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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文化（当代学术棱镜）》

内容概要

为最广大的读者写作，替最多的人改变生活。这就是胡克斯的选择。”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 “她赋予文化批评以敏锐的眼光和无畏的精神⋯⋯她的声音迫使我们直面美国生活中的政治暗流。
” ——《纽约时报书评》
“胡克斯的风格尖锐但易懂，阐发中常运用个人经历，令人耳目一新。读者可以不赞同她的政治观点
，但她渴望对维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其他政治压迫体制的文化制度进行反思，她的精神让这些
文章充满活力，很少有人能不为之感动。” ——《出版者周刊》
《华盛顿邮报》认为，关心当代非裔美国文化的人没有谁会忽视贝尔·胡克斯激动人心的女性主义探
索。胡克斯第一次著书时年方十九，历时八年该书才得以出版。 《难道我不是个女人》的最终上架终
让全美瞩目。该书引发了争议和辩论，最重要的是，该书出现的时机恰好。它批评了当时白人中产阶
级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种族主义。1995年《反抗的文化》首次出版时引起了类似的关
注。这本书涉及广泛，包括麦当娜和斯皮克·李等，是一部毫不留情的批评文集。正如胡克斯本人所
言，质询流行文化能够成为一个“有力地进行干预、挑战和改变的点”，而干预、挑战和改变，胡克
斯最在行。 贝尔·胡克斯，女性主义思想家，纽约城市大学杰出的英文教授。她的写作话题广泛，涉
及性别、种族、教育和当代文化中媒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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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译者前言：贝尔的钟声为谁敲响？——谈贝尔·胡克斯的《反抗的文化》
前言：文化革命的心跳
1.赋予阴道以力量：我们不想穿着女装长个阴茎
2.牺牲的祭坛：忆巴斯凯
3.激情与它有何相干？与玛丽－弗朗斯·奥尔德曼的访谈
4.引诱与背叛：《哭泣的游戏》遇见《保镖》
5.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审查
6.谈性：超越男权阳具想象
7.卡米尔·帕利亚：是“黑人”异教徒还是白人殖民者？
8.反对者的激愤：交火
9.凯蒂·罗伊夫：小小的过头女性主义走了长长的路
10.不再被暴力诱惑
11.帮匪文化——性别歧视和厌女症：谁会接受说唱？
12.冰块文化：说出真相的强烈共识　贝尔·胡克斯和冰块对话录
13.消费文化：被推向市场的黑人下层社会
14.斯皮克·李拍摄《马尔科姆X》：否认黑人的痛苦
15.观看文化，制造文化：对穷人的表征
16.回归黑色：终结内化了的种族主义
17.马尔科姆X:期待已久的女性主义男子气概
18.哥伦布：已成往事，但不能忘记
19.投身女性主义，超越女性主义：只为乐在其中
20.爱就是实践自由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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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巴斯凯绘画作品中传达的“丑陋”不仅仅在于白人殖民的恐怖，而且还在于黑人共谋和背叛的悲
剧。《一位黑人警察的讽刺》（1981）和《为大众提供的高品质的肉》（1982）这类作品表现了这个
立场。这些形象是赤裸裸的暴力，讲述了遭到撕裂、掠夺的恐惧。巴斯凯所展现的黑人身体被商品化
，被支配，被用来“服务于”白人主人的利益。黑人的身体是不完整的，从来不曾被完整地体现。即
使在为黑人明星（体育明星、娱乐明星）的工作“大声宣扬”时，巴斯凯描述的仍旧是那种不完整性
，传达了共谋具有的负面作用。这些作品表明，与资产阶级白人范式同化与合作能导致自我物化，这
个过程与白人文化中任何形式的种族欺压同样灭绝人性。压迫者们想要我们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就满
足于成为那个样子。这样的黑人形象永远不可能充分实现自我，这个形象表现的肯定总是支离破碎。
巴斯凯的作品表达了对同化和物化导致孤立的直接认识。他的黑人男性人物孑然独立，彼此分离；他
们不是完整的人。　　将《杰克·约翰逊》（1982）和《无标题（休格·雷·鲁宾逊）》（1982）之
类的作品仅仅视为对黑人文化的赞美，这未免过于简单。黑人男性的身体在这些绘画中总是以半成品
或者残损的形象出现，成为一种缺失、空白的肖像符号。这种不完整的形象反映了对白人帝国主义进
行更直接地批评。《拿着枪和圣经的土著，远征的亚摩利人》（1982）生动地表现了黑性的不完整形
象。带着狡黠的智慧，巴斯凯在作品右下角写道：“我提都不会提到黄金。”仿佛他需要提醒看客，
在看上去只有骨架的卡通般的形象背后，要有意去刨根问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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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为最广大的读者写作，替最多的人改变生活。这就是胡克斯的选择。”　　——《泰晤士报高
等教育副刊》　　　　“她赋予文化批评以敏锐的眼光和无畏的精神⋯⋯她的声音迫使我们直面美国
生活中的政治暗流。”　　——《纽约时报书评》　　　　“胡克斯的风格尖锐但易懂，阐发中常运
用个人经历，令人耳目一新。读者可以不赞同她的政治观点，但她渴望对维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
及其他政治压迫体制的文化制度进行反思，她的精神让这些文章充满活力，很少有人能不为之感动。
”　　——《出版者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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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政治立场再次被刷新。
2、后现代的文化批评作品，是作者有关现代文化中的一些现象的阐释。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学和现
代媒介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做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是具
有全球性的，本书的主要点是在这些方面展开的、批评的。
3、像贝尔胡克斯这样用很表层的文化研究来反对所谓文化表层的方式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代表了当
代女性主义一条典型的失败路线
4、很敏锐的学者！但就理论，总感觉还少了一点厚度！
5、“一种统治的文化必然会是一种瘾君子文化，因为这样的文化会剥夺人们的主体感”，反种族主
义、男性中心的学术随笔。
6、粗略翻了一下，天知道我有多不喜欢翻学术随笔。激进女权主义或激进黑人民权主义反对“主流
”的同类内容，反女权和反黑人民权者再用激进言论反对“主流”，一种循环。不是说激进没有意义
，我对激进者群体本身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她们观点的兴趣。
7、特立独行的批评家，锋芒毕露的批评。对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黑人文学
文化批评感兴趣的人，爱思考的人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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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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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