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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
上形成的。
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
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的传人。
如果不算唐朝传人的景教和在元朝曾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也里可温教，因为这两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中
断了。
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量传人应该说是自16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人。
这两次重大外来文化的传人大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里程碑”。
[1]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传人，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它每一次
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
　　就各国的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文化（自然包括哲学）的发展大体上总是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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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
开掘，同时也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原有的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与规
范，使之得以定型和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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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有以下学术意向：1．关注后现代哲学与中国语境问题，对后现代在中国的语境、中国传统哲学
与后现代的关系加以厘定，以彰明近年来中国文化界在文化对话和理论变形中的问题意识；2．注意
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研究问题，讨论后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它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的关系，与
当代信息社会、科学哲学、女权主义、神学问题的内在关联和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学理反思；3
．研究后殖民理论与文化哲学问题，注重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内在关系中，透视后殖民主义在当代中
国的理论意向。
立足于中国本土化看全球化问题，清理东方主义视野中的权力话语，注重从文化社会公共空间的拓展
中对文化哲学、文化研究、后殖民语言等问题加以思考；4．注意西方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后现代
主义文化论述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某些修正和影响。
尤其关注全球化中的后现代问题触发的后殖民问题，后殖民话语对中国当代西学研究的“路标”调整
作用；5．关注港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介，使中国问题有可能在整体意义上得以展现；6．强调
中国内地学者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看法，包括其进入中国时引发的文化紧张、思想冲突、话语对抗
和理论汰变，使读者能对中国后现代后殖民问题有一个基本定位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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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序言导论  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哲学　一　后现代主义文化论争　二
　后现代主义哲学景观　三  西方后殖民主义的渊源与问题　四  第三世界理论与东方主义第一章　后
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播撒　一　知识阶层与思想话语　二　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　三  后现代主义的
思想范式　四　全球化与中国问题第二章  后现代思想的研究者　一　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　二　
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主义”　三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　四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五　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第三章  后现代文化的推进者　一　后现代哲学与现代思想　二　现代性
与后现代性　三　解构主义与后现代思维　四  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批评第四章　后现代理论的批评
者　一　后现代哲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二　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　三  后现代主义文艺反思　四　后
现代问题与知识分子第五章　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　一　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二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　三　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话语　四  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第六章  香港后
现代后殖民的思想脉络　一　香港后殖民理论与分析　二　后东方主义与文化身份　三　后殖民文化
危机及其神学思考第七章  台湾后现代后殖民研究格局  一　后现代主义路标  二　女性主义处境与殖民
记忆  三　后现代神学与史学第八章  海外汉学界的后现代后殖民反思　一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二　后现代与后殖民话语  三　“后理论”与文学批评　四　社会理论与“后学”第九章　“后学”
话语与中国思想的拓展　一　意义世界与认知地图　二　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命运　三　后现代后殖民
理论的局限性参考文献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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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周蕾进入更大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挖掘——西方语境中的中国学研
究问题。
她对一些汉学家痛惜中国变得越来越像西方的状况，尤其是对中国的科技文化甚至语言都逐渐失去“
差异”的批评，深不以为然。
在她看来，那种对“中国”所采取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方法在文学领域里通常归纳为：如果一个人研究
中国文本，那么他必须使用“中国的”方法，不能使用“西方的”方法，用“西方的”方法阅读“中
国的”文本就是以前者歪曲后者，这是周蕾所不能同意的。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中西二元对立的旧理念，其往往将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设定为：中国只能
保持古代的文化形态，才能成为西方的“被看对象”。
这种汉学家的当代偏见促使周蕾思考：“为什么这些强调中国研究统一性的汉学家们没能激发出我这
个中国人的热情来呢？
当我应该感谢他们捍卫‘我的’文化时，我与他们的对话中缺乏了什么呢？
有必要反思他们捍卫‘中国文化’的性质。
我把他们捍卫‘中国文化’的性质形容为对‘真正的’起源所持的理想主义式的执迷。
”周蕾进而认为，现代中国人知道自己不能墨守一个静止不动的传统生存下去，他们过的是混杂了“
西方化”的生活，他们“看”中国的方式也打上了西方影响的烙印。
许多汉学家不承认这个“种族观众”的现实，却喜欢从方法论和分类学的角度把中国划分成“前现代
”和“现代”、“传统”和“西方”的阶段。
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存在着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自己对这个传统是维
护还是重建的问题。
而且意味着，汉学和中国研究明显影响了西方“看”中国的方式，参与了“文化相对主义”思潮，这
种“文化相对主义”也在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划分界限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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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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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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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按传人时间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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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