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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比预计的长得多——从1997年起我开始收集有关资料，而迟至今日才见到它现
在的样子。
个人生活的游移不定使我的研究时断时续，而出乎意料的难度更是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最初我因受苏国勋先生之托而着手写一篇介绍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文章，从
那时起我就萌生了写一本以“后现代社会理论”为题的书的念头。
当时刚出版的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对我来说是一个鼓舞，让我觉得写一本
关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书至少是可行的。
瑞泽尔的书阐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的理论，还谈到了法国之外的一些欧洲学者（如吉登斯、贝克
、哈贝马斯、鲍曼和哈维）及美国的贝尔和杰姆森等人的学说。
他用了较大篇幅来介绍福柯和博希亚，而对其他人的处理要简单得多。
我也曾打算用“后现代社会理论”作为这本书的标题，并试图按照瑞泽尔的框架来确定这本书的内容
，同时还考虑将罗蒂、泰勒和麦金泰尔等人也列入讨论范围。
但我很快发现，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可用的时间内完成那样的鸿篇巨制。
于是我逐渐把目标限制在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上。
因为我主要对后现代社会理论感兴趣，所以我的探讨自然就集中在该思潮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这一特
殊领域，故而“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就成了本书的标题。
其实，写一本关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书对我来说已是勉为其难——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
形容我在写作过程中的感受并不是俗套的夸张。
　　我得承认，我是在对法语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来写这本书的。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除了阅读相关人物的法文原著之英译版外，我还参考了大量的关于后结构主义思
潮的英文出版物。
当然，思想同语言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语言中的概念或观念在另一语言中不一定会有适当的对等物：
西方的各种语言之间就已经是这样的，而西方语言与中文之间更是如此。
像我这样一个以中文为第一语言的人通过英语文献来研究当代法国的学术思想，早已身处雾里看花或
盲人摸象的状况，时时会有人云亦云且不知所云的感觉，而写出来的东西更有可能是郢书燕说、以讹
传讹。
我之不揣浅陋、自作解人而写作此书，无非是想将自己在这些年来游学海外的一些心得公诸同好——
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孔子曾说，一个身怀美玉的人应该将美玉拿出来待价而沽。
其实，“玉”也罢，“砖”也罢，对我来说都无足轻重：“玉”固然有其所值，“砖”也能聊胜于无
。
　　古人赋诗作文，但求无一字无来历，讲究的是引经据典，且不必交待出处；而现在的学者，尤其
是做“西学”的人，还得考虑“知识产权”的问题，还得自问是不是文抄公。
实际上，所谓“知识产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
的概念，它明白无误地把知识同生产和利润相联系。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说，知识产权乃意味着真理的死亡。
这句话中的道理耐人寻味，我不便在此妄加发挥。
无论如何，知识产权是当今世界的通则，其存在自会有现实的根据。
至于抄袭之事，中国文人的戏言“千古文章一大抄”也说得太玩世不恭了。
但应该说，在许多学术领域中抄袭与创作的平衡是不易把握的。
拉康认为，作为说话的主体，我们都在（无意识地）说“他人”的话语。
拉康当然不是在为抄袭辩护，他本人就不能容忍抄袭。
就我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我在这本书中是不是抄多了或抄错了，我也有可能在（无意识地）说他人
的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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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首先从概念上对“后现代”及与之相关的若干术语做了概念上的澄清，再对“后现代社会理
论”的基本内容做了必要的厘定。
然后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后现代社会理论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后结构主义思潮中。
当然，后结构主义思潮本身也是错综复杂的。
因此，作者并未对这一思潮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予以面面俱到的解说，而是集中笔墨讨论了拉康、福
柯、博希亚、德里达、利欧塔和法国女性主义者们的学说。
对每位思想大师都分列一章，条分缕析且深入浅出地作了精彩评述，其中还不时闪动着作者独到的见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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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光，1964年出生于湖南鄂州，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其博士论文从文化的角度上对东亚和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西
方社会理论和全球化与文化之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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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自为的存在”是人与人的共性，那么“自在的存在”就是人与物的共性。
与自为的存在相反，自在的存在并不是意识的建构或创造的产物。
不用说，无意识的客体（如自然界的事物）是自在的存在。
但有意识的人也有可能是自在的存在：如果人误以为自我是像其他客体一样被决定的，如果人相信人
注定是怎样的或做什么的，那么人就变成了自在的存在。
当人有了这种信念之时，人就有了萨特所说的“坏的信念（bad faith）”。
“坏的信念”是一种幻觉，处于这种幻觉中的人相信，虽然人必须且能够作出选择，但人所作的惟一
真正的选择是由其所在的环境提供的选择。
例如，当一个餐馆服务员相信自己除了做餐馆服务员以外别无选择的时候，或当一个同性恋者相信自
己生来是一个同性恋者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坏的信念，他们就是自在的存在。
在萨特看来，坏的信念之最高形式是相信上帝（他把俄国小说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如果上
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当作其存在主义的出发点）。
　　“他为的存在”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
他人的存在使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与他人共享的，还使我意识到在他人的眼里我
是一个客体而他人则是一个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与他人的自由必然会发生冲突。
萨特用来说明“他为的存在”的一个著名例子是这样的：一个窥淫癖者正在通过一个门上的锁孔偷看
一个女人脱衣服，而一个正好经过走廊的邻居看见了该窥淫癖者的行为——在前一情形下，窥淫癖者
是自为的主体，而被偷看者是自在的客体；但在后一情形下，路过者是自为的主体，而窥淫癖者成了
自在的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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