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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共分6个章节，主要对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作了探讨
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文化危机：现代性文化历程反思；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意识形态和
乌托邦；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宏观社会语境分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批判：意识
形态传统批判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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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良，男，1964年9月出生，浙江海盐人。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工作系主任。
曾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并获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高校哲学、社会学等专业教育；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社会政策、
弱势群体相关理论等。
已经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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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主客体维度1.文化的客体功能性维度2.文化的主体性自我意识维度二、概念辨析：现代、现代化、
现代主义、现代性1.对“现代”概念的理解2.对“现代化和现代主义”概念的理解3.对“现代性”概念
的理解三、历史进程：人类理性精神发展之路1.人类理性觉醒时期2.人类理性独立时期3.人类理性崇拜
时期四、路径依赖：现代性文化反思1.现代性文化反思：理性吊诡和文化批判2.全面检讨：四种反思的
理论第二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后现代主义：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
转向1.对待后现代主义的辩证态度2.后现代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二、人的存在方式：意识形态和
人1.“意识形态”概念的传统理解及其泛化2.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和客体性三、人的理想寄托：“乌托邦
”情结1.道德意义上的乌托邦2.政治意义上的乌托邦3.文化意义上的乌托邦四、理论轨迹：詹姆逊后现
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阐释学1.詹姆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2.詹姆逊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第三
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宏观社会语境分析一、全球化哲学语境：“后现代”的历史解释1.
全球化发展的理论研究2.“后现代”的历史解释二、社会基础的变革：世界政治新秩序下的马克思主
义1.后现代主义的宏观社会背景2.新秩序下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三、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辩：终结论
及其理论发展第四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批判：意识形态传统批判一、从托拉西到黑格尔：前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二、理论的元批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1.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
原理2.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3.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元批判三、思维中的辩证法：西方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批判1.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2.论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生命力3.思维中的辩证
法：彻底批判的意识形态理论四、批判的批判：错误意识、领导权和文化物化1.错误意识和科学意识
的对立2.领导权或阶级统治合法性(进步和反动的对立)3.物化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五、批判的转向：从文
化批判到语言批判1.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2.阿尔图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3.支配权的意识形态4.语
言上异化的意识形态批判第五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意识形态阐释学一、文化的阐释模式
：后现代意识形态理论1.对“文化和阐释模式”的理解2.对后现代意识形态及其作用的理解二、三大基
本原则：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1.叙事和阐释相统一的原则2.总体化的原则3.形式辩证法的原则三
、文本阐释困境：文本阐释的意识形态性1.对文本阐释模式的评价2.基督教经典阐释的启示3.文本阐释
的“三个视域”四、历史阐释困境：历史阐释的意识形态性1.历史主义的困境2.四种传统解决“困境”
的方法3.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法第六章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证：资本主义文化分期
理论一、文化主导逻辑：生产方式逻辑的重新读解1.文化分期思想的形成2.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的
影响二、文化分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阐释学1.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2.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
问题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四、超越后现代主义：认知测绘理论结语 现代性和意
识形态性附录 论中国文化对布莱希特戏剧实践和理论的影响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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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新康德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恩斯特·卡西尔（西美尔的学生），他要创立文化哲学体系
，其最著名的《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著作的主题就是要证明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人才
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卡西尔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
”在卡西尔那里，“人一符号一文化”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说，人就是符号，就是文化，这是
不同的三个“位格”，而不是三个不同的存在物。
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就是“符号活动”，而作为这种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
物”，还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也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
在卡西尔那里，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多样性都可以被抽象为“符号”对“文化”的各种关系。
在卡西尔的观点中，人就是“符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也就被抽取了“现实”状态，人类的文化
也演变为一种既定的“先验的构造”，全部的文化都是人自身以其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
产品”，而不是从主动或被动接受实在世界而直接给予的“事实”而来。
卡西尔文化哲学中康德的先验主义知识论色彩还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在卡西尔的人类文化哲学中，文化本身是人的“劳作”的能力的象征，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
动中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且也只能在文化活动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确实，在现实人的感性经验中，人们决不可能发现构成文化世界的各种活动能够“和谐相处”，反而
常常能看到的是无休止的冲突和斗争。
例如，科学思维和神话思维之间的矛盾及冲突，宗教及其组织为了捍卫其纯洁性却要打压科学发展并
压制艺术的想象力。
“人类文化的统一和和谐似乎至多是一种善良的欺骗而已——它不断地被真实事件进程所挫败。
”在人类文化的创造性活动中，各种外显性的文化都可以分成不同的活动，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并
追求不同的目的。
这样，卡西尔的人类文化哲学并不能满足于人类活动的外在结果，其所要追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
是活动本身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也就是说，要追求的不是抽象的文
化、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要去研究人的文化的创造性活动本身，研究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文化
是人的主体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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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光明学术文库·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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