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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2003年秋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座，发掘“语言学转向”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义。
五十多年前结构主义兴起之后，对语言和话语的关注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
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迪厄、雅克·德里达、唐纳德·戴维森、于尔根·哈贝
马斯、查尔斯·泰勒等思想家虽各有侧重，但都深信语言和话语是文化分析的重要内容。
而当前全球化的影响却在提出质疑：面对似乎是由经济变革驱动的全球性问题，语言学分析是否还有
用武之地?太平洋两岸的人文学科都因此受到严峻挑战。
中国出现“人文精神危机”，美国也日益感到“理论”的枯竭，尤其是在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
    针对这种倾向，本书提出“语言学转向”中的某些关键思想（例如述行性和对象化）为全球化时代
的文化分析提供了基础。
首先要将经济过程看作复杂“流通文化”的一部分。
看到述行性和对象化在其中的作用，这些概念对现代社会想象物——市场、公民国家和公共领域的形
成至关重要，是西方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
讲座进而将这些概念引申，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包括围绕金融衍生品等新型金融工具建立的现代
风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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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流通文化　　概述　　30多年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编撰了一本论文集，其书名成了
整整一代学术成就的同义词。
他的《语言学转向》（1967）一书标志着对语言和意义的普遍兴趣，这种兴趣在1960年代晚期横扫人
文学和社会学，其影响至今仍然感觉得到。
除了罗蒂提及的语言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交叉发展，把结构主义引入到人类学预示着对文学的一种新
兴趣和分析文化的阐释性方法的来临。
这些不仅产生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而且还产生了诸如克利福德。
格尔茨和查尔斯·泰勒等人的阐释和解释方法。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理论”正是“语言学转向”的前沿，而如今，显而易见，当代全球转
变使我们没有能力对其形成理论。
语言学转向似乎不再能够提供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联，使之可以“应用”到特定的社会和
地区。
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髦术语，它把1980年代的政治动荡与超国家的经济秩序和大众媒体联
系了起来，似乎处于当代变革的前沿，这个术语就是“全球化”。
该词在1980年代晚期只限于讨论国际金融市场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经成了最
最热门的话题，不是作为理论范畴，而是向常规学科提出的一种经验主义挑战，特别是在人文学和美
国的“地域研究”方面：东亚研究、南亚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中东研究。
在美国学术领域，这些是研究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地方，过去通常是比较文学的主要支持者。
　　文化分析的问题是：当代变革的前沿似乎是经济力量，它们被视为加速流通的人员、思想和商品
背后的真正主宰。
这一画面里暗含有这种思想：文化是静态的，而经济是动态的；文化固定不动，而货币和商品以越来
越快的速度横扫全球。
这已经产生一种设想，即现在不同社会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在对全球资本主义“同质化”作出反应，
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似乎执意要按其本身的形象重塑世界，使各个社会愈发地相像，就是所谓的全世界
麦当劳化。
文化对经济力量作出反应；要科学地理解经济诸过程，而不能把它们理解为社会或文化的产物。
　　结果，欧美人对全球化的理解是：经济过程遵循其自身规律，经济体制自我调解，自由市场模式
里就是如此。
文化和经济的分离已成为当代许多全球化研究的基本先决条件。
“语言学转向”激起的各类著述中把文化与语言等同起来的倾向，更加剧了文化和经济的这种分离。
像语言一样，文化被视为共享的、地方的、即时的，是与更为普遍的、抽象的全球经济过程对峙和抵
制的场所。
此外，为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而产生并运用的阐释性方法尚不能很容易地转到分析数学数据和统计数
据上来，而这些数据又是经济分析的基础，未能把科学论述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已经加剧了经济分
析和文化分析的分化，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垮台。
　　注重文体也忽略了包含和表达文本的流通过程的动态。
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通常假定文本和诸如作者、读者、观众，甚至于阅读行为这些范畴是固定不变的
。
甚至于解构主义消解稳定性的行动似乎也以精英的阅读和重读观念为先决条件。
文学研究内部对这些假定的最著名攻击来自斯坦利，菲什，他坚持认为文学批评家在文本里看到的东
西是受他们身处的阐释社会决定的。
这些见解已经得到最近的历史著作的证实。
这些著述表明，大多数文学、文化和地域研究预设的文本稳定性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历史的特
定传统，是从早期关于侵犯版权、模仿、抄袭以及阅读本身的性质的讨论发展过来的。
　　“语言学转向”对于文本和语篇阐释的关注产生了一个悖论，即把文本或语篇视为分析的固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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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方法越多，就越难理解使这样的方法成为可能的阐释性社会的准则，也就是使阐释成为可能的背
景，而且，我们对从文本和语篇流通中创造出来的社会准则理解得越少，对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全球
化过程的理解就会越少。
换言之，关注文本和语篇本身就忽略了它们如何作为连接个体和群体的方法，以及这些连接如何形成
各种阐释性社会。
然而，如果当代全球化关系到通过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媒体和新技术来形成新形式的连接，那么“语
言学转向”面对这些现象已曰益显得不合时代，这就不足为奇了。
　　“语言学转向”关注文本及其阐释，忽略了阅读、印刷和文本相互作用的方式，这些相互作用不
仅产生了阐释文本的准则，而且产生了它们流通的背景，比如咖啡馆、沙龙、读书俱乐部和专业性社
团。
我在以后讲座里会谈到一种替代方法，关注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和阐释如何形成新的方式来连接个体
和群体，这些可以是社会活动、身份构成和社群的基础。
被人引用很多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他认为小说和报纸有助于人们想象陌生人之间的连接
形式，这些形式位居民族主义观念的中心。
类似主题贯穿于于尔根。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著述、阿尔金，阿帕杜雷关于全球化的“流动和面”的著作、查尔斯，泰勒
关于“社会想象物”的论述，以及劳伦斯，莱斯格关于互联网的社会建构含义的著述。
　　这些作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认识到流通形式和围绕它们的连接和社会形式之间有一种内在关
联。
社会是围绕连接个体和群体的方式而创建起来的。
连接方式要依照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而定，流通也决定如何使用和阐释那些文化形式。
不管是安德森和哈贝马斯描述民族主义、公共领域时提到的小说、报纸、期刊、出版　　社、咖啡馆
、沙龙，还是互联网的码和架构，阐释和流通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新形式的集体主体性。
在这一方面，美国目前关于互联网政策的讨论让人想起了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在印刷业发展过程中
关于盗版、版权和专有性的讨论。
坚持形式及其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具体性，使得文化和文学研究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强势得以维持。
　　但是，对于连接性和流通的更加关注則消解了文化地理的固定观念，突出了一套新问题：翻译、
流动、混合、套利、移置、速度和消失。
这些全球过程的复杂性表明，如果流通将会是一种有用的分析概念，那么它一定不仅仅是人员、思想
和商品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流动。
相反，流通是一个文化过程，有其自身的抽象、评估和制约形式，这些是由具体流通形式与围绕其建
立的阐释性社会之间相互作用而引起的。
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无论是小说报纸，还是股票和衍生性金融商品，都依赖于形成其各自的阐释性
社会，它们带有自身的阐释、评估和使用形式。
看起来似乎是文化之间的复杂流通，实际上是不同“流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全球化是特定流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流通文化是由它们各自的阐释性社会和在其中流通的文
化形式而形成的。
　　流通文化和阐释性社会相互作用，形成了想象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些方式成了集体生活的一部分
。
它们就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2002）称之为的“社会想象物”，即想象社会生活而自身又调解集体
生活的方式。
尽管社会想象物可能有明确的理论阐述，但它们也包含没有言明的，那是共同行为的基础。
它们牢牢扎根在一个民族的惯性行动里，或以演讲、故事、符号等形式得以显现，泰勒认为，这些想
象物是社会性的，具有双重意义：它们是人们想象自己社会的共有的、社会的方式。
而且，它们还具有想象性，也含有双重意义：它们凭借表征或没有言明的理解而存在，是个体构筑、
理解自己身份以及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手段。
　　泰勒认为，公共领域、现代公民国家以及市场经济是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想象物的基本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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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主体性和身份的新形式，与特定的社会做法关联一起，比如阅读和理性计算，要求必要的支持
性社会体制的发展，不管是咖啡馆和出版公司，还是结算所和银行。
它们每个都预设一种新的归属感，泰勒利用社会学家克莱格，卡尔霍恩的著作，称之为“直接参与”
。
直接参与与连属的形式形成对照，后者存在于等级制社会中，比如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那儿，人们通
过归属于社会的某一成分而归属于社会，就像农民属于地主，地主属于国王。
　　相反，这些新的社会想象物都包含基于越来越多的平等感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相互连接形式；
所有个体都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体制处于同样基本的直接关系。
比如，在公共领域，所有参与者应该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有平等的机会去讲话或聆听。
在现代公民国家里，每位公民通过“我们，人民”这一法律概念与共同忠诚的对象一一国家保持直接
的关系。
市场经济里，人们平等地处于契约关系。
而他们与其他人发生经济关系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都与市场的运作无关。
　　这些现代社会想象物与从前的社会想象物不同的另一种方式是，它们主要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而这些人自视为享有共同的归属感，无论这种归属是国家还是市场。
归属感必须包含那些在原则上可能根本不相识或者未曾谋面之人。
虽然通过各种形式的大众媒介使这些新的想象物成为可能，但是这些想象物也为媒体创造和组织了流
通空间。
在这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在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概念已在现代社会想象物上留下了印记。
　　最后，现代社会想象物把社会视为在纯粹世俗时代由集体行动产生而来，而不是扎根在宇宙或更
久远的时代。
早期观念包括一套时间秩序的等级，与诸如存在巨链这类概念连接在一起，在现代世俗时代，同步是
“横向的、跨时的，没有预兆和实现的标记，而是由时间的巧合所标识，由时钟和日历来衡量。
”这是所有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比它高也没有比它低的点，与宗教年表里的情形不同。
跟高级生命秩序关联在一起的高级时代概念的让位，也使构想自我创造和自我调解的社会成为可能。
在一个极端，这些集体存在成为自反形成的动因，比如“人民”、“市场。
或“国家”，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是产生于其自身的集体性社会行动，而不是某种外在力量的产物或者
远古以来早已存在了。
　　把人想象为平等合作个体之道德和经济秩序的成员和创造者，并以他们接受并理解这样一个秩序
而团结起来，这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创造。
它要求挣脱等级王国里、神圣教堂里或者自太古时代早已存在的合法部落秩序中对社会团结的旧有理
解。
颠覆外部价值观等级并不局限于公共领域的革命传统或公民国家。
在市场发展的早期，复式簿记的传播依赖“上帝使账目相抵。
这一观念，渐渐地，人们才开始看到市场依其自身的经济流通规律来运转。
　　市场、公共领域和公民国家都是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想象物的要素。
每个要素都是一个特定的主体性组织，关涉到协调并使某些流通类型成为可能的具体做法和体制，不
管这些流通类型是小说和报纸，还是金融工具。
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文化变革，用平等主义的、世俗的、直接进入的社会想象物取代了以宗教为
基础的社会等级观。
　　这些社会想象物的形成并不独立子更宽泛的全球力量之外，而是其重组过程中的一个成分。
公共领域人民主权论成为创建宪法化民族性的根基，后者将成为迅速传遍全球的公民国家的基本模式
。
同时，公共领域意识形态最初的倡导者是一个快速上升的阶级一一欧洲中产阶级的成员，这个阶级在
数量、财富和社会影响方面增长之时，正值世界文化经济在经历一场变革，民族国家的创建会有助子
加速这场变革。
　　欧洲强国发现新世界，建立全球殖民主义，与以亚洲为基地、中国占主导的全球贸易经济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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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强国控制的殖民和后殖民的生产制度部分重合。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产生了新的规模效应，使民族军队和官僚得以发展，这以将会挑战王朝权威的方
式把新的全球中产阶级连接起来。
帝国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也许马戛尔尼出使清朝以及接下来中国的“开放”就是最有力象征。
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内在地联系到了一起。
西方现代性并不仅仅是新做法、新制度形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发展，而是组织文化流通的特定文化历史
方式。
　　根据这里采用的视角，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全球流通体制的特定文化组织。
这与“非文化”的方法形成对照，后者把全球变革看作某套文化中立的运作，是任何传统的、前现代
文化都可经历的。
按照非文化方法来看，这些变革的终点不是在不同社会想象物对于人、社会和价值观理解的特定格局
中去描述，而是任何文化都可原则上作为“输入”来通过这种变革“输出”一个发达现代社会。
这种世界观设想一种未来，即不同社会形成一个单一同质的世界文化，这种文化看起来特別像西方现
代性里最优秀的东西（希望如此）。
　　对比而言，采用一种文化上更敏感的方法，现代性不仅仅是从西方传到其他地方进而横扫全球的
东西，即从传统到现代性的行军。
其实不管是科学意识、世俗主义还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过程横贯全世界一一只不过
这儿早些，那儿晚点罢了，而应看成是缠结在一起的一系列同类“流动”，受到有意无意仿效借鉴的
浓厚影响，却非常独特。
每个现代性的事例不仅仅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重复同样的变化，而是由社会在世界经济以及世
界国家体制中的地位而形成的。
在这些复杂的全球流通中，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何时何地努力去创建自己的现代性形式，决定了塑
造这种形式的条件，即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条件。
那么，当代全球化一个方面的特征可能就是对多种现代性的生产手段所作的斗争。
　　多种现代性这个观念表明，尽管因为全球化的功能性需求将会有各社会的趋同，比如说经济竞争
和官僚理性化，但同时也会有分歧。
即使关键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成功，仍有不止一家公司或一种商业文化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今全球各
种经济竞争成功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一一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日本、印度和中国，都在发展不同的“资
本主义文化”。
　　如果西方现代性特有的主体性新形式是全球重组和新的流通文化形成的产物，那么现代性概念本
身必定被认为是多种流通的产物。
更准确的说法，也许不是从西方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的单一形式的现代性，而应说是有“多种现代性
”，它们共有某些在全球流动和交流的交叉中产生出来的“家族相似性”。
　　把公共领域、公民国家和市场的社会想象物置于“多种现代性”的全球发展的背景下，为我们理
解当代全球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维度。
民族性和集体动因的概念与市场、大众媒体和信息技术产生的流通文化相互作用，在新民族主义、社
会运动和跨国家结构的核心地带形成社会想象物。
甚至可以把研究本身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想象物，由曰益国际化的学者“想象出来的社会”形成
，他们的工作通过交流、会议和出版物来流通，本讲座就是一个例子。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中，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者都处于运动之中，协调这种“双重流通”曰益成为当代
研究和学术的主要挑战。
　　想象社会生活　　我们现在转向西方现代性社会想像物的根源。
在后面的讲座中，我会谈到资本的发展，所以这里集中谈前两个想象物，即公共领域和公民国家的想
象物，概述一下这些社会想象物是怎样从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比如小说和报纸）中发展而来的。
子尔根，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9）一书中提出，对于民主公共批评的发展非
常必要的新型主体性产生于艺术和人文学语篇的复杂流通，尤其是文学和哲学。
哈贝马斯认为，中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子十七世纪晚期、十八世纪早期在英国和法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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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关于个体的思想通过咖啡馆、沙龙、报纸、文学期刊和读书俱乐部一套网络在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发
展。
“理性批评辩论”在文学界阅读、叙事、评论和批评的活动中兴起。
这一文学公共“领域”的平等主义理想被用于政治讨论中，对公共权威的专制主义概念提出批评。
政治任务是形成标准来保护和调控公民社会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调停文学和政治领域的关键思想是
一种理性的公众舆论思想，认为正确的东西与正义的东西相互聚合，法律应成为公众舆论的表述，公
众舆论本身就是理性的表述。
　　尽管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著作指向制度、主体性的文本化形式，以及关于这些形式的论述之
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但是本尼迪科特，安德森的著述（1991）开始表明具体印刷文本形式如何有助于
构建一种新形式的社会意识，即想象出来的国家社会。
国家是现代意识的一个根基性文化发明。
这种新型意识要求根植子一些可移植、可换位的形式之中，并可以提取出来。
安德森在小说和报纸里找到了这些形式，引出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体性，即它们代表着在现代世俗主义
的“空洞同质的时间”里同时发生的多种经历，因此提供了想象非共存公民的共享社会形式，公民在
现代国家抽象的、理性化的时间里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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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将试图克服文化和经济之间的隔阂，方法是：不把“语言学转向”的一些工具应用到文学文
本、媒体或大众文化方面，而是应用到分析文化构成上，比如公共领域、民族主义、市场，甚至资本
本身。
　　“述行性的对象化”不仅是分析主体性和客体性现代概念的起点，也是分析资本本身的起点。
　　一种新型的以流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正在取代以生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正是风险对象
化而非劳动力对象化，成为当代以流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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