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绝对”才是文化研究的不竭源泉
———２０１２年度文化研究类图书盘点

□ 翁立萌　胡疆锋

　　２０１２年，文化研究势头正旺，图

书出版依然活跃，一些丛书逐渐树立了

在该领域的品牌地位，文化研究继续保

持着跨学科的个性和批判的锋芒，对文

化与权力、视觉以及传媒之间的复杂而

微妙的关系，以及进入消费时代的城市

文化、文化空间建构、青年亚文化等问

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文化研究的两大品牌：

“热风”书系和 《文化研究》系列

近年来，我国文化研究基本形成了

南北两大重镇：南方是上海大学的文化

研究系，以王晓明为代表；北方是首都

师范大学的文化研究院，以陶东风为代

表。他们的研究团队出版的系列图书也

逐渐成为本领域的品牌。

先看王晓明等学者的 “热风”书

系。继出版 《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

《“城”长的烦恼》《巨变时代的思想与

文化》等著作之后，２０１２年他们坚持

关注当代中国，关注当下，连续出版了

多本书刊。 《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

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王晓

明、朱善杰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３月）是我国第一本介绍太平

洋西岸各地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

来趋势的文论选集。文化研究在亚洲迅

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贫乏的困

境，因此亚洲文化研究之关键在于打破

“亚洲”成见，审视 “亚洲”内部的差

异。同样，《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王

晓明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３

月）将关注点由亚洲转移到中文世界文

化研究的内部差异，向世界文化研究学

术界展示了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已经形

成了堪称丰富的特性，显然这种丰富会

伴随着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的不断探索

而越加扩展。就当下而言，世界多格局

的形成，并没有改变美国文化全球性绵

延的趋势，“美国”已然成为了一个符

号，一种欲望，一种生活方式，在人们

心中传递着虚假的信念。 《生活在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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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代———社会思想论坛》（孙晓忠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３月第１版）

的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化的今天寻求和创

造一个新的理想世界和生活法则，它告

诉我们：当世界进入到后美国化的时

代，危机与机遇并存，世界的政治经济

格局也在发生位移，前途未卜，而这种

变动则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唯一

优势。

此外，《热风学术》推出了第６辑

（王晓明、蔡翔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６月），杂志依然保持着其创刊

之初的治学理念，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

精神的同时，也践行着当代中国知识分

子的社会责任感，该刊探讨了在后殖民

主义、后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性别问题、

城市贫困问题等。 “文本内外”由对劳

动、美与自然等美学问题的再探讨开

始，引入了对小说 《冷火》的解析。也

由此展开了对劳动价值观、劳动概念以

及工人阶级的探讨。 《视角与方法：现

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上海大学现当

代文学学科著，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３月）是王晓明团队的另外一本专

著，该书立足 “中国经验”，探讨了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创作环境、

时代主题等方面，涉及了当代文学生产

中的 《兄弟》、课程改革中的 “文学教

育”、当下农村初中生的文学环境、说

书人改造、６０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

的文化冲突、上海工人文学创作、大讲

革命故事、后革命时代的教育策略、《朝

阳沟》的 “乡土摩登”等话题。

陶东风、周宪主编的 《文化研究》

是国内唯一的文化研究丛刊，２０１２年５

月出版的 《文化研究》第１２辑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主要由明星研究、影

视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两个专题组

成。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

娱乐工业、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飞速，

娱乐业、艺人明星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

时代。掩映在这个 “黄金时代”之下的

明星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粉丝文化，已

然成为当代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亟

待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 《文化研究》

第１２辑对阮玲玉、郭敬明、韩寒、龚

琳娜等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明星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也探讨了电影

明星与中国想象、凡星研究的意义等问

题；大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

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在

塑造国民价值观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已

经逐渐取代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成为

大众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塑造者，

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的研究意义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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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价值观”专题则对大众文

化中的民族主义、国产言情剧的价值

观、人物传记电视剧创作的价值观、动

画电影长片的价值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

陶东风主编的 《文化研究年度报

告》（２０１１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出版）是 《文化研究》的

姊妹书刊。该丛书自２０１１年开始出版，

已经出版了两本。该书推崇有独特新锐

声音、见解、观点、智慧的有原创性的

文化研究成果，旨在充分展示国内文化

研究学派的特点，促进国内外文化研究

的交流，内含年度论文、文化研究工作

坊和信息与资料三个栏目。 《文化研究

年度报告》（２０１１卷）的年度论文由９

篇构成，涵盖了今日中国文学的格局、

文化记忆、 “文化研究”的困境、文化

研究与民族志、网络文学、穿越文化、

“新时期”电影与农民身体的政治等主

题，“文化研究工作坊”收录了 《检讨

书：公共空间里的私人忏悔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文化研究视阈下的北京鲁迅博

物馆》两篇硕士论文及作者的写作过程

回顾。“信息与资料”堪称该书的一大

亮点，不仅有上一年度的文化热点评述

和重要著述的评论，还收录了刘小新、

王毅等专家撰写的中国内地、香港地

区、台湾地区、美国、欧洲、澳大利亚

等地区的文化研究大事记。一卷在手，

全球的文化研究概况了然于胸。此外，

陶东风还出版了博客文集 《博言天下》

（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１月），收

录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化时评。

二、文化研究图书年度关键词

包括上述两大品牌在内，２０１２年

出版的文化研究图书围绕着一些核心问

题展开了讨论，下面撷取其中的四个关

键词进行述评。

关键词之一：权力

在整个文化发展历程中，权力与文

化的讨论从未间断，但是对权力概念的

理解似乎过于简单、模糊———权力的概

念到底从何而来？文化权力的理论是否

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呢？权力又为何

能在文化研究界产生如此大的文化共

鸣？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显然，这些

问题同样困扰着马克·吉布森，于是他

在 《文 化 与 权 力———文 化 研 究 史》

（［澳］马克·吉布森著，王加为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１月）一书中

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文化研究领域

中的权力概念。吉布森从文化研究的早

期形式进行论证，溯源的目的在于驳斥

文化研究是建立在权力概念上的说法。

对于权力概念的由来，吉布森从权力概

念与国家构成的关系入手，在权力所处

的广泛的文化背景之中对权力概念进行

了历史性的考察。吉布森自始至终都围

绕一个论点，即权力是一种非普遍化的

存在，存在于具体环境之中。吉布森注

意到权力概念广泛流行的背后所隐藏的

“危险”———文化研究对权力的过分关

注，所以将文化研究与权力概念相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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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更有助于对权力概念的理解。

葛兰西是对文化研究发展发挥关键

作用的人物。他的领导权理论在国内的

研究热度一直不减。继和磊的 《葛兰西

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之后，潘西华的 《葛兰西文化

领导权思想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９月）又对 “文化领导权”

进行了多维探讨，从哲学、政治学、文

学等多维度重新审视了文化领导权，揭

示了文化领导权在多学科间的渗透。

同样涉及权力问题的文化研究著述

还有 《话语权的文化学研究》 （陈开举

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该书探讨了人们获得更大范围地

实现话语权的途径。

关键词之二：城市

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主要城市相

继发生转型，但是两位英国学者彼得·

纽曼和安迪·索恩利却洞察到了这种相

似趋势下的差异，并在 《规划世界城市

（全球化与城市政治）》（［英］彼得·纽

曼、安迪·索恩利著，刘晔、杜晓馨、

汪洋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１

月）一书中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

世界城市其发展方向是多元的，而城市

管理者展示城市的真正目的在于实现其

全球性的指挥和控制功能。和以上学者

所不同的是，比林汉姆通过电视剧来观

察城市，他的 《透过电视了解城市：电

视剧里的城市特性》（［英］彼得·比林

汉姆著，宋莉华、王田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６月）以几部热播的英

国电视剧为切入点对城市特性、都市文

化进行了批判性解读。

全球化给农村和城市设置了同样的

难题，但机会与风险并存。在此背景

下，文化研究自身势必发生 “创新性”

革新。其实无论怎样定义城市文化，可

以肯定的是城市文化是消费文化所催生

的产物，而以大众消费和符号消费为特

征的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局部发达

地区城市发展的主要语境之一。季松、

段进所编著的 《空间研究：消费文化视

野下城市发展新图景》 （东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６月）正是立足于此，该

书结合当代中国城市的转型建立起了

“消费文化———消费空间———空间消费

———中国城市”的研究体系，具体解析

了消费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空间发

展的，揭示了空间的差异消费、视效消

费、体验消费、认同消费以及时尚消费

正在成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新机制及其为

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之三：可参观性及视觉文化

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场所在城

市化过程中被赋予了多元的文化价值，

获得一种 “可读的”身份，并借此在

“可参观”的新文化经济中占有一席之

地。也正是在此文化背景下， 《被展示

的文化———当代 “可参观性”的生产》

（［英］贝拉·迪克斯著，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１月）的论点值得关注，

该书认为，“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

的展示，但文化可有各种特定的含义。

作者在书中所探讨的是文化如何用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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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形式制造出来以及这种形式所蕴涵

的深意。在被展示的过程中，文化有效

地成为了某种被操纵、仿造甚至模拟的

东西。于是，世界具有了多重身份，对

世界的体验也具有可购买性。当城市开

发出都市空间、工厂成为了文化遗产，

乡村被划归为不同主题……文化被不断

地复制进场所的同时，也模糊了 “文

化”和 “自然”之间的界限。于是文化

在这种去区别化的过程中从封闭单一的

场所中转移出来，在城市中构成了新的

文化中心，即可参观的消费主义空间。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发问：是

谁在建构文化？以怎样的名义来建构？

建构出的文化究竟展示了什么？如果说

文化的背后是权力的运作，那么文化又

在维护着谁？伴随着发问我们陷入了思

考，这便是迪克斯的功力。

伴随虚拟空间的产生，人们陷入了

一种更加真实的 “互动仿真”。文化在

“数字化”空间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复制。

真实性何在？诚如迪克斯在书中所言：

“复制的只是现实的外表和感觉，而不

是其本质或对控制的反抗。”突破也仅

限于技术层面。何谓现实？何谓再现？

迪克斯在书中用一句：“只要关了电脑，

人们肯定会看到差别”便给出了答案，

一开一关，两个世界，再现无法取代现

实，所以虚拟空间无法抹杀人追求真

实、感受真实的天性。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视觉文化研究

方面也颇有建树。 《文化现代性的视觉

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 （吴婧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４月）一书

中对现当代中国传媒文化中的各种视觉

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在探讨了这

种被观看的视觉文化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以外，还探讨了视觉文化与中国现代意

识生成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之四：青年亚文化

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青年文化

最能反映社会变化的本质特征。因此，

青年亚文化群体对主导文化所进行的抵

抗一直是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上个

世纪的嬉皮士、朋克，发展到本世纪的

涂鸦、恶搞、网络亚文化等等，亚文化

发展出形形色色的风格，对主导文化、

主流文化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也让我们

发现了亚文化的复杂性以及解读的困

难。伴随着新传媒时代和文化符号消费

时代的来临，亚文化群体的身份以及其

所进行的 “仪式抵抗”呈现出碎片化、

混杂性、短暂性的趋向，我们需要寻求

一条适用于当代社会语境下的解读策略

和研究思路。 《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

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英］安迪·班

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编，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孟登

迎校，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３月）

便是这样一本及时的著作。这本论文集

指出：当我们开始步入符号消费时代之

后，亚文化呈现出一种碎片化趋向，风

格杂糅是其主要特征。当代的青年亚文

化是否真如波尔希默斯所认为的是一个

“风格大超市”？又或是其会衍生出什么

的新的文化特征呢？这些都包含在班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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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和哈里斯所要关注的问题之中。

和 《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

化的批判研究》一书形成呼应的是，苏

州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１２年出版的一系列

关于亚文化个案研究专著，内容涉及拍

客 （陈一： 《拍客：炫目与自恋》）、迷

族 （陈霖：《迷族：被神召唤的尘粒》）、

黑客 （顾亦周： 《黑客：比特世界的幽

灵》）、御宅 （易前良、王凌菲：《御宅：

二次元世界的迷狂》）、恶搞 （曾一果

《恶 搞：反 叛 与 颠 覆》）、ＣＯＳＰＬＡＹ

（马中红、邱天娇：《ＣＯＳＰＬＡＹ：戏剧

化的青春》）、网游 （鲍鲳： 《网游：狂

欢与蛊惑》）等。亚文化群体正是在这

些各异的风格中实践其价值理念，彰显

程度不同的抵抗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凯

瑟所言，“风格”于亚文化群体而言是

一个动词，是一种实现和追求的方式。

有趣的是，不同板块下的文化研究

图书关注着类似的问题，彼此也在对

话，如 《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

化的批判研究》和 《批评与文化理论中

的关键问题》同样对 “他者性”以及他

者文化进行了探讨，《被展示的文化》与

《规划世界城市 （全球化与城市政治）》

都对文化的可参观性进行了关注等等。

这些看似各有侧重的图书之间却存在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也恰恰说明了文

化研究的多元性与跨学科性的特征。

２０１２年的文化研究图书当然并不

限于以上几个关键词，比如凯特·麦高

恩在 《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

（［英］凯特·麦高恩著，赵秀福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３月）就在书

中探讨了多种具有意义与价值的问题，

在作者的笔下，英国电子内裤自虐的男

子、７·７事件等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

显然这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不无关

系：就事论事，绝不空谈哲学。通过观

察社会和参与公共事件讨论，麦高恩在

向我们宣告：文化批评并非纸上谈兵，

而是参与文化建设。当然也在点醒同

行：符号性解读并不是文化批评的最终

目的：“作品这一概念所带来的问题是，

它把研究的对象看做是某种自足的、固

定的、坚实的东西，一旦达到终点就完

结、终止”，文化批评如果只是停留在对

文化现象、公共事件进行符号性的解读，

那么文化批评的未来也只会止步不前。

正如麦高恩在书中所言，文化研究关于

意义的批判之活力便在于并不存在绝对

性的结论，而 “关键问题”亦然如此，

“没有绝对”才是文化研究之不竭源泉。

文化研究在中文世界兴起至今已有

二十多年的历史，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

在未来还要有更长的路要走，立足差

异，保持差异乃为中文世界文化研究之

不竭动力所在。以上对这些文化研究类

著述的归类仅仅是依据个人的阅读经

验，相关搜寻和理解势必存在疏漏和偏

差。我们看到了文化研究在文学、政

治、历史、视觉、城市政治、亚文化等

诸多领域的辐射性扩展，也再次感受到

了文化研究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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