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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殖民、新殖民、后殖民、内部殖民（一）后殖民主义的正式缘起，要算是1978年萨义德（
：Edwardw.Said）《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
不过，萨义德却因为没有在这本书中交待其知识来源而受到了学界的诟病。
事实上，后殖民主义与此前的殖民文化批评的关系显而易见。
举法侬（Fra-ntz Fanon，1925-1961）为例，萨义德对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分析，直接受到法侬著作的启
发，霍米·巴巴对于主体身份暖昧性的分析，也来自法侬。
萨义德在后来的《再论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著述中，开始提到这些先驱者的名字。
讨论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必须言及法依的思想；同样，论述法侬的知识贡献，同样必须追溯它与此
前的反殖思想——例如对他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关系，才能说得明白。
而论述萨义德之后的后殖民理论家的思想，也必须考察他们较之萨义德有何不同。
后殖民理论家的贡献，只有在他超越前人的地方才能显示出来。
如此看来，梳理后殖民理论的知识谱系，一切都得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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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的反殖民思想，与殖民历史一样久远。
早期西方反殖思想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道主义的道德批判，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批判。
前者可以被称为欧洲殖民主义批评之父的拉斯·加萨斯（Las Casas）主教写于l542年的《简论印第安人
的毁灭》（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gtruction of America）一文为代表，后者可以亚当·斯密写于1776年
的《国富论》为代表。
应该说，l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又超越了上述人道主义道德批判和自由主义经济批判两种欧洲思
想传统。
在经济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反亚当·斯密等人认为殖民主义不能使宗主国受益的说法，认为西方资
本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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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新时期卷）等专著，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等译著，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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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殖民主义第一节 马克思：萨义德批判之批判（一）西方的反殖民思想，与殖民历史一样久远
。
早期西方反殖思想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道主义的道德批判，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批判。
前者可以被称为欧洲殖民主义批评之父的拉斯·加萨斯（Las Casas）主教写于l542年的《简论印第安人
的毁灭》（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gtruction of America）一文为代表，后者可以亚当·斯密写于1776年
的《国富论》为代表。
应该说，l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又超越了上述人道主义道德批判和自由主义经济批判两种欧洲思
想传统。
在经济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反亚当·斯密等人认为殖民主义不能使宗主国受益的说法，认为西方资
本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
在政治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软弱的人道主义道德批评，主张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
。
在这种革命斗争中，殖民地人民是宗主国人民的坚强同盟军。
就西方的反殖历史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殖民主义思想无疑是最为彻底的，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
最大的。
经由列宁，它们后来成为了20世纪反帝反殖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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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回想起来，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大约延续了十年。
隔着十年的路往回看，既有辛苦，也有快乐，更有时光消逝的伤感。
90年代做港台文学的时候，就时时碰到后殖民的问题。
在完成有关香港的博士论文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思考这一理论。
2000年，我在《文艺争鸣》第5期上发表了《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一文，此文后被《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文学年鉴》以至《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多处揭载，并在当年被《文学评论》推荐为
优秀论文，但这其实只是我研究这一课题的开始。
2001-2002年秋冬之交去剑桥大学，除查阅香港的历史资料外，我更感兴趣的是那里的后殖民研究。
先在英文系的大教室里听AtoQuayson的“后殖民主义”课程，这位年轻的黑人学者当时刚刚出版《后
殖民主义：理论、实践或过程》一书，踌躇满志，讲课很有激情，我听起来却有点云山雾罩，对于背
景不甚了了。
与此同时，我又参加了东方研究所的一个“后殖民与东方研究”的研讨班。
记得当时所里的同事叶舒宪先生来剑桥，我还专门邀请他来这里参加了一次讨论。
这次剑桥之行，是我第一次出国，自然满眼的新鲜。
每天顺着徐志摩的“康桥”去图书馆，一路上的流水、树荫和野花，让我记忆犹新。
常常乘大巴往返于剑桥和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一路上大片大片的草坪、湿地及精致的家舍让我十分惊
讶。
那时候，我想起的是北京东郊寒碜的棚户区和污染的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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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后殖民理论》：文学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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