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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世涛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多年来从事现代文艺理论研究。
在此领域中，他注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关心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弗莱德
里克？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理论动向。
　　詹姆逊何许人也？
他是美国左派学术领袖，“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开拓者，也是当下欧美声望最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之一。
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詹姆逊先后发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囚笼》、《政治无意识》、
《理论的意识形态》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文学批评专著，成为美国文学研究的变革先锋。
　　以1984年为拐点，詹姆逊由文学研究转向文化批评，相继推出《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
逻辑》、《晚期马克思主义》、《布莱希特与方法》、《地缘政治美学》等一批理论著作，系统而综
合地分析当下欧美文化格局及其内在矛盾。
其中，《晚期马克思主义》（1990）与《后现代主义》（1991），堪称两本划时代左派名著：它们分
别代表了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以及它针对发达资本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全景式批判。
　　1985年，詹姆逊曾来北京大学讲学半年。
从那时起，他开始关心中国文学，孜孜研究鲁迅，主动将中国现代化变革纳入他的后现代主义全球视
野。
出于对中国的期望，詹姆逊在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招收了多名中国博士生，并与中国学界建立了
长期密切的交往关系。
近十年来，他的主要学术著作陆续在国内翻译出版。
而以詹姆逊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中国学生不下五人。
据我所知，其中陈永国《文化的政治阐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吴琼《走向一种辩
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已经发表，并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与
好评。
　　重构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代序然而詹姆逊著述繁多、涉猎广泛，其思想深邃、方法新颖，尤为国
内学人难以把握。
我在各地讲课时，发现许多英文系学生都曾阅读《政治无意识》，但读懂者寥寥。
其间瓶颈，我以为在于知识结构狭窄，不熟悉欧陆哲学，难以跨越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之间的鸿沟。
在此背景下，李世涛的新作《重建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詹姆逊文化理论与批评研究》，或可帮助
中国学生开阔眼界，了解何谓文化批评。
　　李世涛原是北京师范大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2001年他完成博士论文《詹姆逊文学阐释思想研究》。
与陈永国、吴琼的论文相似，此文主攻詹姆逊的文学批评方法，兼及其文化批评思想。
然后李世涛认为：詹姆逊文化批评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自成一派，当另撰一书，专题探讨之。
自2003年起，他接连发表《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问题》、《重构全球化
的抵抗空间》、《詹姆逊的后现代美学思想》，《詹姆逊的文化批评》、《詹姆逊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等一系列论文。
它们合起来，便构成眼前这本30万字的专论。
　　此书共八章，依次讨论三组问题。
第一、二章为第一组，重点解析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以及他对后现代时空变化的批判性见解。
第三、四章为第二组，集中讨论詹姆逊的文化研究方法、他对现代性的回顾与反思。
第五到第八章为第三组，分别涉及全球化、乌托邦、新马克思主义、左派政治等“变革前景”问题。
　　上述三组命题，恰好构成一幅詹姆逊针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
据我所见，国内学界迄今尚无一本书，如此系统地考察詹姆逊近二十年来的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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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詹姆逊自其1984年“文化转向”以来，他对欧美学界最突出的理论贡献，首次在中国学界受
到了集中研究。
　　李世涛书中的主要章节，分别涉及詹姆逊针对全球化趋势及其反抗形式的战略分析，他对晚期资
本主义文化逻辑、文化主导因素的重大判断，他有关后现代叙事危机、再现危机等一系列紧要问题的
批判思考。
　　众所周知，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研究，一面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一面主动吸纳欧美新学，
对其实施灵活多变的中介转码。
在此基础上，他不但能与英美保守派、法国后结构派针锋相对，而且往往因其高屋建瓴而独树一帜、
发人深省。
　　书中又以相当篇幅，仔细讨论詹姆逊关于后现代条件下的乌托邦与政治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在
欧美的发展前景等。
其中第一章第六节，作者还专门介绍了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式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的看法。
这些可贵补充，有利于形成中国学者观察和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自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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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构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詹姆逊文化理论与批评研究》以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与批评为研究对
象，着重研究了他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时空研究、“文化研究”、现代性、全球化、乌托邦、马
克思主义、政治等领域的探索，分析了这些文化理论之间、文化理论与批评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
兼及全球化、新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左派政治等“变革前景”。
《重构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詹姆逊文化理论与批评研究》立足于国际文化研究的背景，结合中国文
化研究的实际，系统而集中地研究了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与批评，其思想资源、研究方法、研究特点和
得失，并分析了某些文化理论、批评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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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世涛，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出版了《通向一种文化政治诗学》、《问题与立场——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合著）等；参与完
成多项国家、部级课题，独立完成一项文化部青年课题；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10余篇分别被《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获得过国家级、院级科研奖项；主编学术丛书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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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第一章　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一节　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介入第二节　詹姆逊
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运作一　作为历史分期的后现代主义二　作为“文化主导”的后现代主义三　
后现代主义社会的变迁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文化（文艺）的阐释一　后现代主义文化（文艺）的社会
基础二　后现代主义文化（文艺）的特征第四节　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评判第五节　詹姆逊后
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局限第六节　作为后殖民批评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一　“第三世界文学（文化
）”批评的意义二　“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的困境和局限三　中国“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的
选择第二章　詹姆逊的时空研究第一节　时空变迁：从现代到后现代第二节　从“超空间”到“认知
测绘第三节　詹姆逊时空理论的运作第四节　詹姆逊时空研究的意义与局限第三章　詹姆逊的文化批
评与文化研究第一节　詹姆逊的文化批评实践一　文化观察方式及批评方法的调整二　影视批评：以
大众文化批评的视角三　建筑文化批评：探求风格变化的原因及中介第二节　詹姆逊视野中的文化研
究一　从学科发展看“文化研究”的合法性二　阶级?种族?性别?身份三　理论旅行?学院政治?权力分
析四　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立场第四章　詹姆逊的现代性研究第一节　詹姆逊的西方现代
性研究一　现代性理论的谱系二　詹姆逊现代性研究的基本思路三　没有现代，何有现代性四　现代
性与意识形态五　詹姆逊现代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六　从中国问题出发寻求外来理论与本土实践的最佳
结合第二节　詹姆逊的西方审美现代性研究一　詹姆逊的现代主义文艺观二　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三
　现代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分析四　作为现代主义延续的后期现代主义文艺第五章　詹姆逊的全球化
研究第一节　全球化论说：重建抵抗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空间一　理解全球化：哲学的视角二　社会
领域的全球化三　全球化的再现第二节　詹姆逊全球化研究的特点第三节　詹姆逊全球化理论的启发
意义第六章　詹姆逊的乌托邦研究第一节　乌托邦的变迁一　乌托邦的起源与发展二　乌托邦的衰落
三　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乌托邦第二节　乌托邦的多元之维一　乌托邦的性质二　乌托邦的二元对立
三　乌托邦的分类四　作为机制的乌托邦五　作为方法的乌托邦第三节　多元格局中的乌托邦一　乌
托邦与宗教二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三　乌托邦与政治四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五　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
六　乌托邦与科学第七章　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一节　詹姆逊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
一　历史唯物主义二　辩证法三　科学社会主义四　革命第二节　詹姆逊对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的研究一　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性及其研究对象二　马克思主义的定位第三节　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一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与生命力二　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四节　詹姆逊马克思
主义研究身份的定位一　定位詹姆逊研究身份的困惑二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际三　与一种詹
姆逊的研究身份的定位的商榷第五节　詹姆逊与后马克思主义一　众说纷纭的后马克思主义二　后马
克思主义的境遇三　詹姆逊与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第六节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得失一　詹姆逊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就二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问题第八章　詹姆逊的政治思想研究一　信
仰和理想层面的政治二　作为政治斗争主要形式的阶级政治、联盟政治三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社会
运动四　希望与危机俱存的文化政治五　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谋反者六　作为克服后现
代主义政治困境的“认知测绘七　关于美国政治的思考余论　从学术交流看研究詹姆逊文化思想的紧
迫性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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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后现代主义文化（文艺）的特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出现，
也产生了新的主体和经验方式，这都使后现代主义文化（文艺）有了新的特质。
如果与现代主义文化（文艺）相比较，这些特征会显得更为显著。
这些特征最突出表现在深度的削平、历史感的断裂、主体的消逝、情感的丧失。
　　深度的削平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艺打破了五种深度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把内部与外部相区别的阐释模式。
这种模式将事物的内部特征与外部特征孤立起来看待，如研究文学时设定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
律”。
第二种模式是辩证法对现象和本质的区分，表里对立的预设使人们倾向于抛开现象、感性的东西，去
寻找深层的本质（或规律），从而忽视了对现象和感性的开掘。
出于克服这种思维弊端的需要，后现代主义文艺专注于事物的表层，认为现象即本质，反对本质的霸
权地位。
后现代主义文学专注于文本的表层，拒绝挖掘文本的象征、寓意层面和文本背后的意义。
第三种模式是弗洛伊德的表层一深层心理分析模式，后现代主义文学反对这种观念，即深层压抑反映
人的心理真实，反对去寻找受压抑的文本的深层内容。
第四种模式是存在主义的真实与非真实、异化与非异化、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区分。
后现代主义文艺不承认人能够找到真实、确定性的观念，人迷恋并追求确定性是无视生活变化的幻想
，对自我分裂的认同导致了对异化观念的怀疑和抛弃，原本就没有真正的自我，更谈不上表现真正的
自我了。
第五种模式是索绪尔式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分，能指与背后的意义相对应。
这种区分的消失意味着文本只是能指的无穷的游戏，以及文本深层意义的消失。
①深层模式的消失在作品上表现为具体文本的不可解释，文本只涉及经验，阅读便意味着去体验这些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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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三组命题，恰好构成一幅詹姆逊针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认知地图。
据我所见，国内学界迄今尚无一本书如此系统地考察詹姆逊近二十年来的文化理论；或者说，詹姆逊
自其1984年“文化转向”以来，他对欧美学界最突出的理论贡献，首次在中国学界受到了集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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