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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聚焦于19世纪晚期大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帝国碰撞”，对“帝国”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历史研究
。
作者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及视觉文本中的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
通过爬疏相关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作者处理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文本和历史事件，如国际法、符号
学、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传教士的翻译、语法书，甚至还有殖民摄影术，而这一切都由与欲望和主
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这条主线贯穿起来。
作者的核心关怀是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是如何被帝国
的话语政治“塑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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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当代科技之“新”总是令我们在文化上措手不及，其实这一说法并非确
论。
很多背景性的假设与实践之“旧”还潜藏于这些个案的边缘，未能得到检验。
这种遗忘同样也构成了科技的语境，并且框定了我们的问题与反应。
 ——保罗·拉比诺，《理性人类学论集》一般说来，国家的概念撇开主权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这一老生常谈究竟揭示了一些什么道理？
它向我们秘而不宣的思想又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疆域和族群身份仍然在不断地聚散分合，当代帝国也经常以民族国家的面目
出现在世人面前，为此，即使是负载普世价值的个人，如今企图要完全摆脱主权想象的阴影，恐怕也
是困难重重。
这一切，使得我们不能不进一步思考有关人的尊严的种种现代论述，这些论述本身有没有罩着一层主
权想象的神秘面纱？
我们还要问：人的尊严究竟是相对什么而言？
尤其在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丧失主权往往意味着尊严的泯没？
为什么尊严的复得往往意味着主权的重申？
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曾试图以“致命的生存心理症结”的概念来解释
这一现象。
他认为，此种心理症结完全可以追溯到那段充满暴力的殖民历史。
他的观察充满了洞见。
法农的临床研究对象主要是殖民地的黑人群体，他发现在这些人中间，存在着普遍的自卑情结和殖民
地式的精神分裂。
法农这些诊断针对的虽然是20世纪的症状，但其分析即使在今天，也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的思考已渐渐地脱离了半个世纪前曾经反复困扰法农的那种问题意识，因此
，对于他所诊断的殖民地式的精神分裂症状，我们还有必要提出新的解释，也就是说，无论是研究帝
国，还是研究前殖民地人民屈辱的原因，我们都不能不首先对“主权想象”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地解释殖民地和后殖民地人群的特殊经历，进而更好地回答这些人群的
心理情结为什么与国家主权这一类大问题有密切的关联。
我认为，对于当前急剧变化的世界来说，进行此类思考愈显迫切。
哲学家让一吕克·南锡（Jean—Luc Nancy）对冷战后主权状况的变迁曾作过一些深入的反思。
他提出，全球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要取代战争这个概念，并同时取代政治及司法意义上的主权概
念，但恰恰就在这个取代的中心，战争又卷土重来，虽然有人曾经声称战争根本就不会出现。
“我们心中的焦虑所表明的⋯⋯既不是某种悔恨，更不是某种怀旧，”南锡写道，“我们的困难是，
明知主权的权威之光如此阴森可怖——也无比地灿烂和辉煌——我们在无论什么意义上都没有办法摆
脱对于主权威势的依赖。
”南锡的观察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大量的印证，特别是当今大量存在的流散人口的流布和漂泊。
当人们从一个主权国家迁徙到另一个主权国家一一无论是为了政治避难还是出于经济机会——他们当
中出现的由主权想象而引发的种种冲突，说明人们没有可能摆脱对国家主权的依赖。
这无疑支持了南锡的论述。
假如有人以为主权的意志仅仅对于那些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人才有意义，而那些流散的人群移居到异
国他乡后，为自身的权利和尊严所作的那些斗争，那些为了在政治上被异国社会承认的努力，都与主
权的想象无关，这种想法就未免太幼稚了。
事实上，离开主权的概念，所谓在政治上被异国承认的要求，本身就无立足的可能。
比如在美国，哑裔一美国人、非裔一美国人或犹太一美国人这一类身份的界定——无论我们用不用连
接号来书写这个身份——就已经将个人的身份纳入了有关美国人权利的主权论述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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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当听到人们大谈所谓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和多重性（multiplicity）时，我就开始产生怀
疑，这种含糊其辞的概念是否恰恰在掩饰自身的主权欲望的冲动，或者说，至少缺乏对这个问题的反
省。
无论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部，还是在国际领域，国家主权长久以来是人们争讼不已的话题。
因此，当我们试图去理解和分析人们的国家认同乃至种族认同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就事论事，还必须
充分地估计到国际因素在民族国家自我想象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这里的国际因素指的不是对民族国家疆域的超越，而是从两者的辩证关系中，随时看到的内中有外
的简单道理。
当然，面对具体的个人，以及此人在具体的场合必须做出的抉择时，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简单。
因为一个人身份的选择，甚至生命的政治归属——公民身份仅仅是生命的政治归属中的一面——通常
取决于他（她）所在的世界对于国家主权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同时也取决于这个世界所不能对国家主
权提出的那些问题。
这里的思考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涉及到自由的理念，以及围绕自由理念的一系列法律、哲学和历史
话语。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说过：“每一个民族都梦想着自由。
假如有上帝管辖，他们就可以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自由，否则，自由的担保和象征就是主权国家。
”安德森的观点论述合理，以史为据，似乎无可非议。
然而，恰恰出于对历史的关怀，我们还需要深入探询这个“自由”的含义，并力争在权利话语的统辖
之外，展开这项工作，而非先入为主——以为自由之梦的普世价值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就一定会产
生对主权国家的渴望。
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通向自由的必然途径是主权国家？
为什么这个真理如此地不证自明？
如此必然？
如此强大？
由于近代国家和帝国之间的交往恰恰是围绕主权而展开的。
因此，这个真理的不证自明性也亟须重新打开，进行仔细的分疏。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首先不应该是简单地回到法律话语的传统本身，而是要尽量超越现有的学术格局
。
基于我们对殖民历史和跨语际实践已经获得的了解，基于我们对差异性、拜物情结、身份认同以及交
互逻辑已有的研究，我们应该能够对欲望、权利和主权想象等相关论题提出新的问题。
为此，本书旨在提出，主权思维和国际法的兴起不能单纯归结为欧美法律传统自身的发展，因为这一
传统其实并不能解释它自己，它还受到全球范围的知识范式和物质文化发展史的制约。
主权想象，它无疑是国家建构和帝国扩张过程留给我们的重要的知识传承，不过，借用爱德华·萨义
德（Edward Said）的话来说，今天的学者应学会质疑“经验实证的简单逻辑，而沿着另一种由欲望、
压抑、投入和映射所支配的更复杂的逻辑”的思路，开始对这一历史传承进行重新整理和重新思考的
工作。
　　帝国的符号指涉：A （·——）B （——···）阅读帝国——这是本书的基本任务——意味着
什么呢？
它首先意味着历史地思考主权思维在异质文化和异质语言之间的运动。
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地面对语言、战争、国际法甚至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追问这一切是怎样
与主权国家和帝国的各种发明创造相互纠结在一起的。
军事技术史表明，陆海军电讯系统在19世纪初叶产生了迅速的变革，这些变革在19世纪后半叶达到戏
剧性的高潮。
追述这段痨史可以提醒大家：我们所熟悉的“符码”、“符号”、“信号”等概念最早并不是由符号
学创始人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和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发
明的。
其实，皮尔斯和索绪尔早就在与英国皇家海军的工程师、美国的摩斯电报码（Morse code）和梅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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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系统（Myer signal）以及19世纪其他电讯系统的发明者们共用这些概念。
从一开始，现代通讯系统的发展就与军事的技术要求紧密相连，并且它从来都是陆海军通讯系统的有
机部分。
至19世纪中叶，国际摩斯电报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视角，去审视现代帝国在技术进步方面
的雄心。
当时背诵摩斯电报码必须有口诀，也就是辅助记忆手段，旨在帮助使用者借助熟知的英文词汇快速记
住编码。
据说其中的一个口诀就是摩斯（Samuel F．B．Morse）本人发明的。
26个字母中的A，在摩斯电报码中是用一短一长（·——）的符号来标记，这个口诀用的是英文
词against（对抗）的发音；第二个字母8，在摩斯电报码中是一长三短（——···），口诀则是英文
词barbarian（野蛮人）。
如果从字面上直译，国际摩斯电报码头两个英文字母A和B加在一起，口诀就是“against[the]barbari
—an”（打击野蛮人）。
美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使用这种摩斯电报码的口诀。
在隐喻的层面上，摩斯电报码的头两个字母，道出了文明征服野蛮这个潜台词，被赋予其具体的历史
涵义。
因此，对它进行解码，也就是对英、法、俄、美及其盟军向亚洲人民、非洲人民、美洲人民发动的那
些战争的性质进行解码，真正了解殖民战争中的军事行动所打击的对象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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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终于要和国内读者见面了，这是让我盼望已久的事。
此书的英文版早在2004年就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希望它能有机会在中文世界
面世，此刻面对手头的书稿清样，我心中充满了欣喜。
中译本从着手翻译到最后校对完毕，总共花了差不多三年时间，其中有一些曲折和问题，我觉得有必
要做些说明。
本书在英文世界出版时的书名是The Clash of Empires，直译出来就是《帝国之间的碰撞》。
这个书名在当时的国外学术界，有自己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亨廷顿（Samuel HuntinOon）“文明的
冲突”论的那一类老生常谈。
但时过境迁，目前看来这种针对性已不再鲜明，尤其在汉语的语境里，我认为现在的书名《帝国的话
语政治》更能捕捉到本书的精神。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英文版对本书的字数和图片数量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若干重要的图片以
及第二个附录（即“《公法新编》中西字目合璧”）都未能包括进去。
值此中文版出版之际，使我有机会予以补救，附录中原书的英文拼写错误也予以纠正。
此外，其中“1894年新约献本的封面”插图和新约献本中的“新约全书总序”的插图，均得到英国剑
桥大学图书馆的允许，在本书中得以复制。
可以说，所有的这些增补，都使得目前的中译本比之英文原版更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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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的研究精微周密，指出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阴影，如何仍然限定着我们今天对国际关系的思考。
此书规划宏大，通过发现新的问题和探索新的方法，为当代学，术在这方面的思考带来了新的方向。
　　——《中国历史评论》（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刘禾的论点富有挑战性，机智多谋。
她强凋语言的重要性，指出翻译家、传教士和外交官等人对语言意义的诠释，如何同时也影响了外交
事件、自我意识以及主权思维。
《帝国的话语政治》点中的是历史事件的精神与灵魂。
　　——《史学家》（The Histo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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