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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主义：一个日渐式微的范式?

⋯⋯⋯⋯⋯⋯⋯⋯⋯⋯⋯⋯贾尔斯·斯科特一史密斯 著(1)

萧俊明 译

2018年，特朗普上任总统的第一个全年，跨大西洋关系显然进入了极度不和的时期，

在英美主流媒体引发了一系列悲观的报道和评论。本文以此作为出发点，重新检视了关

于作为一个区域的“跨大西洋”的研究。文中对时间(历史分期)、空间(规模)和学科(方

法论)进行了思考，进而质疑标准假定，为研究、认同形成和解放承诺开辟新的路径。

《透过“研究”的棱镜看文化史》专辑前言

⋯⋯⋯⋯⋯⋯⋯⋯⋯索菲·克鲁瓦西 利斯·吉亚蒙

弗朗索瓦·罗比内 布丽吉特·罗莱 著(17)

彭妹神 译

法国圣康丁昂伊夫利纳一凡尔赛大学社会文化史中心曾于2012年组织了“文

化史及其边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探讨了文化史研究可能和其他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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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之间的联系，此后该问题在中心内外部得到了进一步的聚焦和探讨。2017年

《第欧根尼》杂志将该中心在此前两年间的部分成果结集出版。专辑收录了数位研

究人员的20篇研究成果，并且按专题划分为9部分。这些文章致力于从学科角度

出发来理解文化史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话，探索多学科进路对文化和文化表达方

式的贡献。希望通过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不同研究方法与观念的碰撞，能为促进与

文化相关的科研领域的建构并确定未来的研究思路做出贡献。

文化史与其邻近学科⋯⋯⋯⋯⋯⋯⋯⋯⋯⋯⋯彼得·伯克 著(27)

萧俊明 译

文章着重论述了历史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从邻近学科而不是邻近学科从历史学

家那里借用概念和模型。文章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转向”、70年代的历

史人类学和心理历史学(依托精神分析)运动、80年代的文学转向(从历史诗学到

关于“档案馆中的虚构”的分析)，以及90年代的“社会”或“文化”记忆史、性别史

的兴起和“文化转向”。在这40年中，历史学家经常与社会科学家以及人文科学其

他学科的学者展开对话。反观2l世纪，历史学与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重新修好(在

记忆和情感研究方面)，还与生物学达成和解，最终的成果——迄今为止——是关涉人类

和动物的共同进化的“生物学史学”。著名的“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正在消融。

文化差异的社会定位——族性理论的贡献

⋯⋯⋯菲利普·普蒂尼亚 若瑟莉娜·斯特雷夫一弗纳尔 著(41)

马胜利 译

本文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人类学和美国社会学对传统族群(或族裔)观

念的深刻更新。把族群仅作为坚固和不可更动的事物，这会使其范畴观念引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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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行动语境中的认同和差异化过程。这种构成主义方法对上述两个学科隐藏的整

体论假设提出了质疑，使人们把文化看做归属的意蕴而不是其基础。文化对比在族裔

社会组织中起着核心作用，但它具有应时性和地点性，其表明归属的作用并不要求严密

的全体性，就像并列的领域那样。因此，研究族性的进路与人类学思潮在当代的努力有

关，它不仅对族裔提出了质疑，还摒弃了关于心态差异与可描述的行为差异相符的看

法。在不排斥文化概念的前提下，它试图重建可远距离分享的文化主义含义。

新自由主义研究与媒体研究⋯⋯⋯⋯⋯⋯⋯⋯西蒙·道斯 著(54)

萧俊明 译

本文对分析自由主义的多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进路做了概述，尤其关注政

治一经济进路和治理进路以及二者对立或调和的程度。本文主张．对媒体研究中

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应是跨学科的，要更具理论和方法论见识。本文强调研究新

自由主义这样一个对象的各种进路的异质性，以及不同“研究”中应用这些进路的

差异，因而主张这些进路要适用于其他国家(比如法国)的多种学科的研究。

电影节研究：关于一个新研究领域的认识论要素

⋯⋯⋯⋯⋯⋯⋯⋯⋯⋯⋯⋯⋯克里斯特尔·塔伊贝尔 著(70)

贺慧玲 译

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以来，具有“电影节研究”符号特征的出版物、研讨

会和教学培训层出不穷。然而，电影节很久以来就受到来自众多学科的研究人员

的关注。这种新动态在过去十年中难道具有接近英美“研究”视角的明显意愿?本

文建议开辟一些思考路径，探索关于电影和音像节这一独特对象的研究的特点，从

而为一种仍待构建的研究领域的认识论设置一些独特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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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领域和文化研究模式⋯⋯⋯⋯⋯苏珊·巴德利 著(85)

马胜利 译

二三十年来，翻译已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成熟的研究领域，并产生了大量科

研成果。作为一门语言技术和具有潜能的文化中介工具，翻译是最佳的文化转移

形式，因此也引起了文化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概述了翻译领域的若干关键性研究

成果，包括它们的贡献，它们如何让翻译研究走出语言学和文献学的象牙塔，并成

为一种研究对象。该研究紧密涉及有关文本、观念、话语和模式的生产和流通的广

泛社会问题。在这方面，翻译者应承担起不一定是中性的“摆渡人”职责。这种新

的跨学科性无疑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前景(反之亦然)。然而，它也引发

了介入这些主题所需的能力问题，以及该学科的局限问题。如果说翻译的开放性

成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充实的表现，那么把翻译视为文化交流方法和模式的概念仍

需有所建树，尽管在这方面已有不少令人鼓舞的尝试。

书写跨大西洋文化史(18至21世纪)：关键、挑战与方法

⋯⋯⋯⋯⋯奥利维耶·孔帕尼翁 阿娜伊丝·弗莱谢

加布里埃拉·佩莱格里诺·索阿雷斯 著(98)

谈 方 译

“跨大西洋文化：18至2l世纪大西洋世界文化史”项目旨在开发一个百科全

书式的数字平台，以一种结合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音乐学

家，文学、艺术、戏剧以及电影专家的多学科视角来书写当代大西洋地区的文化流

通史。大西洋地区曾经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理想实验室，如果该项目的第一目标

是以此前提为依据来解读18世纪末至21世纪初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复杂的贸

易经济的话，那么它还提出关于身份认同过程和促成了大型文化区的建立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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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的边界，关于过去250年的漫长时间里大洋两岸的实践、知识和表征的流通体

系的思考。作者讨论三个基本方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大西洋区域及其优势和边界

的定义；第二个层面涉及长期以来局限于现代的大西洋区域历史的时间性；第三个

层面涉及研究对象和文化史的特性，这种特性可以理解为与地缘政治进路和文化

研究相对的一种关于表征、实践和符号生产的社会史。

东亚关系网络中的日本女性主义⋯⋯⋯⋯⋯⋯⋯北川东子 著(112)

杜 鹃 译

日本女性主义哲学在过去15年中一直关注“性奴役”的主题，尤其是“慰安

妇”问题。“慰安妇”问题不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是从东亚

女性主义哲学的角度概念化“他人”范畴的转折点。它使亚洲女性哲学家能够重新

思考女性团结，并为东亚的跨国女性主义哲学创造新的论坛。为了实现关系网络中

的女性主义哲学的这一目的，一群东亚女性哲学家正在共同致力于亚洲性别哲学的任务

以及“他人”哲学的新思路。在作者的论文中，作者想描述这种女性主义哲学在关系网络

中的概念框架，并希望尝试从东亚女性主义哲学中重新定义性别概念。

西田几多郎和三木清论行为的直观和帕索斯：

为后广岛时代的不可见者，或受辐射的身体与实力而作

⋯⋯⋯⋯⋯⋯⋯⋯⋯⋯⋯⋯⋯⋯⋯⋯⋯⋯⋯嘉指信雄著(12I)

毛 竹 译

西田几多郎(1870一1945)和围绕他形成的京都学派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们积

极努力地从他们称之为“行为自我的立场”来重新审视长久以来的哲学问题。在本

文中，作者首先将西田几多郎的开创性概念(例如“场所逻辑”“行为的直观”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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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身体”)的当代意义，与威廉·詹姆斯、梅洛一庞蒂和海德格尔的某些思考联系

起来讨论。在此过程中，作者质疑了植根于这些哲学观点的某些内在缺陷，作者尤

其关注它们在西田几多郎的门徒三木清思想之中的表达——三木清试图以“逻各

斯和帕索斯的辩证法”和“构想力的逻辑”为标题，批判性地推进其导师的思想。

然后，作者讨论了一些与非人道武器有关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视之为“核阴影”的

157堆芯带来的所谓贫铀武器问题，这些都是西田几多郎和三木清没有充分考虑到

的、人类现实层面的各种问题。作者尤其考察了我们“技术的身体”的摧毁力，以及

现实中通常不可见的“他者的帕索斯”(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后者最终同样也

是我们的帕索斯。

观看者范式：全球化时代的艺术感知⋯⋯⋯彼得·施内曼 著(145)

王文娥 译

本文旨在展现艺术史在效果法则和对客体的理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研究

艺术感知，即“何处”的问题。今天，关于历史距离的旧的解释学问题已经被地理挑

战(即地理距离带来的挑战)所替代。不仅观看者的旅行范围更广了，而且艺术品

本身(即诠释的客体)所处的语境也在不断变化。由于观看者所处的现有语境往往

不同于作品产生的原初语境，因而他或她总是从“他者”的角度看待作品。在本文

中，作者探讨了当代艺术及新的理解框架。作为一种参照系，新的理解框架将观看

者的自身位置与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从而在唤醒观看者对艺术作品的期望方面

变得更加复杂。那些暗指一种普遍主义艺术语言的概念(如神经科学)不得不与艺

术家和观众对具体和差异的需求形成对比。

作者简介⋯⋯⋯⋯⋯⋯⋯⋯⋯⋯⋯⋯⋯⋯⋯⋯⋯⋯⋯⋯⋯⋯⋯⋯(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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