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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是接续2007年三联版《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
论讲稿》所写，名为续编，或称下卷。
说明一下： 首先，这两本书统称《西方文论讲稿》。
只不过是前后两本，合成一套——这就好比上下咬合的齿轮，或左右勾连的套环。
 从内容看，这两本《讲稿》的宗旨，是面对国内文科博士生与中青年教师，通讲20世纪西方人文学术
变革，及其所催生的主要新学、新见、新方法。
但凡热衷文史哲学、文艺批评，文化研究的师生，如有兴趣吸纳新学、比较中西，主动创新，皆可以
本书为一套新版学术地图，或按图索骥，考察个案，做博士论文；或以此书为向导，爬山涉水，周游
列国。
从篇幅看，这两本《讲稿》各有30万字，厚薄均匀，等量齐观。
作为20世纪西方新学的通讲教材，全书共分五编30讲，合计60万字。
对于文科博士生，它不但编排有序，前后贯通，而且重点突出，方便检索。
所以，一旦你拥有这两本《讲稿》，便可横跨百年，统揽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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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
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惜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
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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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一凡，1950年生，江苏盐城人。
中学时当过红卫兵，后下乡插队。
1973年安徽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获文学硕士
，同年公派留美，哈佛大学史学硕士、哲学博士，兼任哈佛中国同学会主席，1989年回国。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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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编　西马英雄传第十八讲　卢卡奇：西马之起源1965年，巴黎结构主义革命如火如荼。
这一年，法共理论家阿尔都塞发表《保卫马克思》。
此书以结构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公然挑战卢卡奇的革命主体论。
以阿氏之见：马克思1845年后的革命思想，科学严谨、自成体系。
而卢卡奇“只要一听到科学字眼，就大叫实证主义。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有权、在政治上有义务，使用并保卫科学这一哲学范畴”。
（阿尔都塞84，226）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意识形态！
历史乃一无主体过程！
阿尔都塞登高大呼，新左派激动不已。
此际，法国老左派领袖，那个倔强善辩的萨特在干啥？
老爷子正埋头赶写《辩证理性批判》。
这部巨著的导论《方法问题》，早于1960年发表。
在其中，萨特秉承卢卡奇的人道精神，提倡其实践方法，并以大段热情文字，由衷赞美卢卡奇的贡献
如下：“马克思主义在像月亮潮汐一样吸引了我们、在清算了我们头脑中种种资产阶级范畴之后，它
突然把我们丢弃了。
”何以如此？
原来是苏联人割裂理论与实践，将其“变成僵化知识”。
更可悲的是：他们失去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总体把握。
是卢卡奇，那个西马创始人，率先批判苏联教条：“二十年的实践，赋予他全部必要的权威，从而将
那种假冒哲学，直呼为唯心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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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讲述了：20世纪是一个批评世纪，也是一个知识交叉、思想
创新的世纪。
从胡塞尔、索绪尔、卢卡奇开始，西方学人百年离乱，备受其苦。
无论是现象学、阐释学，还是西马、后结构，每一路西方文论，都在说明变的道理，或提出应变方案
。
当下西方文论，早已突破文史哲学的传统范畴，造成一种天下学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
这向中国学者提出了巨大挑战，同时也带来历史机遇。
我们研究文论，就是要研究洋人的不通之苦、贯通之喜，以及各式转圜之法。
现代中国的变通之学，始于1925年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
其代表者有陈寅恪、吴宓、钱锺书。
陈先生说文言：“中体西用资循诱”，意思是以中国文化为本，吸纳外国新知。
吴先生从哈佛大学白璧德处，带回了语言文化比较方法，所以他半文半白，提倡“择善而从，比较出
新”。
此法到了钱锺书手中，浓缩成一句白话，就是“打通”。
钱锺书的“打通”包括三层：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人文各学科。
“打通”二字概括清华治学原则，明确我国人文学术战略目标。
钱锺书一生提倡觑巧通变、打通齐观。
原因是他明白专业局限，更了解“唯变是通”的天理： “人文学科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
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不同学科。
”他还告诫我们： “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酷局限，我们只能把专科学问分得愈来愈细。
所以。
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之事，在客观上却是不得已。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文论讲稿续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