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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

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

拉康：《镜像阶段》

弗莱：《文学的原型》

补充文本选摘与评述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

穆尔维： 《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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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施特劳斯：《神话结构研究》

巴特：《神话学》

热奈特：《叙事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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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兰德：《交互式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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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元历史》

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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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

哈拉维：《赛博格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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