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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美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当代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柄谷行人围绕民族主义论题的文集。作者通过美学、精
神分析、语言学以及地政学独特视角的切入，在理论上对民族这一神秘之物予以说明和批判，同时也
对日本明治以降的“美学”及其内在斗争做出了历史性的批评，分析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再到帝国
主义这 一近代的推进过程中，塑造国民同质性基础的美学在面向他者时的困境。作者试图为克服“东
方主义”，真正与“他者”相遇而做出根本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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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美学》

作者简介

柄谷行人 Kojin 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学本科和英文科硕
士课程。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
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2006年荣休。是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至今已出
版著述30余种。代表作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走向世界共和
国》等，2004年岩波书店出版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
译者 薛羽，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上海人民出版社。译有《共同的生活》
《语言与帝国》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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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美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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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美学》

精彩短评

1、好看。但阅读时对自己的智商十分扼腕。
2、读了两遍才感觉有些懂了。柄谷行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风景的发现”和“颠倒”
，但其实那远远只是一小部分吧⋯⋯
3、柄谷最新译本，读！母校出版社，读！真是要变成柄谷O了这论文可怎么写
4、柄谷的论文集 集中处理日本这一“民族国家”和其“感性（鲍姆嘉通）、判断力（康德）、心理
结构（拉康）”间的议题 比较认同的是围绕“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的论述 古典东亚的
“中华帝国” 与近代日本推进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各种文化、宗教、艺术上的差异 想起导师的一
句话“体面的日本学者都有中华正统的幻想”
5、沃勒斯坦：自由主义是霸权国家推行的政策；帝国主义则是霸权国家衰退，众多国家争相袭取后
后继霸权地位的状态。“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循环；国家-民族作为交换的一部分；“我们
所要做的不是仅仅将民族当成现代资本与国家创造出来的想象物，而是视其为后二者得以存在的不可
或缺的一个环节。民族不单是想象(fancy)，更是联通并综合国家与市场社会的“想象力”(imagination
）*。（p.10) ---民族作为现代宗教；国家：掠夺再分配，民族：互酬，市民社会：商品交换；(p.49）
帝国特性：共同法律、世界宗教、世界语言；“被创造的共同体”*；无法苟同“历史循环”理论；
国家主义美学；冈仓天心与美术*；
6、柄谷自选定本五卷集中最后一部译成中文的著作。翻译很赞，精神译丛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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