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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赛义德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实际开创者，也是与杰姆逊、丹尼尔·贝尔齐名的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文化批评家之一。
    本书是国内学者首部全面系统论述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学术专著。
作者把赛义德的理论思想与他的社会实践、政治立场联系起来，寻找其中的交汇点和相互错位处，关
注其中相互触动、相互修正的关系，及其更为深层的理论内涵。
    本书认为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既不在西方统治历史之内，
又不在西方统治历史之外，而是与它保持着一种切线关系。
这样，他们同西方统治历史的关系，就既可能是一种紧张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共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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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跣，1970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大众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已发表论文数十篇。
     
    合作翻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像绅士一样生活》（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6年），参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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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福柯、威廉斯、法侬和艾略特　第二节　“共谋”与“态度与指涉的结构”　第三节　“对位阅
读法”　第四节　“差异的经验”与“混杂的文化”　第五节　走向抵抗的人文主义第六章　“不得
其所”：赛义德的文化认同和学术意义　第一节　“流亡”及其二律背反　第二节　“旅居”：文化
资本的重新分配　第三节　差异主义与混杂性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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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开端”：康拉德和维柯“由于个人在政治和经济社会中无力与之抗争而往往保持沉默，从
某种角度看，写作是我本人对这种沉默态度的一种反抗。
我认为写作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退让行为，因为它代表了某种表述。
”①显然，在赛义德看来，写作并不是自说白话，也不是于世无补的纯粹个人行为，它是个人心灵与
世界之间的对抗与对话，是一种具有积极反抗意义的话语实践。
正是基于把写作视为一种具有积极反抗意义的话语实践，赛义德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称为“兴趣期”，即对文学生产的存在问题产生兴趣（all interest in existential problems of
literary pro-duction），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思考的时期。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
第二个时期是“理论期”。
在这一个时期，赛义德广泛接触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各种理论思潮，结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辨析、
思考和整合，并且开始寻找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学术声音。
《开端：意图与方法》是赛义德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第三个时期是所谓的“政治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了《东方主义》、《采访伊斯兰》、《巴勒斯坦问题》，并且延续好多年。
第四个时期可以称为“美学期”，代表作品为《文化与帝国主义》。
在这一阶段，赛义德在学术界的地位已经稳定，影响日益扩大。
其学术著作的政治色彩仍然很突出，但已不再处于主导地位。
在对美学问题的研究中融入自己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成了赛义德这一时期著作的显著特点①。
从赛义德的自述可以看出，同斯皮瓦克、杰姆逊等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一样，他的学术触角虽然总
是伸展到文化研究甚至政治实践等更为广阔的领域，但是文学研究始终是他的整个学术研究的核心和
根基。
这不仅是因为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学与现实生活有着特殊密切
的关系。
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直接、更为浓厚，也更为集中。
而且，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所具有的想象和虚构的特征实际上直接贯穿于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
因此以文学为基地，从文学切入文化，在将文学投置于视野开阔的文化语境中的同时，以文学研究中
对历史、话语和想象进行关注的视角、方法和理论模型结合文化研究的实际情况考察文化问题，是文
化研究中一种既方便可行又十分有效的方法。
赛义德的文学／文化研究开始于他对波兰裔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研究，时间是在“新批
评”盛极而衰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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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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