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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5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本，回答问题。

中国神话通过意象彰显自己，也通过意象传承不息。意象是中国神话的体现形式，又在历

史长河中不断以各种方式被吸收、被改造、被转换。神话就像一位蒙着面纱的美人，神话意象

凝聚着她的美。因此，神话需要我们以一己之心、之情去体验它、感悟它，而不是分析它、认

识它，“体验神话”是由神话意象的 审美属性所决定的。而本质主义神话观在预先设定的知识框
架中对神话材料进行有目的的筛选，用归纳的方法得到关于神话本质的结论。笔者在对神话意

象审美属性分析的基础上，主张体验论神话观，倡导建立神话现象学，对神话研究的方法提出

了新的看法。

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也是对神话研究历史的反思。将神话看作“外在于主体的无关对
象”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神话学者的类型观点，弗洛伊德、弗雷泽、哈里森、早期荣格等都有
此主张。他们通过对神话材料的整合、分析、阐释，试图揭示神话的本质和意义，于是神话成

为预设的“本质”或“意义”的证明物。这种思路和方法切断了神话与人类主体精神的联系，随即
被二十世纪的神话学者摈弃。实际上，笔者将神话看作“至今仍与我们息息相通的心理文化结
构和情感需求的结晶”的观点，接续了伊利亚德、坎贝尔等人的观点，指出了神话对于当下现
实的重要性。伊利亚德等人虽然打破了十九世纪弗洛伊德等人将神话看作“他物”的研究思路与
框架，但是在神话与当下的关系中，两人的处理稍显牵强。伊利亚德认为，神话产生于神圣时

代，我们处在世俗世界，神圣通过“显圣物”在世俗世界显示自己，伊利亚德对“显圣物”的界定
和分类一直招致诟病，他将外在于人类主体的显圣物作为神话与当下的连接点，也是有问题

的。 坎贝尔在《千面英雄》等著作中将神话中的英雄成长经历模式化，认为人与神性英雄在成
长过程方面有相似、相通之处。虽然坎贝尔的观点启发了大量流行文化和艺术作品的产生，但

这种模式如何处理个人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它对个体存在有何意义？而将文化心理结构和情感

需求作为神话与当下现实的联结点，在一定程度上逼退了历时性的时空差距，“神话”本质上
是“人话”，神与人面临的共同问题就在于情感需求的实现。

受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洗礼的现代人，习惯于言必讲概念、重逻辑，却忽视了我们身

为人类的独特性，当感性成了与理性对立之下的牺牲品时，我们就跟随标榜理性的科技一路狂

奔，但只需稍稍停顿，就会感受到内心无以缓解的焦虑。理性与感性是人生存中两种必不可少

的能力，二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此消彼长，它们共同促成人的完满存在。通过意象体验神

话，就是搁置一切预设，转向神话本身，而非用神话的本质、内涵、功能等取代神话。今天我

们走进神话，不是靠概念分析、逻辑推理，而应排除预设，对神话所呈现的生活世界进行体验

式理解，正像笔者所指出的：“神话的真正魅力，即在于接受者在与神话 进行交流时所产生的
独一无二的精神氛围。”

（摘编自王怀义《中国史前神话意象》）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神话依靠意象凝聚美，需要阅读者结合自己的认知和情感加以体验和感悟，发掘其真正
的魅力。 　　B. 中国神话的意象在历史传承中被吸收、被改造、被转换，使神话像一位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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