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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书稿写于多年前，因而对近年来文化研究在国内的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未作
论述。
现借做“后记”之机，对此简要阐述。
　　一 文化研究：西学再次东渐　　“文化研究”这一概念有两个意思。
一是指关于文化现象的学术研究，这是广义的文化研究，它早就存在于我国的学术领域，如沈从文先
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二是指由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开创的一种当代西方学术思潮，这是狭义的文化
研究。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即后者。
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文化潮流或学术话语体系，文化研究一反西方传统批判理论中的精英主义或贵族
主义色彩，以文化民粹主义的姿态描述大众文化诸现象。
它突破现代学术体制设置的各种学科知识边界，强调从多学科视野诠释大众文化，实施所谓“学科大
联合”；它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技术、弗洛伊德主义的症候式心理分析方法、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符号学的解码理论等集合为一种批判性话语分析的阐释方法。
无论是在知识视野还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文化研究都对建立在艺术自律或审美自主观念上的现代性文
学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它挑战了以学科的独立自主为基本理论诉求的知识生产模式，挑战了学术研究方法的专业化，也挑战
了现代性对意义单一性、明晰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跟后现代文化对“混杂”的青睐不谋而合。
　　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人文学术界出现“美学热”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化热”。
一批学者展开了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地域文化特征、中西文化比较等话题的探讨，这种探讨肯定属于
广义的文化研究。
尽管随着西方现代文论的传人，雷蒙·威廉斯、罗兰·巴尔特、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等人开始为中国
学术界所了解，但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作为话语理论、作为大众文化理论和作为跨学科理论实验的
特定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还没有进入q1国的文化学学者的视野之中。
1988年，周宪等人编译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收录了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加特的文
章《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但那时尚处于美学热之中的人文学术界并未因这
篇文章而关注文化研究。
80年代后期传人中国学术界的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论，初步涉及学科知识的多元化和话语分析
方法的运用，体现出恢复文学理论的历史性的努力。
1991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文译本（吴松江等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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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
学术界引进、译介和运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实践为研究对象，系统完整地考察了20世纪晚期中
国学术界译介西方现代文论的过程，深入剖析了现代性西学东渐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发的历史变革。
《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辑录、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译
介西方现代文论的成果，按照历史发展的过程描述了现代性西学东渐的展开程序，并用大量资料阐述
了现代性西学东渐的结果，如意义经验的个人化、总体性思维的消解、元叙事的置换，等等。
作者认为，20世纪晚期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语境中，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大变革表现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
的解体，而存在的问题则表现为现代性焦虑和文化身份的迷失。
附录中，《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又叙述了对相关学术
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涉及“文学性”概念的本质、汉语文学的文学性特质、文学理论的学科身份、
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等，也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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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黎明（1958-  ），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学理论、西方文论、现代
思想史、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等课题的研究，出版《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语言的欢悦》、《技
术文明语境中的现代主义艺术》等学术著作，主编教材《20世纪欧美发达国家文化》，翻译《走入迷
宫——当代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萨特论艺术》等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
哲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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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对西方新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以后，曾两度达到高潮，其规模之大，范围
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即使与‘五四’时期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不过王汶成并没有忽视引入西方现代文论所带来的一些弊端。
他认为这些弊端主要是造成了“两个脱节”，一是与传统脱节，二是与实践脱节。
其实与传统脱节的问题早在五四时代就暴露了出来。
从严格的学理意义上来看，近代性西学东渐引进的“反映论”、“现实主义”离中国传统文学更远，
相反倒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从“新批评”中学来的“细读”方法、从结构主义中学来的叙事
学，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颇有针对性。
至于“与实践脱节”，这大概是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在当代思想文化潮流中韵变化的结果。
自从出现了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各种知识体系都力图摆脱对象的限制把自己变成一种独立的言说系统
。
文艺学也一样，它力图使自己不再是一种解说文学现象的知识型话语，而成为一种与文学写作并行的
独立言说体系。
这样它就必然“与实践脱节”。
当代文论越来越不像观察文学文本或写作活动的“观看”型话语，而更像是创造意义的“思想”型话
语。
杜书瀛、张婷婷也认为，西方思想的引进是新时期文艺学举起“新启蒙”旗帜的动力：“中国的知识
分子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机遇刚刚到来之际，便急切地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如饥似渴地引进现代西方的
哲学观念、科学方法及文论成果。
而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学术主潮由于同‘新启蒙’的精神及文化需求的契合而得以
翻译、改制并获得广泛传播，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艺观念带来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加速了旧范式
的迅速失效，促使理论家们竞相提出了新的范式设计和理论假说⋯⋯”①若从启蒙的角度来看，新时
期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启蒙者，另一个是被启蒙者。
早期的时候，他们是在用被遗忘已久的西方近代理性，如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扫除闭关锁国和文化专
制导致的愚昧和对权力话语的盲从。
而在这个“旧”式启蒙的过程中，他们透过开启的国门看到了一系列未闻未见的思想和理论，在这些
新奇的思想和理论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又成了被启蒙者。
作为被启蒙者，哪怕是饱学之士，也需要重新学习以形成新的“知识型”。
正是这种被启蒙者的身份，才使得20世纪晚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这是一场学
习的革命。
90年代以来，学术界日益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性西学东渐在文论话语转型中的重大作用，于是一些学
者对引进和运用西方现代文论的历史进行清点和反思。
这种反思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依照西方现代文论流派、主义、方法纷呈的特色逐个“主义”地进行梳
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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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写于多年前，因而对近年来文化研究在国内的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未作论述
。
现借做“后记”之机，对此简要阐述。
一 文化研究：西学再次东渐“文化研究”这一概念有两个意思。
一是指关于文化现象的学术研究，这是广义的文化研究，它早就存在于我国的学术领域，如沈从文先
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二是指由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开创的一种当代西方学术思潮，这是狭义的文化
研究。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即后者。
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文化潮流或学术话语体系，文化研究一反西方传统批判理论中的精英主义或贵族
主义色彩，以文化民粹主义的姿态描述大众文化诸现象。
它突破现代学术体制设置的各种学科知识边界，强调从多学科视野诠释大众文化，实施所谓“学科大
联合”；它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技术、弗洛伊德主义的症候式心理分析方法、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符号学的解码理论等集合为一种批判性话语分析的阐释方法。
无论是在知识视野还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文化研究都对建立在艺术自律或审美自主观念上的现代性文
学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它挑战了以学科的独立自主为基本理论诉求的知识生产模式，挑战了学术研究方法的专业化，也挑战
了现代性对意义单一性、明晰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跟后现代文化对“混杂”的青睐不谋而合。
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人文学术界出现“美学热”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化热”。
一批学者展开了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地域文化特征、中西文化比较等话题的探讨，这种探讨肯定属于
广义的文化研究。
尽管随着西方现代文论的传人，雷蒙·威廉斯、罗兰·巴尔特、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等人开始为中国
学术界所了解，但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作为话语理论、作为大众文化理论和作为跨学科理论实验的
特定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还没有进入q1国的文化学学者的视野之中。
1988年，周宪等人编译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收录了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加特的文
章《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但那时尚处于美学热之中的人文学术界并未因这
篇文章而关注文化研究。
80年代后期传人中国学术界的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论，初步涉及学科知识的多元化和话语分析
方法的运用，体现出恢复文学理论的历史性的努力。
1991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文译本（吴松江等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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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武汉大学十五“2011工程”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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