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型批评与戏曲艺术 

朱红昭 

（一）原型理论与中国文学  

原型(archetype)又译为“原始模型”或“民话雏型”，这个词出自希腊文“archetypes”。

“arche”本是“最初的”“原始的”之意，而“typos”意为形式。柏拉图使用这个概念来

指事物的理念来源在他看来现实事物只不过是理念的影子，因而理念乃是客观事物的“原型”。

时隔 2000 多年，这个几乎已被忘却的概念因容格的再阐释重新获得了生命。 

原型批评的奠基者，著名的心理学家容格在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基础上提出“原型

意象”（或“原始意象”）的概念。容格认为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组成内容，1936 年 10 月，

容格在伦敦的一次学术报告《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中对原型概念做了较详尽的说明。与集体

无意识的思想不可分割的原型概念指的是心理明确的形式的存在，它们总是到处寻找表现。

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在原始人心理中，原形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概

念相符。 

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的结构形式，主要由那些被抑制的和被遗忘的心理素材所构成，它

们在神话和宗教中得到最明显的表现，但也会自发地出现在个人的梦和幻想中，它们的存在

为艺术和文学提供了基本的创作主题，容格对原型的论述是十分强调两个必要条件的一方面

它必须是表象的而非抽象概括的另一方面它必须是负载集体共同的心理经验，而非个人的，

用容格的话说就是“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成为妖魔，或为人，或为某种活动，它们

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重复”，又说：“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一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

醉神迷，为之倾倒”。 

如果说，“原型”这个概念在容格那里还主要是在心理学意义上提出的，而到了加拿大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弗莱手上，则以认为基本范畴，建立了他体大精深的文学批评体系。 

在弗莱的理论中，原形是个重要的范畴，他给“原型”所下的定义是相当简明扼要而且

特别适用于文学批评，原型“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又说：“我用原型这个术

语指一种在文学中反复运用并用此而成为约定性文学象征或象征群”，按照他的理解，原型

是指艺术中反复出现的形象可以传播的传统象征及隐喻，艺术家通过这些原型意象把自己特

定情形下的情感状态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从而唤起欣赏者的同类情感

体验的重历，引起心灵的共振。这样的意象在中国的悠久的历史是数不胜数的，如“杜鹃啼

血”、“苌弘化碧”等。如“杜鹃啼血”这样一个原型意象，源于古老的神化传说，蜀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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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帝杜宇死后化为杜鹃鸟，哀啼滴血，声音象似“不如归去”，因此杜鹃的意象，常用来表

现十分悲凄哀婉的情感或含冤负屈之深，李白《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即刻

划渲染出悲凄甚至恐怖的气氛，白居易《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诗人那种负屈贬谪僻地的凄苦之情在诗中萦绕，在关汉卿名剧《窦娥冤》里“等他四下里皆

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写出了窦娥含冤负屈，哀婉莫名的惨状。这样的原

型意象不胜枚举，如象征着人的坚贞品格的松树意象，象征着洁身自好的“沧浪之水”的意

象，象征着恩乡之情的“莼莱、鲈鱼”意象等等，这些原型意象在共同的文化渲染薰陶下，

成为特定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在不同的话语情景中，感染着具有同样文化心理结构的读者，

传达着同样的文化信息。 

在弗莱的原型理论中，与原型并行不悖且不可分离的是“神话”这个术语，在弗莱的早

期著作中，神话相当于具有原型意义的叙述程式，在《批评的剖析》一书所附的词汇表中，

他对神话的释义是：“一种叙述，其中的某些形象是超人的存在，他们的所做所为“只能发

生在故事中”，因而神话是一种与真实性或现实主义不完全相符的传统化或程式化的叙述。

这样，“神话”一词就彻底摆脱了原始的语义局限成为一个纵贯全部文学史的基本术语，用

来概括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叙述结构原则，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线索在于原型的“置换变

形”（displacement）。 

进一步地在《虚构文学与神话的移位》中，弗莱解释为什么神话是文学的摇篮。因为当

神话体系与宗教信仰完全脱钩后，它用特有语言勾勒出想象天地便被文学占领了；文学同样

成为了一个整体，为每部文学作品提供一个框架或背景。我们要求一部关于社会生活的文学

作品写得真实可信，这是指作品的内容，来自生活但文学的形式不来自生活，只能源自文学

传统，归要结底来自神话，“把文学作品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中审视，就能使他们光彩夺目获

得深远意义，并将我们带以一个自成体系，独立自主的文学天地之中。” 

“懂得了起源便懂得了本质”，原型批评者的研究方法给后代批评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被人为地割裂已久的原始与文明之间重新建立有有机的联系，包括文学在内的众多文化现

象得以在深广的史前背景中得到溯本求源的探查。正如施旭升在《中国戏曲审美文化论》中

所说：“原型代表着一种活的传统在现代人的心灵中的回声”。  

（二）原型理论与中国戏曲  

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哀一是。然而其中一个可以肯定的是，中

国戏曲最早的源头乃是远古的宗教仪式，由于中国人的理性实践的心理模式，中国的古代的

神话或宗教仪式都已经被理性化（合理化）了，远古神话或仪式经过后代人的解释变得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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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合理化，如著名的“夔一足”的故事，传说中的富有幻想，神秘意味的“单足夔”被解

释成“夔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这样的现象在戏曲中也有许多，而这样的现象大都发生在

没有经过文人整理过的田野原始戏曲中，而历代的理论家大都注意到整理过后的雅致的戏曲。

乡村田野戏曲由于其保持了原始的风貌更好地表现出了戏曲折原型意味，下面就据容世诚所

著《戏曲人类学初探》一书所提供的资料简单就戏曲仪式来谈谈戏曲艺术中的原型问题。 

在容世诚所著《戏曲人类学初探》中，讨论了一些有名的仪式剧目：山西队戏《关公战

蚩尤》、莆仙傀儡北斗戏潮剧《鲤鱼跳龙门》、粤剧例戏《祭白虎》、弋腔破台戏《煞神灵

官捉女鬼》、“目连戏”《刘氏逃棚》等，乍看起来是在叙述不同的神话故事，但事实上它

们都呈现了同一个母题（motif）——“擒妖”。这个共有的戏剧母题和以上不同剧目的共同

仪式功能——除煞驱邪——关系十分密切。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原型——宗教仪式，正如上面

所讲的“作品的内容来自生活，但文学的形式，不来自生活，只能源自文学传统，归根到底

自神话”。原形批评里的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墨雷指出，希腊悲剧是从古代宗教仪式中派生

出来的，甚至在较晚的悲剧家欧里庇德斯的《酒神的伴侣》中依然可以清晰地分辨出酒神祭

仪的结构，一位日本学者离崎正秀曾说：“一切文学艺术都来自宗教的仪式，最初的日本文

学便是从祭祀仪式上发生的巫觋文学，作为一种咒术宗教而存在。”中国戏曲里的仪式戏也

都同样展现出共同的原型风貌，起源于宗教仪式山西潞城县的农民演出《关公战蚩尤》，是

祈求山西的地区保护神关圣帝君，擒杀带来旱灾的妖魅魃，使来年雨水充足五谷丰登；靠海

渔民演出《鲤鱼跳龙门》希望观音大士降服翻天倒海的鲤鱼精，使海不扬波，阖境平安；北

斗戏中的还愿主题，在祈子求嗣的场合底下企望南斗北斗和陈靖姑等生育保护神拿下抢吃胎

息的天河圣母天狼天狗，希望早得麟儿。 

下面就关公戏《关公长大破蚩尤 》具体来说明一下，在戏曲的叙蚩尤事情节的层面上所

隐藏相似的原型——深层的叙事结构。 

《孤本元明杂剧》中《关公长大破蚩尤》一剧，若将其破蚩尤部分的情节（亦即楔子和

第四折），拆解可看到它是隐藏了《周礼》《后汉书》所记载傩仪的叙事程式：驱邪主角手

执武器，在助手的协助下捉拿，赶走或杀死代表不祥或邪恶的凶物。这一程式，呈现于其它

不同的傩戏，例如《除十崇》《关公斩妖》或《玄坛伏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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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情节附表： 

驱邪主角 方相氏 方相氏 关公 真武大帝 

助手 百隶 伥子/十二兽 关平、周仓 龟蛇二将 

面具 黄金四目 黄金四目 红面 面具/脸谱 

武器 执戈扬盾 执戈扬盾 青龙偃 /钢鞭 宝剑 

被逐凶物 方良 恶鬼 蚩尤 十崇 

目的 驱疫/方良 逐疫 擒杀妖魔 除是崇 

声音效果 ？ 大 戏台上的锣鼓 筚篱唢呐锣鼓 

备注 《周礼》 《后汉书》 《关云长大破蚩

尤》 

《除十崇》 

《关公战蚩尤》，《除十崇》，《玄坛伏虎》一类剧目的演出，都在重演方相氏逐疫的

傩祭仪式，因此都隐藏了相似的深层叙事结构即原型即擒妖除魔，只不过在不同的故事，代

入不同的主体，例如关公、真武、玄坛等了。（见注解） 

一般都认为，原型批评所注重的不在于作品，而在于作品间的联系，把文学作品纳入一

个完整的结构，眼界开阔，宏观性强是其长处，其弊病失于粗略，不能明辩审美价值的高低，

这种看法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它没有注意到原型在对具体作品的审美观照的导向功能，原

型批评，一方面对反复出现于作品中的同类意象、主题进行追根溯源，发现它们最终的本根

如某种神话、仪式，从而也揭示出它们共同象征着的底蕴；另一方面，原型批评也产生它逆

返观作品并以此作为欣赏具体作品从而成为进入审美过程的一种导引。 

  

注解：见《戏曲人类学初探》 第 22 页——23 页  容世诚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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