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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两大版块。
第一版块主要为对一批重大事件的分析，所选的事件或话题都是英国文化研究史上最为重要的。
第二版块属对一些核心成员思想的研究。
像赫伯迪奇、托尼·本内特、默克罗比等的思想基本上是国内外过去未曾做过专门与长篇研究的，拉
克劳的研究国内虽也已有过，但这次本书所选的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视角，即从其与文化研究话题连接
的意义上发掘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演绎特点。
从以上可见，本书虽然未以系统性、完整性为自己的编撰目标，但却能对一些关键性的“节点”做出
透辟性的解析，从而也展示了文化研究更为丰富与深刻的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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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卓越，1957年生。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艺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汉学研究所所长，BLCU国际人文讲坛主持人。
曾于多个国家的高校访问并作学术报告。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文化研究>>

书籍目录

定义“文化”：雷蒙·威廉斯的起点
《银幕》理论的发生与展开
CCCS的道德恐慌研究
“新时代”理论：新主体与新政治
种族符号及其消费问题
迪克·赫布迪奇及其通俗文化研究
托尼·贝内特及其文化政治学
安吉拉·默克罗比与伯明翰文化研究
后身份：拉克劳的身份理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文化研究>>

章节摘录

　　对威廉斯&ldquo;三种意义&rdquo;的深入理解，需要联系到他与艾略特的关系。
如此，便可以看到，威廉斯&ldquo;三种意义&rdquo;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艾略特（T.S.Eliot）
定义文化方式的直接影响。
这可从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首先，将文化看做一种包含数种意义的、基于历史的概念化现象，而不是从一个单一的、主观的向度
上去确定文化的含义&mdash;&mdash;这种文化分层法是艾略特在更早即已创辟的。
甚至于在将文化分成三个层次这一点上，威廉斯也同样沿袭了艾略特的做法。
其次，尤其重要的是，威廉斯对文化的第三层次，也就是最基本层次的归认，即所谓文化的&ldquo;社
会&rdquo;定义，或云是&ldquo;整体的生活方式&rdquo;（在后来是&ldquo;特殊的生活方式&rdquo;）
，也同于艾略特&ldquo;整体社会的文化&rdquo;、&ldquo;整体的生活方式&rdquo;的提法，并且也与艾
略特一样是将之作为一种&ldquo;整分&rdquo;法的基础看待的，即用其可以包含其他的几个层次。
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威廉斯尚未将这一概念的发明权据为己有，或如一些学者所云是威廉斯的独特发
明，而是以为是由19世纪以来英国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而逐渐确立起来的一个历史性概念，并至艾略
特处获得了理论性的表述，而威廉斯本人的目的则在于要将这一思想的潜流揭示出来，并通过&ldquo;
下一转语&rdquo;，使之能与新的、带有鲜明民主色彩的文化理念相衔接，最终作为当代文化理论阐述
的一个标识。
再次，从第三层次的&ldquo;整体文化&rdquo;中进而又可引出&ldquo;共同文化&rdquo;等的概念，这也
是按照艾略特的设定思路推演出来的。
依据这一推演，既然整体社会的文化是一种事实与理念的存在，就必然会超越各不同阶级所构造的文
化及与之相关的那些文化概念，同时，它也会超越从19世纪以来由柯勒律治、阿诺德、利维斯等批评
家所认定的单一文化取向，视全社会的共同文化为所有分支文化的基石，借此将那些在过去被排斥到
边缘的民众文化等均纳入到一个平等相处的经验共同体内。
　　当然，即便仅限于三种意义的命说来看，有别于艾略特的地方也是很多的，虽然在此不可能一一
详述，然其中有一点是可以先提出来交代的，即两者分层的依据是有差异的。
艾略特的分层是按照人与人群的社会组合方式进行的，为此三个意义层次便表现为个体文化、社群的
或阶级的文化、整体社会的文化。
而威廉斯则主要是从观念形态上来加以分层的，并延及其所指涉的对象。
这是因为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首先是一种观念建构的产物，如其所谓：&ldquo;文化一词的发展过程，
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各种变化的大量重要与连续的反
应&hellip;&hellip;&rdquo;&ldquo;文化观念的历史，记录了我们对共同生活变化状态的一种思想与情感
的反应&rdquo;，为此，经过综合，便可见出三种主要的观念显现模式，即理想的文化、作为智性与想
象作品的文化，以及社会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两位论者的分层法都有自己的理由，都是依据于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路径而提出
来的。
以艾略特而言，他首先要去关心与解决的是文化分化与分裂的问题，而威廉斯首先关心与解决的则是
文化垄断与文化游离于社会的问题，这就自然会导致分层标准上的差异，而两位论者又都认为存在的
这些问题是能够用&ldquo;整体社会&rdquo;的思考维度加以检测与矫救的。
既然均以整体社会与生活方式的理解层次为宗旨，那么两位思想家的许多想法就可能有交叠，比如两
人都主张共同文化论、反个人主义、反精英主义等，尽管有更多的方面还会将两者的思想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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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中的许多专题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尚未涉及或未作精深探求的，在
国际性对话区域中具有独特性和领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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