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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
：“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
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
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
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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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研究指南》以其百科全书式的题旨，对这一领域进行了一次生动的介入，同时也是该领域内一
本可靠的指南。你可以放心地将其加入到你‘真正有用’的藏书当中。该指南的每一位作者均为该领
域的著名学者，具有权威性。该指南分为四个部分：学科、地域、问题和文献，除了最后部分按大致
类别列出该领域最重要的文献外，前三个部分由相关论文组成，既独立成篇，又构成同一论域。因此
这三个部分中的每一章实际由单篇论文构成，译文亦保持原文的分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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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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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何谓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极有吸引力的文化研究与分散在人文科学中的诸种理论倾向
共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酷儿（同性恋）理论以及后殖民理论等。在人文科学中，“文化”已
经成为一种“总体—转义”（Master-trope），它以社会理论融合并混合了通俗文化的文本分析，关注
权力的边缘，而非对业已建立的力量和权威进行再生产（Czaplickaet a1．1995：3）。文化研究关注亚
文化、流行媒介、音乐、时尚和体育，以此取代了对经典艺术作品、政府领导、定量社会数据的关注
。文化研究以观察“普通”和“边缘”的社会群体采纳及改变文化的方式，将人们视为新的社会价值
和文化语言的潜在生产者，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消费者。这就对学术领域构成了广泛的挑战。而对
于通俗文化的考察也在大学之外的世界掀起了波澜，因为人文科学一直回避了对于娱乐批判的历史性
任务，而且新的商业趋势也成为了文化研究自身的一部分。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
，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在实践者同时期所表达的希望中，下列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拒绝界定，坚
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以及致力于理性和研究的技艺和博学能力）。文化研究的持续性源自
一些共同的关注点和方法：这一关注点是文化的再生产是如何通过主体与其自身机构间对抗的结构性
决定因素产生的；而其方法则是历史唯物论（historical materialism）（Morrow1995：3，6）。文化研究
由于主体性和权力而赋予生命力一一人类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是如何体验文化和社会空间的。
文化研究从经济学、政治学、媒介和传播研究、社会学、文学、教育学、法学、科技研究、人类学以
及史学中获得自身的研究程序和分析样式，尤为关注社会性别、种族、日常生活中的性，在某种信奉
社会进步变化的征兆下将文本和社会理论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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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研究指南》将会在课堂上大受欢迎。托比·米勒在书中作了合理的结构和组织。诸位撰稿者也
为此书的内容带来了极大的权威和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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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能要基础比较好点吧，看了看，难懂啊，里面参考文献比较多，得细细去查看品读，恩，我还
是比较喜欢国外的作品，在国内很少看到专业性强，学术视角独特的，但也不能太贬低我们自己的，
在学习中。
2、书再好不适合也没用，传播理论学生读来价值似乎要小很多
3、书写的还好啦！！1！
4、书很好，但似乎在库房放了很久有点旧。
5、送货前先发短信，告知送货人的手机号，避免了错接电话。
6、王师对国外现状比较了解，选材不错，书尾还列出常用的期刊与书籍，作为基本参考书相当不错
。就是有些童鞋的翻译有点麻烦，找不到原文对照，奈何！
7、很适用，内容编排的很好
8、国外的思想真的和国内有点差距，有些真的需要学习啊。值得推荐。
9、需要较深的理论素养才能看懂。文化研究的最新研究方向。
10、很好的书，内容很全面，对做文化研究的人来说，确实是指南。只是书太脏了，封面有划痕，很
不舒服
11、每一篇都像在走马观花。
12、参考文献很丰富，有用
13、文章逻辑清晰，很容易把握
14、寒假读的一本厚书，比学科论述部分更有趣的应当是后面的问题。只是一些问题迥异于中国的语
境，学科跨度大，略显生涩，所以读起来似懂非懂。也许遇到问题之后，再回读这本书会更好。
15、这种文化地图类的书，读几本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就可以合上然后在更精确的领域攻其一点了
，不过翻译的精确，比现在好多不负责任的翻译者尽职很多
16、找到了我想要的文献清单
17、希望能够对我有所帮助
18、装订质量不行啊，还没看多少，都有掉页了
19、翻译的还行
20、内容充实、思路清晰的一本文化研究前沿性著作。
21、对于文化爱好者来说，很有知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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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第1章  何谓文化研究P1    在人文科学中，“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总体-转义”（master-trope）,它
以社会理论融合并混合了通俗文化的文本分析，关注权利的边缘，而非对业已建立的力量和权威进行
再生产（Czaplicka et al. 1995:3）。文化研究关注亚文化、流行音乐、时尚和体育，以此取代了对经典
艺术作品、政府领导、定量社会数据的关注。文化研究以观察“普通”和“边缘”的社会群体采纳及
改变文化的方式，将人们视为新的社会价值和文化语言的潜在生产者，而不是简单的将其视为消费者
。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在实践者同时期所表达的希望中
，下列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以及致力于理性和研究的
技艺和博学能力）。P2    格拉姆 默多克：批判政治经济学在解释何人对谁言说以及在公共文化主要的
空间中这些象征性冲突所采取的形式方面，是最有力的。而文化研究对于话语和意象是如何组织为体
系并迁移其意义模式，以及这些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延续和变化中是如何得到在生产、调解和抗争的
这一点上，则拥有几号的解说价值。（19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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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化研究指南》的笔记-第一章，为何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观察人们文化方式的改变，将人们视为新的社会价值和文化语言的潜在生产者，而不是
简单的消费者（这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思想吧）
  
文化研究的共同关注点：文化的再生产是如何通过主题与其自身机构间对抗性决定因素产生的。
 人的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是如何体验文化和社会空间的。

二、文化研究的四大人物
1、霍加特
  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工人姐姐文化。
2 汤普森
  
3、霍尔
   从葛兰西学术方向转向福柯主义，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和媒介研究相结合。
 4、威廉斯

全球文化研究 图标
1、英国文化研究奠基者
汤普森
威廉斯
霍加特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2、霍尔
      阿尔都塞激发的结构主义
    意识形态和传媒的结合体
    葛兰西霸权

3

4、法国意大利
巴特
阿尔都塞
 5、福柯                        此书第五页的图

2、《文化研究指南》的笔记-第1章 导论：何谓文化研究

        “总体—转义”（Master-trope）?

文化研究关注亚文化、流行媒介、音乐、时尚和体育，以观察“普通”和“边缘”的社会群体采纳及
改变文化的方式，将人们视为新的社会价值和文化语言的潜在生产者，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消费者
。

关注点：文化的再生产是如何通过主体与其自身机构间对抗的结构性决定因素产生的。
方法：历史唯物论

Page 10



《文化研究指南》

英国文化研究奠基者：
理查德·霍加特
E.P.汤普森
斯图尔特·霍尔
雷蒙·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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