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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川 著

傳統政教與古典神話



提    要

本書基於實踐論、價值論立場反思現代「神話」觀念，並從對上古文化構造的理解回溯古

典政教傳統的開端，嘗試重新建立「神話」與古典政教傳統之間的聯繫。從這一根本的邏輯起

點出發，可觀察到進化論神話學在重構中國神話體系的學術實踐中，常常為了迎合這個理論而

肆意消解第一位的、本源性的價值敘事，從而造成對本土文化實踐主體價值的割裂和顛倒。

儒家關於「語怪」「不語怪」的爭論乃理解政教傳統的鈐鍵。現代神話研究蘊含有建構現代

性與反現代性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即「語怪」與「不語怪」的實踐論之現代知識轉化問題。

實踐論的立場也就是古典政教的傳統立場，探討諸如「神話歷史化」、古典政教傳統、「語怪」

及譜系敘事（以《天問》《山海經》為例）等理論問題，主要在於進化論神話觀長期以來所造成

的對中國神話的歪曲認識進行糾偏。

本書深入剖析了諸如「神話歷史化」的成因及其弊端，並嘗試給出其不同的思考路徑；具

體討論了《天問》、《山海經》的「語怪」問題、敘事次序問題、《焦氏易林》「象教」、「神道設教」

問題，進而對圖譜、譜系敘事從神話立場予以解讀。要之，從古典政教觀不同的文化實踐取徑，

對於廓清文化二元論立場、重新思考當下學術不無理論和實踐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李川，1979 年生，河北衡水人，文學博士，現就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要

從事神話學、古典學、思想史等方面研究。主持、參加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多項。曾在《文學遺

產》、《外國文學評論》、《民族藝術》等刊物發表論文 50 餘篇，出版專著有《論譜屬詩：〈天問〉

〈神譜〉比較研究》、《華夏書學源始邏輯論》等；參編有《中國民間文學作品選》（神話卷）等；

譯文若干篇。《「論譜屬詩」──〈天問〉〈神譜〉比較研究》曾獲「外國文學研究所 2021 年科

研成果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 2022 年科研成果優秀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