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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神話主義」（ мифологизм）不僅是一種被二十世紀現代作家廣泛使

用的文藝創作手法，也為文學研究提供銓釋方式。神話為何？結構主義與

原型理論將記載原始思維的神話視為表現人類心靈深層結構的普遍規則，

並深藏於人類與作家的無意識中。從文化觀點而言，神話是在自然語言基

礎上發展出來的符號系統，是組成人類文化的基本成份。現代作家透過神

話主義創作手法書寫對人、社會、世界的敏銳感受，以及在茫茫世界中為

人類尋找出路，而讀者則遨遊於作家建構的現代神話中追索最純真的思維。 

 

二十世紀吉爾吉斯民族作家艾特瑪托夫的文學成就早已蜚聲國際，他

擅長將民間文學元素寫入小說，塑造出現實與虛幻相互融合的神話化創

作。而評論界多專注於單一作品中的神話表現，甚少進行綜合評述。本研

究將以結構主義、原型理論和文化符號學為論述基礎，以艾特瑪托夫七、

八○年代發表的小說《白輪船》、《花狗崖》與《一日長於百年》為分析對

象，從文學角度切入，探討小說結構藝術與具有神話原型意義的形象，並

從文化學角度分析艾特瑪托夫創作中的神話思維，包括神話思維一般特

性、神話儀式與神話主題，以此建構出艾特瑪托夫的神話主義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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