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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文化批评教程》的编写思路　　《文化批评教程》与20世纪西方文论既有重要区别，也有
很大关联。
鉴于中国文化批评的突显主要来自于文学研究的当代转型，保持与传统的西方文论的某种相关性是确
立其在文学研究中学科位置的策略性选择。
因此，本教程的编撰从“文化的观念与文化批评”开始。
在我看来，从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定义出发，然后过渡到威廉斯对文化的新界定，以此突显“文化的研
究”从“传统文化研究”向“当代文化研究”的转型。
之所以“当代文化”能够成为“问题”，正在于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
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传统文化研究”，因此，本教程专设“文化传统”作为最后一章，关心的便是“
当代文化中的传统文化”问题，并以此返回当代中国，显示出“在世界中”的中国在文化批评理论方
面“面向世界”所可能提出的独特问题。
从文化观念的转型出发，“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也就提了出来。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原因同样在于提问者的知识背景为文学研究者。
文学研究将对象局限于文学，但在方法上却充分吸取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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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文化理论思潮对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直接面向当代社会现实的批评实践，文化批评正日益发挥其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得人文
学术与当代文化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本教程以当代文化与文化批评的关联作为基本的“文化观念”，系统描述了以西方马克恩主义、结
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及社会学方法为主体的文化批评的理论资源，充分展开从事当代文化批评所
拥有的都市空问、媒介技术、商品消费、身份认同及文化传统等重要维度，既可以给学生以系统全面
的文化批评的理论视野，同时也可供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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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的观念与文化批评　　一、文化的观念与当代文化　　文化的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
从无到有、由简而繁的发展过程。
“文化”从无到有，在于它有词源学意义。
英文中的“culture”源于拉丁语中的“cultura”，其词根是“可以表达耕种、居住、敬神和保护当中
的任何意义”的“colere”。
文化的最初意义就是耕作和饲养活动。
“文化”由简而繁，在于它的意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变和得到扩充。
古罗马的西塞罗，最早把文化的初始意义引申为培育人类心灵；17世纪英国的培根，也谈到对人类心
智的栽培。
到十八世纪，文化“差不多成了文明的同义词，意指一种普通的知识、精神和物质进步的过程”。
“文明”后来逐渐与帝国主义纠编起，所以，19世纪的文化观念，走向了“文明”的反面——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生活方式的复数化和艺术化。
“文化”日趋复杂，最终步人现代科学之门。
　　近百年来，文化一直是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政治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众
说纷纭的一个概念。
美国人类学家克洛伊伯和克拉克洪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就收集了160多种文化定义
，并按一些基本主题对它们作了归类。
“归类的结果得出9种基本的文化概念：它们分别是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的、
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
”据陆扬、王毅之洞见，这九种概念是对西方文化观念发展历史的一个概括。
这表明，“文化”在诸多学科中被视为重要的观念，在文化的研究学科当中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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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批评教程》淡化“文化研究”的学派形像，而着眼于20世纪文化批评理论总体趋势及特点
来展开；在体例上，尝试着用“理论概要”和“文献导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于任何“概论”都
是对原典的简化，并以自己的误读和偏见去影响读者，因此，“理论概要”只起到一个交待背景、引
导读者进入原典的功能，而“文献导读”则进一步帮助读者深入到原典细部，在互文中突显原典的意
义。
《文化批评教程》作为专业选修课教材，除面向本科生，当然也可以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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