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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批判》

内容概要

《后现代主义批判》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现代化社会内部的一种心态，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种
生活方式。它旨在批判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即剥离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
思想、文化及其所继承的历史沉积。但是，后现代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既离不开资本主义
的文化沃土，也离不开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能贯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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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批判》

作者简介

　　余乃忠，1961年生，江苏盐城人。198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91年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获理学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获哲学博士学
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基础理论。现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008年以来以第一作
者或独立作者发表CSSCI论文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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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批判》

书籍目录

导论 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概念之争
第一节 韦伯论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危机
第二节 法兰克福学派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第三节 利奥塔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第四节 福柯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第一章 元叙事的终结：一种“批判”宏大叙事的宣言
第一节 利奥塔后现代叙事的四大悖论
第二节 利奥塔现代性批判的三重迷雾
第二章 象征交换：一种远古情结的乌托邦
第一节 拟像：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后现代复活
第二节 “生命当做积累，死亡当做期限”：现代性死亡法则的绝境
第三节 绝对的时间紧缺：“共产主义的相同逻辑”
第四节 象征交换的“吊诡”：鲍德里亚权力解构的死码
第三章 习性·场域：一种多余的“资本论”范畴
第一节 发生学结构主义的马克思复写
第二节 习性：“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释力”
第四章 知识·权力·主体：一个永恒主题的“再启蒙”
第一节 权力范围与知识限度：知识考古学的恶之花
第二节 统治与服从：走向政权系统的末梢
第三节 主体是唯一的肇事者
第四节 自身如何成为主体
第五章 延异与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相对主义文本解释学
第一节 延异：一种差异化运动的非概念化解构
第二节 马克思的幽灵：“延异”后的政治哲学话语
第六章 德勒兹欲望政治学的“域外之境”
第一节 无器官的身体：超过感觉的极限
第二节 欲望的生产：杂多关系的席卷
第三节 匮乏的创造：统治阶级的艺术
第四节 法西斯主义的情结：欲望机器的集团性幻想
第五节 精神分裂：人和自然根本实现的首要生产
第七章 反常与回归：一种“新”的哲学范式
第一节 后现代的反思之路：从再思的延伸到思维的回归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回归
第三节 否定与破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三重变奏
第四节 从统一到同一：后现代虚拟的“异化”与回归
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的敏觉与困境
第一节 后现代公共性的非规范场论
第二节 “否定”的迂回：后现代主义裂变的五重囿困
第九章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的哲学对话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影像
第二节 后现代差异学说的思想弧线与马克思边切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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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批判》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 死亡冲动：“自杀的迷人” 对权力系统的憎恨诱惑着鲍德里亚，因为死亡冲动就像地震
前出现的信号，任何摆脱这种国家垄断的死亡或暴力都是权力体系崩溃的前兆。因为，“死亡和暴力
的某种东西摆脱了国家的垄断，重新进入野蛮的、直接的、象征的互惠中”。在他看来，只有某些摆
脱了价值的可兑换性的实践，才具有颠覆性。而在我们的系统中，不能换成价值的东西——性、死亡
、疾病、暴力，在各处受到压制。 它们的脱缰才真正具有毁灭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因而是迷人的
。“其中之一就是自杀。自杀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一种不同的外延和定义，它甚至在死亡的进攻可逆
性范围内成为颠覆形式本身。”自杀对社会的根本颠覆性在于，个体通过自杀来审判社会，以自己的
方式，通过对抗社会程序来给社会定罪。个体在权力压迫下失去了可逆性，而自杀重新建立了可逆性
，从而打通了进攻社会的通道。在鲍德里亚看来，“对自杀的禁止与价值规律是一致的”。因为，每
个人的死亡就是他的一点资本，这个资本有与社会交换的功能，所以说他无权毁灭自己。而自杀正是
通过毁灭自己所支配的那点资本来反对这种正统的价值观念。这是社会体系所不可饶恕的，就是死了
，还要追诉你的罪行，因为你破坏了死亡的价值规律，也就是你毁坏了社会财富的交换。 也许自杀并
不被权力系统所满意，但我们不能说自杀就可逆了，就有优势了，就能对独裁的专制带来致命攻击，
这只不过是鲍德里亚的自我愿望而已。尽管他对自杀价值的独钟（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他始终反对死
亡的价值，但这里他又不自觉地利用了死亡的价值）：“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自杀的定义：如果说在
一个非常一体化的系统中，任何自杀都具有颠覆性，那么任何对此系统的颠覆和抵制也就相应地都具
有自杀性，至少那些击中系统要害的颠覆和抵制就是如此。”他似乎觉得系统的颠覆性如果是自杀性
的毁灭应该是最致命的，或者说对系统的破坏最有效的办法是内在自杀性的。但是，一个命题正确，
就能得到它的逆命题也正确吗？他的目的在于下面的重要观点：“大部分所谓的‘政治’实践、‘革
命’实践，都只满足于换取自身的继续生存，即满足于向系统变卖自身的死亡。很少有什么实践会反
对受到控制的死亡生产和交换，反对死亡的交换价值，它们不会反对死亡的使用价值，而是反对死亡
的决裂价值，它的传染性消解价值，它的否定价值。”②在他看来，所谓“变卖自身的死亡”就是一
些革命实践为了生存，丧失了自我的死亡权。他是在嘲笑大部分革命运动的偷生行为，因为他始终觉
得自杀是最具颠覆性的革命行动。同时他认为，大部分实践都支持死亡的被控制性和可交换性，而反
对死亡的不可预约性。他在这里一方面指出了系统的控制方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大部分破
坏控制的反控制方的革命保守行为。他明确指出：“秩序掌握了死亡，但秩序不能用死亡‘冒险’—
—只有用死亡‘冒险’来反对系统的人才能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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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批判》

精彩短评

1、还没来得及细看 但感觉还可以
2、作者长期研究福柯、利奥塔、德里达、鲍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后现代主义理解有自己
的见解，特别是将后现代主义各个思想家与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对比，有所启发。
3、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很多，批判之名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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