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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否定性辩证法视域中的女性主体性重构》由李昀编著。

《否定性辩证法视域中的女性主体性重构》简介：
把“否定性辩证法”引入对女性主体性的探讨是一种风险，也是解决女性主体性和代理权的重构问题
的机遇。
在牢记阿多诺建构的个体主体性、集体主体性和客观世界间的三星集结的同时，把阿多诺和后女性主
义的理论进行缝合，既可以避免陷入同一性的桎梏，又可以避免“延异”中立的游戏，从而把女性特
质的书写引入社会政治领域。

既然是重构，就离不开解构。
阿多诺和后女性主义解构了同一性，包括同一性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和同一性的外化(自
由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建构的统一的女性意识和姊妹团体)。
阿多诺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决定的同一性是“启蒙”时代最大的反启蒙，带来了对自然和人
的双重奴役。
在这种语境下，后女性主义开始反思“生产”概念对自然和人
(尤其是女人)的压抑。
后女性主义者发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能改变女人的命运。
于是他们开始关注被排斥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之外的女人所留存的特殊性，开始关注再生产。
以克里斯蒂娃为例，她直面马克思文本中关于劳动和价值的探讨，提出了超越价值和交换的主张。
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相结合，她探讨了一种不能被简约为价值的(再)生产，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
领域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转移到文化领域的文本生产和意义交换。
在她的文本理论中，她张扬前俄狄浦斯的母性的力量，把过去用作对现在和未来的中介。

克里斯蒂娃认为，这是一种无须指涉产品的生产理论，并且认定是马克思的文本本身预示了建立这种
文本生产理论的可能性。
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看到了一个另类的场景。
它超越了产品逻辑，超越了价值和流通逻辑。
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克里斯蒂娃抓住马克思所说的所有生产最终都是人力的耗费的论述，捕捉到一
种“不具意义的”生产。
它具有改造力量，同时又总是先于任何产品或交流性语言。
和阿多诺一样，她憎恶纯粹为了交流的、共享的意义。
在这种生产不代表任何价值或不具有任何意义的文本生产中，她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异质性，以及身体
和耗费之间的关系，探讨由此产生的过程中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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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昀 女，生于1972年，博士／副教授，200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中
山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从事当代西方文学／文化批
评研究，以主体性为关键词，广泛涉猎各种理论文本，如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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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悖论的是，虽然主体试图利用同一性确立自身的权威，同一性却废黜或阉割了主体自身。
概念拜物教盲目崇拜和追求绝对本质生发出来的无限性，从而将原本不可简约的客观世界还原为逻辑
命题和抽象的本质，然而：　　世界对自然的支配反过来对抗思维主体本身；除了那个永远相同的我
思以外——它必须伴随着自我的所有观念，主体所剩无几。
主体和客体都变得无能。
　　通过支配自然，人类主体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而其结果却是主体的自我沦丧，逐渐堕入一种异己力量的统治中。
如果主体的确立也意味着主体的废黜，那么同一性原则中绝不会出现克服新的野蛮的可能性。
因此，在为“启蒙”祛魅之后，阿多诺认为，哲学就应该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和动态性，不再自拘于固
定的、可列举的定理中，而是“存在于对象的多样性之中”，这种多样性不是任何图式可以制造的。
　　关于同一性逻辑的成因，阿多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讨论的。
首先，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伴生物。
所谓的同一性就是主体的同一性，强行把不等同的事物相等同。
这是主体对自然的征服：　“同一性作为一种精神原则反映了对自然的现实统治。
”正是在这种统治中，启蒙向神化堕落。
在这一点上，阿多诺已然超越了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以征服自然为前提的生产力观念。
其次，思维就意味着同一化，概念预设了哲学中的同一性。
在人类的认识中，主体思维所需的概念试图确立一种不变的秩序，以不变性规定世界的万变性。
再次，阿多诺把同一性原则在当代的运作置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研究，指出商品经济的同质性是其社
会基础：　　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
同一化原则。
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
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表现成了可通约和同一的。
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
　　作为一种观念建构，抽象同一或“物化”的交换价值超越了使用价值，统治着人类——一种幻象
对现实的统治。
交换价值制造了总体的同一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实。
这种同一性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无意识构成。
同一性的社会根基，在于抽象、同质的货币的量化。
在这种量化中，主体理性通过“商品交换建立同一性”，把原本不可通约的主体“还原为公分母”。
在进入交换过程时，主体被颠倒为物。
最终，货币和资本——主体的创造物——反而成了终极主体，统治着人类主体创造出来的经济世界。
在对资本和商品的物恋中，人成了被物奴役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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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昀编著的《否定性辩证法视域中的女性主体性重构》简介：这是一次女性主义的突围。
在克里斯蒂娃与阿多诺的浪漫相遇中，在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相互纠缠中，在意识与肉体的和平交
往中，语言的囚牢被攻破，理性主义的皇权被废黜，主体性的定义被改写。
前主体的“女性”因素重返主体，破坏了“男性”主体的统一，成就了女性特质的僭越。
母性的因素取代了文化的父权（男根）基础，女性特质的书写也成为文艺创新的场所，并且走出自说
自话的封闭圈，进入广阔的社会领域，成为政治颠覆的主导力量。
打开这部严谨而不失可读性的哲学文本，就可以见证这场邂逅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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