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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开举编著的《话语权的文化学研究》内容介绍：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大发展，人们
常常在各种正规与非正规场合听到“要谋求某某方面的话语权”的说法。
实际上，“话语权”是个重要的文化学概念。
笔者自2002年师从毛思慧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以来，近十年中一直致力于与话语权相关的文化研究工作
，现结集出版与话语权相关的十九篇论文，形成专著《话语权的文化学研究》。
话语权是指人们用话语这一人类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实现自身各种重要权益的权力。
人们通过有效的自我表述，影响与己相关事项之进程、决策、做法等。
随着社会越来越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话语权成了人们各种重要权益的关键诉求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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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举，1969年生，男，土家族，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69年生于湖北省巴东县。
现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99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94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获语言
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与文化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研究、语用学、英语教学。
近年来已在《现代外语》等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编写教材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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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受福柯（Foucauh 1978）等的影响，当代文化研究者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更加深入，他们
往往试图解构（deconstruct）社会文化诸现象（当然，这些现象最集中地保留在各种文化作品中）背
后起作用的社会权力及其相互作用。
虽然直到现在就文化研究学界还没有一致的定义，但其中的主要研究领域大致可以归结为：后殖民研
究（postcolonial stud—ies），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弱势群体研究（subalternstudies）。
各种文献可以看作话语场，话语作品实际上就是各相关主体的话语权之间的交互作用。
上述几个基本流派都揭示了一个基本的话语权规律：强势者充分享有话语权并利用之为自己或本群体
辩护，替自己对弱势者的宰制进行辩护（同上）。
这样，上述流派或可以通俗地表达为：强者对自身霸权行为的诠释，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形成了维系
殖民活动的文献，文化研究理论中对应地形成了后殖民研究流派；在性别问题上是父权制（patriarchy
）对女性的宰制，文化研究针理论中对应地形成了性别／女性主义研究流派；在社会阶层方面体现在
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他者化（otheriz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文化研究理论对应地形成
了弱势群体研究流派。
    如果说父权制是以纯体力（农耕文明的主要生产力要素）为基础的，那么殖民就是以资本及其附着
物如知识技术、武器等为基础（究其本质原因，是资本运作所涉及的主要要素如市场、原材料、人力
、技术、管理等在起着本质作用）。
弱势群体问题的形成就体现了上述要素的综合（amalgamation），强者通过对话语权（其核心是知识
和教育资源）的绝对掌控诠释和维护着自身利益的延续和发展，并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宰制。
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然而人们对它的充分认识却并不容易，如人们容易将农民暴动误作农民有
效地行使话语权。
对弱势者的话语权研究贡献最大的当属斯皮瓦克（Spivak1993）。
 斯皮瓦克针对以古哈（Guha 1982）为首的印度历史学家们试图改写部分印度历史——他们试图纠正
传统的将印度历史归结为社会精英史的做法，欲将农民暴动作为农民有效地表述自我的形式写入历史
——展开讨论，敏锐地指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并没有话语权（暴动并不属于行使话语权的形式），
至于受过长期良好教育（从而获得有效的话语权）的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地将暴动解释为有效的表述
，这种做法本身是欠妥的。
斯皮瓦克还并进一步指出，作为女性的农民更加没有话语权（以至于印度某些地方盛行的寡妇的殉葬
被描述为她们自愿而快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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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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