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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
-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
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
于是，人是文化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
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
这种复杂的依赖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
心中。
”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
之符号或文本。
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
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
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
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阔的复杂关系，另—方面又和特定
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
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
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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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全面介绍现代文化理论的专业教材，着重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深入浅出地分析各种有代
表性的西方文化理论。
全书共14章，每章集中讨论一个流派的理论，从功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结构主义到英国文化研究
等。
本书的特色在于它的全面性，囊括了现代西方学术界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理论。
另一大特色是把文化理论与当代社会的转变和思潮联系起来，深入地解析了这些文化理论由以产生和
发生影响的内在社会文化根源。
在比较各种理论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关于文化理论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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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常人方法学与现象学的评价　　常人方法学和现象学对主流文化理论的贡献是间接而非直接的
。
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它们更重视行动者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并以有力的论证说明了这一点。
面对如此强有力的挑战，晚近的文化理论不得不作出回应。
举例来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见边码142—144）和新功能主义的研究主张（见边码35—36）都试
图将经过改进的能动性理解方式纳入一般模型之中。
常人方法学和现象学在另外两个方面也有很大贡献：其一，率先将日常生活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
；其二，证明即便在最寻常、看似最琐碎的活动之中，意义也占据着关键的地位。
常人方法学和现象学通过上述主张指出，文化是我们生活中元可回避的一个方面。
　　从负面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理论提出的文化模型也有许多与符号互动论相同的缺点。
权力的观念在模型中体现得非常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
由于一贯坚持以微观为重，这两个理论很难适用于其他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领域，比如在历史与比较
的背景下对话语和意识形态开展的研究。
此外，常人方法学和现象学领域内部对文化的认识也存在着矛盾。
常人方法学家不愿将文化视为某种“外面的”、存在于具体行动之外的东西。
他们认为，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活动的内在性质，或者是从活动中产生的，而不把文化视为一个独立
的、自主的系统。
那么，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影响社会生活的独立的、自成一格的力量，这就
很令人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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