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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学说的涌入，带给人们的不只是一些知识和概念，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情，
一种冲动，一种态度，它使人们自觉进入一个迥然不同的思想时代。

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哲学、唯意志论、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学说在80年代的中国都曾风靡一时。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过分繁琐的形式主义理论，在中国不具有丰厚的思想支援，它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
度上影响了一部分学人。
而后结构主义因其内在的张力，因其特有的批判性和开放性，将会对中国学人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学人
产生深远的影响。
只要年轻一代的中国学人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并且开始与西方的学界保持同步对话，后结构主义就
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下一阶段的人文学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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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既肯定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质疑它的绝对合理性。
在面对中国本土经验时，汪晖的分析一改过去自由派知识分子简单否定的做法，而是深入到历史内部
去理解那种历史情境。
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形成的研究方面，汪晖的观点出人意料地变得冷静而实事求是，
这使汪晖也被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打上“新左派”标记。
当然，在对现代性、全球化，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批判方面，汪晖的思想明显受到西方新马
克思主义或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不能不说他有偏左的一方面。
但同样没有理由认为，偏左就是一种值得怀疑的立场。
汪晖的多重质疑的态度，强调多元文化和可选择性（alternative），对全球化的怀疑等等，都是当代文
化研究的典型立场。
这也许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像汪晖这样坚决回归本土思想资源的人，却又保持着与西方最新思想
潮流并行不悖的位置，这也许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情。
总之，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尤为表现在有相当一批人文学科的青年学
者比较熟练而又不偏执地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不少偏颇和欠缺之处。
一个尤为突出的现象是，研究后结构主义的学者之间，居然很少展开直接对话，几乎各自都是从西方
的第一手或第二手资料入手，至于国内的同行的研究现状，则相互不予理睬。
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没有必要的对话。
这种状况导致这些研究总是在同一个平面展开，相互没有构成一种互动的推进局面。
也许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很少引述同行的观点，也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对待同行的观点
。
文坛有不少的争执和争吵，但少有认真的批评和对话。
人们大都乐意采用鸵鸟政策，只要看不见对方的存在，自己就是思想领域的独行侠。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运用后结构主义方法的大多数研究者中。
虽然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群体，也可以说汇集了当今比较有潜力的一群人。
他们有共同的思想资源，但未必有相近的立场。
立场如何也许并不重要，但他们之间也很少关注对方的研究状况。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几乎也从来不相互引用对方的观点。
当然，我们绝不是说同代学者要制造一种虚假的沆瀣一气的气氛，但如此有意忽略对方的存在，也不
能不说过于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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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浙史: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从各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的发展
大体上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的。
“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离异”则表现为对原有主流文化的批判和扬弃。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希望能把这一百年来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如何创立、冲突
、发展以及其走向作一较客观的（当然也会带有各位作者主观性）的描述、评论和展望。
本丛书共14卷，首卷为导论，其余13卷，大体按传入时间先后，每卷描述和评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
西方哲学派别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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