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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身体》

内容概要

自从尼采和福柯以后，身体日渐成为当代理论的一个焦点，成为刻写历史痕迹的一个媒介，文化、权
力、政治在这里展开了歧异的纷争。而身体不仅仅是被动的刻写机器，它有时成为一股积极主动的爆
发性力量。这种两重性使身体和包围它的社会语境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本书收集的论文从各个方
面对这一关系进行了探讨，在德勒兹、鲍德里亚、齐泽克、朱迪丝、巴特勒等人的论述中重新打开了
身体的秘密。而且，福柯的论述或隐或现地几乎贯穿在每一篇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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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身体转向
一、身体与哲学
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
身体，或符号的巨大坟墓
如何令身体陷入僵局?
身体
二、身体与生命政治学
无器官的身体
身体及其敌视者
自然的身体：我们这些离经叛道者
古典时代有关人类主体拥有自己身体的方式的观点以及笛卡尔对它的反驳
三、身体的性别政治
身体至关重要
虚拟女性：身体与代码
绘画中的女孩形象：现代性、文化焦虑与想象
芭比与人体测量学：通俗文化中令人不安的
女性身体理想杰奎琳·厄拉艾
四、身体与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中的身体
姿态、身体形象与性玩具的时尚
身体的“控制”——身体技术、相互肉身性和社会行为的呈现西蒙．威廉姆斯
福利与身体秩序：建立身体话语转换的理论
饮食话语
现实的身体果真站得住脚吗?：有关虚拟文化的边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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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部分文章
2、关注前言梳理和鲍德里亚两篇。一方面，身体是权力协商的场所，充满了被铭写的印痕，印痕本
身即意义，比如孙悟空头上的箍；另一方面，身体又是数码时代最后的“真实”，在后人类时代提供
一种稳定身份的证明。切记，始终在尼采巴塔耶福柯的维度上理解身体。
3、其中选的一些文章还是不错 有些关键术语的翻译确实有问题 还有要是能把每篇原文的详细出处都
给出就好了 但老汪手下的人搜集翻译资料的贡献仍然不容抹杀滴⋯⋯
4、总体不错，但太支离破碎，翻译也有些问题。其实某些关键词，还是保留英文原文好。
5、有些章节有创见！
6、这个看颜的世界⋯⋯//部分篇章的翻译之渣难掩理论的洞见性。
7、身体与哲学、与生命政治学部分大半看得吃力而毫无乐趣，但好像强迫自己遵从无形的计划读书
、看片、写作，就可以维持头脑的健康和意义的繁荣——也没准和消费社会通过广告手段宣传的运动
、节食、保养来塑造健康身体的典范一样
8、当观察对象也是主体的时候，其内在张力就好玩起来，后结构就是要擦拭那些被遮蔽之物
9、很多片看不懂，特别是德勒兹那篇。。。我能怪翻译的不好吗。。。
10、这套都不行⋯⋯
11、身体问题的论文集。
12、书是好书，选文的眼光非常独到有代表性，但是译者水平亟待提高，一本书里一个专有名词出现
三种不同译法实在是让人无语。比起前面哲学和生命政治学的冗文，后面关于性别政治和消费文化的
部分更值得一读，其中许多观点虽然现在看起来并不算新颖，但仍然非常经典，值得反思学习。
13、居然把读完了，太后悔了！身体从现代哲学开始转向，终于从被轻视和被压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身体是自由的，它不依靠任何外物也不依靠内心理智来支撑。身体又是被社会建构的。这二者之间
的关系就是力与场的关系，最终形成符合文明道德和法律的身体社会场所。
14、法国那几个家伙是不是故意写得让人看不懂。。。
15、翻译真的可以再好点⋯⋯尤其是理论这种东西。
16、第二部分“身体与生命政治学”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其余几部分刷完。前言和身体与哲学部分
写得精彩易懂，抄了不少句子。比如，“灵魂活跃状态的前提，是身体的必要尘封。”是不是比“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要有逼格得多？哈哈！看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决定要好好读尼采和福柯。
17、这翻译让我觉得。。。。根本就找不到什么莫非的《沉默的身体》，里面对人名和书名的翻译真
的大丈夫???
18、尼采之后的身体转向。为何身体至关重要。非常好看。
19、新版的居然卖到50，物价涨得这么快啊
20、一切的关系可能都是权力的关系；一切的问题可能都是人性的问题。
文化研究关键词的编者汪民安，最靠谱的一本。大学里看西方文史哲看的一知半解，准备转东方文史
！
柏拉图奥古斯都灵肉分离，尼采大吼身体最重要！正是身体创造了所有的历史！与黑格尔大历史大趋
势“正反合”唱反调。福柯拜尼采教，但悲伤的发现身体被历史毁得千疮百孔。一切关系都是权力的
纷争关系，权力位阶的差带来欲望的不满足。资本主义对身体的编码就是乌托邦美丽新世界。身体藏
匿着所有的对与错，文本藏匿着所有的快感与麻木。好的文献综述让我也能憋出一段更短的装逼综
述_(:зゝ∠)_
21、看不懂哦~~~尤其第一章哲学部分~~
22、所选文章其实很不错，但译文实在不敢恭维。译事艰辛，这谁都知道，但不能因此而太过随意。
举一例，理查德·桑内特有一本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叫《公共人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
迈克·费瑟斯通的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恰好提到了这本书，译者竟将之译为《公共男人的秋天
》！汗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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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理论不是天外来客, 不是突然闯入西方世界的怪兽, 不是一堆莫名其妙的词语的怪异组合, 理论自有
它的起源, 有它的流线图,有它的旅程。这种旅程遍布着小溪, 在某个季节, 这些小溪相互交叉、穿越、
融合、改道,终于汇聚成汹涌的理论河流——理论决非一个粗俗的骗子, 一夜之间大摇大摆装腔作势地
登上了历史的假面舞台。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稍有了解的话, 如果我们粗略地知道俄
国形式主义的起源的话, 如果我们大致翻阅过胡塞尔以来的德国哲学的话, 如果我们对并不艰涩的索绪
尔稍具常识的话, 那么, 我们不会武断地指责理论是些花哨的游戏, 不会十分外行地攻击理论的蛊惑人心
。理论是有其根源的, 理论也是有其“伟大的传统”的, 理论不是三两个人精心策划的。那么, 60 年代
以来的这些云山雾罩的理论到底有哪些硬壳呢——如果将他们的外套脱掉后, 显示出来的并非赤裸裸
的行尸般的肉体的话? 这个问题难于回答, 甚至没有答案, 但是, 为了理论的声誉, 为了回击对理论的指
斥, 为了捍卫一种复杂的知识形势, 最重要的是, 为了个人的原因, 为了我个人的趣味、价值观以及我对
理论的持续不断的欲望,最终, 是为了我的一种基本生活态度, 我想从我个人的角度斗胆指出理论的几个
基本意志。( 一) 理论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反对形而上学及其各种各样派生形式。这是理论从尼采那里继
承来的最大一笔遗产。形而上学贯穿于整个西方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 它构成了一种西方无意识, 成为一
种压力, 一种控制手段, 一种毋庸置疑的思维方式, 一种自然而然的处世态度, 总之, 它类似于西方历史中
的最大公理, 最深信念, 它笼罩在整个西方文化上。理论不折不扣地针对着这样一种公理,他们以各自的
方式在摧毁着这种信念。自然而然的东西现在被视作是人为建构的; 神话总是有一只历史之手在悄悄
地扶植; 真理不是亘古不变的, 它不过是赌场上的骰子, 根据各人的利益滚来滚去; 人、人性、自由这些
概念只是在历史的某一时刻, 被某一种知识形式和知识学科所生产出来的; 万物的背后并没有一个共通
的本质, 并没有一个神或上帝在操纵和主宰。总之, 我们现有的一切不是先天性的, 我们不要盲信某种价
值观, 不要盲信某种优先标准、等级和本源, 我们现有的一切很可能是各种偶然性的产物, 是欲望、权力
和瞬间性的产物, 因而, 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臣服, 值得我们心甘情愿地拜倒。也许, 我们真的应该
听命于欲望、肉体和各种各样的怪异念头——怪异之所以称作怪异, 正是形而上学的压迫后果和证据, 
福柯和巴特的理论都在反复劝告我们: 合法地发展你们的怪异性吧!( 二) 正是对怪异性的吁求, 使理论本
身突破了各种各样的所谓正当性——我们更学术化地称作理性——的框架和范畴, 理论很难再用旧的
传统的——同样也可以说是理性的——学术机器进行裁剪。专业分工本身就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
的产物。理论破除了学科界限, 它根本不在意那些条条框框, 文学、史学、哲学的划分本身就是形而上
学的一种有意压迫, 因而, 理论在这些所谓的人文科学里往返穿梭, 它没有学科意识, 它吞没了那些陈规
俗套, 它并没有故意将这些学科改组、合并、连结、配置, 从而建立一个总体性的学科。相反, 理论没有
任何的学科欲望, 它只有解释欲望, 只有问题欲望, 这些问题不是依据学科来划分的, 问题就是问题, 没有
类型式的问题, 只有问题本身, 因而只有阐释本身, 只有理论本身, 只有理论话语本身, 最终只有一种写作
本身。不要硬性地将理论划入到先前的某个范畴内, 理论是对所有范畴、学科和类属的爆炸。( 三) 这
种爆炸的后果就是话语碎片, 就是理论的物质形态, 就是理论文本本身, 它常常是断裂式的, 也是闲言碎
语或者是不知所云的。这是理论遭致攻击的直接原因——对理论的抵制在少数人那里是对虚无式的相
对主义的抵制, 在大多数人那里, 则是对理论话语的暧昧主义的抵制。但是, 我要说, 正是理论话语的这
种暧昧性才是我深深迷恋理论的原因之一。理论反对各种各样自以为是的真理观, 对此, 理论心知肚明, 
它们当然不会视自己为真理的顽石, 不会将自己死死绑在意义的树桩上, 因而, 复杂、暧昧、模糊和艰涩
趁虚而入, 正是这些话语特性使理论背上了晦涩的声名。但是, 晦涩, 正是事物的魅力所在, 清晰和明了
只是懒汉的哲学, 一目了然对于弱智来说总是兴高采烈的, 晦涩则总是伴随着复杂、高级、陌生以及对
智慧的挑战。即使是背后一无所有的晦涩, 也比那些一目了然的真理更加耐人寻味。再说, 能够制造晦
涩不是对形而上学和理性的抵制吗? 晦涩既是本能, 也是世界观。有关理论的晦涩行话, 我还想意气用
事地再多说两句。理论话语之所以是晦涩的,只是因为我们先有了所谓明晰概念, 明晰也构成了我们的
日常神话; 我们之所以对有些话语感到明晰, 并非自古以来它们就是明晰的, 明晰的话语逐渐地改造了我
们, 使我们渐渐地适应了它。这种明晰性的历史也有一个暴力过程, 理论话语正是对明晰性神话的抗拒, 
在此, 晦涩的理论行话就隐含着历史的抵抗力量, 它依然有意无意地将我们从某种熟悉的日常情境中拖
出来, 把我们扔进一个陌生的语境里进行敲打。最终, 这种晦涩的理论话语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如果语言真的类似于呼吸的空气的话。晦涩不应等同于胡言乱语, 尽管晦涩常常以胡言乱语的形式出
现。我倾向于将晦涩理解成某种阿多尔诺式（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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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现实合理性”原理，强调维护个人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反对任何社会强制和对社会现实
的顺从，认为理论思维本身就是否定，除了否定不可能是别的。编者注）的拒绝行为, 晦涩的理论话
语令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狼狈不堪。这样, 理论话语本身就具有一种潜在的政治性。同时, 不应太
看重话语背后的意义,我的阅读经验是, 在碰到无法穿透的词语时,最好就把它视作是炫耀、卖弄、无意
识的偶然闪现以及纯粹的修辞性, 或者将理论读作虚构, 读作小说, 将理论视作一种纯粹的能指,一种罗
兰·巴特式的不及物写作, 一种高级而复杂的语言嬉戏。我们更应该对理论的句子本身保持敏感、耐
心和足够的注意力。高级的理论行话总是美文, 巴特、本雅明或者福柯值得反复吟诵。( 四) 这不是在
为理论的虚无主义辩解吗? 一种理论如果没有实践性, 没有它的现实框架、构型和功能, 这种理论价值
何在? 这种理论不是丧失了任何的干预性和政治性吗? 这是对理论的又一指责。大家都会同意赛义德理
论乃至福柯理论的现实有效性, 但是, 解构主义, 尤其是德里达主义在政治上是无关痛痒的。这种指责根
本没有考虑到解构主义的反控制一面, 解构主义砸乱了文本中的形而上学锁链, 但是, 它同样对各种各样
的现实锁链持怀疑态度。我想以刚刚结束的科索沃战争为例, 来谈谈理论——通常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后现代理论—— 的政治性。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形而上学战争, 美国及美国价值在此是普遍性种子, 世界
各地都应栽上这种起源性种子, 都应在此基础上发芽生长, 总之, 世界应该按照某种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
的模式—— 正是在此, 美国代表着形而上学的派生性本源——组织它的叙事。任何边缘的、异质性的
叙事都应受到这种大叙事的控制和压迫。南斯拉夫毫无疑问是异质性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异质性叙
事是怎样遭到主导叙事的压迫和控制的。在此, 差异, 绝对的差异, 应是一种公正的政治想象, 应是一种
自由想象, 差异间的嬉戏也许不是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 而是自由的必然姿态。后现代理论—— 无论是
德里达还是利奥塔—— 不会认同美国形而上学式地一统天下: 绝对的本质主义就是绝对的压迫, 绝对的
中心化就是绝对的控制, 绝对的价值观就是绝对的恐怖主义。正如福柯所指出的, 人权、自由也不应是
普遍主义的, 它们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偶然发明。人权战争当然是对普遍主义的想象战争, 公理、准则
、法律说到底——还是福柯的看法—— 是话语/ 权力的产物, 真理性话语下面都隐藏着权力和利益欲望
。有关科索沃战争的话语都是以真理和公正的语气陈述的,然而, 真理话语却有好几副面孔, 谁还会相信
真理? 真理永远只是权力的影子。科索沃战争真是后现代理论的试金石。对理论的抵制同样是压迫式
的, “伟大的传统”难道不是规训我们的本源? 难道不是想让人们放弃他们此时此刻的探究? 不是想用
统一性的罩子来笼盖差异? 不是想用理性来排斥怪异性? 不是用一种价值观来压倒另一种趣味? 理论总
是遭到批评、斥责和嘲弄,但理论却很少主动去批评、斥责和嘲弄。之所以如此, 我想, 正是因为理论深
知差异的必要性——差异再一次流露出它的民主性来——只有绝对的差异, 才能最终消除形形色色的
恐怖主义, 才能消除专横的独断论, 才能消除因为乏味、无知以及或多或少的嫉妒而对理论所产生的那
种傲慢态度。
2、该书以选文为主，是一本研究身体理论的很好文选。梅洛.庞蒂曾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
的问题开始”。要想真正了解当今社会的特征，我们必须知道身体在社会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

Page 6



《后身体》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