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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

内容概要

《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
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
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
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
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
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破坏性，这
当然没有什么比“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
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
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
，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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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

作者简介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和文艺批评家之一。出
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就
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3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代表作有：《
开始：意图与方法》、《世界、文本、批评家》、《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
》等。萨义德还是有名的乐评家、歌剧学者、钢琴家，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
运动，为巴勒斯坦在西方世界最雄辩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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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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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

章节摘录

　　因此，东方学不只是一个在文化、学术或研究机构中所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性对象或领域；不是
有关东方的文本的庞杂集合；不是对某些试图颠覆“东方”世界的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阴谋的表
述和表达。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
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
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
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它本身就是，而不是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替代性的
）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意图；最首要的，它是一种
话语，这一话语与粗俗的政治权力决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
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中，其发展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其与政治权
力（比如殖民机构或帝国政府机构）、学术权力（比如比较语言学、比较解剖学或任何形式的现代政
治学这类起支配作用的学科）、文化权力（比如处于正统和经典地位的趣味、文本和价值）、道德权
力（比如“我们”做什么和“他们”不能做什么或不能像“我们”一样地理解这类观念）之间的交换
。实际上，我的意思是说，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
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它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我们”的世界有关。　　既然东方学是一
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那么，在资料上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真空；正相反，我想可以有证据表明，关
于这一主题，已经想过、说过、甚至做过的东西已经呈现出清晰的学术线索（它也许就是在这一线索
之内发生的）。在上层建筑的总体影响和文本事实的具体构成之间可以发现相当微妙甚至是精心谋划
的差异。我想，大部分人文学者非常乐于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文本存在于语境之中；文本与文本是相
互联系在一起的；成规、先驱者、修辞风格的影响限制了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曾经主
张的“根据‘创作能力’的大小对创作者课以超额重税”这一作法的实行——在此，诗人被认为是根
据自己的经验、从自己纯洁的心性之中创作出他的作品的。然而，人们却不大乐意容许政治的、体制
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单个作者。人文研究者会相信对任何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阐释者而言这都是一个有趣的事实：人们认同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所受的乔弗罗伊·圣-
希拉尔和居维叶之争的影响，然而根深蒂固的君主制观念在巴尔扎克身上产生的同样影响却被用来诋
毁他的文学“天才”并因而被认为没有认真研究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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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

精彩短评

1、正如作者本人为第五版撰写的后记中所说，它“几乎以一种博尔赫斯的方式，衍变成了许多不同
的著作”，似乎已经成为一本集体的书。作者最为不满的曲解莫过于有些人将对东方学的批判理解为
对伊斯兰文化的推崇和某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对我的阅读经验来说，这样理解的危险完全不存在，
因为我的位置在哪里呢——在这本书所构筑的地理空间内，我不在作为世界中心的西方，也不在作为
东方中心的伊斯兰，我们所在的地方叫做远东。这样的开头似乎透露了部分的不满，但尽管如此，这
部著作的伟大工程依然令人钦佩。
2、很好的书 包装也不错 赞一个~~
3、毕业论文
4、文本分析，权力权威
5、买书多年，偶然试读，直接震了。细读梳理中。
6、仿佛看了450页的原始文献，还是概论版的那种
7、三联的书就是好，装帧很喜欢。书本身不用多说，经典。
8、不是很懂so what
9、充满了批判性的惊世之作。
10、萨义德最重要的一本书。
11、毫无疑问，是一部极具冲击性的著作，对西方的话语霸权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批。不敢说看过，
只能说翻过，肯定会二刷乃至三刷、四刷！
12、我发现我有一本书的后半部分看得不认真的习惯。
13、萨义德写此书的个人意图在后记和03版序里面还是讲得很清楚的，东方学只是他拿过来说明福柯
话语权力理论的一个例子，例子本身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误区。“真实”是无法言
说的，事物一旦通过话语呈现出来之后就已经没有“真实”可言，因为主体具有任意性，也必然受到
他所处的历史文化制度的制约。在这本书里表现为，没有真实的“东方”存在，有的只是一种话语，
一种人为建构体。所以它可以被任意歪曲改写，只要服务于“自我”这一主体。“东方”自己能言说
自己吗，或许也是不行的，因为一切都处于言语的囚笼中。此外，此书出版后的遭遇也是很好的一个
佐证：它面对的是处于各种各样话语体系下的读者，就如同跟万华镜一样，衍生出了无限的阐释空间
。
14、《东方学》是一本对于理解当今的世界体系非常有用的书，可以借此反思我们现在熟知以至于被
无视的观念和结构：比如东方和西方，欧洲和亚洲，文本和本文。作者萨义德虽然以文学批评家的身
份写作本书，但是无疑影响了许多学科，包括文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可以说，真
本书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15、虽然是竭力避免简单化的努力，可婆婆妈妈，拖延得太长，文字又拗口，后记中的正常说话不也
很平实吗。对付考试看看序言后记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一节就好了
16、讲述一方对东方的强制的文化侵略，很好！
17、老师上课时提到的，书中的观点很精到。书很厚，但是前后附录过多，加起来有100面吧，这个不
影响。内容好就行
18、所以就别搞那些浮夸的文化输出了...东方神秘主义异国情调终究是西方人用来掌握文化霸权的工
具，anyway，控制经济政治霸权逐步改变文化弱势才最重要。
19、多年前就知道这本书，一直没买，去年买了，也没读。我早先以为东方学与中国有关，后来知道
没什么关系。西方的东方了无新意，一副自大的模样。这更加是我确认我的观点，“当我们谈论世界
的时候，世界在一边，中国在另一边。中国作为缺席的在场者的感觉能让中国人在有自信起来。”我
知道我要做些什么。狂狷。
20、16.9.27/1979年首发/39万/  对东方学的审视，本书的厚重在于同义反复。涵盖材料范围较广，举的
东方学家的例子有些陌生，略心累。但对中文读者来说主要还是看这一套解构的方法吧。——不看月
亮，而看指月亮的手。
21、刚收到书，还没看。希望看后会有所收获。质量没什么问题。
22、西方学，主要以穆斯林世界为蓝本，是欧洲的语境下的东方，基本沿用了福柯的分析路径
23、东方学视阈下的东方是一种灭活疫苗，以控制为内核表现为浪漫主义意义上的拯救与被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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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

威权本身所压抑的渴望在东方的复活是东方想象的内在逻辑。萨义德的思维方式更接近文学研究：现
实以何种方式成为文本，知识与文本的生产无从脱离同时代的语境
24、啊那些混迹于图书馆借书的岁月
25、这本书就不用评价了吧，你懂的
26、西方哲人的觉醒之作，，，，，
27、搜集材料。这里批判的内容其沉重之处在于，其实每个字背后都有多少罪恶和暴行，当事者们却
若无其事。
28、很好的一本书，纸张非常好。内容也不错，值得看看。
29、勒斯坦后裔的美国学者，其特殊的成长环境早就的学术的不同途径-----后殖民主
义(postcolonialism)又叫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事实上，与其说后殖民主义是一系列理
论和教义的策源地，不如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或“理论批评策略的集合体”。在其中，所有的
话语实践都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种种后
果西方中心主义是从一种特定的特权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的。通过把世界从空间上划分为作为世界中
心和唯一意义源泉的欧美与“笼罩在黑暗愚昧的阴影之中”的、“成为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
蛮的象征”的剩下其他地区。通过运用一套复杂的语言与修辞策略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文明与
野蛮、理性与非理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等，对世界加以描述。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是非
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同的’；因为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而且西
方以这种宰制的架构来围堵、再现东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似乎就成为一种“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构成的历史，而叙述者绝对是站在所谓“文明”一方的。”。
30、还没开始看，但拿到书的那一刻，就特别喜欢，感觉很有质感的书。
31、东方学本书是解读西方对东方描述的经典著作
32、经典之作，系统阐释东方【主要近东】如何逐步被西方构建起来的。被构建的东方。以他的年代
来看，东方确无反驳的理由，不过时代在变，许多观点是否仍旧适用于现在值得商榷。
33、虽然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还是牢牢地植入了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从话语的叙述方式警惕知识的
“堕落”，最终指向经验的历史。
34、可以看做用福柯的权力系谱学方法进行的一次学术训练，但在辨析作为一套强势话语施加的认知
体系的东方学的同时，也构建了一套针对东方学和东方学家的描述体系——一种“元东方学”，同样
也可以用福柯的这套方法攻击之。另外萨义德作为一个“东方”局内人在这里体现出的尖酸的扭捏，
令人不快。弱者总是想哭，但请好好哭。
35、闻名已久，还没看过，我会认真阅读的
36、杨念群老师课上所指定的书目，虽然总是感觉后现代、后殖民类的书往往会陷入自说自话、破而
不立的境地，但最起码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更何况，本书可也算是“原典”式的经典了。
37、赛义德的书  推荐  讲后殖民主义的~
38、这本书，中国人尤其要好好读一读，它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这个世界，看清西方！
39、质量很好，内容比较难懂。
40、萨义德真是愤青界的扛把子，对东方学传统一阵扫射，他自己也在15年后写的后记中毫不犹豫地
承认这部著作是有倾向性的而不是理论机器。在最后几页里又呈现了知识分子左派对于跨文化沟通交
流重要性的看重，而且相当保持着乐观与坚持。然而40年后的世界真是朝着相反方向越行越远啊。。
。
41、新概念，新思想，思维缜密值得推荐。
42、发货快，书很好，谢谢
43、萨义德的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作家等各种人群如何有效正确学会研究和理解东方的文化
，政治、社会等各学科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对于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和时代中，仍然有很大的作用。
44、第二天就送到了,态度也很好,不错!!!
45、读导论就够了。
46、书是精品,需要静心阅读
47、有点难度噢
48、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而且是正版书
49、「人們發現要想心平氣和並且毫無畏懼地接受下面這一觀點是困難的：人類現實是不斷被建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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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

解構的，任何諸如穩定本質之類的東西都會不斷受到威脅。」歷時多月，終於看完了。這個好看到不
行的封面絕對是排位居首的動力。三聯才是真愛。
50、再读。
51、一门研究东方的学问，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统治机制。第一遍读完时想到的应对办法恰恰是作者
不希望看到的“西方学”，后面仔细想了想，或许答案正是在东方，将外文化真正融入到自己的文化
体系之中，这不就是中国的诸多佛学给我们的启示吗？
52、真的有点一般⋯
53、东方的视角果然别出风采    书中的内容翔实   引用了不少人物事迹以及经典著作  
喜欢书中的辩证谨慎的语言   很有治学之风   现在有这么客观出版言论的书很少了  
值得看一看  很启发人的思维与看问题的视角的
54、萨义德经典作品，郁闷的是送来封面破损了，伤心。
55、他们无法表述自己
56、不仅是学术上的启示，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动容、灵魂的碰撞！
57、看了一大半，先这样吧。
58、其实said的东方学，本身也只局限于中东学⋯⋯不过话说回来，中国人对于“东方学”的认识其
实很好地体现在各种「X帝亡我之心不死」等论调中了。但吊诡的是，中国的语境下，衍生出两种不
同的话语结构：一种是党宣口径，另一种则是八十年代（或者更早源于遥远的旧中国）以来的对于西
方文明的想象以及西方对于东方的描述的接受。后者自觉将这种东方想象放入西方早已构建好的文明
等级秩序之中了，said的《东方学》在这个层面的叙说，是有着重要价值的。
59、萨义德设定的对手还是有点低
60、欲想了解，熟悉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萨伊德的著作不可或缺
61、萨义德的研究东方的一本理论书籍
62、读的想shi
63、书不错，有深度
64、萨义德的代表作之一，翻译的不错，纸张很好。
65、虽然在双11的时候买的，但是和预计收到的时间一样，书很不错
66、好书！对西方中心主义有进一步理解。不过所谓的东方中心其实仍是西方中心的..
67、稍后追加
68、深入浅出，对自己民族，以及对整个西方话语的认识。值得读
69、我们的"终极词汇"永远不是真正的终极。
70、看过英文版之后又翻了一遍这本书，翻译得很好，很通顺
71、其实评书，真是一件要看状态的事。不然就是简单的“好喜欢”，现在既然有闲情，就说说吧。
这本书，因为做作业要用所以就入手了，之前还不知道这本书的地位，后来在网上查了，哇塞，这真
是有分量的，萨义德的这部书掀起了另一种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视角，甚至于你会惊讶于自己以前
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之时怎么就是这么单纯的接受作品所说的。。。  还是多看看书，看好书比较好
，这样对于眼界的开拓与视角的转换是很用的。 大赞此书，真心话。
72、他们无法陈述自己，他们只能被陈述。
“东方”的概念和“女性”一样，是被构建之物，主体——无论是西方或是男性——将意义赋予它们
，再经过历史的沉淀累积，意义成为一种体系一种文化价值，它们的主体丧失殆尽，沦为没有发言权
，而只能被观看，被欣赏的他者。
女权主义者采取解构与颠覆历史的方法，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以摆脱男权主义。东方的命运会如何发
展，的确是令人揪心的问题。
73、翻译也是醉了，那么多破折号。从句不能好好转换成中文长句？大概翻完，再翻下赵稀方的《后
殖民理论》，能更清楚萨义德讲了什么。
74、自己喜欢的书，必须买。不过各方面感觉都还挺好的。
75、因为是必读书目，所以买了
76、很有意思 但作为'假想体-潜在危险'能够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在结构层面上的论述探讨 
77、全新，经典，无可挑剔的书
78、“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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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本杰明·迪斯累里《坦克雷德》，开头的这两句话直截了当的揭示了
对东方学这一理论表现，那就是“西方是意志，东方是表象。”
79、真的不能赋予太高的期许....“维科”的地位真是高啊！福柯、怀特乃至克罗齐、柯林伍德对其评
价都很高.....有时间一定得去看看新科学....
80、书的内容和我想的有些不一样，看各人的兴趣了，看第一本萨义德的书是《格格不入》，萨义德
的封面形象一下就吸引住我了。
81、还没有读，书印刷很好
82、品相不错，书很厚，中间的胶不是很严，有点开裂，但还好。
83、本书是东方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作者运用外国人的研究方法写作，读起来琅琅上口，比一般的理
论著作易懂易理解。
84、我翻完了，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85、萨义德是我偶像
86、人文学者真的有点啰嗦，在知识分子论这个不长的篇幅中，我还能看到他的锐气，但在东方学这
本著作中，它的价值弥散在冗长的叙说中，也许题目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就是相关著述的核心价值。
87、还是延续着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警惕一切建构我们思维的被称为知识的东西。
88、萨义德本身不是读不下去的，翻译的距离也并不大，难度在于理论赖以为基础的事实举例离我们
太遥远了。假设换成我们熟悉的东亚的例子，这本书会读的非常流畅。
89、这本书算得上是文化研究必读的一本书了。
经典中的经典。
中文版还不错，但有能力的还是再读读英文版的吧。
90、非常牛逼！这个高度难以企及！仅涉略皮毛而已，感觉以后看世界的广度都不同了
91、博洽
92、我怎么觉得还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可能是我脑子简单吧 不知道该在课上问点什么问题 
93、东方学是关于西方文化霸权、后殖民等的思索成果，看起来需要花费精力，但是获益匪浅
94、当当书的品相实在有待提高，本书封面上的萨义德面颊上被压上一个深坑，像是被打了一枪。
95、云里雾里
96、书还没看，老师推荐的必看书目。
97、这本书译者语言功底很强.但是表述上始终和原著有距离.做的最好的是它的reference,基本上重要的
原名都有记载.
98、国际政治学家应当是人类学家
99、萨义德仍然是要继续推进福柯的思路，东方这一概念是不断被结构起来的，她更多地产生于一群
学者的脑海之中。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没有被结构的物，同时萨义德是否看到不只是东方学而是人
类所有现象都被结构起来，那么对于人来说什么是真正坚定的基础。
100、还有很多继续探讨的空间，比如东方内部不同地区的历史状况（东西南北亚）、殖民与被殖民的
互动关系、东方人的自我东方化（现在看来还是太多了）。但不可否认且无需辩驳的是，早就应该揭
露西方人的傲慢和偏见，以重建作为方法的“东方/亚洲/中国”。心疼萨义德在后记里还得一一回应
101、很有质感的书 虽说买的人少 不过看看还是能开阔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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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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