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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荣格原型理论看异国灾难传播中的

集体潜意识
——以 4·15 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为例

林芯芯

（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

摘 要：本文主要选取荣格的原型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
4·15 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的舆情文本为分析对象，探讨重大
文明遗产事故背后的集体潜意识及原型表现，分析包括事故建
筑本身作为符号象征的原型、中外媒体话语叙事的原型、中外网
民情绪背后的原型三大方面，以此揭示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背
后的集体潜意识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受全球化进程、媒
介技术发展、民族集体记忆三者的综合影响，巴黎圣母院已
被上升到人类作为文明共同体的想象性符号，媒体话语叙事由
此同质化，但中国真实舆论场分裂为两种表现，一种是全球框
架，一种是民族框架，两种框架下的表现隐藏着基于不同大小
范围的集体潜意识。

关键词：巴黎圣母院火灾	 	 荣格	 	 原型	 	 集体潜
意识

一、问题的引出
2019 年4 月15 日傍晚，法国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引起

全世界关注，无论在外国还是中国，主流媒体都予以大篇幅
和高频率的报道，社交媒体也遍布哀嚎之音。在事件的传播
过程中，文字、图片和视频直播给世界各地的人民营造了共
时与在场感，巴黎圣母院火灾和大范围的哀悼甚至形成一种
景观。此外，中国舆论场还聚集了一些与哀悼完全相反的庆
贺之声，且与过去圆明园灾难的集体记忆紧密相关。

为什么巴黎圣母院火灾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哀悼？
在世界各地同质化的哀悼景观背后，在国内部分幸灾乐祸的
反弹论调背后，分别隐藏着什么样的集体潜意识？这两种集
体潜意识的表现有什么不同？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基于
以上现象引出的问题，本文选取荣格的原型理论作为分析视
角，以探讨异国文明灾难事故之后的集体潜意识及其表现。

二、荣格的原型理论
荣格（1875-1961）是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

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曾经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后来因
思想分歧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

荣格的原型理论涉及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集体潜意
识”，一个是“原型”，后者是前者的基本元素。荣格与弗洛
伊德都认为，在人类行为中，意识的作用是微弱的，更重要的
是人的无意识，或者说潜意识。但荣格提出，人的思想或心
灵并非完全是个人经验的产物，他将潜意识分为个体和集体
两个层面，认为个体的心灵（psyche）由意识、个体潜意识和
集体潜意识三个层次组成，而且所有意识和潜意识现象都从

集体潜意识中生发出来。[1] 此外，这三者并非完全独立，而
是不断相互补充和互动，个人由此不断成长变化。

个体潜意识是每个人特有的，主要由个人历史中被压抑
的元素组成，有许多事件由于各种原因被自我压制或忽视，
往往出于痛苦或不重要而遗忘，但这些事件并没有消失，而
是占据了个人潜意识，它通过“情结”影响个人行为，弗洛伊
德认为情结是由童年创伤造成的，但荣格不完全满意弗洛
伊德的解释。荣格通过分析患者的梦和幻想，以及研究大量
宗教和神话材料，发现不同患者的潜意识内容有很多相似
性，不同文明之间的神话主题和宗教象征也有很多相似性，
由此，荣格认为情结还根源于比个人潜意识还要深层的领
域，即意识和个人潜意识两个层次之外的领域——集体潜意
识。

集体潜意识是比个体潜意识还要深入的一层，是普遍
而具有规律性的，是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是“人类
千百万年来发展演化过程中的精神积淀物，是人类代代相传
下来的原始痕迹，作为一种心灵的虚象（virtual image），它
先天地预存在每个个体的精神意识之内，并给个人的行为提
供一套预先形成的形式。”[2]

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基本由原型构成，[3] 原型是以意象
的形式出现的，[4] 荣格从心理学角度将原型理解为心理结构
的基本模式，可以被视为认知结构或倾向，它会使人按特定
方式思考、感觉或行动。针对原型这一概念，牛津大学荣格
学说的研究者安东尼·史蒂文斯（Anthony Stevens）认为：
“作为荣格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原型的意义堪与牛顿物理学
中的地球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物理学中的相对论，或达
尔文生物学中的自然学选择相比拟。”[5]

原型的存在只能通过它们的表现形式推断出来，具有普
遍性的行为模式都是原型发挥作用的证据，它具有启动、控
制和调节人类共同行为特征和典型经验的能力，“在生命循
环过程中原型所引起的那些典型的人类属性——在任何地
方的人们当中都会出现的类似的思想、意象、神话传说、情
感和行为模式，不论他们的阶级、宗教信条、种族、地理位置
或历史时代如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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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研究的重要原型包括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阿
尼姆斯、自性、母亲、出生、死亡、重生、力量、英雄、婴孩等
等，人类历史生活经验的不断重复，使这些原型铭刻在人的
心理结构之中。人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遇到叙事，叙事
的力量来源也正是通用的原型。此外，原型还以动态的方式
与个人经验相互作用，导致个性的形成，在这个过程里，个人
将自己的意识和潜意识内容加以整合，从而保障心理的稳定
与健康。

三、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梳理
（一）事件回顾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国宝级建筑，始建于1163 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集宗教、文化和建筑艺
术价值于一体。当地时间2019 年4 月15 日下午6 点50 分，
法国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当地群众围观，
全世界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都予以关注，4 月16 日上午10
点，大火才被全部扑灭，屋顶烧毁，一座尖塔倒塌。

火灾发生后，巴黎圣母院附近有数百人跪地祷告，唱起
圣歌，有人甚至哭泣，民众在圣米歇尔广场点燃蜡烛哀悼。
德国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巴黎圣母院着火令人痛苦，它
是法国和我们欧洲文化的象征。”美国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对
重建工作进行讨论。韩国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巴黎
圣母院是人类历史的无价之宝之一，巴黎圣母院被烧毁是全
人类的一大损失。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黎圣母院
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以“Notre Dame Cathedral”作为关键词查询谷歌指数，
数据显示，火灾发生后，巴黎圣母院搜索热度飙升，搜索量
随之上升的相关主题包括大火、宗教、恐怖主义、历史、艺术
品等。以“巴黎圣母院”作为关键词查询百度指数，数据显
示，火灾发生当天，中国国内的搜索指数超过172 万，媒体资
讯条数超过6 千，得益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巴黎圣母院的
高知名度，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在中国也有非常高的热度。

（二）同质化的媒体叙事与分裂的中国舆论场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人类文明共识与普世价值观念在

传播与融合中趋向一致，辅以视觉时代发展的媒介技术，人
不仅能即时接收到千里之外的信息，还能借助视频直播和虚
拟现实技术体验在场感，巴黎圣母院火灾，情绪迅速传染，
全世界共同哀悼，“人人都在这一天成为精神巴黎人”的现象
成为可能。

在国内外的媒体报道中，虽然内容和形式有别，如有的
侧重报道巴黎圣母院的烧毁情况、周围哀悼者的悲伤场面
并探讨重建工作，也有的梳理巴黎圣母院历史，联想雨果的
文学作品，但背后的报道立场相同，均对巴黎圣母院火灾事
故抱以同情与悲悯。同质化的话语背后，是媒体在重大灾难
事故中体现社会责任感与普世价值的报道要求，也是框架惯
例。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社交媒体的言论形态较为统一，但
中国国内则呈现分裂形态。巴黎圣母院火灾事故后，圆明园
遗址公园官方发布《文明不能承受之殇》一文，祈愿文物都
能够远离灾难，迅速登上微博热搜，评论情绪分裂，涌现了
一批流露民族情绪的幸灾乐祸言论，对巴黎圣母院的事故不
仅没有同情，更以大仇得报的姿态宣泄历史民族情绪，其中

“圆明园”和“勿忘国耻”作为高频词出现在这类评论中。
四、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背后的多种原型
（一）文明与国家：巴黎圣母院作为母亲原型的两种表现
巴黎圣母院本身是一座基督教教堂，早在千年前就是巴

黎的宗教中心，基督教与耶稣离不开关系，圣母院法文原名
为“Notre Dame”，意思是“我们的女士”，指向耶稣的母亲
圣母玛利亚。

理解巴黎圣母院时，文明与国家是母亲原型赖以存在和
表现的框架。在媒体与群众的哀悼中，他们会梳理巴黎圣母
院内遭殃的“圣物”，梳理巴黎圣母院的漫长历史，一方面，
作为文明象征的巴黎圣母院以其精神哺育了世世代代，另
一方面，作为国家象征的巴黎圣母院则唤起人们对法国的同
情，国家常以“motherland”或“祖国母亲”为名，两种不同
感受背后依赖的心理结构都是母亲原型，媒体话语叙事依赖
的力量也根源于此。

1.作为文明的巴黎圣母院
无论是在宗教、文化亦或是建筑领域，拥有近千年历史

的巴黎圣母院都几近成为一种符号，乃至一种情结，而不仅
仅是一座教堂。提到巴黎圣母院，人们联想到法国时，会联
想到它矗立于此的漫长历史；人们联想到教堂时，又会联想
到宗教的肃穆与虔诚；再联想到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
院》中的人物与故事时，文化艺术的种种意象开始栩栩如生。
“原型作为一种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群的意象，总是以
语言为媒介而存在的。”[7] 这些语义联想群使巴黎圣母院不
再是一座单纯的建筑，而成为一种带有人类文明痕迹的象
征，人们对这个象征赋予的认知心理结构正是对人类文明的
敬畏与颤动，文明以其精神物质哺育人类后代。

2.作为国家的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一座基督教教堂，是法国著名地标，在严

格世俗意义上，该文明遗产归属于法国。法国、国家级建筑、
火烧，三个关键词一同在事件中出现时，同样是世界文明史
的悲剧，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便可联想起火烧圆明园的历
史，将记忆相互勾连类比，民族情绪由此生发。埃及有金字
塔，巴黎有圣母院，中国有圆明园，当置身这种语境里，巴黎
圣母院便不再作为世界文明的象征，而是缩小为法国这个国
家民族本身的代理与象征，民族主体身份认同强烈者能感受
到国与国的边界，将巴黎圣母院的荣耀视为法国的荣耀，将
巴黎圣母院的创伤视为法国的创伤，在这种心理结构里，对
法国人或欧洲共同体来说，这是自家母亲的荣耀与创伤，而
对远在千里之外，又有强烈民族主体认同的别国人来说，这
是他者母亲的荣耀与创伤。

（二）面具与阴影：社交媒体舆论中的两种原型
巴黎圣母院起火之后，社交媒体上群众的言论主要有

两种，分别是悲伤哀悼与幸灾乐祸，前者见诸世界范围内的
众多地区，后者则出现在中国的小范围舆论场内，在荣格看
来，虽然生活中有大量原型，但人格面具和阴影这两种原型
有重要的地位。前者类似于社会学中的角色扮演，目的是制
造良好印象以得到社会承认。后者是原型中最危险的一个，
包括动物的本能部分，是多种不道德、卑劣欲望和活动的来
源。[8]

1.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中的人格面具
巴黎圣母院起火之后，有的个体选择哀悼，即使从未踏

足法国巴黎或了解相关文化历史，也能与人类文明遗产的遭
难共情，除了真情流露，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使个体融入
集体中，通过时事参与来适应社会交往环境，同时呈现自己
关怀人类文明遗产的正面形象。但也可以看见，部分游览过
巴黎圣母院的网民个体，选择展示自己高兴的游客照图片，
在文字内容里，展现“到此一游”的篇幅多于表示悲伤或哀
悼的篇幅，后者并非真正主题，反而成为可供参与的又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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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在罗马时代，“persona”本义是演员所戴的面具，荣格
以类比的方式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理论，人格面具代表了每个
人与社会互动时戴的社交面具，代表了个人试图表现给他人
看的人格。不管是自知还是不自知，许多人都遭受人格面具
膨胀的问题，进而压制了心灵的其他领域，但这种压制并非
负面，反而能使激励不同个体做出相同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
态度的行为。

2.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中的阴影
巴黎圣母院起火之后，在中国某些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

种言论，即对巴黎圣母院起火幸灾乐祸。这虽然有火烧圆明
园事件的集体记忆历史因素作用其中，但仍有一部分根源于
荣格所说的阴影原型，对“异族”文明遗产的毁坏感到兴奋
和畅快，相较普世标准，这是不道德而卑劣的。某些人格特
质会引起社会的负面反馈甚至惩罚，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
中，从意识层面转移到潜意识中，这些特质便是阴影。许多
人因为各种心理防御机制，无法意识到自身破坏性的一面，
阴影便以各种不可预见的方式影响个人的行为，如虐待他人
或自我毁灭。在网络的匿名性特点下，幸灾乐祸言论的发出
者不再压抑自己天性中动物性的一面，还庆幸找到了相同感
受的“同伴”。此外，阴影经常通过投射的方式来表达，在巴
黎圣母院火灾事件中则是部分网民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历史的苛责，荣格认为，在集体层面上的心理投射已经变得
很普遍，这将导致大范围的冲突，最严重的是战争，文明最
大的危险不是武器，而是人们无法理解自己的自我，尤其是
对弱点和破坏性的无视。

五、集体潜意识非理性状态的负面作用
在理解原型的基础上，分析集体潜意识需界定群体的

不同层次和范围，“集体潜意识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先在的性
质，这样对于一个出生于不同国家、民族，不同的文化环境
中的人来说，所建构起来的心理结构、集体潜意识是不同
的。”[9] 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中国舆论场出现了少数幸灾乐
祸的论调，这些网民通过圆明园劫难的集体记忆，建立自己
作为中国人的主体身份，确立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在巴黎圣
母院火灾的相关新闻下方，可见到如下评论：

某微博网友A 评论：“听说巴黎圣母院着火了，我心中有
莫名其妙的快感”

某微博网友B 评论：“风水轮流转，人在做天在看哈哈哈
烧得好”

某微博网友C 评论：“烧就烧了，也不关我们什么事，我爱
我的大中国”

某微博网友D 评论：“我们的圆明园也是他们烧的，天道
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某微博网友E 评论：“心痛什么呀，我们的圆明园烧了几天
几夜呢，谁烧的呢？”

某微博网友F 评论：“活该，人在做，天在看，让你们体会
一下火烧圆明园的痛苦”

荣格注意到，集体潜意识的非理性状态会带来负面作
用，当此时的集体潜意识被激活，个体就不再是原来的个体，
“当集体无意识在更大的社会团体内积聚起来，结果便是大
众的疯狂，这是一种可能导向革命、战争或类似事物的精神
瘟疫。”[10]

每个人都要应对自己潜在的善与恶，人类的现实生活是
由一系列复杂而对立的事物组成的，比如白天与黑夜，出生
与死亡，幸福与痛苦，善与恶。许多人无法意识到自身破坏性
的一面，这些元素被压抑在潜意识当中，形成了荣格所说的
阴影，并在特定情境下影响个人的行为，如虐待他人或自我
毁灭。不愿或无法面对自己阴影的人，很容易选择投射，甚至
成为集体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因为集体主义运动通常拥有现
成的替罪羊攻击对象。在集体层面上的心理投射已经变得很

普遍，这将导致大范围的冲突，最严重的是战争，文明最大
的危险不是武器，而是人们无法理解自己的自我，尤其是对
弱点和破坏性的无视。

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幸灾乐祸言论从表面看来是民
族情绪作祟，“集体成员的认同感、从众性、感染、暗示作
用以及责任模糊心理又构成了集体无意识得以出现的现实
机制。”[11] 在更深层次上解析，它根源于荣格所提到的阴影
原型的影响作用，此时积聚的集体潜意识导向的是分裂与
冲突。在荣格看来，大多数人的人格发展遵循的是社会的惯
例，选择的只是“一种方法和一种集体式的生活方式，但付出
的代价是牺牲了他们自身人格的完善。”[12] 虽然在一定社会
范围内，个体仍可以在集体潜意识的非理性状态下生存，但
这并不是人格发展的理想状态，也无益于更广泛人类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

六、结语
本文主要选取荣格的原型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4·15

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的舆情文本为分析对象，探讨重大人类
文明遗产灾难事件背后的集体潜意识及原型表现。

研究结果发现，巴黎圣母院起火之后，世界范围内真情
实感的共同哀思根源于母亲原型，媒体话语叙事由此同质
化，背后的集体潜意识是对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想象。同时，
社交媒体上的不同情绪也有人格面具原型、阴影原型作用其
中，后者的集体潜意识的范围缩小到民族国家内部，关联到
集体记忆与民族情绪。中国舆论场于是分裂为两种：第一种
是全球框架，唤起了对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想象，有利于道德
与文明共识的建立；第二种是民族国家框架，唤起了国人对
圆明园被烧毁的集体记忆，煽动民族对立，不利于国与国之
间的文明共识的建立。两种框架下的表现隐藏着基于不同原
型、不同大小群体范围的集体潜意识。

在荣格看来，现代人仍然无知，人需要认识到自身的阴
影，才能防止更大冲突的发生，直至今日，从巴黎圣母院火
灾事件引起的种种现象来看，这仍然适用，并值得我们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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