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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卡西尔认为!整个人类文化是反映人类心灵的无限连续的符号形式!神话作为人类最初的那些心智的想象!

是人类把握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这种"心灵图像#"符号形式#是与人类心灵某种"先验的#机制相关联!且最初级的

阶段就表现为神话思维!而神话思维的独特地位在于!它作为一种法则!在本质上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进而产

生出宗教%艺术%历史%科学等人类精神领域的全部产品!因此卡西尔把神话奉为各种文化形式的母体$ 神话的起源!即

世界和万物的起源!秩序和智慧的起源$ 伴随起源的发生!人类自我意识经历了一场持续的危机!通过神话思维的内部

运动!人类从蒙昧混沌中逐渐获得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 神话是文化的!而不是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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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问题的提出

卡西尔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三大主将之

一#被贴的标签是'文化哲学家(#他的名著*符号

形式的哲学+"D78B7'F&H&C7V&@=VTX&F'.c&:TH$%

*人论+"5/ jHHAVt/ RA/$%*语言与神话+"JA/G

E?AE8A/% RV97$%*国家的神话+ "D78RV97 &@978

=9A98$总在不断地讨论神话问题#他的神话研究

带有浓厚的文化现象学意味& 维柯%谢林的神话

思想对卡西尔的神话理论均有影响& 美国学者唐

纳德-菲利普-维莱纳" &̀/AF% B7'FF'C \8:8/8$

指出卡西尔是 !$ 世纪唯一发展出一种神话理论

的重要哲学家#但*神话思维+"RV97'.AFD7&?E79$

英译者查理-亨德尔"WFA:F8H[8/%8F$指出#卡西

尔理论的潜在影响'尚未被充分认识(#有待我们

更深入地研究& 卡西尔认为#整个人类文化是反

映在人类心灵的无限连续的符号形式#神话作为

人类最初的那些心智的想象#是人类把握世界和

解释世界的方式& 这种'心灵图像( '符号形式(

是与人类心灵某种'先验的(机制相关联#且最初

级的阶段就表现为神话思维#而神话思维的独特

地位在于#它作为一种法则#在本质上影响着人类

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进而产生出宗教%艺术%历史%

科学等人类精神领域的全部产品#因此卡西尔把

神话奉为各种文化形式的母体& 神话的起源#即

世界和万物的起源#秩序和智慧的起源& 伴随起

源的发生#人类自我意识经历了一场持续的危机#

通过神话思维的内部运动#人类从蒙昧混沌中逐

渐获得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

二4神话与起源概念

以泰勒和弗雷泽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们指出#

神话表达了人类几近被遗忘的起源"&:'E'/$#与神

话被一起遗忘的还有历史和史前时期发生的自然

和其他灾难#这种人类学的方法指出了神话学概

念是关于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自然和超自然的

关系& 卡西尔承继德国先验唯心论的路径#将神

话视为 '纯粹神意识的奥德赛( "&%VHH8V&@978

HC':'9$#神话不止具有宗教意义#而且具有宇宙意

义& 卡西尔从'外部世界客观化(即人认识世界

的视角#进一步解释#在神话3宗教意识的过程

中#神话表达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取向#体现了人类

意识的独立建构#所以神话必然是哲学问题#而对

神话意识内容的哲学探究以及对这些内容的理论

解释可以并且一定得追溯到科学哲学的起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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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选择神话#是因为'整个物质世界掩蔽在神

话思维和神话幻相之中(!

在世界作为经验事物的整体和复杂

的经验属性出现在意识面前很久之前!

它就表现为神秘力量及其影响的集合$

而当专门的哲学思潮出现时!它的世界

观却不能立即从这种观念中脱离出来!

这种观念是它的本源和天然的精神土

壤$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哲学思维一直

保持着一种中立!就起源问题而言!似乎

在神话的方法和真正的哲学方法之间模

棱两可$ 这种双重关系在早期希腊哲学

为这一问题所创造的(起源* "&:'E'/#概

念中得到了明确而深刻的表达$ 它标明

了处于神话与哲学之间的领域!但这界

线本身兼顾它所分割的两个领域!代表

着神话的(开端* "希腊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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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E'//'/E#概念与哲学的(原则*"C:'/.'G

CF8#概念之间的中立点$

!

我们可以对古希腊思想中'开端(的概念略

作考量#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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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腊语含义有两种#一是

起源和开端#二是统治& 这个'开端(有时是'始

源(#有时是'起源('本源(等各种变体#但本质相

同& 统治则意味着一种根本原则对世界的规定

性& 希腊哲学史中#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对'本源(

进行认识%探讨%修订#如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

源是水(#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的本源是数(#等

等& 拿任意一个其他古文明来比较的话#比如古

代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不会用'本源(问题来显

示一个'传统(#一个'系列(#一个一以贯之的问

题#中国古代的'何为天道(是不同流派的思想的

聚合& 按照奥托"O(c(t99&$的说法是'起初总

有神(

"

#神话的开头通常都是'很久很久以前(

'从前('有次(66将人带回到被人忘却的%古老

的遥远年代#在那里#世界是神秘的暗黑#一团混

沌未开#在宇宙的开端#'本原("&:'E'/$就是表示

一种原始状态#希腊时代的思想家们#都在探询万

物的开端或本原#卡西尔说!

第一批希腊自然哲学家在各种不同

的意义上理解并界说了(开端*$ 他们

所询问的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实!而是一

个本质的原因$ (开端*不仅仅是一个

时间上的开始!而且是一个 (第一原

理*$ 它是一个逻辑的概念而不是一个

年代概念$

#

为了理解一样东西#我们必须追溯到它的第

一原理& 第一原理就是万物的原因和起源& 一旦

追溯到了它的起源#事物就变成了可理解的%正当

的%合理的& 关于神的'起源(的思考#我们还可

以参看赫西俄德在*神谱+里的表达#这部大约创

作于公元前 +世纪的作品#被认为与*荷马史诗+

共同奠定了希腊民族的精神气质#作为第一次尝

试#这些叙事史诗将传统神话作为其思考的基础#

在宽泛的意义上涉及了宇宙论#又涉及了诸神的

本性#即思考的重点放在世界的诸神的起源&

*神谱+断言!卡俄斯".7A&H$先于一切事物开始

存在#卡俄斯之后紧跟着就是大地盖亚和皇天乌

兰诺斯的出现#之后出现了爱神厄洛斯#厄洛斯诞

生与天地是同一时期#是爱让天地结合#之后再产

生了河流%提坦神族#最后提坦神族被宙斯代表的

奥林匹亚诸神打败#宇宙从而被更高级的秩序力

量所主导& 在*神谱+中#忒弥斯"D78T'H$是宙斯

的第二个妻子#她是掌管法律和正义的女神#又是

时序女神与命运女神之母#在*神谱+中第一次出

场是被称为'可敬的忒弥斯(#赫西俄德这样交代

她崇高的地位!

第二个!宙斯娶了容光焕发的忒弥

斯为妻!生下了荷赖"时序三女神#!即

欧若弥亚"秩序女神#%狄刻"正义女神#

和鲜花怒放的厄瑞涅"和平女神#$ 这

些女神关心凡人的工作$ 他俩还生了摩

伊赖"命运三女神#!英明的宙斯授予她

们最高荣誉!这三位女神是克洛索%拉赫

西斯和阿特洛泊斯!她们使人生有幸与

不幸$

$

在*理想国+第十卷"1#1;$#苏格拉底讲述了

一个关于勇士厄尔的故事#通过厄尔死后复生#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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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界走出#向世人描述了一个宇宙世界的模型!

走了四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从这

里他们看见一根笔直的光柱!自上而下

贯通天地!颜色像虹))这光柱是诸天

的枢纽!像海船的龙骨!把整个旋转的碗

形圆拱系在一起$ 推动所有球形天体运

转的那个(必然*之纺锤吊挂在光线的

末端))

!

这个篇末的大地神话非常引人注目#这里面

细致描绘的'必然(纺锤与八环世界通常被视为

柏拉图对宇宙的构想图#'整个纺锤在.必然/的

膝上旋转(#'.必然/的女儿#.命运三女神/66

拉赫西斯唱着过去的事#克洛索唱着当前的事#阿

特洛泊斯唱着将来的事(& 人们可以在这里想象

圆拱球体与'必然(纺锤垂直相交构成和模拟诸

天的运动#同时这个大地神话等同于忒弥斯也就

是'必然(的形象#诸天有八层#虽然各自有不同

的运行轨迹和运行速度#但它们是一个整体#因为

柏拉图把八层天球比作天球音乐#八音合奏形成

和谐的旋律#这意味着宇宙的整体和谐& 柏拉图

在另一篇著名的神话*蒂迈欧篇+里则进一步描

述了宇宙的诞生#'两条同心圆环垂直相交(的浑

天仪式设计#在两个圆环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十(

字#他给这两个圆圈配上有规则的运动#然后在宇

宙中心安放了 '灵魂(& *蒂迈欧篇+ )1j这样

写道!

创造主按自己的意愿造就灵魂以

后!就在灵魂之中构造有形体的宇宙!并

把二者放在一起!中心对中心$ 灵魂从

宇宙中心扩散到各处!直抵宇宙的边缘!

无处不在!又从宇宙的外缘包裹宇宙!而

灵魂则自身不断运转!一个神圣的开端

就从这里开始!这种有理性的生命永不

休止!永世长存$

"

在柏拉图那里#所有的法律都来自于神明#神

话语境下的'起源(就是存在的天性与秩序#这也

是卡西尔要延续的解释路径& 这种四个空间部分

围绕着一个中心的格局#在卡西尔看来就是神话

思维在设计整个神话生活方式的空间形式#通过

援引尼森"P'HH8/$的主要著作#说明神话3宗教的

神圣情感的'交互转换(#即通过这种情感自身表

现在对空间关系的直觉中#从而获得了最初的客

观化& 简单地说#这种空间划分#可以说是一种宗

教意义上的被分割#人们最初在太阳的东升西落%

光的感知中分辨白天与黑夜#也是对大地这条

'横轴(认知#进而人们这一横轴的中心确定一条

垂直线即'纵轴(的那一刻#纵横两线的相交形成

一个汇点#这个汇点便是神圣化的开始& 卡西尔

考察'98TC&:AF(这个词源于词根 '98TCF?T(#即

'切割("9&.?9$的意思#于是!

最初!它表明属于神和献祭给神的

神圣领地!后来扩展开来!标示着每一片

划分的土地!每一块分界的田园或果园!

不管它属于某个神%某个国民!还是某个

英雄!但是根据原始宗教的直觉整个天

体是一个封闭的献祭区域!因为神殿里

居住着神授的生命并由神授的意志统

治着$

#

这是一个神圣的起源#那散布着恒星的苍穹%

天地之间无处不在弥漫的就是神的实体& 在深受

希腊文明影响的罗马宗教的整个体系里$

#这作

为一个整体的神圣空间里#从这个'起源(即汇点

出发#开始安排这个统一体的神圣秩序#按照占卜

官的说法#由太阳运行轨迹所确定的东西线被一

条从北到南的垂线一分为二#其中东3西线称为

'正线(" 8̀.?TA/?H$#南3北线称为'基线( "WA:G

%&$& 天空分成四部分#这一部分是南#相对的部

分是北#这一部分是东#相对的一部分是西#这是

宗教神话思维最初的基本坐标图式& 这个图式通

过形塑永恒的质料开启了一个支配整个宇宙的有

序原则#即天地大法& 今后的人间事务#从宗教生

活传递到法律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个领

域#通过天界观念的媒介#个人%社会%国家如同在

神的跟前被划分而获得一块确定所属的空间#而

每一块神圣空间都有一个确定的神灵#即每一领

域都有相应掌管的神& 卡西尔在'符号(的概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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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了这种媒介#它具有最广泛普遍的意义#也

就是说#通过感官符号和图像来表达一些有智慧

的东西& 符号的特点是一种人与世界新的相互关

系#即感官和精神之间一种新的合作#合作在于这

样一个事实!'圣灵的内容只有在它的显现中才

能显露出来,理想的形式只有在它用来表达的感

觉符号的集合中才能被了解&(

!

法国哲学家马特"]8A/

3

c:A/.&'HRA998'$对柏

拉图神话思想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点#他从

代表柏拉图'世界秩序(的同心垂直圆图进而演

绎出天%地%神%人共同体的一四分形象#这被视为

开启柏拉图神话的钥匙#因为在*高尔吉亚篇+中

苏格拉底这样向卡里克勒解释"*$282

3

*$+A1$!

天与地%神与人!都是通过同仁%友

谊%秩序%节制%正义而联系在一起

的))他们把事物之总和称作 (有序

的*宇宙!而不是无序的世界或暴乱$

"

宙斯打败对手提坦神族#把世界分配给了诸

神#并且为人类确立了狄刻" '̀08$女神#即一切

事物中固有的正义和秩序#奥林波斯从此永存不

朽并永在明亮之中66荷马以前的天地王权#还

有与人的世界相混的奥林波斯神权垂直交叉形成

一四分模式#中心的交叉点是柏拉图视为均衡%秩

序的原点#这个原点永不可逾越& '这些神话的

呈现方式是.天地神人的联接/& 我们将看到#这

一宇宙的四分形象总是从某个原初的中心出发#

其所包含的四个元素从中获得基础和合法性&(

#

这种神话'起源(的定义与卡西尔不谋而合& 在

卡西尔看来#柏拉图的神话观则简明质朴#他不纠

结于无休止的细节问题#而是在纯粹知识的整体

这一维度来思考世界作为一个自主的整体#神话

作为知识本身的一种形态和一个阶段#作为人类

认识世界的方式#进而发展成一种真正创造的和

构成的力量& 如果拿柏拉图与智者式的神话解释

作一番对比#同时代的智者们粗劣造作%复杂琐碎

的解释不过是玩弄才智& 将卡西尔 '本源(

"&:'E'/$和柏拉图的'本原( "希腊词 5:.78#原%

初#始基%本源$概念略作比较#可知'起源(的概

念在神话世界里#是一切万物的起源#通过大地神

话中正线与基线呈'十(字垂直交叉这种符号化

的表达#原本杂乱无章%一团混沌的质料被划分%

界定#开始有了秩序和规则#起源即秩序与规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说'谁要是意在研究

综合性的人类文化系统#都必须追溯到神话(

$

&

'起源(问题在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不断重现#人

们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兴趣#宗教思想史家

伊利亚德"R':.8AjF'A%8$对'起源问题(在大量著

作中再三探讨#旨在说明所有神话的目的都是为

了唤起%或者毋宁说在某种意义上重建一个'创

世事件(#这不仅仅是一种怀旧的情绪#而是人们

需要复活那些创世时刻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力

量& '那些最重要的事件被周期性地再现%激活#

人们颂唱宇宙创生的神话#重现诸神的典型身姿#

这是为文明奠基的行为& 这体现了对.起源/的

眷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人们对原初的乐

园的眷恋&(

%

三4神话与危机问题

卡西尔谈论神话中的起源问题时#与另一个

问题)))神话中的危机".:'H'H$问题紧密关联&

起初#混沌和大地的关联性可以在世界各个民族

的创世神话中发现丰富的素材!埃及宇宙神话中

被称为 P?/ 的无边无际和无特征的水废物#在巴

比伦神话中被称为 D'ATA9的原始广阔空间#以及

创世记的无形虚空和深渊#中国古代的盘古神话

中的黑漆漆模糊一片66英文词.7A&H#表示一个

虚空#一个深渊#无限的空间#无限的黑暗#未形成

的物质#而在希腊文学中的'混沌(#我们发现了

更强的内涵#即不可穿透的黑暗和不可测量的整

体#以及一种巨大的不透明#秩序的不存在%不被

感知%不可知& 维柯"\'.&Q'ATXA99'H9A$在*新科

学+"D78P8I=.'8/.8$中讨论了尤西比乌斯"j?G

H8X'?H$的*论偶像崇拜的根源+ "D78t:'E'/H&@KG

%&FA9:V$!'原始人类简单而粗鲁#由于对目前威力

的恐怖就创造了诸天神& 因此#是恐惧创造了世

界上的神& 但是#正如公理中所指出的那样#不是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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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王瑜!卡西尔神话思维探析

别人在人身上唤起的恐惧#而是自己在人身上唤

起的恐惧&(

!起初人类的神话#也就是人类的感

知和情感#初民面对着混沌幽暗%危机四伏的神秘

世界#一切都是此时此地的被给予#在即时印象的

混乱恐惧中#人们慢慢通过使用语言%技术等符号

性的人工工具#来建立秩序以获得某种持久性&

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通过语言#比如名字#最初被

感知为混沌未知的内容#于是受到了某种智力标

记& 卡西尔将文化等同于人类认识自我的历史#

这个过程是人类从对周遭的恐惧%无知%混乱中逐

步探索世界而建立自我%认识自我的漫长历史#而

符号形式则是贯穿这一特定人类发展视角的中心

线索#作为符号形式的神话和语言一样#是一种积

极的力量#是初民借以理解%解释世界#并进而创

造和持有世界的人类精神功能&

讨论'危机(问题实则讨论神的起源& 根据

卡西尔的观点#原初人类与动物一样#来自自然并

直接地与自然打交道#在长期的生命活动中#人类

不断生长的生命冲动与情感力量驱使人类与外界

形成强大的情感对立和张力& 人正是由于将稍纵

即逝的恐惧%希冀等强烈的内在感受性的全部力

量集中在对象上#被由对象直觉所产生的情感所

征服#产生了瞬息神的意象#即人面临的任何事物

都包含着让人激动的消失#这种具体而个别的瞬

息感受映象却逐渐地在记忆中保留下来#获得独

立而持久的实体存在性#成为了人们敬畏的对象

和主宰者各种活动的神圣力量& 神话意识的发展

由低级向高级#意识本身突破自己的模式向更高

级的思维形式过渡#在意识自身之中有一种动因#

这是一种包含于自身之中的对立与否定的力量&

神话思维的内在运动#在使世界变得可理解的过

程中遇到自身内在的局限#导致了一种进步的趋

势#把神圣的东西从世界上的感觉对象中分离出

来#并把它们解释为一个理想的和超然的力量的

起源&

以希腊神话为例#我们可以略加考察这一思

路& 古希腊的三种神系#每一种神都是至高的&

第一个是乌拉诺斯#第二个是克罗诺斯#第三个是

宙斯& 这三个神不可能是同时的#只能是相互排

斥的#他们在时间上一个接一个地跟随& 只要天

王星乌拉诺斯占据主导地位#克罗诺斯就不能#如

果宙斯获得了统治权#克罗诺斯就必须退回到过

去& 因此#我们将这种多神教称为连续多神教

"H?..8HH'U8/ B&FV978'HT?H$& 马 克 斯 - 缪 勒

"c:'8%:'.7 RASRzFF8:$在*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中+

中也提出类似的神灵起源说& 例如他认为原始人

类是从三类自然对象中形成神灵和上帝观念的&

第一类是他们完全能够把握的物体#如石头%甲壳

之类,第二类是能够部分把握的物体#如树木%山

河等,第三类是可见不可及#完全不能触知的物

体#如苍天%太阳%星辰等"

& 还有他向我们描述

了神灵观念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即从单一神教

"[8/&978'HT$到多神教"B&FV978'T$最后演变为唯

一神教"[&/&978'HT$& 他对这三者的区分和解释

是!单一神教是对单个神的崇拜,唯一神教就是崇

拜一个神#否定其他一切神,多神教就是崇拜众多

的神#众神在一个至上神控制下共同组成神的政

治团体& '单一神教(是缪勒观察比较了世界各

种宗教后提出的独特概念#在'单一神教(阶段#

人们崇拜很多单个的对象#有时是半实体的比如

树木%山河%大地等#有时是非实体的比如苍天%星

体%太阳%月亮等& 在这些对象中#人们最初猜测

有一种不可见的和无限的东西#而其中每一个都

变成超越有限%超越自然%超越可理解的东西& 简

单来说#缪勒所谓的 [8/&978'HT就是指在许多民

族宗教中信奉一个主神#但不否认其他神灵的存

在& 也就是人所信仰的对象是不动的#当下崇拜

这个神#另一个瞬间信仰另一个神#即'对主神的

轮换信仰"H?..8HH'U8X8F'8@$(#以*吠陀+为例#缪

勒认为初民尽其所能地赞美高山%树木%河流%大

地%苍天%风雨和火#有了这些最高级的赞美#它们

轮流成为最高的或至高无上的权能#同一位诗人

的作品中#刚才还把太阳称作天地的统治者#转眼

又把天和地看作太阳和诸神的父母& 因为在发出

这些赞美时#人们还不具有神这个词或观念&

'单一神教(好比语言的方言阶段#人类社会先有

方言#然后有语言#再然后有民族共同语言& 缪勒

考察的结果显示#在希腊%意大利%日耳曼都有单

一神教的痕迹#因此单一神教并不是只在印度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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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偶然的现象&

卡西尔借用了语言学家乌西诺"LH'/&$的一

个类似的概念叫'瞬息神("T&T8/9A:VE&%$#所谓

'瞬息神(#是指在绝对的直接性中#个体现象被

神化了#那一刻的人类甚至还没有最基本的类概

念等理性思维的干预#你在你面前所看见的唯一

的东西就是神#这样的神#在他的本源中#是一个

瞬间的创造#这里摘录卡西尔的几段原文解释这

种神话运思!

因为在神话形式中!思维并不是自

由地支配直观材料!以便使这些材料彼

此关联%相互比较0相反!这种形式的思

维反倒被突然呈现在面前的直觉所俘

获$ 它滞留在直觉经验中!可以感知到

的(现在*如此宏大!以致其他万事万物

在它面前统统萎缩变小了$

自我将其全部能量全部精力统统倾

注在这个唯一的对象上!生活在这个唯

一的对象中!沉迷于这个唯一的对象$

聚集所有的各种力量于唯一的一

点!这一行动正在全部神话运思和神话

表述的前提$ 当一方面全部自我都倾注

于唯一的一个印象!为它而(着魔*!而

另一方面主体与其客体即外部世界之间

又有着最大限度的张力时!当外部世界

不单单是被观察%被观照!而以单纯的直

接性征服了人!使其全心充满了恐惧或

希冀%惊恐或希望等情绪时.这时!就在

这时!电弧击穿介质!主客体之间的张力

得以释放!以此同时!主体的兴奋情状客

观化!变为神或怪迎面出现在心智的

眼前$

!

卡西尔更强调的是神话思维的渐进性蜕变#

对整个文化的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 对卡西尔来

说#神话与宗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他将宗教从

神话魔幻领域的出现与个人主义的诞生联系在一

起#并将这种发展视为哲学思想创造的先兆& 不

仅基于在危机中的恐惧#而且还基于表达人类自

由的一种新的积极的理想#努力从神话的维度中

解放出来#以便创造一种更深刻和更有意义的宗

教体验& '所有高级宗教所能创造的最大奇迹之

一#就是从最原始的观念和最粗俗的迷信中#发展

出他们的新品格#他们对生命的伦理和宗教解

释&(

"秉承这一条核心思路#卡西尔 #>"" 年在美

国出版的*人论+中开篇第一章标题就是'人对他

自己的认识方面的危机(& 德尔菲神庙的神谕

'认识你自己(被卡西尔视为一个无上的命令#一

个最终极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律则& 卡西尔的'危

机(概念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考之上!人对自己

的认识#是自我实现的第一个必备条件#为了真正

享受我们的自由#人类思维永远在尝试打破这种

不自由的危机#即客体世界对于'我("主体$的绑

定与桎梏& 起初混沌暗黑的世界伴随那模糊不清

的感官印象和情感汹涌而来#引发初民心理上的

巨大惊惶与不安& 如此#神话作为最初的人类对

宇宙的理解和解释#是一种最初的自然求知的

本能&

在第二卷*神话思维+中#可以考察到卡西尔

不断地使用'危机(".:'H'H$#很显然他的方式与谢

林有关#下面列举以便理解!

只有在向多神论发展的过程中!这

个(其他的神*才得以实现.宗教意识经

历了分裂%分化和内在的变化!在这种变

化中!众神的多样性只是一种比喻的表

达$ 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发展使人从

相对的一上升到真正受崇拜的绝对的

一$ 人的意识必须经过多神论的分裂和

(危机*!才能区分真神本身0即那保持

一和永恒的神!从最初的神而来!现在认

为最初的神是相对的%只是暂时永恒的$

没有第二个神!没有对多神论的诱发!就

不会有真正的一神论的进展$

#

神话%宗教意识的发展#并不依赖外力#正是

人的心智的产物#自然本身没有善恶也没有真的

妖魔神仙#是人的这种神话意识对自然进行了联

想与划分#这是一种谢林所说的源出于意识自身

之内的%支配他的力量& 同时#'危机(作为人类

意识自身的不断分裂%对立%进阶的描述#它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在神话中#一开始那些体现神话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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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王瑜!卡西尔神话思维探析

殊品格的形象#根本没有把人%神%兽做出截然的

区分#变形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埃及宗教中#诸

神都表现为动物的形态#天空被描绘成牛#太阳被

描绘成雀鹰#月亮被描绘成
"

#死神被描绘成豺#

水神被描绘成鳄鱼& 在印度的*吠陀经+中则发

现神的描述拟人手法是主流的#但还有更古老的

拟兽手法也并存& 再晚一点当清晰的人形出现在

神话中时#北欧神话中掌管文化%战争%死者的最

高神)))奥丁"t%'/$则可以任意地在人和动物

之间切换变形#有时是鸟#有时是鱼#还有时是虫&

在古希腊宗教里#阿卡迪亚人的主神是马%熊还有

狼#谷神%海神是马头人身#牧神是山羊的身躯

66混血杂交%人身四腿兽在今天保存的古代造

型艺术中也触目皆是& 卡西尔指出#几乎可以在

神的造型中#一步步追寻这种人类发现自身%看到

人本身特殊观念的演变& 直到希腊雕塑艺术#这

个时刻是人类迈出的关键一步#古希腊雕塑中神

的形态其实是完美的人形#标志着神本身的崭新

形态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崭新关系& 而究其原因#

是什么促成这一划时代的成果产生0 是危机#是

那个人类意识里关于对自身认识的危机#这个时

期的诗歌"史诗$与艺术"雕塑$共同经历这个危

机#不仅如此#还共同推波助澜#使危机变得成熟%

明朗& 诗歌和神话的形成并不是原因和结果那样

简单互存的关系#一个也并不简单地先于另一个#

它们是同一文化发展的不同代表& 谢林写道!

'通过对诸神表象的区分#我们获得了意识上的

解放&(

!

诸神的神话理念进入到希腊史诗和历史写作

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神话到神话学的过

渡#发生在荷马%赫西俄德时期#尤其是希罗多德

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危机(的概念#恰恰是指

'通过神的观念的分化(的一种解放发生的时刻&

在'危机(之前#宗教体验被一种无声的紧迫感所

主导#现在却用诗歌来表达#或者用散文的语言来

描述& 正是这种表达的行为使主体与构成思想的

内容保持最小的距离& 这种解放的理念是通过从

无声的紧急状态过渡到清晰的%符号化的精神内

容而实现的#这对卡西尔来说非常重要!神话思维

的视角#以及构成神话意义语义场的特殊语义区

别#都是文化发展的产物& 因此#按照卡西尔的观

点#神话思维已然是文化的#而绝不是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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