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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亨利·列斐伏尔作为“都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再强调空间问题是当代人文社会
科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理
论视角。
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
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问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
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
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
因此“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主要不在于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
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了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
场所。
　　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了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
会想象。
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
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一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
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
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
用越来越为在时间　　本书通过对近阶段的思想家和学术思潮的分析，特别通过突出非理性主义、后
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或意识形态批评，补充完善了《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与意识
形态》这些早期著作中提出的观点。
不过，本书的一个目的是在全球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讨论这些观点：一是将第三世界的存在考虑在内
，其次深入到文化身份的问题。
我对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受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学术氛围、教学及讨论的影响。
在有关文化身份的问题上，理查德·约翰逊对我的研究的影响尤其重要。
他本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也与本书的一切缺陷毫无关系。
我也想感谢托尼·吉登，不仅因为作为编者，他的一些建议使本书大为改观，而且也因为他的一些观
点极大支持了我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看法。
我非常感谢政体出版社和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的许多人，他们在我出国期间，高效率地完成了本书的出
版工作。
这里尤其应该感谢林丹·斯塔福德出色的文字编辑，是他使文本得到极大的完善。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对我的英语中仍有的不恰当之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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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大陆学术界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著作翻译的数量很少，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文化研究
成果的译作几乎还没有，本书是乔治·拉伦第一本中译本，乔治·拉伦继承了伯明翰学派鲜明的批判
立场，始终将意识形态观念置于其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并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发展、演变乃至
未来作了细致详尽的阐释。
作者往往能够超越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局限，以某种全球化的批评眼光来看待各种文化现象和哲学
思想，本书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
学术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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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意识形态与理性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在早期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和传统贵族社会的背景下
产生的。
这些斗争恰好也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背景，更确切地说，意识形态概念最早出现于启蒙运动这一文化
和哲学环境之中。
从这一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意识形态概念首先被当作科学观念，继承了对理性的高度信任
；其次被视为批判的武器，用来反对旧的政体。
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正因为相信真理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获得，相信掌握了真理，就可以理性地重建社会，启蒙运动满怀
信心地批判非理性、形而上学及宗教思想。
这类知识不仅被认为是虚假迷信的，而且通过在民众中传播愚昧和错误来为贵族权力服务，维护贵族
权力。
人类的困难被认为与愚昧和偏见有关，理性和世俗教育因此被认为可以使人类获得解放。
作为科学，意识形态也因此包含着对进步、理性和教育的重新信任和乐观态度，相信人类的解放。
　　理性信仰，特别是对工具理性的信仰，与一种批判的意识形态观紧密相连。
一切看起来传统或落后的东西，一切不能带来进步的东西，都是理性的对立面，都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因此成为反面概念，被用来维护理性，批判所有那些不具有进步性、不能帮助控制自然、造
福人类的观念。
工具理性以人为本，具有主体性。
人是中心，是万物的尺度。
工具理性是我们进行控制和统治的工具，是帮我们精打细算、带来开支和收益的工具。
工具理性因此往往把那些对人类有益的东西简化为增加生产力的东西。
理性成为生产的辅助手段，意识形态成了它的批判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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