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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设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提出，并获得中央的支持付诸实施以来，一个具有更大视野
的台湾海峡经济区的设想，便受到海峡两岸政治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讨论和期待
。
它不仅作为海西建设的战略前景，而且作为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平台，成为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
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将对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发生重要影响。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每一个经济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都有其深厚的人文背景作为基础，并且
还将随着新的经济的发展，伴生出新的文化形态。
因此经济区的概念，同时往往也是一个人文生成和发展的文化区的概念。
从历史上看，台湾海峡两岸，自古以来，尤其是晚明以后，便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
随着南徙闽粤的中原移民在长期定居之后再度跨越海峡，东徙台湾，成为台湾社会的人口主体，中原
文化也随同移民的携带，以闽南和客家的地域文化为主要形态，成为台湾社会建构的文化基础，使台
湾社会的发展与祖国大陆社会同质化和同步化。
在中国的文化地理上，闽台——或者更准确地说，以福建为中心包括浙南、江西和粤东的台湾海峡西
岸与台湾海峡东岸的台湾，一向被视为一个共同文化区，即今日我们所说的台湾海峡文化区。
对海峡文化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华文化在两岸延播、承传、发展，并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信仰和
纽带的一份历史见证，而且对今日关系两岸和平发展、两岸经济互补双赢、两岸文化和谐共荣都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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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提出，并获得中央的支持付诸实施以来，一个具有更大视野
的台湾海峡经济区的设想，便受到海峡两岸政治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讨论和期待
。
它不仅作为海西建设的战略前景，而且作为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平台，成为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
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将对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发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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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第三节 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话语转换第二章 台湾后殖民理论思潮第一节 从“依附理论
”到“后殖民论述”第二节 后殖民理论在台湾的兴起第三节 后殖民论述在台湾的诸种分歧第三章 “
殖民现代性”的幽灵第一节 “殖民现代性”概念的缘起第二节 从“近代化论争”到“殖民现代性”
分析第三节 “殖民现代性”分析与当代台湾文学研究第四节 “殖民现代性”的幽灵第四章 本土论思
潮的形成与演变第一节 “本土”的歧义第二节 当代台湾本土化思潮的兴起第三节 “本土论”的意识
形态化第四节 “本土论”的反思与批判第五章 传统左翼的声音第一节 传统左翼的困境与复苏第二节 
“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与“台湾社会性质论”第三节 “第三世界文学”论的提出与重构第四节 “
杨逵精神”：现代台湾左翼传统的重认与锻接第六章 后现代与新左翼思潮第一节 从马克思主义到新
马克思主义第二节 《南方》的“民间社会”论第三节 《岛屿边缘》：后现代与左翼的结合第四节 《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与民主左翼思潮的形成第七章 宽容论述如何可能第一节 “悦纳异己”概念的“
冒现”第二节 “悲情意识”与怨恨政治学第三节 容忍、理解与“大和解”第四节 从“宽容”到“悦
纳异己”第五节 “身份无解”与“世界一家”第六节 “对他者的欢迎”第七节 迈向“友爱的政治学
”结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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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世界汉语学界，台湾当代文学理论对美国和欧洲的理论新潮历来十分敏感，往往较早引入欧美
最新的概念、范畴和体系。
许多事实表明，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的引入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形成
了所谓“翻译的思潮”。
我们从台湾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这一方面显示出台湾地区文学理论研究的开放性和前卫性，另一方面学术生产的“西化”一定程度上
也暴露出台湾对西方理论的依附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就是一次颇为典型的“翻译的思潮”。
饶有意味的是，后现代在台湾的兴起与衰退同样快速，人们的热情突然高涨，这种热情却十分短暂，
没有多久，“后现代主义”就被“后殖民主义”所取而代之。
后现代主义是如何被引入台湾的？
它对台湾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台湾理论界如何理解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关系？
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会快速被后殖民理论所取代？
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真的销声匿迹了吗？
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转换——本土主义的高涨——对文学理论产生的巨大影响，“去
中心”和“去主体”的后现代主义被追求重建主体的后殖民理论所取代，因为对于本土化思潮而言，
后殖民论述似乎更具吸引力。
回顾汉语学界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历程，显然不能不提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roeBon）在台湾
海峡两岸的著名演讲。
众所周知，1985年詹姆逊在北京大学为期12周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演讲，使人们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接
触到左翼版本后现代理论的主要范畴、框架与知识脉络，这引发了祖国大陆理论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强
烈兴趣。
詹姆逊的讲演后来由唐小兵翻译整理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由陕西师大出版社于1986年9
月出版，进一步扩大了詹姆逊的影响。
这一影响迅速波及海峡彼岸的台湾学术界。
1987年6月，以“面对世界”、“反省本土”和“评介思想”为宗旨的文化杂志《当代》介绍了詹姆逊
在北京大学演讲的主要内容，并预告了詹姆逊应邀也将到台湾“清华大学”演讲：“今年7月中旬，
詹氏应清大之邀⋯⋯将作四次演讲。
过去由于政治的禁忌，学术上也造成一些禁区，詹氏来华做学术讨论，相信可以使台湾学术朝开放而
健康的路走去。
”（配合詹氏的演讲，《中国时报》发表了《文化的剧变：后现代主义大师詹姆逊访问记》，台湾另
一份前卫刊物《文星》在1987年7月号同时刊登了詹姆逊的重要文章《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
义》以及蔡源煌的评论《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
　　随着《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8年在台湾的出版，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一时蔚成风
行的理论思潮。
理论方面可谓尽心尽力。
1989年1月出版的《当代》第33期刊载了詹姆逊为台湾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撰写的序和唐小兵
的译后记。
詹氏认为：与现代主义美学相比，最初产生在西方建筑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更加深刻的决裂。
而这种彻底的决裂在其他艺术领域甚至“任何地方”都已经发生。
这促使人们提出一个根本性的疑问：“是什么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带来了这一更为彻底的决裂？
是否可以把这样深层次的文化形态转变，看做是标明社会本身正发生同样势不可挡的结构性转变的征
兆？
”值得注意的是，詹氏指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本质上是西方的形式，西方的“文化技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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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物”，后现代主义也如此，但它与新型的多国资本主义相一致，更富国际性和全球性，更容
易翻译成“西方以外的其他文化语言”。
唐小兵的译后记同样强调了后现代主义与第三世界以及全球文化政治的关联性意义，认为s詹氏的理论
可以“成为我们对西方甚至自身文化（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文化）认识的一部分，从而以肯定或否定的
方式，决定了我们对全球文化的把握”。
译者提醒人们第三世界在引入后现代主义时需要辩证认识其内容与形式的冲突，这种辩证认识不是要
建立本土优秀论或所谓“纯粹的民族精神”，恰恰相反，后现代主义正是要揭穿“起源”、“纯粹”
或“真理”的神话，张扬文化的差异性和“他性”，“进而建立彻底的批判意识”。
有趣的是，这一提醒颇具后现代精神，而恰恰是唐小兵所指出的这一精神倾向导致了后现代主义被渐
成主流乃至“政治正确”的本土话语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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