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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符号学》

内容概要

符号学是一门关于人类对于意义与理解的探索研究之学科，更涉及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研究。而《
性别符号学》一书不仅通过符号学研究尝试了对古代及近代父权思想形成的解构，还通过女性主义思
想对符号学理论进行了简单明了的解释与归纳，对于符号学和女性主义领域的研究都极具参考价值。
《性别符号学》一书从女性主义小说、流行文化及古老的历史文本中的信仰与实践体系出发，进一步
探讨了性别意识形态在各种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不同发展，并通过对人际交往和信仰与实践体系中的性
别意识形态进行再认识及解构，在符号概念和女性主义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富原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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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符号学》

精彩短评

1、不好看。讲性别、性与一些神话，仪式，战争等的交互作用。没有多少掷地有声的见解，捋述事
件而已
2、论文用，没意思。
3、是一本不错的女性主义入门读物，美中不足的是：翻译有问题／在阐释宗教上范例太少略有牵强
／非但没有解释阴阳二元论的起源反而丢给了读者一堆更头疼的问题／没有结论也没有假说／堆砌感
／作者是个安吉拉卡特粉丝：）
4、尤施卡将身体作为考察的重点，以着魔和驱魔为中心，分析不同性别的仪式化表演。女性身体被
视为是多孔的，因而容易受到恶魔的侵袭，男性一旦沾染了女性气质也会成为受攻击的对象。“
5、这是一本解构男性权威和阐明女性主义思想的符号学译著。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从古罗马到现代
电影，解构伊利亚特范式，分析了男性主义的符号和象征。
6、《性别符号学》一书从女性主义小说、流行文化及古老的历史文本中的信仰与实践体系出发，进
一步探讨了性别意识形态在各种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不同发展，并通过对人际交往和信仰与实践体系中
的性别意识形态进行再认识及解构，在符号概念和女性主义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富原创性的贡献。

7、男女有别，那男女在符号的使用上有哪些差异呢？非常有趣。
8、一个略惊世骇俗的核心论点：自然性别差异的建构是在社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的
9、补mark...很久以前读的了...
10、《性别符号学》一书从女性主义小说、流行文化及古老的历史文本中的信仰与实践体系出发，进
一步探讨了性别意识形态在各种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不同发展，并通过对人际交往和信仰与实践体系中
的性别意识形态进行再认识及解构，在符号概念和女性主义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富原创性的贡献。
11、“任何社会的物质条件都塑造神话，仪式，符号-象征和性别/性意识形态，正如该社会的社会结
构借助神话，仪式和符号-象征这些代表性叙述而使之理性化，公正化，合法化，使之变得真实，通过
社会的，生物的和形而上学的领悟使之得以应用，运用隐喻，转喻和提喻这些语言工具赋予其意义。
”其实，大白话就是性/身体也是社会控制的产物啊，只是比之于性别而言，它是一个间谍，让我们误
以为这是我们控制的部分。至于符号学的角度，基本也是巴特能指-所指-意指的框架，最后对于圣象
的讨论，其实本质可以无限推演的。。。
12、性别符号学从对女性主义小说\原始神话\流行文化等的分析入手,建立符号学对性别的分析理论,创
新性十足.
13、人类自身构建了性别这一范畴，从而将男性与女性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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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性别/性的概念上，存在着自然属性和社会建构两种考察思路。前者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男女生
理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后者认为人类自身构建了性别这一范畴，从而将男性与女性
相区别。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作为社会属性的性别研究伴随着西方社会运动和思潮所引发的对既定概
念的质疑得到进一步发展，性别划分中的政治权力成为关注的焦点，女性与男性之间不平等地位得到
重新考量。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代表，身份问题的考察试图揭示意识形态机器的运作，女性主
义试图从男性话语建构的世界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将自己的身体从被压制的处境中解放出来。以往的
性别研究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而尤施卡是“运用符号学和系统分析方法来研究性别/
性的。”（尤施卡，2015，p. 13）她将意义理解为是语言所建构的，而性别/性又是意识形态的，处于
政治话语中的性别/性同样是被建构起来的，这样的大致思路使得她在讨论性别时始终在思考意义的生
成、传递和累积，利用符号学的系统分析方法，尤施卡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分析模式，将性别/性的产生
、发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纳入到考查范围，在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一
、�性别/性符号体系的建构对于性别与性的关系，尤施卡并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她既“赞同将性看成
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范畴，”同时又认为“性别是社会范畴，它优先于性，性建构于其上。”（尤
施卡，2015，p. 212）而以往论者往往将性别与性区分，在这类论述中，“性被理解为是恒定不变的，
而性别则被理解为是根据社会文化和历史参数而变动不居的。”（尤施卡，2015，p. 40）在这种差异
中表明，性别/性都是社会所建构的，而建构的方式依托于三种代表性叙事，借助于三种语言工具在三
个领域发挥作用，这种三分对应的体系形成了性别符号学分析的模型。同时，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地
发挥作用，而是能够形成互动的意义协调机制，性别与性在这个体系中又能够进行层次划分，从而在
整体三分的论证思路下搭建了性别符号学的体系。总体而言，符号-象征，神话，仪式这三者代表性叙
事对应了“形而上学”，“社会的”，“生物学的”三个领域，此外，借助于三种语言工具又形成了
三三之间的联系。提喻将符号-象征与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隐喻把神话与社会联系起来；转喻将仪式
的与生物学结合起来。厘清了三者之间如何对应，其内部又有一层关系：“社会领域中的性别、神话
和隐喻是生物学领域（因而是性、仪式和转喻）和形而上学领域（因而是符号-象征和提喻）的源头。
”（尤施卡，2015，pp. 41—42）这样，神话成为仪式和符号-象征的中介，其本身通过与两者的联系
获得了权威性和真实性。具体而言，在生物学领域，通过仪式区分了雌性和雄性，例如多贡人通过环
割礼仪式结束孩童的双性时期。而多贡人的割礼行为又是来源于神话，多贡人的神话认为白蚁山的存
在使得男性造物神无法与大地发生性关系，为克服这一障碍，造物神斩断白蚁山才实现性结合，这样
的结合使得叫拉末的男女双胞胎诞生，雌性灵魂位于雄性的包皮中，雄性灵魂位于雌性的阴蒂处，割
礼移除了相反的气质。这样，神话和仪式就相互支撑。同样地，符号-象征又依托于语境的作用，符
号-象征要从社会领域中产生，经过仪式的作用获得形而上学的地位，从而能像普遍法则一般为人们所
接受。尤施卡通过大量人类学的例证说明了三者之间的贯通，整个符号意义的作用变成了动态的生成
过程，为下文不同侧面的实证性思考奠定了理论考察的脉络，同时也暗藏了一个内在结论，即性别/性
意识形态并非是固有的，而是被构建的。二、�性别符号学的“冒险”作者自言性别符号学是她的一次
冒险，在我看来，冒险之意既指文本本身的写作困难和挑战，同时又是指文本内容试图突破的冒险。
传统的理论书籍将过多的篇幅放置在理论的建构上，配合着适当的例证诠释理论的深意。符号学本身
作为形式论的集大成就很典型地体现了学理的清晰，但《性别符号学》试图摆脱纯粹理论的构建，而
是在阐发清楚一个体系之后就回到大量文本中，借助于不同的文本切入到不同的论域中，对象文本既
有经典的《荷马史诗》，又有后现代小说；既考察了古罗马角斗士，又能够联系到美帝国神话的构建
；既能够大量借鉴以往论者的成果，又会对符号学已有理论进行反思、批判和创新。对象文本整体上
也形成了一次冒险，这场冒险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突破了纯粹理论框架的桎梏，在生动的文本
解读中，将性别/性意识形态的分析贯穿其中。在对安吉拉·卡特的小说《英雄和恶棍》、《霍夫曼博
士的恶魔欲望机器》的分析中，尤施卡解读出神话中潜在的二元论，并分析了二元论在性别/性符号系
统中扮演的角色。野蛮/文明，女性/男性，非理性的/理性的⋯⋯“二元中的双方是通过与对方对立而
获得意义，且在这种对立中又是关联的。”（尤施卡，2015，p. 54）而卡特的作品恰恰是对于这一本
质对立的质疑，作品中的人物也试图对这种神话进行抗争，文本的分析验证了主体是被建构的这一事
实。延续着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猎物/猎手”模式典型地存在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男
性气质恰恰是通过充当猎手来实现的。将作为战士的男人作为主流男性气质的表征，为集体牺牲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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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雄叙事被灌输进士兵的头脑，而女性作为对立面恰恰成为被猎者。投入战争本身就是一个仪式化
的过程，古代和现代战争就是利用了这种英雄悲剧叙事驱动了男人。在其后的文本分析中，尤施卡将
身体作为考察的重点，以着魔和驱魔为中心，分析不同性别的仪式化表演。女性身体被视为是多孔的
，因而容易受到恶魔的侵袭，男性一旦沾染了女性气质也会成为受攻击的对象。“着魔和驱魔、巫术
和惩罚从一开始就是性别/性编码的。”（尤施卡，2015，p. 108）其中渗透着意识形态合法化的路径
，在对这种观念形成的考察中，女性身体成为国家和教会试图控制的东西，在控制的历史中，性别/性
显示着历史变迁的痕迹，借助于神话、仪式和符号-象征，女性的身体被男性垄断。符号-象征同样作
用于男性身体从而言说着性别/性。尤施卡利用古罗马的角斗士现象解释了现代世界性别/性是被如何
编码的，罗马帝国和美帝国被放置在古今的象征性照应中。古罗马斗兽场的圆形剧场构造体现了权力
话语的安排，座位即按照阶层和性别/性分等级。皇帝与角斗士分别处于社会的最顶端和最底端，后者
象征了失控的男性气质，从而在放纵方面与女性性别归为同类。但有意思的是作者有意将古罗马与美
国相联系，从而在解读电影《角斗士》的过程中，挖掘出其中潜在的叙事策略，揭开了电影中的现代
神话。《性别符号学》开掘了不同文本和现象中的性别/性意识形态的产生和运作，正是在内容的冒险
上，第一章构建的性别/性符号学体系融入到文字文本、宗教仪式和现代政治中。这场冒险目睹了历史
与现实的交杂，在貌似无关的现象之中都剖析出了性别/性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各个层面渗透，正是在繁
多的文本现象中，体会到性别符号学所建构的三者互动图的运作机理。三、�符号-象征理论化的动态生
成观在《性别符号学》的末章，作者“暂时告别了性别符号学”（尤施卡，2015，p. 178），试图通过
解构伊利亚德范式重新诠释符号-象征与圣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搭建三级层序符号。这场理论创新不
得不面对两个层面上的挑战：一方面，已经有诸多知名学者展开关于象征和象征理论的研究，其中包
括苏珊·朗格、恩斯特·卡西尔、米尔恰·伊利亚德、罗曼·雅各布森、罗兰·巴特、翁贝托·艾科
等，尤施卡并没有建立只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而是选择了站位，即反对伊利亚德，认同罗兰·巴特
。另一方面，罗兰·巴特的二级层序符号理论本身就内在包含着继续延伸的可能，尤施卡实现了三级
层序符号的搭建，但这种搭建本身沿用了能指与所指的符号表意模式，所以这场理论创新的“冒险”
可能只是一种推进。尤施卡首先辨明了研究象征符号的两组角度，“以伊利亚德为代表的第一组，倾
向于关注自然和语言两类象征符号，并且通常认为宗教符号是自然符号。”（尤施卡，2015，p. 180）
；而“第二组理论家致力于符号学领域，他们并没有做以上划分，而是将象征作为符号来研究。”正
是在两种路径的区分下，尤施卡站到了符号学这一边，明确了自己分析的立场。在尤施卡看来，伊利
亚德对于象征的理解构成了一种误导，即“符号-象征被认为代表了某种潜在且永恒的现实的真相，而
不是当下信仰和实践的社会历史系统，符号-象征于其中发展而来。”（尤施卡，2015，p. 194）而尤
施卡的三级层序符号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这样就暗合了无限衍义的可能，一个符号本身可能具有
多重意义，每一个意义又能引发新的意义，这样整个意义世界也就处于更新和动态之中，由此来看，
尤施卡借助于对圣像生成的分析实现了符号意义的解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别符号学》搭建
的性别/性符号体系保持了这一互动性，性别/性意识形态也处于意义流动之中，这种反本质主义的立
场形成了对性别/性概念僵化的理解，将性别/性放置在历史与现实之中考察，从而还原了其被遮蔽的
面纱。四、�结语符号学是意义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赵毅衡，2012，p. 3）“性别/性”
问题自发现以来就成为分析和讨论的重点，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政治当中，被权力话语所渗
透。人的身体承载着性别/性，成为被施加权力的对象，因此政治和身体又不可避免地被绑定在一起。
按照福柯的分析，权力无处不在，同样地，意义也无处不在，只要存在人的意识，对于意义问题的探
讨也不会绝迹。性别/性符号学的建构和发展将意义问题的研究回到人本身，关注人的身份和身体，考
察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如何处理性别/性，探究性别/性意识形态又是如何生成并发挥作用。尤施卡的
《性别符号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读，在三分的体系构建中贯彻了意义动态生成的理念，在对历史
和现实的考察中将性别/性看做是无处不在的意义问题，也恰恰是这种融通的视野，在不同的侧面阐明
了性别/性是被人建构的同时又影响着人自身。回溯到古典时期玛雅文明的社会，在有关人类创造的起
源神话中，最初出现的四个人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相混合的。在这种遥远的追溯后，现实社会的性
别/性意识形态已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社会结构借助于神话、仪式和符号-象征这些代表性叙述而
使之理性化、公正化、合法化，使之变得‘真实’，通过社会的、生物的和形而上学的领域使之得以
应用，运用隐喻、转喻和提喻这些语言工具赋予其意义。”（尤施卡，2015，p. 218）《性别符号学》
始终贯彻着性别/性符号体系中的三分法，实证性地解读了性别/性的诸多意义问题，实现了颇多的创
建，但意义问题的分析和讨论还将深入下去，新的诠释也将在符号学诸领域的互动中继续开掘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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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引用文献：尤施卡，达琳·M.（2015）. 性别符号学(程丽蓉，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赵毅衡
（2012）. 符号学.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在《性别/性符号学》的“致谢”和“理论途径的旅行地图”中，达丽娅·M·杰西卡以一位严肃
学者特有的严谨，介绍了此书所借鉴和倚重的理论资源，他们是：克丽斯汀·德尔菲、安吉拉·卡特
和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性理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布鲁斯·林可恩和乔纳森·Z·史密
斯关于信仰与实践以及神话与仪式的理论，费迪南·德·索绪尔、罗兰·巴尔特以及罗伯特·以尼斯
的符号学，安东尼奥·格莱姆斯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米歇尔·福柯和柯立思·威登
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理论以及阿尔诺德·凡·基尼浦、斯坦利·坦比亚和罗纳德·格莱姆斯的仪式
研究。众多的理论资源被融汇贯通地运用于此书中，却丝毫不能淹没作者独立鲜明的立场、观点和目
的，那就是反西欧二元主义，反本体论逻辑，立足多元文化主义立场，通过研究剖析文学、影视、神
话、战争、宗教仪式和圣像符号象征等包含的性别/性符号及其符码系统，在对神话、仪式、符号象征
等意识形态机制的跨学科研究和语言学的话语分析中，揭示性别/性符号及性别/性意识形态的形成机
制，试图发展出一套能更好地理解性别/性符号系统的理论装备——性别符号学，挑战性别/性意识形
态的本体论逻辑。明确性别/性的意识形态性及其与神话、仪式、符号象征等意识形态机制之间的关系
，特意用“信仰与实践体系”这种表达取代“宗教”这一概念，使此书关于性别/性符号及其系统的研
究免于陷入一般宗教研究的泥淖。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其特征在于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
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它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之产
生敬畏和崇拜，由此引伸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此书却强调论述“神话、仪式、符号象征是社会构
造主体中建构信仰与实践体系的组成部分”，神话、仪式、符号象征作为代表性叙事是从语境中产生
并建基于其上的，这个语境作者称之为“领域”，三者分别对应于社会领域、生物学领域和形而上学
领域，分别依靠隐喻、转喻和提喻这三种语言工具发挥话语作用。其中，社会领域是基点，神话是产
生于社会关系中并依靠和通过社会关系而产生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叙事，神话（社会领域，采用隐喻
）是仪式（生物学领域，采用转喻）和符号象征（形而上学领域，采用提喻）之间的桥梁，其本身也
通过与后二者的联系而获得权威性和真实性。正是这种基点的坚持，使性别/性符号及其系统的研究避
开宗教神秘化的风险，而更能与人类历史和社会契合，尽管在意识形态机制中，无论神话、仪式还是
符号象征都披上了罗兰·巴特所说的“自然化”的外衣而获得所谓的权威性、真实性和传统性，但其
“产生于社会之中并建基于其上而运作”的基本特征却没有改变。不过这里有个问题需谨慎追究。虽
然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以及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
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但从实质上看， 意识形态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
界的方式，它赋予人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脱离现实，意识形态的源头——柏拉图《
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就喻示着这个实质。它假设制度的需要产生于生存需要，
以符号制造假象世界代替真实世界，并将之变成仪式，通过仪式，意识形态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越是极权（包括政治的、伦理的甚或经济的
极权）社会，祭祀典仪越是普遍和隆重。在近现代文明中，作为意识形态机制之一的仪式已经远非原
始蒙昧时期的人类社会中施行的以肉体和物质为载体的仪式（如书中列举的多贡人的割礼行为、印度
教的殉葬仪式以及古希腊的病人净化仪式等）。仪式越来越远离肉体和物质实在，越来越严重地被符
号化，如电视台台标，电视节目之间的插播广告，影视片片头片尾字幕，会议、展览开幕落幕，问候
语、礼貌语，年节习俗，甚至书籍封面封底和封套等。因此，要将仪式与神话和符号象征分离开来，
归诸生物学领域、借助转喻这一语言工具而存在，这不太符合近现代文明中仪式存在的实际情形，书
中所言“通过社会领域和神话获得意义的符号象征在仪式和生物学领域得到具体化，具有双重意指的
符号象征是抽象的，但当其与仪式相结合时就变得有血有肉，成为具体的存在”，也就不太可能。 不
过，杰西卡在论述仪式和神话时，倚重的是倾向原始人类社会研究的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成果，而论
述符号象征时，则倚重罗兰·巴尔特的语言哲学，强调其乃跨越时空的存在，她由此而得出前述推论
也就在情理之中。作为加拿大白人女性学者，杰西卡对美国WASP(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
）)至上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和尖锐批评，显现出鲜明的多元文化主义倾向。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不同于“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后者企图在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情况下
，仍保持WASP文化的主导地位。多元文化主义则坚持要求承认不同文化的平等价值，并给予所有社
会文化群体以平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在性别问题上，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是天然盟
友，共同挑战父权制和男权话语系统。作为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发言的加拿大人，杰西卡深刻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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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问题与国别、种族、宗教问题的同构关系，并对美国神话进行了剖析和批评，如本章中关于霍雷
霄·阿尔杰的便宜货商店小说和自由女神像的分析。在其书中，她广征博引，视野宏阔，在全世界英
语文化（及其源头）范围内广泛搜取例证以展开论述，空间上包括印度、喀麦隆、古希腊、古罗马、
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广大国度，时间上跨越从原始时期、古代文明时期到19世纪至现代社会
的漫长历史，文化形态和类型上遍及古代神话仪式文化、宗教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希腊文化、战争
文化、节庆文化、认识论哲学、现代电影、文学乃至形形色色的先锋艺术。对这纷繁复杂的“文化人
造物”，她总是以平等态度对其加以评析，并不厚此薄彼，显示出对不同文化、不同倾向的尊重，同
时也以此表明她对美国WASP文化霸权的抵制。开宗明义，杰西卡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西欧二元主义本
体论逻辑的挑战，其关于性别/性的基本观点——二者都是社会建构物，并不具有本体性和自然本质性
——就是这种挑战思考的结果。这一基本立场和观点不仅鲜明地体现在大量个案的分析中，更直接影
响到全书的基本结构和内容框架。显然，作者受到克丽斯汀·德尔菲、朱迪斯·巴特勒以及安吉拉·
卡特性别观念的深刻影响，反对女性主义二次浪潮中“性”恒定不变而“性别”则依据社会文化历史
参数变动不居这一观点，认为这种性别/性同种二形之说是西欧二元主义、异性恋主义的。她援引克丽
斯汀·德尔菲的说法阐明，“性”已不再是生理性的阴茎/阴道之别，因为承载着某种文化价值、具有
超出其字面意义之外的符号象征意义，“性”已是社会领域中出现的符号，“性本身简单地标识社会
差异；它可用于社会认同和确认那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因此，性别/性都是社会建构物，并
不具有自然本质性，更不能看成社会文化的本体。这一观点支撑了她对于性别/性神话主题（如“男人
捕猎手/女人采撷者”、“男女两性对立”）和《圣经·创世记》富有启发性的重新阐释，也令她游刃
有余地解构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中的性别/性符号和符号系统。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此书一方面呈现出
明显的解构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倾向，因而在关于性别/性符号及其意识形态的解析中屡有创见、新人
耳目，但另一方面又比较喜欢用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如拘泥于表1.2所列的性别/性符号系统结构，将
领域、代表性叙事、语言工具和语言标志符划分成三个一一对应的层面进行论述，虽然也注意三个层
面之间的关系，但读来总是与纷繁复杂的符号系统关系有些隔膜，特别由于近现代文明越来越高度符
号化，如卡西尔所说“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人论》）。受此影响，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
构主义二元逻辑思维方式也不自觉地显现在了此书关于性别/性的符号系统分析之中，如“男人/女人
”、“男性的/女性的”、“雌性的/雄性的’’、“平滑的/坚挺的’’、“感性的/逻辑的”等二元表
达比比皆是，而西欧二元主义正是作者竭力反对和抵制的。这种矛盾现象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吉尔伯特
和古芭影响卓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喻示——深受男权主义文化传统影响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感受
到这种传统的异己性而力图反抗、叛逃，但同时，却又仍然不得不倚靠这些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首
发于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search_show.asp?id=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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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性别符号学》的笔记-第1页

        1.荣格——集体无意识——无意识是永恒的——神话是被抑制的历史
与神话－象征一样，仪式也具有意识形态含义。
而对仪式的散播而言，表演（仪式感）是可信与权威的。

2.
符号——形而上学——提喻——浓缩p37
神话——社会的——隐喻
仪式——生物学的——转喻——部分代整体（五十帆＝五十船）

3.
如果我们洞察了客体，我们就解放了客体，但也就破坏了它；如果我们明了其分量而尊重客体，我们
仍将之置于神秘化状态。（云观测）

4. 
demogonic myth讲述社会主体及其与其他群体／世界／神和存在之间的从属关系，而末世神话则述说
世界／群体或其他任何范畴所凸显之物的高潮和结果。历史神话常与人类创生神话相互关联，追溯个
人／群体／性别／性等的途径／起源／发展／事件或其特殊的／富有意义的环境。
——显性神话——服务于群体／民族／乡土／国家的相关语境／传统／历史／现实。

5. p43
多贡人神话认为，由于白蚁山的存在，男性造物神无法与大地发生性关系。有这样的记载：“在上帝
之路中，白蚁山隆起，阻断了这条道路，显现初男子气概。”（Griaule, 1958, 17）为克服这一障碍，
造物神斩断了白蚁山，尔后才能与大地产生性关系。这首次性结合的产物是豺狼，但作为个体而非双
生的豺狼被认为是有缺陷的结合的有缺陷的产物。
然而，神力求与大地再度结合，由于没有如白蚁山隆起之类的任何阻碍发生，双胞胎得以诞生。这种
性结合被认为是灵验的，促成了祖先的诞生。正是他们确保了祖先生来就有两个灵魂：雄性被赋予了
磁性灵魂，这灵魂在其包皮中；雌性被赋予了雄性灵魂，这灵魂在其阴蒂处。然而，拉抹理解人类生
活将收到挑战，对人类而言雌性和雄性同处一体将变得非常困难。——环割男性，割礼女性。

6. 
逻辑上的积极注意——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形而上学——我欲故我在（desidero ergo sum）

7.
在半人马的这样的受虐狂世界里，痛苦最终就是欢乐。

8.
标识他们固有敌意和他者性的可见符号被建立起来，其目的只在于把他们变成有必要祛杀戮的东西。
被符号化为怪异的／未开化的／野蛮的。（另见《路西法效应》）

9. 在司法系统中，酷刑被认为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标准方式。疼痛包裹着身体，更可能被迫使说出真相
。

10.
p123——降头？哈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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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古罗马历的五月意味着凯撒被谋杀。

12.
文明以税收／道路／军队的形式——罗马——Pax Romana
大量国家债务／人造卫星系统／自动化军械库——美国——Pax Americana

13. 
swastika印度／希腊／地中海周围用来装饰陶瓷，语义学包括了世界四个交叉角落。内涵是好运吉祥。
被赋予新含义“德国人民的不朽之根”——表示种族连续性／纯洁性。

14.
墨西哥：圣像的力量并不是无限的，需要加以补充，回归相关地点，补充力量。墨西哥托霍拉瓦尔人
和策尔塔尔人的四次朝圣仪式中，仪式舞者将他们社群各自的圣像运送到朝圣地点，让圣像彼此互访
以补充能量。在希腊北部农村，圣像则不需要补充能量，被认为是无限的，能够在过火仪式中“再生
”。anastenaria过火节日中，与圣徒康斯坦丁和海伦有关的圣像被用在当地一年一度的游行队伍和过火
一生中。被认为能给Kosti人带来福祉，治疗需要它的人。

15.
临界值内——limen
阈限liminality or liminoid——在其中betwixt或在两者直接between
手工艺者——bricoleur——其结果——杂凑——bricolage
仪式——ritualis（adj.）
vagina来源于latin鞘或枪套
祛社会化desocialised
祛历史化dehistoricised
生命权利biopower
斗兽者bestiarii
最不幸的人noxii——将死的人，而在罗马帝国这个术语指犯罪
不幸的人（仍旧指被罚去竞技场的人）damnati
有罪之人damnatio
damnati in metallum罚到矿山里做奴隶 p162
damnati ad bestias 罚到竞技场与野兽搏斗（自翻） p163
lanistae是管理一队角斗士的人，lenones是经营妓院的人，都被认为道德败坏
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
什一奉献decimatio
罗马元老paterfamilias
显圣物hierophany
完全的他者ganz andere
能人homo hab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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