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研究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化研究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9048322

10位ISBN编号：7309048326

出版时间：2006-1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陆扬,王毅

页数：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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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研究导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汉语世界梳理西方文化研究知识谱系的最系统著述，拥有大量第一手的英文资料，且线索清晰
，论述客观公允。
更为可贵的是，本书引入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这两个二十世纪最重要
的学术思想路径相互阐发，别具慧眼。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评述西方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的专著。
作者将伯明翰传统的文化研究放到从现代性到后现代的西方文化大背景中深入分析，一方面是细致交
待了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以及当代走向。
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了西方笛卡儿以降文化理论在不同阶段的建构和解构意识。
与此同时，对于文化研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本书亦有相当精彩的个案考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研究导论>>

作者简介

陆扬，出生于上海，1990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毅，出生干广西桂林市，1997年获澳大利亚墨多克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
现为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文化与传媒系讲师。
两人合著有《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合编有《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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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卢梭的自然和文化思想　　但是，假如有人对这一现代进步的理念发生疑问呢?假如他厌烦
了知识阶级对此一现代性异口同声的颂歌，决意要发出一种不同声音呢?由此我们看到了卢梭。
卢梭对现代文化的激烈批判，足以。
显示对现代性的反思仅在二十世纪方才出现的看法，是太为天真了。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这一方面与他志同道合的不在少数，
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算起来都是他的同道。
但是卢梭今天更被入看重的是他对启蒙精神中科学和进步观念的批判，而在这一方面，整个十八世纪
没有一人可以和他比肩。
卢梭在他的时代，毫无疑问是一个孤独的现代性批判哲人。
　　卢梭对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众所周知是抱着敌视态度，他认为此一文明限制
了真正自我的正常发展。
1750年使他一举成名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他将现代文明与原始社会对照，得出的结论是科学
和艺术的进步并没有改善社会风尚，反之是使人的生活更为复杂，而使人类堕落更深，是以成为人类
不幸的最大因素。
四年后，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文，集中讨论社会平等问题，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
都可以享受大地的果实，生活简单而思想淳朴，不论善恶，没有争斗。
人奴役人是出现在私有社会之后，人类原始的善德由此被蒙蔽起来。
而政府的出现，更加深罪恶，促进了不平等。
故只有摧毁政府，人类才有可能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重新恢复平等。
卢梭的这些思想，被认为是预演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先声。
但是卢梭本人既没有身体力行来实践他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口号，同样也并不
劝人割弃现代文明，拥抱原始野蛮。
他的激烈立场莫若说是在现代文明的语境之中，来探求原始社会的那一种人类之间的平等关系。
卢梭的批判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信服，好像愈到今天情势愈不乐观。
德里达1967年号称解构主义开山之作的《论文字学》，差不多就有一半篇幅在拿卢梭的怀旧情绪作为
靶子。
伏尔泰当时就曾写信嘲笑他说：我没见过有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来叫我们学习野蛮的，读了你的书，叫
人直想四肢着地，爬个痛快，可是有鉴于我放弃这项活动已经有六十年了，所以，恐怕我是没有办法
重操旧业啦。
　　《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争辩说，在艺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教会我们使用装模作样的语言来
说话之前，我们的风俗虽然显得乡气，却是自然的。
人们珍视差异，首先是个性的差异。
诚然，这并不是说古代的人性较今日更好一些，但是人们和睦相处，直接交流，仅此一端，就堵截了
许多邪恶。
但是今天，卢梭指出，当繁文缛节和精益求精的趣味将追求本来是快乐的艺术化解为条条规规，我们
的风俗就给邪恶和虚假一统天下了。
所有的心灵仿佛是从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我们要文质彬彬，讲究适度，循规蹈矩而放弃个性。
我们不敢放纵，不敢为所欲为。
结果呢，便是人与人之间隔阂徒生，你永远不知道同你打交道的是何许人也。
要认识一个朋友，非得耐心等待，直等到关键时刻，让他露出真面目来，盖非此不足以认清他的本性
。
可是到得此刻，常常也是为时过晚了。
　　卢梭认为这个充满欺骗的大一统性，就是启蒙运动的遗产。
它导致没有真正的友谊，没有真正的尊重，也没有真正的信念。
反之怀疑、攻击、恐惧、冷漠、保留、仇恨和背叛，永远就是蠢蠢欲动躲藏在这张温文尔雅的大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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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没有人赌咒发誓来冒犯神灵，反之是巧言花语来亵渎神明。
没有人夸耀自己所长，反之是贬损他人的长处。
没有人直来直去，打倒敌人，反之是百般算计，把他杀死。
民族的仇恨飘逝远去，可是爱国的热诚同样飘逝不见。
诡辩替代愚昧。
这就是我们的风俗获得的纯洁性。
我们就是这样变成了正人君子。
这当中文字、科学和艺术委实是功不可没。
对此卢梭断言说，科学和艺术越臻完美，我们的灵魂就越是堕落得厉害。
在这样一个时代，苏格拉底或者不会饮下毒酒，可是他将饮下屈辱、奚落和轻蔑，那比死亡还要糟糕
一百倍。
　　有意思的是，德里达从卢梭文本中读到的却是“自然”和“文化”的二元对立。
德里达指出，许多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坚信远古时代人类有一个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这是纯粹自然的
美好状态，唯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才逐渐群居，开始了文化的艰难历程。
所以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就是文化对自然进行补充的历史，而且到后来这晚到的文化干脆就反客为
主，替代了那先已存在的自然。
德里达特别耿耿于怀卢梭谴责文字且判定文字就像一枚指针，它越是发达，社会就越是堕落。
《论文字学》中德里达引用过卢梭的这一段话：“古代的城市自给自足，是自身的中心，人们用活生
生的口头语言进行交流；．现代的都市却是相反，它总是文字的一统天下，是靠书写的法律、教条和
文件l来施行统治。
”①进而责备说，当卢梭称古代的城市用鲜活的口头言语交流，所以是自然的象征；现代的都市成为
文字的一统天下，所以是文化的象征时，毫无疑问是把自然高架在文化之上了。
但是，果真有纯而又纯、未经污染的自然的原生态吗?难道一切“自然”不是先已潜伏下了“文化”的
种子，难道不是先已是一种“异延”了吗?事实上德里达的这一疑问，也正是他解构工程的出发点所在
。
　　卢梭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对于现代性的发展应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无论是返璞归真也好，返归自然也好，还是感伤怀旧也好，它毋庸置疑是对现代性的一个强烈
挑战。
它所挑战的不是别的，就是自然人生来染有原罪，非经法律、习俗、宗教和政治的洗涤，不足以同文
明结缘的启蒙理式。
相反卢梭说，人生来是自由的，却处处受着束缚，是一个异化社会的牺牲品。
是以标举科学和艺术的现代文明，在卢梭看来成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进而展望一种更接近“自然”
的社会秩序。
这样一种政治参与态度，本身就是现代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是卢梭对法国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积
极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卢梭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就在他的邻国英国，不但有爱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大张挞伐的例子，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等从政
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向田园湖滨退隐，终而为保守势力所用，被认为一定程度上也可归咎于卢梭“返
璞归真”式的现代性消解。
　　第四节康德论启蒙　　康德(1724-1804)是卢梭的同时代人。
作为包括笛卡儿在内的现代哲学中很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康德继承了笛卡儿也接过了卢梭的传
统。
秉承笛卡儿是把理性和认知主体放到理论建构的核心地位。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谈到他本来自信人类的理性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读过休谟以后，感觉
是当头挨了一棒，由此把理性的功用限定在现象世界之中，留出一个更高的物自体世界交由自由意志
来加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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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康德指的是休谟将作为科学思维最基本概念的因果关系，断定为经验的产物，是习惯性联想使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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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陆扬、王毅的《文化研究导论》的一本勾画了文化研究全景的“小百科”，作者对伯明翰学派、
“葛兰西转向”、大众文化理论、电视研究、后现代主义等当代文化的重话题做了细致探究、深入要
津，要穴精准。
但作者并不局囿于对某西方理论的介绍，而更注重要这些理论进行反思和质疑，同时，作者还对上海
酒吧、咖啡馆和当代服饰时尚进行了个案研究，为文化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案例，给予我们众多启发与
联想。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书是汉语世界梳理西方文化研究知识谱系的最系统著
述，拥有大量第一手的英文资料，且线索清晰，论述客观公式。
更为可贵的是，本书引入现代性的向题意识，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这两个二十世纪最重要
的学术思想路径相互阐发，别具慧眼。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书就是所见，是国内迄今最为系统充实的文化研究著
作，既交待了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又叙写了现代的后现代走向，双管齐下，相得益彰，别开生面。
本书西学功底扎实，驾轻就熟，融会贯通。
对于探索中国文化传统在全球化市场体制中怎样兼收并蓄发扬光大自身，亦极有借鉴意义。
　　——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在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惊呼文化理论界自一系列大师辞世后
再无震撼人心之著述时，本书作者却在中文的语境下对之作了回应；现代性问题远没有达到穷尽的地
步，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或“东向转向”则刚刚开始。
可以说，本书在国内林林总总的评价西文化理论的著述中独树一帜，其精辟的个案分析或可以作为中
文语境中的理论资源，“旅行”到西方的文化理论中心，实现其重构理论之目标。
　　——王宁（清华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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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陆扬、王毅的《文化研究导论》的一本勾画了文化研究全景的“小百科”，作者对伯明翰学派、
“葛兰西转向”、大众文化理论、电视研究、后现代主义等当代文化的重话题做了细致探究、深入要
津，要穴精准。
但作者并不局囿于对某西方理论的介绍，而更注重要这些理论进行反思和质疑，同时，作者还对上海
酒吧、咖啡馆和当代服饰时尚进行了个案研究，为文化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案例，给予我们众多启发与
联想。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书是汉语世界梳理西方文化研究知识谱系的最系统著
述，拥有大量第一手的英文资料，且线索清晰，论述客观公式。
更为可贵的是，本书引入现代性的向题意识，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这两个二十世纪最重要
的学术思想路径相互阐发，别具慧眼。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书就是所见，是国内迄今最为系统充实的文化研究著
作，既交待了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又叙写了现代的后现代走向，双管齐下，相得益彰，别开生面。
本书西学功底扎实，驾轻就熟，融会贯通。
对于探索中国文化传统在全球化市场体制中怎样兼收并蓄发扬光大自身，亦极有借鉴意义。
　　——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在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惊呼文化理论界自一系列大师辞世后
再无震撼人心之著述时，本书作者却在中文的语境下对之作了回应；现代性问题远没有达到穷尽的地
步，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或“东向转向”则刚刚开始。
可以说，本书在国内林林总总的评价西文化理论的著述中独树一帜，其精辟的个案分析或可以作为中
文语境中的理论资源，“旅行”到西方的文化理论中心，实现其重构理论之目标。
　　——王宁（清华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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