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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了解后现代及后工业概念、认识其历史发展进程的评论性指南。
作者罗斯博士以令人钦佩的清晰性详尽而透彻地论述了后现代这一术语在数种不同学科，如文学、建
筑、艺术史、哲学、人类学及地理学等领域中诸多殊异的使用形式，并对后工业社会这一通常与后现
代概念相关联的概念进行了分析。
书中讨论了从哈桑、哈伯马斯、利奥塔、杰姆逊、福斯特到建筑史学家查尔斯·詹克斯等多位重要理
论家在这一领域的著述，同时也考察了弗兰普顿、波多吉西、彼得·福勒以及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对
后现代及后工业等概念的分析和运用。
本书为人们理解极具争议的论辩提供了一部脉络清晰的急需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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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贝尔看来，“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和“新弗洛伊德”理论同样都是
这种危机的征候，是“现代主义的享乐主义”。
在描述米歇尔·福柯的观点时，贝尔明确地提到了在他看来是后现代主义本质的“解构主义”：“福
柯将人视为一种短命的历史化身，‘一种沙滩上的足迹’，将被浪涛冲刷干净。
堕落、瘟疫遍布、被称之为‘灵魂’和‘存在’的人之城市即将毁灭’。
”贝尔继续写道：“这已不再是西方的衰落，而是所有文明的终结。
大多数这种话语是流行活语，是一种文字游戏，将思维推向荒谬的逻辑，犹如达达主义或超现实主义
的愤怒的嬉闹，即使能为人们记起，那也不过是用它来为文化史作脚注。
”    就在这些话语前面，贝尔提到福柯与诺尔曼·O．布朗、威廉·S．巴罗斯、让·热奈，还有“色
情大众文化”，代表着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延伸，这种论断及贝尔有关后现代主义的
其他论断，在其1977年的论文“超越现代主义，超越自我”中被重新加以申述，这篇论文同样让人联
想到，贝尔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享乐主义式的及与新教伦理水火不相容的概念，有可能源自莱斯利·菲
德勒在其1965年的论文“新的变体”中对后现代文化的描述。
    除了提到诸如威廉·S．巴罗斯和诺尔曼·O．布朗这样一些作家代表着—种新型的：“后现代主义
”文学之外，菲德勒还写到了那些卷入新的后现代迷信中的人们，他们用迷信取代了现代美国的新教
伦理，他们是“神秘教徒”，而不是“基督徒”。
删除了描述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都与新教伦理水火不相容之外，贝尔在其1976年的著作中还写道，
当今的艺术既是“后现代的”，也是“后基督教的”。
    早些时间，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结语中谈到了布朗和福柯，并进而在其著作的那一部
分将其后对当代文化的“反体制”和“反社会道德规范”的特征的描绘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这是
他在1977年的论文“超越资本主义，超越自我”中探讨的论题。
憎贝尔最初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写道：    当代文化，随着现代主义的胜利，已变得反对体制
和反对遵从社会道德规挖了，几乎没有作家为“捍卫”社会或体制而反对“帝王般的自我”⋯⋯古老
的艺术想象，无论如何狂野或反常，都受艺术造型格律的约束。
新的感性打碎了一切流派风格，否认在艺术和生活之间存在任何差别。
    在其1977年的论文中，贝尔当时写到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意图的顶峰状态”，是寻求“生活审
美正当理由”“本能”的替代形式，是边界的“拆除”，是对“日常”行为价值和动机模式的“攻击
”。
在此之前，贝尔在其《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同样也写道：    在文学和艺术中寻找刺激和意义，作
为宗教的替代形式的努力，把现代主义变成了一种文化时尚。
然而现代主义内部已枯竭，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拓展漫无疆界的意识的幻觉努力)仅仅是在抹去个
体意识自我的努力中使整个自我解体。
    作为早期价值的进一步“解构”，贝尔在此和在别处阐发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尽管是消
极的，但我们应该记得，他不仅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生现的后现代主义概念，还有
那些年代对此概念的描述，而且，他的写作也先于新近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对他的“解
构主义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他所写作的晚期现代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
下一章将更为详尽地考察20世纪70年代的“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而第四章和第五章将讨论
一些其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尚未为贝尔所知。
    虽然这最后一句评述暗含此种意义，即后现代主义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大体上是“与世隔绝地封闭
着的”（后来他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这种观点，指出马利安尼的作品可看做是对现代主义的“玄奥神
秘主义”的讽喻），但詹克斯开卷的评论对后现代与理代明确地进行了区分：“对现代主义者来说，
艺术的主体通常是艺术的过程，而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艺术的主体通常是艺术的历史。
”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詹克斯选择这幅画及其解说词，不仅用展示这一作品的方式来形象地说明回
归现代主义艺术中缺失的艺术历史的主体，而且通过采用希腊的狄布塔德，抑或“科林斯少女”“发
明”的素描艺术的故事，在墙壁上勾画出与她告别的情人影像的行为，用艺术过程中现代主义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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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回归进行“双重编码”，在现代主义宁愿选择无此类历史参照(譬如，索尔·斯泰因伯格大量的
试图勾画自身的讽喻性线描)的情况下探究艺术的过程之处，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采用一种历史情境对
艺术过程中的现代主义趣味进行“双重编码”，并为其赋予詹克斯在别处描述的古典主义的“公共”
语言。
    由于詹克斯1986年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进而提议将其早期有关后现代建筑的论点扩展运用于视
觉艺术，后现代主义所关心的将现代主义置入历史情境的其中一种结果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能够以诸
种盾者对其自身永远无能为力的方式表现现代主义，并使现代主义延续下去。
借用诸如卡洛·马利亚·马利安尼的《手服从于理智》这类作品，其中现代主义的自我表现主题既与
古典主义语言结合在一起，又与绘画起源的神话故事结合起来，詹克斯显示的后现代主义不仅以一种
双重编码方式，维系于现代主义(这种双重编码方式使其对现代的处理不至于过分不相容，抑或过分具
有破坏性)，而且他所呈示的后现代主义是一条摆脱有关描绘自我表现类型的现代主义绝境的途径，现
代主义的自我表现既与艺术的历史相疏离，又与未来艺术家及观察者的更为客观的关注相疏离。
    2．“倡议设计和反对笄”，通过这样做，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内。
    3．“修复，复原和保存”，由此来提倡古老建筑的维护。
    4．“即兴主义和抵抗城市”，其中可提倡将文图里所言及的象征复杂性作为获得现代主义城市中缺
失的社会多样性。
    5．“仿造品或人造境地”，对此詹克斯写道：“对于现代建筑应该有一种流行的、消费者的反应，
仿造品即是此种反应形式。
现代建筑师不愿意采用的历史风格、格调、氛围，投机商人却乐意采纳。
”    6．“符号学和激进的折衷主义”，在此标题下，詹克斯写道，“对功能主义及单一风格的现代建
筑提出最为激烈的批评的人，是那些过去被称之为语义符号学家，而现在被称为符号学家的人”。
詹克斯在此补充说，“首要的理念在于建筑的确是一种类型的语言，因此在它们可用于交流之前，所
有的功能都必须置人‘特定的符码’之中”。
詹克斯运用“马桶的教训”来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此教训表现为，虽然功能主义者会认为，依据功
能，马桶是一个好的形式范例，但是其他人，譬如说在意大利南部，人们用它作为清洗葡萄的坛子，
而在希腊北部，人们用它作火炉，这表明，在别的“符码”里，它可以被赋予其他的功能。
詹克斯继续写道：“功能经由传统惯例为人获知，传统惯例超越所有历史及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就其大部分而言，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
”回到多元主义的主题，詹克斯补充说，“如果建筑师受训干四五种不同的风格，那么他就能够卓有
成效地控制其用于交流的方式”，而且“一种激进的折衷主义将会生现，反映出城市及其亚文化的多
种多样性”。
”詹克斯虽并未寻求破除阿瑟·J．潘迪在其论后工业社会的著作中所抨击的工业社会的再分工，但在
此(正如在第8点里一样)也对潘迪不满于那些影响并使现代建筑师的作品更为专门化的再分工做出了某
种回应。
    7．“激进的传统主义和零散思维”，在此詹克斯论及康拉德，杰姆逊对所谓的理性主义的“伪客观
性”的抨击，现代建筑师将其视为他们语言的属性，他还谈及其对传统形式的选择性复归是兼收并纳
，其中含有“单一个体的建筑师不可能重新界定的更多积极的意义。
”    8．“政治上的重组”，詹克斯在此写道，“对现代建筑的最终批评涉及到它自身与大型企业的结
盟方式，无论这个企业是大公司企业还是大政府企业”，而且“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建筑生产的体制，
使建筑生产返回一种与工业社会前规模相似的规模”。
詹克斯继续说道，“这意味着小型的公司，在那里建筑师不与设计抑或他的客户分离，而且较小型建
筑的佣金叮以掌握在几个人中间。
”    在所有以上八点中，可以看出詹克斯1975年的文章预示了现代主义建筑为数众多的替代形式，他
本人和其他人在后来的著作中将共称为“后现代主义”形式，并提出诸种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叮以明
确地从其他作者著述的、与建筑的后现代主义相关联的著作中找到，譬如文图里、斯科特·布朗及伊
泽诺尔1972年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论述了建筑的符号特征，而且从文图里及其他人论良好建筑
的“复杂性”的著述中也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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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克斯本人在其1977年的《后现代建筑语言》的修订增补本中写道，文图里1966年的著作《建筑的
复杂性与矛盾性》确立了一系列“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视觉优先选择”，其中包括错综复杂及矛盾冲
突优于简化，含混歧义与张力优于直接明晰，“既是——又是”优于“非此即彼”，双重功能成分优
于单一功能要素，杂交混合"优于纯粹的构成；“混合的活力”(抑或“复杂难解的整体”)优于显明的
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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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语此时此刻，当本世纪进入最后一个十年，即将结束之际，回溯各种各样殊异的理论是颇为有趣的
，这些理论从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展而来，用以描述一种名为“后现代”的文化或其艺术以及一种
名为“后工业”的社会。
正如随后的历史与有关那些理论及其术语的分析所示，早在1914年，至少即可发现后工业一词具有实
义的应用，而早在1934年，即可发现有人在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有关这些术语及其应用形式，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那段历史将具体展现术语的
应用形式从何而来，它不仅源自有关20世纪现代文化或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此类批判理论各
种各样，相互迥异，有时甚至互相冲突——而且也源于有关现代和未来的各种不同理念及构想。
    由于多数使用后现代或后工业术语的理论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展而来的，而且它们建立在对现代
、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性、工业以及“后”等概念的各种不同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为了现
在的十年或未来的世纪，如果我们想要获得鉴别能力，判断其各种不同的应用形式的价值——或潜在
危险，此刻确实有必要清晰透彻地描述这些理论，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本书的主要意图之一，是将某种清晰性带入关于诸种术语的讨论之中，这些术语在20世纪用于描述
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工业，  以便能对其做出明确的判断。
因此，关于正在争议之中的有关术语最具影响力、抑或最为重要的使用形式，本书将首先提供一种历
史的及分析的总体观，随后批判性地分析在近期理论及实践中出现的、与它们一起使用的假设和论据
。
    就具体内容而言，本书首先呈示一简明的导言，引出较为宏观的问题，涉及有争议的术语的界定，
导论之后的一章讨论后现代一词以及与之相关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化与后现代性等术语的历史和界
定问题。
第二章介绍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近年来，与后现代的概念最为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一概念，而且
在描述和分析当代社会和技术的过程中，为了理解当前的诸种发展，后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
论题。
    从这一论点出发，本书将继续描述被称之为主要的“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及关于后工业社
会的诸种看法，并在此具体对伊哈布·哈桑、让·鲍德利亚、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弗雷德里克·杰
姆逊、于尔根·哈伯马斯和哈尔·福斯特的著作加以论述。
    在接下来的第四章里，讨论的是一种用其他符码对现代主义进行“双重编码”的后现代主义观点，
这种观点由建筑评论家和建筑史学家查尔斯·詹克斯提出，与之同时讨论的还有他对于在此将被描述
为“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这是用于描述“晚期现代”而不是“后现代”现象的一种理论
的主体。
在这里，詹克斯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诸种界定的演变，亦可从其最早论及后现代建筑主题的著作，追踪
至他较近时期有关“后现代古典主义”及视觉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同样也可追踪至他对一些
更新的、但对其来说依然是“晚期现代的”、“解构主义的”建筑理论的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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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几乎无人能说一部学术著作可以完美地用话语来展示主题——但在此我可以这样说。
玛格丽特·A·罗斯研究并深谙后现代主义论争的各个维向，其内容比人们能谈论的有关争论者的内
容更为丰富，而且她以设身处地的方式再现了诸种争论。
任何想要了解后现代主义的人，尤其是想要了解当前出现在专题月刊上令人困惑的文献的人，皆毋需
进一步寻找，只需阅读这部综述及批评论著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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