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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他者》

内容概要

本书为当代国际文化理论前沿问题论集。主要涉及文化研究与社会美学。其问题发生的语境是资本主
义及其全球化。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美学的问题置于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语
境或视域进行考察。本书的重要论点或学术贡献有如下几点：
第一，作者一直主张，“全球性”是超越或同时包涵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个新的哲学概念；在此
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提炼出一个“全球对话主义”的哲学。
第二，现代社会的形成，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抽象化和文化化的过程，符号化、图
像化或审美化乃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维度和必然逻辑，本书以“美学资本主义”称之，这一点应
当坚持；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仅有浪漫主义的“审美现代性”批判将是偏狭的，这种理论看不到
在资本主义与文化或美学之间还有一种积极的建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只是与诗歌相敌对，而
且其本身即蕴含着一种不是诗意但类似诗意的要素。
第三，后现代主义，或具体于德里达的解构论，并未完全丢弃现代性的认识论，它也从来不是一种虚
无主义，而是一种激进的认识论，一种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它以极端的形式——意义永远不可能被
我们捕捉到，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意义的踪迹——提醒我们，在通往真理的途中，有层层的文化垃圾
等待我们去清理。
第四，作者研读后现代主义有年，曾将其视角应用于对孔子思想的观察，著有《后儒学转向》一书；
作为一种延续，本书“财产即再现”章是对老子财产观的后结构主义阅读。文章先给出老子财产观的
对立面，即认为财产即人格（personhood）。这种理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所表现，而在西方社会由
于自由主义的推动而居于主流位置。老子将财产界定为分割、私有、圈定、排斥和占有，它是“有欲
”，但更是“有名”，是“秀出”于无意识和日常生活，因而也就是在语言中的存在，是后结构主义
的“再现”。在把老子财产观引入当代学术视野的同时，该章不得不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强力推行老
子后结构主义式命题“道可道，非常道”于其整个文本。这虽是前一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但亦具独
立意义，是对老子研究的一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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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趣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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