主义语境里#男性批评家似乎只能选择男性作为批评对象#其实要指出的是#弗洛

伊德的+自恋,说同样也受到女性学者的批评(

在+摹仿欲望,说的基础上#基拉尔进一步提出了+替罪羊机制, !E>:TDK(:BFD>7:98EF"说(如果社

会全体都被激起了摹仿欲望#社会趋向未分化状态#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危机#团体成员必须

牺牲一只!或一群"+替罪羊,来换取群体的生存(&替罪羊'一书从"!世纪法国诗人纪尧姆1德1马肖写

的&纳瓦尔国王的审判'入手#总结了集体迫害的四类主要范式(例如#当社会发生危机时#人们倾向于

选择带有特殊标记的人或者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这些带有特殊标记的人可能是生病$精神错乱$遗

传畸形$伤残等等#这些人被当成罪魁祸首或被消灭或被驱逐#而一旦危机结束#+替罪羊,往往又被圣

化为+拯救者,(

基拉尔在&暴力与神圣'一书中认为#替罪羊现象大量存在#特别是在悲剧作品中#譬如索福克勒

斯的&俄狄浦斯王'#欧里庇得斯的&酒神侍女'#莎士比亚的&尤力乌斯1凯撒'中(在现代小说中也可

寻见+替罪羊机制,的踪迹#例如塞利纳!6f+89D" &茫茫黑夜漫游' !"3G#"一书中#叙述者费尔迪南1巴

尔塔姆是全船唯一付钱买票的乘客#由此他陷入了流言蜚语中#他明白自己成了一只替罪羊#最后不

得不借机会上岸逃走(&暴力与神圣'一书中#基拉尔还引用了原始文化中的仪式为例证#譬如尼罗河

上游流域丁卡人!N89@:"的动物献祭仪式$非洲部落国王的王权仪式以及巴西西北部 S-T89:FR:印第

安人的食人仪式(S-T89:FR:印第安人把部落战争中的俘虏带回部落#这些俘虏有时会被虐待#有时则

得到善遇#得到性满足甚至允许与某一家庭结婚#这样他们就被整合到群体中#在吃掉俘虏之前会允

许俘虏逃走#但是很快俘虏就被抓住吃掉#他的肉被认为是+和平$力量和繁殖力之源,

-$.

#而俘虏从逃

走到被吃掉完成了由冒犯者到拯救者的转变(

二" 个案考察!暴力"替罪羊与神话

基拉尔的神话分析正是立足于+摹仿欲望,+替罪羊,等概念的基础上(在&替罪羊'第三章+什么

是神话/,中基拉尔写道#+从最容易到最困难#我将证明)所有神话根植于真实的暴力上#以反对真实

的受害者
-G.G%

(,而这种暴力是一种集体暴力#读者之所以没有在神话中辨出+替罪羊机制,#这是由于

在神话文本中替罪羊被神圣化#暴力的痕迹被删改或淡化(为了揭示文本中的替罪羊机制#基拉尔总

结了迫害文本的四类范式)")大部分神话的开头会讲述文化的未分化状态(如白天与黑夜混淆#天地

相通#人神混杂#太阳与月亮是孪生兄弟#相互吵架等等*#)大部分神话内容或多或少描述了对+替罪

羊,范式化指控#即+混乱者,的罪行*G)嫌疑者身上的异常标记#可能是身体上的#也可能是精神异常#

或是宗教和民族上的少数派*!)暴力(

-G."/.#_

基拉尔的神话理论起源于对列维J斯特劳斯的理论反思(列维J斯特劳斯在&图腾制度'一书中曾

分析过一则奥吉布瓦神话! Ù8R-O:#或译+奥杰布韦,"和一则蒂科皮亚神话!S8@(T8:"(+图腾,一词源

于奥吉布瓦人#(B(BDF:9 一词大意是+他是我的一个亲戚,(

-_.#/

一则奥吉布瓦神话主要大意是说#五个

+原初,氏族来源于六个具有人形的超自然存在#其中有一个超自然存在双目紧闭#不敢看印第安人一

眼#然而#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略微将目光停留在一人身上#结果给人类带来了死亡#他的同伴

让他立即潜入海底#其他五个留在印第安人中间#从他们中诞生了五个大氏族和图腾(而一则蒂科皮

亚神话则讲述一个外乡来的神 S8@:;:- 拜访蒂科皮亚人#本乡诸神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宴席#但他

们首先组织了一场力量和速度比赛#在比赛中#这个陌生人滑倒了#声称自己受了伤#当他假装一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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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的时候#突然冲向宴席并抓起一大堆食物逃到山上去了#诸神紧追不放#S8@:;:- 再次滑倒摔跤#诸神

才讨回了一些吃食!椰子$芋艿$面包果$番薯"#其他食物则被 S8@:;:- 带到天上(列维J斯特劳斯认为

在这两个案例中#+图腾制度都是被当作一种业已消逝的总体的残余而引入进来的#这一事实也许能

够说明#只有在把体系的各个术语相互隔开的情况下#它们才会有意义,#

-_.G^

基拉尔认为列维J斯特劳

斯的贡献在于这种区分等同于人类思维过程#但列维J斯特劳斯关注神话的结构甚于关注神话的情节

内容(

在这两则神话中#列维J斯特劳斯区分了自然状态与文化状态#基拉尔则区分出未分化状态与分

化状态(在两则神话中#人与神混杂#由于外来之神的介入#人与神区分开来(而未分化状态转变到分

化状态是通过驱逐外来之神完成的(两则神话都暗示了群体的社会危机#例如蒂科皮亚神话中的+力

量和速度,比赛说明他们处于摹仿性竞争中(基拉尔对上述两则神话的分析是#奥吉布瓦神话中潜入

海底的神和蒂科皮亚逃离的神都是受害者%%%替罪羊(基拉尔引用人类学家雷蒙1费思 !C:1F(9I

\8;B7"记载得更为详细的蒂科皮亚神话版本#该神话版本讲述道#逃离的神被追到悬崖#飞走了(基拉

尔认为这其实是被逼跳崖的另一种说法(另外#列维J斯特劳斯把神话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基拉尔

认为神话是会随着时间而消长变化(

在&替罪羊'中#基拉尔再次运用替罪羊机制解读神话文本#以证明神话源于集体暴力#源于对替

罪羊的迫害(在基拉尔看来#罗马传说中罗慕路斯与雷穆斯的故事$克里特神话中宙斯的故事$特欧体

瓦茨神话$阿兹神话$提坦神话等文本中都存在集体迫害现象(如北欧神话中集体迫害是以游戏的形

式出现)众神为了庆祝巴尔德尔不会受到伤害#举行了一个仪式#他们开玩笑地围成一圈#+向他投射

弹丸#用弹剑攻击他#但他毫发未损,

-G._G._!

(但因为洛基打听到有一种不起眼的槲寄生没有发誓不伤

害巴尔德尔#洛基借瞎眼的赫尔之手把槲寄生扔向巴尔德尔#巴尔德尔应声而倒(基拉尔指出#这个神

话应该是经过改写#在早期的版本里#大概存在一个有罪的巴尔德尔(

基拉尔常见的神话分析策略是提供神话的多个版本和对神话进行改写#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辨

认出神话中的暴力和替罪羊机制(例如#在&替罪羊'一书中#他把俄狄浦斯故事置于中世纪背景)+作

物歉收#母牛流产#人群不和22这是个跛脚人#事情很明朗#他在作恶22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

22他竟敢娶了村上最富有的女继承人#并生下两个孩子(他们家里似乎很平静#但大家怀疑这个外

地人谋害了他妻子的前夫,#

-G.G$

一个晴天#村上的小伙子忍不住了#他们举起长杈#迫使这位令人不安

的人离开村庄(改写后的文本#显现出原本隐藏着的集体迫害和替罪羊机制(在&一则旺达神话之分

析'!KO+-." A'&, "-"%'F+."中#基拉尔同样运用了改写策略(该旺达神话讲述一条水蛇有两个妻子#

大老婆知道丈夫是蛇而二老婆并不知情#而当二老婆发现真相后#除大蛇藏身的湖泊之外#所有的河

流都干枯了(占卜显示#大蛇想要和二老婆在一起(于是#年轻的二老婆伴着音乐进入水中#她突然消

失了#接着下起了雨#河流又充满了(

-"."/G

基拉尔认为#如果把这个故事放置于中世纪背景中#蛇代表

了魔鬼#与蛇有性关系则是一种巫术指控#而二老婆被送入水中#其实是用水淹死巫婆(

三" &圣经'之(解神话)

基拉尔神话观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的&圣经'观(在基拉尔看来#神话掩饰暴力#其视角是

迫害者的视角#&圣经'则+解神话,#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受难者的视角(基拉尔认为有两种文

本)迫害者文本和受害者文本#迫害者文本以迫害者的视角看待群体暴力#受难者文本则从受难者视

角揭示替罪羊的无辜#谴责摹仿欲望引起的暴力(不过#并不是每一卷&圣经'都充分揭露或谴责暴力#

只有福音书揭露得较为充分(

在&创世以来的隐秘事物'中#基拉尔分析了&圣经'中+该隐与亚伯, +约瑟及其兄弟, +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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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故事(+罗慕路斯与雷穆斯,故事与+该隐J亚伯,故事都讲述了手足相残#由于雷穆斯的越轨行

为#罗慕路斯杀死了雷穆斯#并建造了罗马城*而&圣经'叙事中#亚伯并无越轨行为#该隐之罪行并未

被神圣化或正当化(&出埃及记'的叙述视角来自受难者的视角#如果以迫害者视角叙事#摩西和希伯

来人对埃及人的安全构成威胁#摩西应该为十大瘟疫负责#在埃及人和犹太人之间$摩西与埃及术士

之间$摩西与埃及法老之间存在着摹仿性竞争#构成一个选择并牺牲替罪羊的情境#然而&出埃及记'

的叙事焦点不在于埃及恢复了秩序而在于+创造了一种新类型的共同体,(

-".3!

在&约伯)民众的替罪羊'!P(Q) 2,+O0#&0A()*015+(@%+"一书中#基拉尔指出&约伯记'中存在着摹

仿欲望$集体暴力与替罪羊机制#约伯从民众的偶像沦落到为民众所唾弃#其原因是摹仿欲望在起作

用#民众与约伯的+朋友们,摹仿约伯#约伯是一个楷模同时是一个障碍#一旦约伯犯有微小的过错#约

伯便有转变成为替罪羊的危险(在对话中#约伯的+朋友们,想竭力劝服约伯认罪#他们代表的是迫害

者的观点#与其说+朋友们,来看望约伯不如说是来监督替罪羊机制的运作*约伯则竭力辩白自己的无

辜#在集体的压力下#他的心理防线渐渐崩溃#但约伯并没有完全屈服(在对话中#迫害者的声音与受

难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是+复调式,的对话(学界通常认为&约伯记'有两个约伯形象)+忍耐的约伯,

和+不耐的约伯,#基拉尔的看法是#+序曲,中的约伯和对话中的约伯并不是同一个人#+序曲,和+尾

声,可能是一段衍文#而所有的衍文都是为了掩盖约伯是替罪羊的事实(

-3.

在&创世以来的隐秘事物'中#基拉尔就已经分析了基督和福音书的独特之处#即第一次完全消除

献祭性暴力*在&替罪羊'中#基拉尔进一步分析了福音书的一些情节#如耶稣受难$施洗约翰被斩首$

彼得的否认$格拉森魔鬼等篇章(耶稣受难故事中#犹太祭司该亚法认为+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自己通

国灭亡,

-"%.

#群众则摹仿了该亚法的欲望#彼拉多甚至彼得都没有抵制住这种欲望#所以彼得三次否

认自己与耶稣是一伙(施洗约翰被斩首也揭示了摹仿欲望的传染性#希律王把施洗约翰投入监狱#本

不想杀他#但由于莎乐美的请求#希律王只好把约翰斩首#而莎乐美本没有欲望#她摹仿的是她母亲的

欲望(

必须指出的是#基拉尔的&圣经'解读存在着不少有待商榷之处(比如#如何解释&启示录'中的暴

力/基拉尔的解释是#我们阅读&启示录'时过于倾向把&启示录'与希伯来圣经联系起来#暴力实际上

来源于人而不是来源于神(

-"".

这个解释不是令人满意的#相比之下#荣格对&启示录'的心理学解释更

能为人接受(荣格在著作中把上帝视为一位个体#并像个体一样经历自性化之路(他认为上帝在约伯

事件后+间接地认识到约伯在道德上超越了他,

-"#.!%/

#并开始分化#上帝的光明面化身为基督#然而基

督只有光明面而没有阴影#因此道成肉身的过程还得继续#&启示录'中世界末日的景象来自上帝无意

识分化出的黑暗面#新生的妇人之子形象则意味着自性意识的诞生(

-"#.!G3.!!%

另外#一些&圣经'学者也从历史背景角度对基拉尔的福音书解读提出质疑(如 W-;B(9 H:>@ 认为

基拉尔只从自己的理论出发来选取文本(H:>@ 认为#如果从历史背景角度来看#福音书与其说是对迫

害文本+解神话,#不如说本身就是迫害文本(H:>@ 的理由是#早期福音书的作者试图从犹太教中独立

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把谴责的对象从罗马人转向犹太人#这样犹太人要为基督之死负责#而

这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

基拉尔认为反对献祭性暴力$对替罪羊机制+解神话,是基督教文化的独有现象(这一观点受到学

者的质疑#如 c->8D9 =>-R+:认为耶稣并没有反对献祭#例如当他治好一位麻风病人后#耶稣吩咐那人

按律法献祭#他并没有排斥献祭*而且#早在基督诞生六百年前#俄耳甫斯教已经谴责血祭和暴力政

治(确实#基拉尔在标榜基督教的独特之处时有贬低其他宗教之嫌(学者 N(FD9:>7 则认为基拉尔错误

地把人类学当成基督信仰的基础#这与其说是关于上帝知识方面的进步不如说是一种过分自大#基拉

尔的人类学并不是基督信仰的必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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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基拉尔的理论影响不可忽视#且不说法国总统尼古拉1萨科齐在演讲中频频引用基拉尔的语句#

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有相当多的学者运用他的理论#如西班牙学者 6fE:;D(W:9ID;:对

卡尔德隆作品的解释#67:;+DE=DK:+和 \;DID;8>@ P;8<<8B7E对埃斯库罗斯悲剧$荷马史诗的分析(学术界

还出现了一个国际学术团体+暴力与宗教研讨会, !6(++([-8-F(9 *8(+D9>D:9I CD+8K8(9"#并办有学术

刊物(不过#应该看到#任何一种学术观念都不免存在着争议之处#基拉尔批判现代学术的+创新,崇

拜#他认为这来源于摹仿欲望和+内在中介,下的竞争*同时#他还批评+后结构主义,是完全的虚无主

义#所有这些批评招致了许多学者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学者的批评(

基拉尔的摹仿欲望与替罪羊机制说确实为神话起源与神话文本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框

架#他的理论揭示了神话与暴力的隐秘关系#在这方面基拉尔与瓦尔1布克特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但

基拉尔的神话理论毕竟是一种假说#是一种人文阐释而非事实验证#他所分析的神话类型及数量还是

不太充分(值得商榷的是#首先#基拉尔的理论假说具有男权主义嫌疑*其次#改写后的神话文本不能

等同于原先的神话文本*再次#基拉尔自身对&圣经'的推崇具有文化偏狭性#其观点遮蔽了佛教等其

它宗教的非暴力观点#在发生了+31"",恐怖袭击后的#"世纪#宗教对话显得尤为必要(因此#我们需要

清醒地认识到基拉尔神话观的理论限度#保持独立思考精神与理论对话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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