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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2版)》全方位介绍了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各类主题视角，体系完整，阐述清晰，
是一本非常适合新闻传播学专业师生使用的教材。
《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2版)》结合大量实例，浅显易懂，非常适合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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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澳大利亚）刘易斯 译者：郭镇之 任丛 秦洁 郑宇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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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了解文化构成和文化理论 第1章当代文化、文化研究与全球媒介领域 导论：当代场景 全球资
本、文化价值和新的电视现实 全球化与一种当代文化的政治学 案例研究1：定义戴妃 文化与文化研究 
文化的定义 后现代文化案例研究2：恐怖主义：对美国的一次后现代袭击 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理论分析 
批判性调查／文化政治 解构 文本研究 经验方法 基于政策的研究 文化研究方法的优势 第2章社会理论
与文化研究的基础 导论：“文化”的基础 文化与社会 埃米尔·涂尔干与社会结构 涂尔干与象征主义 
马克斯·韦伯 现象学与文化研究 社会学的根源 马丁·海德格尔 阿尔弗雷德·舒茨 彼得·伯格 符号的
互动 文化人类学 克利福德·格尔茨 第3章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成 导论 马克思与黑格尔 黑
格尔辩证法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自然主义 象征控制 德意志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对马
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假设的批评 法兰克福学派 阿多诺与大众文化 瓦尔特·本雅明与机械复制 路易·阿
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超决定论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 主体位置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解放与文学 
安东尼奥·葛兰西 霸权 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与文化研究 科学、语言与批判理论 于尔根·哈贝马斯：
批判理论与交流行动  第4章从英国文化研究到国际文化研究 导论 文化研究的文学之基 F.R.李维斯 流行
文化和李维斯传统 大众文化与流行／民间文化 文化主义与一种新的文化研究的形成 伯明翰中心：概
观 理查德·霍加特：工人阶级文化 雷蒙德·威廉姆斯：文化的问题 E.P.汤普森与历史文化研究 斯图
尔特·霍尔：文化研究的转型  英国文化研究的国际化 第5章语言与文化：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导
论 结构主义语言理论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C.S.皮尔斯 符号学：费迪南德·索绪尔  结构人类学：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早期的罗兰·巴特和符号学的时机 神话和意识形态 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
的批评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化路径 后期巴特 解构：雅克·德里达 主体与语言 解构 写作 德里
达和文化研究 米歇尔·福柯 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写作 权力的问题 真理和理论的问题 规训与惩罚 性史 
福柯与文化政治 福柯与治理 精神分析理论：雅克·拉康 政治与差异：德勒兹和瓜塔里 反俄狄浦斯 《
一千个高原》 第二部分文化地点 第6章女性主义：从女性气质到特征碎裂 导论 女性主义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和妇女参政权 妇女与高级现代主义 西蒙娜·德波娃：法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性特征与政
治解放 性政治 男性的凝视：劳拉·马尔维 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 欲望与自由：朱莉亚·克里斯蒂瓦 
其他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 再现的问题 福柯和女性主义 杂志和文化女性主义 安吉拉·麦克
罗比和英国的文化女性主义 文化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当代政治中的女性主义 当代女性主义文化政
治 扶持行动／性骚扰 分离的女性主义和电子人女性主义 后殖民论的女性主义 ⋯⋯ 第7章后现代主义
及其后 第8章大众消费与青年文化 第9章身体 第10章全球化与全球空间：本土转型 第11章新媒介文化 
第12章全球恐怖与新的语言战争 关键术语词汇表 参考文献 人名及专用词索引（A—Z）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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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E.P.汤普森与历史文化研究 威廉姆斯保留着与李维斯文本价值观的某种联系；汤普
森则有过之。
他的里程碑式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80）代表了文化理论与政治学之间实质性和批判性的
联系。
和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一样，汤普森试图描述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社会与政治环境。
然而，汤普森并未满足于仅仅从精英群体控制与精英群体利益的角度去扭曲历史。
相反，他想写出属于工人阶级本身的历史，即在日常实践与日常文化中所体验和投入的历史。
也就是说，汤普森的史料编纂避免了某种感伤主义和怀旧主义，这在李维斯的乡土主义中表露无遗；
也可追溯到霍加特对“二战”前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比较研究。
 此外，汤普森的研究并不仅是描述性的。
汤普森从工人阶级历史阶段（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视角和经验出发，试图按照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解释工人阶级的状况与文化。
虽然到他的著作出版时，他已辞去英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但他仍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将阶级定义为“社会与文化的形成过程⋯⋯这种过程可以在它们自我作用
的相当长时期内被研究”（Thompson，1980：11）。
汤普森解释说，阶级的“形成”“发生于一些人由于（内在的或者分享的）共同经验的结果，感觉并
表达他们之间——并相对于另一些利益与他们不同（通常是对立）者——的利益认同”（Thompson
，1980：8～9）。
这种描述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一种研究人类群体的人类学方法联系起来，类似于芝加哥学派描述社
会的方式，即通过复杂的组织与影响来解释过程与认同。
与芝加哥派社会学不同的是，汤普森更加关注阶级与阶级形成的政治环境。
 因此，汤普森与威廉姆斯对待文化的方式明显不同：威廉姆斯关注的人民有一种产生有机、互动以及
共识性整体的能力；而汤普森从阶级和斗争的概念出发，却坚信文化永远无法组成一种单一的生活方
式，只能在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间发生冲突。
显而易见，他的工作建立在阶级的宏观结构之上。
然而，他用于分析文化的冲突模型激发出许多关于文化与文化差异的观点，近年来正大量涌现。
不过，汤普森式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或多或少地将阶级结构视为同质范畴；却不像马克思那样将这个
范畴视为经济“基础”的产物。
也就是说，汤普森与威廉姆斯一样，也拒绝了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模式，并坚持经济与文化必须互
动，才能生成认同、行为和信念。
也像威廉姆斯的《漫长的革命》一样，汤普森也彻底抛弃了阶级统治的概念而假定：权力的差异有助
于但并非决定了阶级文化的形成。
工人阶级的尊严与自由，也和反抗的行为一样，是自我的决定。
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的描绘并非一个受压迫的、迟钝的社会组合，而是有被压迫性也有能动性，二者构
成动态、复杂、混合的社群。
工人阶级不仅是被决定的，也是有决定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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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2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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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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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