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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
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
事实。
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
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所言极是！
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
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
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
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
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曰益高涨。
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
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
。
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
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
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
，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
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
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
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
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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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死亡三部曲”的第一部，他直接依从德波的理论逻辑，从已经出现唯心主义片面超越的
“景观社会存在”更极端地跳跃到空无的符号王国，并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关系，彻底取
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结构，从而完全告别了马克思，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直
接反对者。
     全书共分11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直面符号政治
经济学批判、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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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年-2007年）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后现代理论家，知
识的“恐怖主义者”。
波德里亚生于1929年，作为家族中上大学的第一人，他在巴黎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巴黎
十大和巴黎九大，从1968年出版《物体系》开始，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
本主义的著作，并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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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策略  没有回应的言说  颠覆策略与“象征行动”  传播的理论模型  控制论的幻象第十章  设
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符号的运作  功能主义的危机  环境和控制论：政治经济学的
最高阶段第十一章  交换价值中欲望的实现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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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角色”在主体与社会规范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如同需要在物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
。
同样地同义反复，同样地被赋予神秘色彩。
　　最终，你可以发现购买一辆汽车将被归结为以下这些可能性的动机：留下纪念的、技术的、实用
的、心理象征性的（过度补偿、富有攻击性的），社会学的（群体的规范、对名誉的渴求、从众或者
标新立异）。
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动机都有其合理性。
很难想象，这些动机中的任何一种与之不相符合。
然而，它们却常常在形式上相互矛盾：对安全的需要与对冒险的需要相互对立.试图从众的渴望与试图
标新立异的想法相互冲突.等等。
究竟哪个是决定性的呢？
究竟该如何将它们纳入一个结构之中，又该如何排列顺序呢？
最终，我们的思想者们只好尽其所能地建构了他们同义反复的“辩证法”：他们总是谈论相互作用（
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作用、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种动机与另一种动机之间的相互
作用）。
但经济学家们不喜欢这种充满变数的辩证法，他们迅速地后退到他们可进行计算的方法之中去了。
　　混乱不可避免。
这些在不同的抽象层面（需要、社会期望、角色、消费模式、边缘群体等等）所获得的结果并不是没
有意思的，而是偏颇和危险的。
心理一社会的经济学如同一头斜视的怪兽，所能看到的非常有限。
但它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捍卫了一些东西，它驱除了极端、单向度分析的危险，在那些分析中有意
识地将物既不视为群体的物，也不视为个体的物，而是将其看作社会的逻辑本身，以此来作为创造一
种分析原则的必须。
　　我们已经透露了这种逻辑即是差异性逻辑。
但现在很显然，将声望、地位以及差别等等视为诸多动机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这一点已经在当代社
会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探讨。
然而，这种社会学的延伸所时沦的问题并不比传统心理学更多。
显然，个体（或者被个体化了的群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总在追求社会地位和名誉，当然，在这一
层面上的物也应被纳入到分析中来。
但基本的层面则应是无意识的结构，这种无意识的结构组织了差异的社会生产。
符号交换的逻辑：差异的生产　　每一个群体或个人甚至在基本的生存得到保证之前，就已经体验到
了一种压力，要让自己在一个交换和关系的体系之中拥有存在的意义.与商品的生产同时产生的还有意
指关系与意义的细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为自己而存在的同时还要一个人为另
一个人而存在。
　　因此，交换的逻辑似乎更为原始。
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无（rien）（如同我们开始的时候所谈论的物）。
无论如何，某种语言（由词语、女性或者商品构成的语言）总是先于个体而存在。
这种语言是一种社会形式，它是一种交换结构，却是无个体存在的结构。
这一结构同时在两个层面上成为一种差异性逻辑：　　1.它在交换的意义上将个体的人转变为合作者
，虽然不再存在个体，但却存在差异，他们的关系受到交换原则的规范。
　　2.它将交换的物质载体转变为差异性的、具有意指性（signifi-cant）的要素。
　　这是真正的语言交往。
它同样适用于商品和产品。
消费就是交换。
一个消费者从来都不孤独，就如同一个说话者不会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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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消费的分析的全部革命也就在于此：预设个体需要说话，并不能解释语言的产生（这种设定存
在两个不可解决的问题：这种需要基于个体的存在；同时，在一种可能的交换中来阐释这种需要），
然而语言存在着，它不是作为一种自发的绝对体系，而是作为一种与意义同时产生的交换结构而存在
，并且言说着一种个人的意愿。
同样，消费也并不源自消费者的客观需要，或者主体对物的一种最终意图：相反，在交换体系中，在
物质的差异的体系中，在一种意指关系的符码体系中，在规定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社会生产——商
品的功能性，个体的需要只能追随着它，适应着它，在将这种基本结构机制理性化的同时也压抑了它
。
　　意义从来不存在于一种经济关系之中，即一种被理性化了的选择和计算之中，从来不存在于那些
既定的、被预设为自发的、有意识的主体之中，也从来不存在于那些依据理性的目的而被生产出来的
客体之中，而是向来存在于有差异的、被体系化了的一种符码之中，与理性化的计算相对立。
意义是一种构建社会关系的差异性结构，而不是主体本身。
凡勃伦和设定的差异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参考一下凡勃伦的理论。
尽管他是从个体而非从阶级的角度，从声望的相互作用而非交换结构来阐发差异性逻辑的，但他的理
论却显然优于那些追随他的人，以及那些假装“超越”了他的人。
这些人自认为发现了整个社会分析的原则、本质逻辑的基础以及差异性的机制——的形势，而是给出
了一种变化了的关系性结构。
凡勃伦的理论向我们表明：社会阶层（包含差异性的阶级以及地位的竞争）的生产是如何成为一种基
础性的法则，以用来安置和吸纳其他的逻辑，例如意识的逻辑、理性的逻辑以及意识形态的逻辑、道
德的逻辑等等。
　　社会通过具有区分性的物质载体的生产来调节自身：“关于消费品的取得和累积这类行为，一般
总认为其目的是消费⋯⋯但是如果要说明为什么对商品的消费必然会引起对商品的累积的动机，那就
得撇开上述的简单意义，只有在相差很远的另一意义下才能有所领会⋯⋯占有了财富就博得了荣誉，
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意义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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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书是他“死亡三部曲”的第一部，他直接依从德波的理论逻辑，从已经出现唯心主义片面超
越的“景观社会存在”，更极端地跳跃到空无的符号王国，并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关系，
彻底取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结构，从而完全告别了马克思，成为历史唯物主义
的直接反对者。
　　鲍德里亚于1972年完成出版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他从后马克思语境中叛逆出来走
向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通道。
实话说，这本书是早期鲍德里亚学术理论分量最重的论著之一，也是他“死亡三部曲”的第一部。
其中，他直接依从德波的理论逻辑，从已经出现唯心主义片面超越的“景观社会存在”更极端地跳跃
到空无的符号王国，并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关系，彻底取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
会物质生产结构，从而完全告别了马克思，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反对者。
我以为，鲍德里亚的这一“观念革命”只是一种看走眼的学术戏法，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真正基础的物
质生产的符号性化蝶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障眼法。
固然，符号标识的差异性逻辑的确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制约因素之一，可是，它
的结构性统治却并非真能离开客观物质生产的现实大地。
　　——张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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