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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逐月写作的方式，各篇文章间自然就不刻意地表现任何规律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
一种自我坚持与重复的努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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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作者简介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先锋人物、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他的
《写作的零度》、《神话学》、《恋人絮语》、《符号学原理》、《Ｓ／Ｚ》、《文本的快感》、《
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等作品影响了人们对文学和文化的看法，也可视为巴特对文学研究工程延伸
而成的一套思想体系。
本书是在深度理解巴特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思考，既是对这位西方思想家的解释和介绍——厘清了其
漫长的思想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系统认识巴特、重新审视巴特，并从正确的角度研究巴特的途径，本
身也是一部理论著述，是作者哲学思辨的结晶。
罗兰·巴特无疑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天才，做为法国符号学理论的大师，结构主义的思想家，在他的思
想里，似乎毫无清规戒律可言。任何一个企图要将他归类的想法在他的那些著作前会变得徒劳而白费
，也许把他定义一个喜欢在文本里捉弄倒腾的“捉狭鬼”会更加合适。他是一个喜欢两边奔跑的人，
他会一面推崇新小说，一面却将大量的热情用来解释经典的文学作品；会一面做着结构的工作，一面
却已经在拆砖挖土解构着自己的理论。他那狡黠的智慧使他相信世界并不存在所谓完美和无懈可击这
样一些蠢话，也使他相信那些浪漫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只不过是一些瞎了眼的家伙在那盲人摸象。而
浪漫本身就是发狂失性的表征，否则不会说恋人都很愚蠢。昆德拉为此写了本《好笑的爱》，而巴特
更绝，干脆一锅端，对那些所谓缠绵悱恻,神秘痴狂,喃喃自语的恋人情话来了个“一个都不能少”。
于是他有了这本《恋人絮语》. 《恋人絮语》是一本无法让人定义的书。就像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它
没有理论话语的漫漫征途却不乏深刻洞见。它没有小说文本的故事情节却不乏一个个让人回味流连的
爱情场景。他貌似体贴的将恋人的心态和言语的方式安排成了这本书的结构方式，然而其后却不乏嘲
弄。他用一种开放式,流动的,无定向性的言语方式开始了他对爱情的胡言乱语。
巴特精巧的勾勒恋爱状态的每一个场景，然而却并把他们有序的编排。所谓相遇，一见钟情,交谈倾
诉,挫折误解,等待,依恋等等，诸种状态本身就毫无先后顺序可言，它们有时交替进行，有时同时发生
。剪不断，理还乱的恋人心绪哪里有什么逻辑可言？因此巴特只能针对每一个场景进行勾勒分析。这
里需要强调的是，巴特的分析是建立在恋人这一方，而以恋人爱上的对象为情偶之上的主体性分析。
他用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所显示的心态做例，细致入微的分析每一种状态下的矛盾和潜
台词。
比如在墨镜一条下他谈到恋人在情偶面前遮遮掩掩的心态。他说：掩盖。一个让人斟酌的情境：恋人
举棋不定。她并不是在犹豫是否要向她所钟情的对象表白爱情(这位恋人素来含蓄)，而是在斟酌她究
竟应将自己的痴情掩盖几分：要暴露多少自己的情欲，痛苦。总而言之，自己极度的感情。他将此种
状态称之为双重的自由,一方面恋人要为对方作想,因为爱他.所以不能倾诉太多以免引起对方厌烦.另一
方面这种考虑又是以牺牲自己真实感情为代价,明明是内心的风暴,却因为害怕对方厌烦而不得不掩饰.
因此只能闪烁其辞,只能戴着假面前进,通过掩饰来解决一个悖论----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瞒着什么.而达
到此种目的的方式就是必须在有限的言语中透露无限的内容.巴特对恋人语言的丰富性的分析由此展
开. 有句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诗人，但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成为诗人的那个时期，那便是恋爱。
人们在恋爱时都会说出诗人般的话语,因为恋爱中的语言最具模糊性和多义性.一切尽在不言中,或说东
而言西.巴特对恋爱中语言的模糊性与多义性的分析极有意思。比如在“情书”,“献辞”,“我爱你”
等诸条目下,他十分精辟的揭示了语言双向性的特征,尤其对“我爱你”这一语词的分析更见精彩.他通
过对匈牙利语中我爱你这个粘着语的分析,说明这一情境不是指爱情表白或海誓山盟,而是指爱的反复
呼唤本身.因为在匈牙利语中我爱你这一语句是无法被分析的,它无法被拆解,我爱你不是个句子,它不传
情达意,只是伴随一种特定情境而生:“主体被悬吊在与异体的映照当中”,它是一种呼唤,和我们平常在
说啊,哈,哦,这些语气词毫无二致,它是在某种特定情境里产生的特定话语.因此对我爱你这句话最好的回
应,并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沉默.对于召唤的拒绝.这样它所否定的不仅仅是我爱你这个句子中的某一个指
称,而是直接否定说话人本身,是对说话人主体的拒绝.这无疑是对恋人的最大打击.巴特在语言的分析里
腾挪跌宕,不时的精彩之论让人惊喜不已. 巴特在此书中玩弄了不少文字游戏，从词源学，相似性的角
度对恋人心态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然在这样的玩笑里，我们深谙语言的魅力，同时也不无惊讶
他怎么能把所指和能指玩得如此娴熟而不露痕迹。比如“交谈”这一条目，法语原文是L’entretien。
它有多重含义，既可以指维持原状，保持感情，也可指供养(比如女人,妓女等)，还有交谈的意思。巴
特说恋人之间的交谈本身是一种触摸，恋人用言语来触摸情偶，用美丽具有独特魅力的辞藻将对方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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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住，这种裹住的状态暗合了这一词语的另外一层意思供养，而交谈所达到的目的则使得保持感情这一
意思得到显现。巴特狡黠的智慧由此再现。
通过语言的有趣分析巴特新见迭出，妙语如珠。然而，他当然还有他诚恳的一面。诚恳的在状态本身
进行别有洞天的分析。当语言无法救急的时候，他会直接回到心态本身，对心态本身来个淋漓尽致的
展示，从而发现其种种可笑之处。在“等待”一条中，他分析现代人的无奈情境，“人总是在等待，
处于一种移情状态之中。⋯⋯可以这么说，哪儿有等待，哪儿就有移情。我依赖并介入另一个存在，
而这个存在的实现又需要时间——整个过程的是在克制自我欲望，销蚀我的需求。让人等着——这是
超于世间所有权利之上的永恒权威,是“人类最古老的消遣方式.”巴特不用玩弄语言游戏同样也能在
情境中展开他思想的火花，见常人所未见，因此他不仅是语言的专家，同样也是思想的大师。
其实仔细捉摸巴特的思考方式，也还是不难觉察出巴特是借否定语言的终极意义来否定神,权威和理性
。他对恋人情话的分析，也见得出他对主体性高扬的浪漫主义的鄙视。这一鄙视也许只是他个人的偏
见，然而我们却无法不喜欢他在这本《恋人絮语》中的支言片语，他那五彩斑斓自由而快乐的叙述，
诱惑着我们进入到他思想的迷宫里去窥视他那时时迸发的狡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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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表征必读书⋯⋯
2、巴特的神話學本質上還是一種符號學，只是將索緒爾的模式推向了更為寬廣的文化層次。巴特所
謂的神話，簡單來說，就是事物、現象背後的意義，並且這種意義，絕大多數時候是被建構的。
3、我日啊......是原版书就这么晦涩还是翻译的有问题，神马叫“所有的批评反对某种堂吉诃德式、偶
然柏拉图式的论点，必须吻合禁欲、熟练的分析”，神马叫禁欲的分析？？？？？？苍天啊....
4、好多篇文章不知所云。翻译的问题？也许是作者思想太跳跃了。没想象中好。
5、结合了英文版还是不好懂
6、翻译得很差
7、没有这本书就没有我的论文⋯⋯
8、md 句句看的懂 句句看不懂  讨厌似是而非、未成逻辑的理解程度。快来个人告诉我 我智商没问题
，以及这个样子读书报告写个什么鬼。
9、翻译能不能再差点？！
10、刚看了第一章的《摔跤世界》，突然想感叹，我靠，观众实在太难搞了，又得让他们看得爽，又
不能太做作。。。好了，我看跑题了。。。终于看完了。。。开始写论文了。。
11、【在神话里，我们再度发现刚刚描述的三度空间类型：能指、所指和符号。但神话是一个奇特的
系统，它从一个比它早存在的符号学链上被建构：它是一个二级符号学系统。第一个系统中的一个符
号（也就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意象相连的整体），在第二个系统中变成一个能指。】【封面上，是一个
身着法国军服的年轻黑人在敬礼，双眼上扬，也许凝视着一面法国国旗。这些就是这张照片的意义。
但不论天真与否，我们清楚地看见它对我意指：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对子民没有肤色歧视⋯】【
在语言的层面，也就是说在第一个系统的最终名词上，我称能指为意义（黑人正在向法国军旗敬礼）
；在神话的层面上，我将称它为形式。】
12、把“任意性”概念从索绪尔延伸出去，成为一种批判策略。翻译很差，后半部分基本看的英译。
第一部分读起来非常愉悦，一位狡黠的牛排/肥皂学家......以及这本书滋养了多少传播学论文啊。
13、写得漂亮⋯⋯就是最后边一点实在是侮辱俺的智商（捂脸哭
14、巴特看问题，一针见血。
15、 看到Saint-Just被翻译成“圣正义”，我尼玛当时就凌乱了 
16、文化研究的符号学一系。
17、这翻译看得我⋯⋯
18、真心难啃
19、很奇怪很奇怪的译文风格啊
20、译得太烂，法语句子都没理解。哪位有屠友祥版？
21、风格辩护一切，豁免一切，尤其是豁免历史的沉思；它把读者封闭在纯粹形式主义的奴役中，使
得”风格“的革命成为形式上的：前卫的导演就是用于以一种风格代替另一种的。但这无足轻重，以
一种风格取代另一种，并无任何增益。在戏剧艺术中，风格是一种逃避的技巧。
22、基本可以放心地说，此版完全被译烂了！本来巴特就没那么好懂，再遇到二半吊子翻译，就彻底
不用看了！怀疑到底从英文还是法文翻译的。要说从法文，处处有英文痕迹；要说从英文，到处引原
文还是法语。译文文笔烂，译者知识烂，译出来没法看，糟蹋眼睛！建议：1，需要了解此书者，最
好直接看法文本；2，此书需重译！
23、我喜欢这个男人。学术色彩浓厚得让人爱死。
24、myth
25、无法复制的典型
26、周五图书馆九楼看，看完了才去吃晚饭。书不厚，读起来饶有趣味。
27、解构大众文化~
28、呵呵哒⋯翻译又是硬伤
29、马克思味道的社会学观察+索绪尔的符号学框架的某种随性结合。前者的观察敏锐，今天完全不
过时。
30、用抓逻辑关系来对抗翻译的问题。然后，我想把巴特的观点得失和儒家的和对比一下。巴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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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完全可以被神话以“言谈”的方式转化——这没好坏之分，但是，对于人来说，就要因此分别神
话的虚指的言谈和实际（言谈也可以是实际），即世事就是叠罗汉，互相包括和被包括。“和”的观
点则是巴特理论的横向展开（脑补一下），即个人的独立性包括和被包括在整个的人世的“和”里。
于是，巴特在此书结尾坦率指出其理论困境在于在“客体与知识间的和解”。而儒家的和说的困境无
疑也与此相同。“和”的状态对个人和整体都有利，但总有一种“个人的主体性”怎么也不能趋向于
“和”。总而言之，两者都已经把问题理清了（这也是所有学说的用意），接下来就是怎样在实践中
解决两者分离问题或达到两者和解问题。P.S那么你首先在学说理论上理清了吗？这也是困境。
31、为什么翻译那么别扭！！ 
32、巴黎的基本成分是神话，神话的根本原则是将历史转变为自然（189）。在索绪尔那里，符号是一
个物质性质的能指（声音或书写记号）和所指（心理概念）的组合整体。巴特指出神话是一个二级符
号系统：一级系统/语言学系统中（1能指）和（2所指/概念）组成的（3符号/意义）构成了二级系统/
神话系统的（a能指/形式），它与二级系统的（b所指/概念）组成了该系统的（c符号/意指），神话的
意指是选择性的利用概念对于语言学系统中的意义的一种有目的的改造和“异化”。神话是被过度正
当化的言谈，是去政治化的言说，解神话的目的是对语言和种种媒介的再现进行“再政治化”，发现
看似无可争辩、不容置疑、自然而然的事物和价值观背后的意识形态性。然而，资产阶级文化巨大的
吸收能力让解神话最终无效，唯一的方法只能是不断改变解神话的方式。
33、翻譯不好！
34、鲍德里亚的文风很大程度上受巴特影响吧 
35、get不到 换个版本或怎样？有生之年想重读的书
36、开始怀疑大众文化批判

37、神话即索绪尔符号学的再符号化。
38、能指，所指。
39、烂翻译！
40、每个人的臆想都是一种神话
41、翻译得不好
42、段子圣手，逻辑堪忧
43、细思恐极！细思恐极！神话化的一切都被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流行文化终究是带有意识形态的
暗地宣传
44、总结性陈述是后半本，前面一大半可以看成是理论应用。
45、本身书就不好读，再加上翻译问题⋯⋯
46、是在下层次浅薄粗俗不堪够了吧！翻译的什么东西，写的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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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我的淘宝店铺中,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2454e7b51592f7db2f8cf0080cb2327.jhtml价格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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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神话》的笔记-第191页

        神话的特色是什么？把意义转化为形式。换言之，神话一直是一种语言掠夺。我洗劫了那个正在
敬礼的黑人、白色和棕色的牧人小屋、水果价格季节性的下跌，不再使它们成为范例或象征，而是通
过它们，使帝国、我对巴斯克文物的品位及政府都予以自然化。

2、《神话》的笔记-第194页

        神话是针对超意指行为，瞄准第一系统的扩张。相反地，诗却企图重获内意指作用，一种语言的
前符号学状态；简言之，它试图要将符号转化为意义：它的理想是最后所触及的将不是文字的意义，
而是事物本身的意义。因此它才遮掩了语言，尽量增加概念的抽象性与符号的随意性，并也延伸到能
指和所指间的关联极限。

总而言之，在所有运用语言的项目里，诗人是最不形式主义的，因为他们是唯一相信文字的意义只是
一种形式，像他们这样的写实主义者，是不会感到满足的【？？】

诗占领了一个和神话相反的位置：神话是一套符号学的体系，假装能超越进入一个事实体系里；诗是
一套符号学体系，仿佛能依约进入一个本质体系。

3、《神话》的笔记-第1页

        罗兰-巴特有“玩具”一文：1.玩具中的角色规定。孩子扮演了成人社会中的角色（邮递员、保姆
等），不是创造者，而只是使用、占有者。2.木质玩具少。塑料等人工材料多。弹簧一坏就“死亡”
，被遗弃。木质的能伴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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