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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中显赫一时的显学，后殖民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一度成
为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批评界研究的热点，且涉及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领域。
进入全球化时代后，随着后殖民理论先驱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的著述被重新认识以及巴巴的异军突起，
后殖民理论和批评被纳入广阔的文化研究视野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本书在过去西方同行的研究基础上，集中讨论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这三位英语世界的主要后殖民
理论家的论著及批评思想，且主要在三个方面作了深入了探讨：什么是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历
史渊源和发展现状；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理论批评的特色。
最后，本书对后殖民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以及所引起的批判性沦争作了相关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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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宁，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
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阐释》（1996）、《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2000）、《二十
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2000）、《文学和精神分析学》（2002）、《超越后现代主义》（2002）
、《全球化和文化研究》（2003）、《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2003）、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Translafion（2004）、《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2006）、《“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2009）、《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2009）、Translated Modernities：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Globalization and China（2010）等10多种；在70多种国内外期刊或文集中发表中英文论
文400余篇，内含英文论文80余篇，其中收录SSCI或A&HCI论文40余篇，少数论文被译成意大利文、德
文、西班牙文和韩文。
 生安锋，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主要著作包括《霍米巴巴》（2005），《智性的拷问——当代文化理论大家访谈集》（2010），并在
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收录A&HCI论文5篇。
 赵建红，文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在国内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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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文化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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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赛义德是美国大学里最早讨论法国理论并与之进行论辩的批评家之一，但是他却未曾受到
法国理论的反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他在人文主义中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总体化和本质化的倾
向。
他也从未信服过在反人文主义的结构主义之后由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怀疑启蒙与解放的宏大叙事的论
点。
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其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使他相信，全世界的人们都可能，并且的确会被正义和
平等的理想所感动，此外，与这种理想相关的观念，即对自由和知识的人文主义理想依然会给最不幸
的人提供抵抗非正义的战争和军事占领的能量。
而这些理想和观念，在他看来，依然美好并充满活力。
而有些他认为是浅薄但却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激进的反基要主义观念，如“真实事件最多不过是语言产
生的效果”以及与这一观念密切相关的“历史终结论”，与人的能动性和努力所造成的历史效果存在
明显的矛盾，不值得详尽的反驳。
因为在他看来，变化是人类历史的特征，而人类的行动所造就的、并日被人类所理解的人类历史正是
人文科学的基础。
 赛义德始终坚信，可以在人文主义的名义下对人文主义进行批判。
他认为一个对人文主义因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经验受到滥用有所了解的人，能够建构一种不同的人文
主义。
这种人文主义是世界主义的，是与文本和语言密切相关的，它不仅以种种方式从奥尔巴赫和利奥·斯
皮策，而且从较近的理查德·波瓦里耶（Richard Poirier）的著述中获取很多来自过去的教训l，同时它
也仍然可以与正在出现的声音和潮流相一致，这些人中有许多不仅是具有特殊身份的美国人，而且是
流亡的，超越特定国家疆界的，无家可归的人。
对于其讨论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赛义德论证道，人文主义的核心是那种世俗的观念，即世界是男人
和女人，而不是上帝创造的；这一世界能够按照维柯在《新科学》（1774）中所阐明的原则而得到理
性的理解，以致于我们真正能理解的只是我们创造的东西，换言之，人们只能根据事物被创造出来的
方式来理解它们。
维柯的方案被称作“真实即事实”这一等式（the verum／factum equation），也就是说，作为历史中的
人，人们认识他们创造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所谓认识就是去认识一个东西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从而从其人类创造者的角度去理解它。
因此，赛义德认为，维柯的观念还具有诗性的智慧，即历史知识是以人类创造知识的能力为基础的，
而不是被动地、回应地和迟钝地接受知识。
他指出，尽管维柯相信人文主义的认识的确存在，它起源于原始的或他所说的诗意的思想，并且随着
时间的流逝而发展成具有某种确定性和真实性的哲学认识，但是，维柯持有一种悲观的观点，即人类
的认识始终受到“人类心智的不确定性”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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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是作者王宁应重庆大学出版社约请，和作者过去的博士生生安锋
和赵建红博士共同完成的，其中由作者本人撰写导论和第二编，并对全书进行统一修改；生安锋撰写
第三编和第四编；赵建红撰写第一编。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进一步深入研究，书后附有主要参考文献，其中绝大部分为书中直接引用，少数
为间接引用或参考。
《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各个章节的写作实际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作者
比较早地在国内介绍后殖民理论及后殖民地文学，个别章节是2010年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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