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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先，借此机会，向拙著的所有中国读者致意!一想到拙著能在中国——这个拥有悠久、辉煌的文
化和教育历史，为世界作出了伟大贡献的国度——拥有读者，我感到特别激动和荣幸。
　　我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和理解，植根于我在三大洲三个不同国家生活的经历：一是英国，这个全球
殖民的心脏——它曾经梦想着建立一个日不落帝国；二是南非，这个种族隔离中心，它曾经妄图奴化
黑人的心灵、精神、肉体——直到四十多年后，纳尔逊·曼德拉为这个国家带来了自由和民主；三是
加拿大，这个北美多元文化主义的诞生地，它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将多元文化主义写进宪法，然而，时
至今日，它依然受昔日对原住民推行殖民统治的后遗症的困扰。
　　中国是一个具有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教育历史的国家。
虽然较之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中国在历史和人口构成方面更为同源同质，但是，它依然沦为西方殖
民的牺牲品。
近些年来，西方翘首盼望中国加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来，而中国在文化、教育、文学和全球政治方面
，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姿态，重新崛起。
在此背景下，自然有必要思考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教育在中国可能起到的作用。
　　后殖民主义可被视为一个对话式接触的场所，它提供空间，让我们大家在全球范围内探讨物质和
话语压迫问题。
后殖民文学通过其虚构情景，在美学上帮助我们洞察那些五花八门的压迫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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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意欲获得教授后殖民文学的知识、开展后殖民文学教学实践的教师，《重构语文世界》乃是一部
极其宝贵的指南。
本书开宗明言，认为教师教育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以便语文教学大纲摆脱传统、狭隘的根基；进而就
语文课堂里后殖民研究的地位提供了思想深刻、概念复杂、牢固建立在历史意识之上，然而又易解的
视角。
本书表明当代语文教学必须怎样对各种各样的书本、理论、教学实践进行重构，它实乃应时运而生。
    《重构语文世界》是一部优秀的理论研究之作，其社会目标——后殖民教学法——指向的是未来世
界。
本书探讨一种可以就权力、差异和歧视等问题展开讨论的后殖民教学法。
作者强调指出后殖民教学法的复杂性，并提出了文本选择、阅读策略和学生反应等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
本书的研究旅程跨越了广泛的知识范围，将文学、教育学和哲学等领域连在一起，并且提供了后殖民
理论的最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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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Alberta）副院长（分管科研及研究生教育）、中等教育系课程研究及英语教育教授。
约翰斯顿出生于英国，成长于英国和南非，曾在南非教授高中语言艺术（语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构语文世界>>

书籍目录

致谢中文版序引言 后殖民教学旅程概述：重构语文世界第一程 在非洲的天空下第二程 多元文化文学
教育的国际背景第三程 表现的场所：文化、种族、性别及种族性第四程 最后之“后”？
后殖民状态与文学教育第五程 欲望的版图：经典之争第六程 处在十字路口的文学理论第七程 检验文
学理论第八程 阶段成果展第九程 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第十程 地方感：某高一班掠影第十一程 跨越
虚构的边界：《姨娘》与个人身份的建构第十二程 日常教学的方位：教学透视第十三程 后殖民教学
之旅：回顾与反思附录参考书目索引译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构语文世界>>

章节摘录

　　虽然课程的文化多样化——尤其在大学阶段——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已经摆
脱了文本选择和阅读策略方面的困境。
诚如格拉夫(1996)所言，“就课程多样化的好处、牵涉的问题、恰当的策略等进行的论争，还远远没
有结束”(p．125)。
格拉夫认为，教师应该将其能量转化进在教育的意义上积极地利用这些争论的工作中去，将这些论争
引入课堂教学，将文学教学置于不同的理论框架中进行。
本书以下诸章里的论争，兴许不失为超越格拉夫称为的“就一套书单与另一套书单之间的取舍进行的
斗争”(p．136)的有益策略。
　　詹姆斯·格林劳(James Greenlaw，1994)与格拉夫所见略同，认为有必要超越文本选择问题，而去
思考时下课堂采用的教学方法。
格林劳指出，后殖民教学法与旨在增进多元文化和谐的法定的多元文化工程不同。
后殖民教学法的责任是找到方法，帮助学生“解构对他者所作的种族主义的表述／歪曲。
这类表述／歪曲广泛见于政治、社会和文化话语之中，这类话语又深深地刻印在文学文本、电影、音
乐带、杂志、报刊、电视节目和电脑论坛之中，而学生恰恰试图通过这些东西认识他们的世界”(pp
．7-8)。
格林劳详细阐述了他在组织一群高中生学习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特定的解构立场：　　假如给学生讲授
了后殖民解构策略，以利他们批判性地考察文学表现形式是怎样在多元的、相互冲突的话语中建构出
来的，那么，在一门多元文化文学课程结束时，即便他们还没有变成更为合格的、更宽容的公民，他
们至少已经获得了机会，了解到种族主义偏见的表现形式／歪曲是怎样、为什么产生并遭到抵抗的。
(p．8)　　德波拉·布里茨曼等人(Deborah Britzman etal，1993)对多元文化教育的主流方针进行了类似
的批判。
他们最关注的是(校方)怎样给学生提供所谓某些文化之“准确”和“正宗”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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