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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是当代每一个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耳熟能详的
名字，他对文化研究的学科开拓性贡献已经是国内外各人文学者公认的事。
相对他的文化研究贡献来说，他的文学研究虽没有达到开创学科的高度，但是由于他把文学研究置入
广阔的文化研究视野中所带来的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同样是开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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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通常被简单理解为代代相传而传下来的静态的、承载着特定历史意义的“宝贝”。
这种看法显然忽略了随着历史变迁“宝贝”意义和价值的起起落落，更重要的是忽略了隐藏在这一变
迁过程背后的人为权力操作。
威廉斯指出，传统不是死的，是活的，是“选择性的传统一，是社会不同团体对传统进行主动有意的
选择、阐释和利用；再选择、再阐释和再利用，如此循环反复。
因此，传统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不断地被选择和被重建的连续体。
拥有统治地位的社会团体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收编和阐释传统，选择性利用传统价值观证明自己当前
霸权行为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
当然，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意和有益的选择行为总会被反霸权团体所发觉和揭露，如果反霸权取
得成功，由于统治团体地位的变更，先前的传统可能被再度主流化，也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弃。
总而言之，文化传统并不是纯洁的，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社会各团体之间的权力之争，能服务于当前
的传统才是合法的，相对地有更强的生命力。
例如，文化霸权的强大文化建构能力在中国书法传统的形成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找到典型的例证。
由于唐太宗的个人喜好，利用皇权、儒家的中和中庸美学观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举大王（王羲
之），而抑小王（王献之），而使书法造就各有千秋、不相上下的父子二人，硬是父贵于子，导致小
王书法作品不被重视而遭销毁，流传作品少之又少，使得大王独尊的思想影响至今。
因此，选择性文化传统潜藏着占主流或霸权地位的文化的强制性和局限性，说明文化霸权具有强大的
社会现实操纵性和收编能力。
　　收编“为霸权操作的实例，即社会、意识形态和论述力量的协商操弄，从而维系和争夺权力”。
收编的过程就是文化的社会化过程，是主流群体通过家庭、教育、工作单位、教会和传播系统等市民
社会组织和社团，把他们认可的文化价值、意义和实践等有意地和选择性地灌输给接受者，左右大众
思想意识，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支持者阵容。
要达到收编异己者，有效统一的正规文化制度必不可少。
一致统一的文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文化传统的有效确立，影响着文化过程、文化社会化过程，
和社会发展方向，当然，这并不否定政治和经济等其他社会制度的作用。
虽说统治者能通过文化霸权领导和支配他者，但是接受者并不是被动的，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对外界
输入不一定全盘接受，往往会进行一些反抗性选择，因而与主流文化产生混乱和冲突。
作为有效的主流或霸权文化制度应该总是能够通过协商，使反方主动认可他们的文化形式，即通过文
化的社会化过程其他社会群体内化主流文化，变被支配为主动接受和认可。
即使不能使其社会化过程内化，也应该让大众认为是不可避免地或必需地、主动地接受收编。
文化在选择、收编和协商的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态势。
威廉斯把这种多样性、动态性和等级性的“文化霸权”形成过程称为“有机霸权”，因为各种文化与
自然有机体一样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只不过，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一历史环境，各文化团
体主动地不断修正和更新自己的文化，促使其不断地成长。
但是，有生长，也有可能发生变异，霸权文化随时都有被其他文化取而代之的可能。
这样，文化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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