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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文化研究的一般性理论和当代发展趋势。
它勾勒了文化研究策源地伯明翰学派的来龙去脉，以及文化研究的基本对象：阶级、种族、性别的研
究；阐述了视觉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同时就新闻传媒和文化产业
的新近理论，展开了细致分析。
作为国内第一部文化研究方面的高等教育本科生教材，本书深入浅出，旨在充分显示文化研究的跨学
科性质，一方面可以适应专业课及通识课的教学之需，另一方面也希望为那些对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读
者，提供一个入门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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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1953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
曾先后在美国Augustana学院和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做访问学者。
著作主要有：《德里达：解构之维》、 《精神分析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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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　　文化传统上是精神生产的同义语，后来被释义成包罗万象的一
切社会生活形式及其过程。
更为晚近的定义，则把它看作意义的网络，以及意义的 生产、流通和消费等。
一般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界说文化。
这三个方面分别是观念形态、精神产品和生活方式。
观念形态包括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法律政治等等意识形态的东西。
精神产品主要是指文学艺术和一切知识成果，图书馆和博物馆是它们最有代表性的场所。
生活方式，则把我们的衣食住行、民情风俗、生老病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莫不囊括其中。
这样来看，文化的概念真是大得没有边际，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于自然的范畴。
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里，凡不属于自然的东西，就属于文化。
由此我们的一切知识探索，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说是“文化的研究”。
　　这个大得无边无际的“文化的研究”，显然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
我们这里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主要是指英国伯明翰的传统。
它以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成立为标记，中心成立千刀衷之一是为亚文化
族群，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族群作出辩护，它的研究对象是阶级、文化和传播学，政治
上属于“新左派”。
20世纪60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无疑是给中心提供了大量的批判资源。
用中心第二任主任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中心是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在资本主义的光天化
日世界里对话难以为继之后，退避学院搭建起来的一个避风港。
中心是从成人教育起步的，最初是清一色的研究生教学。
　　本章将讨论伯明翰文化研究秉承的英国人文关怀传统，它的代表人物威廉斯、霍加特和霍尔，伯
明翰中心的意义，同时就伯明翰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思想，作出一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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