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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曾被体验为一场危机。
需要用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那些已被人们认识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就此而言。
理论话语可以解读为对历史危机所作出的反应。
对动荡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反应，以及对由先前稳定或熟悉的生活和思维模式的解体而引发的社会和
知识骚乱的反应。
新理论和新观念阐述了新的社会经验。
因而，新兴话语的激增意味着社会和文化正在发生着重要的转变。
　　——贝斯特、凯尔纳　　它们既是理论又不是理论。
是理论之不可能性的普遍理论。
⋯⋯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克服对理论的抵制，因为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制。
文学理论的目标愈高尚。
方法愈完美，它就愈加变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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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理论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理论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同时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与生机。
这就要求理论自身不断地去追求变革与转型，以获得面对急剧变化时代的阐释能力与批判向度。
　　《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批评理论重构》是作者关注后现代转向及其当代文化思
想范式转换这一理论题域的阶段性成果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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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伟，笔名宋一苇，哲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理
论和文化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在《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著有《批判与解构：从马克思到后现代的思想谱系
》、《审美视界》、《狂欢时节的张望》、《美学基本理论》、《摄影艺术教育》等学术著作；主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马克思美学原典的文本学解读；曾获吉林大学优
秀博士论文奖、吉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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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后理论时代的批评理论如何可能第一章 现代性终结：从现代性危机到现代性批判一、现代性的
多副面孔二、现代性谱系与历史时间三、哲学事件与事件哲学四、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阈中的当代美
学第二章 后现代理论：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一、后现代范式与后形而上学思想二、工具理性神话
与知性思维的消解三、形而上学谵妄与本体思维的解构第三章 启蒙的神话：从理性建构到理性崩溃一
、理性的奠基二、理性的确立三、理性的吊诡四、理性的崩溃五、艺术化返魅第四章 主体性黄昏：从
大写的人到生存的人一、当代哲学转向与主体性哲学终结二、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三、镜像
自我与语言建构的主体四、生存困境与人的无限敞开性第五章 生存论美学：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一、
存在的遗忘及其克服：进入诗意栖居的澄明之境二、人的异化及其克服：从劳动实践到审美实践第六
章 实践存在论：从实践论美学到存在论美学一、苏联模式：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二、实践唯物
主义：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三、后形而上学的境域融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第七章 语言学转向：从
对象性到非对象性的诗性道说一、拒斥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二、言说不可言说的诗性语言观第八章 
文化工业：从文化生产到文化批判一、批判理论视阈中的大众文化研究二、文化生产与传媒文化政治
三、资本逻辑、消费社会与艺术商品化第九章 视觉文化：从摄影作为艺术到艺术作为摄影一、凝视帝
国中的形而上学二、从摄影作为艺术到艺术作为摄影三、机械复制时代的视觉文化四、绘画的本源性
与艺术现象学第十章 景观社会：从乌托邦到异托邦一、都市景观的物化与异化二、都市景观的欲望化
解码三、都市景观中的放浪美学四、娱乐狂欢与笑的文化精神第十一章 空间转向：从时间与存在到空
间与存在一、空间转向与思维方式的变革二、空间生产与空间表征三、空问转向与身体转向四、空间
转向与文学理论范式的当代转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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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此，我们主要从本体论理论层面人手，看一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如何在形而上学的改写之中被
本体论化、认识论化和实证论化，并尽可能地辨识其改写过程中所固持的形而上学真实面目。
从本体论层面看，董学文对.“实践”进行了“实体本体论化”的理解和阐释，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改
写为“物质本体论”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
董学文以“物质统一性”或“物质一元论”为本体论根据，在否定“实践本体论”进而否定“实践一
存在论”的前提下，指认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物质本体论”哲学。
他说：“实践不能决定物质的客观存在，不能决定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也不能涵纳人类的一切行
为和世间的万物。
因此，实践不能作为本体，也不具备本体的意义”；⋯实践一元论是‘实践本体论’的另一种说法。
这种观点认为，世界和人类社会依据‘实践’而存在，‘实践’是世界的本原和本体，这就取消了世
界的物质统一性。
以‘实践一元论’代替‘物质一元论’，不是走向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而是滑向了‘唯心主义的
’实践”；“倘若把马克思的本体论说成是·实践存在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终结了传统的物质本
体论，建构的是一种新的本体论，那就和马克思本体论的原意不相符合了”。
在此，董学文十分明确地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本体论的哲学，而且是“物质一元论”的物质本体
论哲学。
　　虽然，关于本体论这一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翻译及解释，但作为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第一哲学”，
本体论奠定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形而上学根基。
无论将其理解或翻译为，关于“在之所以为在”的学说（在论、有论、存在论），还是关于“是之所
以为是”的学说（是论），就传统意义上来说，本体论都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以追问世界终极存在
为理论目的的知识形态，一种试图通过逻辑规定的“是”来探究终极实在的“在”的哲学思维方式，
亦即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
“是”之最高逻辑抽象的演绎与“在”之终极超验实在的追问，构成延续两千年之久的“本体论诱惑
”或“本体论承诺”的西方哲学传统。
“是”与“在”的一体结构，使本体论哲学深陷于抽象与具体、超验与经验、逻辑与实在、本质与现
象、终极与变动二元分裂的形而上学深渊之中。
　　本体世界、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分离，认为在现象世界、经验世界背后隐藏着支配决定万物的
超验本体，超验本体是世界存在的本原、根据和基础，现象世界、经验世界不过是超验本体世界的变
相和变体，确信通过逻辑概念能够揭橥经验现象背后的超验本体。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本体论既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它的最高目的和立论前提，又是它用以研究各
种问题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方式。
当代哲学将其指认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均
可以理解为，是从逻辑规定的“是”与终极实在的“在”这两个不同方面或层面，对本体论的形而上
学性质加以理解与定位的不同表述方式董学文将马克思哲学指认为以“物质统一性”或“物质一元论
”为基本原则的“物质本体论”，不仅使马克思哲学倒退到近代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而且将其倒退到
更为原始古老的形而上学传统之中。
古希腊哲学家按照因果关系的思考模式追究世界的第一因，这种追本溯源的思考方式把某种终极物质
、理念、上帝或心灵看做是全部现象的本体根据，并不同程度地设想终极本体的存在，由此奠定了西
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根基。
其实，无论是物质、理念、上帝或心灵都是哲学反思的最高抽象而形成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其合理性
上只能作为理解和说明世界的逻辑根据，而不能作为事实上、实体上或本体上的根据。
而形而上学哲学总是倾向于把这些本体概念看做是指称某种实在的本体，从而把概念实体化或实体概
念化，这就是西方两千年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
也就是说，作为形而上学，它只能抽象地设想某种超验实体的存在，或超验的设想某种抽象实体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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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种实体本体论只能抽象地设想“物质”、“精神”等概念实体或实体概念。
因此，从实体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上看，无论是唯心主义的“精神”、“主体”，还是唯物主义的“物
质”、“客体”，都不过是一种抽象地本体论设定。
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唯物或唯心，而是这种本体论的抽象预设，即形而上学的抽象预设。
从此意义上说，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以至于主张消灭或终结哲学，主要针对的就是这种形而上学本
体论的抽象设定　　相较而言，对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抽象设定，比较容易理解，所以直接将其称之
为“概念哲学”、“抽象哲学”、“意识哲学”或“精神哲学”，而对于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抽象设定
，则往往容易忽视或难以把握。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哲学，既批判唯心主义，又批判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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