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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米哈伊尔·巴赫金生于1895年11月17日的俄国，病逝于1975年的前苏联。
他的一生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隐逸学者的一生。
尽管经历了俄国、前苏联的漫长历史跨度，但由于出身阶层、学术观点、身体条件等限制，他生命中
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在世俗社会中有所作为，某种程度上默默无闻于社会的底层。
于是，一个孤独而能持久思索的灵魂郁郁于前苏联广大国土的一隅，不为人知，却从不放弃对被压抑
于主流文化之下的民间文化的研究。
也许唯有如此，才能寄寓对人生落寞的排解。
几十年如一日，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青年学者柯日诺夫等人发现，巴赫金才大放异彩。
然而，时光不再，巴赫金在短暂的晚年略微享受到一丝安逸，便匆匆离去。
命运对他虽并没有多少眷顾，他却留给后人了难以想象的文化财富。
人们惊异于这笔文化财富之际，不得不感叹这位“被发现”了的巴赫金——宛如慨叹一个不为人知的
黄金宝藏。
关于巴赫金的具体生平论述，俄国人孔金与孔金娜所著的《巴赫金传》所叙甚详，美国人卡特林娜·
克拉克与迈克尔·霍奎斯特所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影响甚广，本书毋需再度论及。
本书所要做的是要从巴赫金思想中理出一条新的思考线索。
　　巴赫金最为人熟知的是关于“复调小说”和“狂欢文化”的理论，也因如此，世人多把巴赫金作
为文艺学家或文化学家看待。
在西欧和北美，出于多元文化碰撞的语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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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天的巴赫金研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当代化的研究。
不同地域、领域的研究者都从各自不同需要出发在巴赫金思想中捕捉可资利用的资源，某些学者甚至
不惜改造巴赫金的思想以利于自己思想的表达，尤其在当代巴赫金的躯体理论研究中，巴赫金躯体理
论几乎被后现代主义研究者等同于福柯化的肉体诉求。
本人认为，巴赫金本人的思想接续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并由现代主义思想开始生发，直接开启了后现
代主义之门。
可以说，巴赫金思想中同时包蕴着现代、后现代的主流思想，但巴赫金思想中主导的还是现代主义化
的宏大叙事、建构主义，对巴赫金来说，躯体颠覆仍服从于建构宏大叙事的需要。
鉴于此，对巴赫金躯体理论进行研究，有必要在巴赫金著述这一直接资料中确证巴赫金躯体理论的完
整叙述，同时挖掘巴赫金躯体理论的现代思想的缘起和在现代、后现代思想中的独特意味。
在这一研究中，逻辑的起点是躯体与“我与他者”的建构性关系。
由此基础，在宏观（定位、时空、道德）、微观（躯体功能、文艺学应用）两个层面上，综合巴赫金
躯体理论的相关资料，建构巴赫金躯体理论体系。
同时，把巴赫金躯体理论放在现代、后现代思潮的“纵”的思想史中进行个案的“横”向比较，以此
来结合微观，进行宏观辩证综合的研究，为巴赫金躯体理论准确定位。
由于《巴赫金躯体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的理论探讨，比较注重形上意味的升华，因而在材
料取舍上侧重不同思想自身的碰撞、比较，而非一种思想史意义上的考证研究。
这就是《巴赫金躯体理论研究》对巴赫金躯体理论进行研究的大体方法与思路。
按照这一构想，《巴赫金躯体理论研究》将分八部分对巴赫金的躯体理论进行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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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勇，1974年生，辽宁人，200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4年至2006年
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在职研究工作，2006年被评为副教授，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
媒学院副教授，在《人民日报》、《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学术文章50余篇，参与国家重大科研课题1
项，主持教育部课题1项，现为文化与传媒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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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巴赫金的躯休理论的几个维度　　躯体，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照和研究。
柏拉图以来（尼采之前），为了突出人的理性存在，躯体往往被看做动物性因素而予以压制。
直到尼采，开始首倡以躯体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躯体一跃成为哲学的深层基础和发展动力。
但包括尼采的躯体思想在内的躯体观念，无论是身心对峙，还是躯体一统，大体都囿于个体的自我限
阈内，缺乏重要的他人之维。
在自我限阈内，身心二分带来的对立斗争似乎不可避免。
尼采之前，主体基本上是由意识（理性、信仰等）来代表，躯体或被排挤，或被放逐。
尼采以来（包括巴塔耶、德勒滋、弗洛伊德、福柯等人）突出了主体的躯体存在，以躯体来否定传统
的主体（意识）的存在，最终以躯体一元代替了身心二元。
尼采以降的躯体思想影响深远，在现代、后现代思潮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身心对峙限制了人们对躯体的深入认识，梅洛一庞蒂、布尔迪厄等人都力图跳出这个圈子。
在这一努力中，视角独特、成绩巨大的巴赫金的躯体思想堪与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躯体思想比肩。
巴赫金的躯体理论着眼于从我／他人的关系来思考躯体的问题。
躯体的问题在巴赫金看来，某种程度上是主体间性的问题。
巴赫金不喜欢用“主体间性”一词，因为主体只有相对于客体来说才是主体，相对人的宽泛内涵，巴
赫金更愿意用“我和他人”这一哲学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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