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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上一个世纪欧美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型裂变，也是近两千年人类精神气质的重要
谜团。
对这样罕见的文化现象，国内外仅限于具体学科的局部性开掘，或紧扣现代性的危机的对应性求索。
而这样一个整合性征候群研究，对中国的突破性发展和人类健康化生存，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西方后现代人文主流——征候群研究》是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
：“西方后现代人文思潮征候群研究”之成果，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基地重大
课题。
作者刘介民教授是国内有突出成果的文艺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家，他撰写了多种西方文艺理论和比较文
学著作，本书是他著作中的一部分。
为了使读者在短时间内对这部著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首先对刘介民其人以及他的学术成就做一
个简单的介绍。
自1980年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以来，迄今为止刘介民已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学术著作32本。
就其发表的学术论著看，刘介民是从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后来他的兴趣转向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
而使刘介民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是他在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的成果。
刘介民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对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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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简明扼要，对系统地了解西方后现代人文思潮而又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说不失为一本很好的入门书
。
另外，条理清晰、行文晓畅也是本书的特点。
穿插在本书中西方后现代哲学家、理论家的照片和生平简介，也为本书增添了一份趣味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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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介民，1980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文艺理论专业研究生。
1981年至1995年任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主任、副研究员。
1985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访问学者和客座研究员三年。
1995年至今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
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方法论、比较诗学、西方文论和文学批评。
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方法论》、《中国比较诗学》、《道家文化与太极诗学》、《国学基础导论
》、《类同研究的在发现》、《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
间》、《闻一多：寻觅时空最佳点》等专著。
编著有《中外比较文学研究》(5卷本，与John&#8226;Deeney合作)等书；编译著有《中西比较文学理论
》(英文)、《比较文学译文选》(日文)、《见证中国比较文学30年》(英文)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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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欧美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型裂变导论　西方后现代人文主流  第一章  西方后现代人文思潮征候群综
述　第一节  人文思潮征候群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后现代人文思潮的多样复杂性  第三节  人文思潮征候
群的批判与超越第二章  西方后现代人文思潮轨迹  第一节  后现代人文思潮理念　　一、西方人文主义
思潮探析    二、后现代人文思潮的发展  第二节  后现代人文思潮先驱  第三节  后现代新的人文学者第
三章  西方后现代人文思潮特征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身份    一、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方思想学
术界出现了一种后现代思潮的多声部大合唱    二、“全球化。
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是80年代被提出的    三、关于后现代思潮的文化身份，詹姆逊多次讲到过他认为当
今文化正在经历从现代主义的语言中心，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视觉中心上来    四、文化理解的多元性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趋向    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    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三、庸俗的后现
代主义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基本规定性    一、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  　二、后现代主义基本规定性
的反主客二元论    三、后现代主义基本规定性的反总体性第四章  后现代人文思潮学理定位  第一节  人
文主义与科学主义    一、人文学理与人文科学意向    二、自然科学的人文思潮倾向  第二节  人文主义
与自然科学    一、人文的本质是人的活动和行为    二、人文与自然的差异和理解  第三节  人文科学与
社会科学    一、人文活动是否属于“科学”      二、定义的学术前提或理论前提第五章  后现代人文思
潮理论谱系  第一节  解构话语和人性新论    一、德里达对人文主义的解构    二、福柯对人文主义的批
判    三、利奧塔与后现代艺术理论  第二节  对人文思潮的批判和超越    一、贝尔的意识形态与自我批
判    二、哈贝马斯对人文主义的批判    三、巴岱论性、宗教的精神活动  第三节  从话语符号到心态符
号    一、拉康：心理分析与符号学    二、巴特叙事符号的文学意义    三、鲍德里亚符码：拟像理论  第
四节  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新趋向    一、朗格的人文主义美学    二、伽达默尔的人文阐释学    三、德勒
兹生成论和人文流变    四、佛克马的视野与中国情结第六章　后现代人文思潮文学批评第七章　后现
代消费文化与人文艺术第八章　后现代人文思潮女性主义第九章　多维视野下的人文思潮网络第十章
　后现代人文思潮生态意识结语参考文献人名索引词汇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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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多元化、市场经济、科技浪潮的大环境中，资本主义在传统的物质生产力中难以得到解释，
因此才有了后资本主义对之超越，现代化对人类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可估盈。
况且当代社会所发现的诸种现象也难以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中得以“印证”，因此也就有了“后现代
”的崛起。
后现代概念包含一种解放因素，因为它可以使人们从现代的昏蒙视域中突破出来。
“后”性思潮敏锐地把握住现实的变化，并迫不及待地建立一种新的理念系统与之对应。
既反映出其求新求变的文化心态，也反映出其创造精神的仓促性、盲目性特征。
我们的人文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去深入研究人类全球化的复杂过程及其历史规律，因为说到底，全球化
对我们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同样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本书旨在探讨全球化和后现代语境中人文科学面I临的挑战和发展策略，在介绍詹姆逊、德里达、麦克
林等一些西方当代学者有关看法的同时，本书对中西文化传统作了若干比较，以图阐明全球化趋势带
给人文科学的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后现代文化强调感性的激进立场，则一定程度上可以同中国融会
贯通的传统哲学展开对话。
“后”性人文思潮在不同领域所掀起的一波波批判声浪中并没有向人们提示对未来的任何明确主张。
因此人们对“后”性人文思潮的用意，只能从其混乱语言状态的蛛丝马迹中加以窥视。
“后”性人文思潮是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在这一精神的引领下，它与庄严性、纯粹性及个体性等现
代主义价值相对立，从而展现了新的随心所欲，新的玩世不恭和新的折衷主义。
除了在对现代主义“批判”保持一致的立场外，至于批判什么、倡导什么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随意性
的理解和把握后现代主义有极端否定性与建设性之分。
因此，它并不是一种文化统一主张的形态集合，而是把世界引导到“碎片”、不确定的方向发触的“
个性化”，因此极容易引导人们更多地从负面而不是从正面对其加以阐释。
同时它又始终处于陷入混乱状态的边缘。
这一矛盾性评价是由“后”性人文思潮本身包含的矛盾，即超越现代文化初衷与狂妄的思维方式之间
的矛盾所引起的。
由于后现代人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人，其后现代人赖以立身于世的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存在
主义式的人说语言、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和人是语言的中心的看法业已失效。
也就是说，并非人控制语言或人说语言，而是人被语言所控制，说话的主体再不是“我”，而是“他
者”，语言在说我，昔日的一切能写出的“真理”和“终极意义”的冲动，只能化作无数语言的碎片
。
人成了非中心化的空壳主体，主体意向被自身掏空或悬搁，主观理性被客观感性消弥，如此以人为中
心的视点被人物多元的视点所打破了。
这个世界已不是人与物的世界了，而是物与物的世界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也不再灵长于一切
而单独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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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于西方后现代人文思潮征候群，无论是阅读与解读，都是思维与研究的登山之路，甚至比登山还难
。
因为无论是何等高山峰顶，人们都可以登上去。
惟有这理论的高峰和思想的绝顶，没有人能够宣称自己已经登上了峰顶。
我在这本解读的书中，也只能是在高山仰止之中，在山间不断拾取一些见解和认识。
虽然成书并立章有据，但远不能与西方人文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广泛深刻的体系相比。
这部书稿耗费了我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2004年在我完成了广州市社科联项目《解构诗学变异论——德里达研究》后就投入了这部书的资料收
集、整理、翻译等工作。
2006年被列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
文化研究中心基地重大课题。
在这部书稿写作过程中，我曾经将书中最新的内容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广州大学
中文系本科和研究生开过专业课程《比较诗学》宣讲过，以共同探究时代所面临的人文思潮问题。
我们就处于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思想的回潮、价值的迷失、对传统的依赖、社会的进步要回应
人文主义的诞生，围绕着对话人的形式，超越后现代，回到人文主义那里。
对于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国内学术界仅限于具体学科的局部性开掘，或紧扣现代性危机的对应性求索
，尚未出现深入的系列个案研究，尤其缺乏圆观宏照的综论式整合。
而这样一个整合性征候群研究，对中国的突破式发展和人类的健康化生存，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我自我清理思路、追问和探讨过程中，那些令我思考的一代代后现代人文思潮征候群的学者闪烁着
智慧的光芒。
征候群，英文为Syndrome，本意是指因某些有病的器官相互关联的变化而同时出现的一系列症状。
征候指发生某种情况的迹象，已经表现为有明显的特征。
“征”指迹象，释义有“表露出来的迹象”之义。
例如，征兆。
如果作为一种特征而言，后现代人文思潮征候群，是指某一些人因相互影响而达成一致的意向。
那就是我们所研究的“征候群”表现出的“后”性人文思想、后现代人文思潮征候群的精神禀性。
这种“后”.陛人文思想是指把人类的价值放在技术、商业、政治价值之上；这种“精神禀性”强调个
人的尊严及人是最终目的的思想。
西方出现“人文思潮征候群”，令不少西方学者神经紧张。
前所未有的辩论，按捺不住地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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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后现代人文主流:征候群研究》是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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