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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新闻与真实性的未来

⋯⋯⋯⋯⋯⋯⋯⋯⋯⋯⋯⋯⋯⋯⋯⋯⋯⋯迈克尔·林奇 著(1)

萧俊明 译

为什么信息污染——具体地讲，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如此容易传播?为

什么借助理性和证据来克服它会如此无效?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一

个关于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某些交流行为的新假设。这一假设的目的不仅是要加

强我们对虚假新闻的理解，而且要丰富我们对线上交流的总体认识。

作为污名化知识的阴谋论

⋯⋯⋯⋯⋯⋯⋯⋯⋯⋯⋯⋯⋯⋯⋯⋯⋯⋯迈克尔·巴昆 著(18)

萧俊明 译

大多数阴谋论是作为“污名化知识”——即未被那些我们依赖它们去确认真相的

机构所认可的知识主张——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相信阴谋论的人往往也接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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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污名化知识，诸如非正统的康复方式、相信亚特兰蒂斯和不明飞行物，等等。在

他们看来，当局的拒斥不啻表明某一信念必定是真的迹象。然而，阴谋论与污名化知

识的关联在逐渐削弱，因为污名化知识本身越发成问题。曾经明显是“边缘”的东西如

今开始与主流融合。这个“边缘主流化”过程是诸多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互联网的无

处不在、对于权威的日益增长的怀疑，以及曾经深奥的主题在通俗文化中传播。如今

将边缘与主流分隔的只是一层可渗透的薄膜。因此，阴谋论不再只是孤立的小圈子的

领域。它现在有可能跃人公共话语。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阴谋论都是如此，但是这足

以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美国近来关于是否存在一个要隐瞒奥巴马

所谓的外国出身的阴谋——一个多年前从未越出小的激进群体的断言——的争论说

明了这种变化的性质。它还说明了政治文化在未来可能面临的危险。

阴谋论与认知个体主义的悖论

⋯⋯⋯⋯⋯⋯⋯⋯⋯⋯⋯⋯⋯⋯让一巴蒂斯特·吉永 著(28)

贺慧玲 译

本文试图对当代阴谋论发展现象作一个认识论诊断。本文首先对当代阴谋论

发展现象的两种进路进行了批判。“超批判”进路认为，阴谋论的发展表明“批判

思维”的缺乏，因而开出的药方是教学生只有自己证实了才能相信。作者认为这种

“认知个体主义的”策略是无效的，甚至会产生反作用，因为对阴谋论话语的一项研

究表明，阴谋论恰恰是受到了一种个体主义修辞术的滋养。作者所拒斥的第二种

迸路否认“阴谋论”这种成问题的现象的存在，这种进路的主要依据是难以确切地

界定何为阴谋论精神状态。作者的回答是，阴谋论应被界定为认知个体主义的加

剧，也即界定为在区分可靠的证明来源和不可靠的证明来源方面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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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真实性都适合磋商

⋯⋯⋯⋯⋯⋯⋯⋯⋯⋯⋯⋯⋯⋯⋯⋯⋯纳塔莉·埃尼什 著(61)

马胜利 译

至少在涉及价值标准方面，“真实”一词有多重含义，因而有必要对其众多词义

加以规范：科学的、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等等。把这些区分用于民主的真实性

问题，这有助于说明科学的真实与公民的真实是截然不同的：民主所需的只是公民

类真实(信息的透明和真实)．而科学的真实性与此无关，正如民主不应当支配科研

活动一样。

2+2=5：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面对民主话语的毁灭

⋯⋯⋯⋯⋯⋯⋯⋯⋯⋯⋯⋯⋯⋯⋯⋯··菲利普·鲁森 著(69)

马胜利 译

该文阐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如何面对民主话语的毁灭，它研究了多种

形式的文学，主要包括瓦莱里、保兰、格诺和奥威尔的作品。

政治中最低限度的道德

⋯⋯⋯⋯⋯⋯⋯⋯⋯⋯⋯⋯斯泰利奥斯·弗维达基斯 著(85)

彭姝袢 译

本文探讨了可适应政治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主义路径的或多或少的最低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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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观。以某些关于道德的老生常谈为基础，我们分离出了一系列道义论和后果

主义的概念和原则。重点放在正义、自主和消极义务的概念上。我们聚焦于这些

原则的实力和意义，及其在道德理性上的作用和成为主流与前提的能力。

从女性哲学到临床哲学

⋯⋯⋯⋯⋯⋯⋯⋯⋯⋯⋯⋯⋯⋯⋯⋯⋯⋯⋯金井芳子 著(98)

杜 鹃 译

本文通过关注“临床哲学”概念提出叙事／创伤进路来应对压迫和暴力的哲学

问题。它建立了与“女性哲学”的联系，并将其与临床智慧相结合来描述“没有暴

力的亲密关系”。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母性意识形态，使得日本女性主义哲学不可

避免地要从女性自我作为女性和母亲的双重属性的观点来质疑女性气质。面对规

范日本核心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母性，需要对亲密领域的母权制实践进行批判。历

史上，战后日本家庭与战前日本的帝制和军人政权的母系性质是连续的。因此，女

性主义要充分发挥作用，就应该将自身从一个性别范畴转变为一种哲学，并创造一

种女性概念，以其作为哲学的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

日本历史上的记忆与和解

⋯⋯⋯⋯⋯⋯⋯⋯⋯⋯⋯⋯⋯⋯⋯⋯⋯⋯⋯稻垣久和 著(114)

李红霞 译

日本的历史是东北亚悠久历史的一部分。日本从7世纪早期圣德太子(公元

574—622年)的时代开始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自那开始它就持续培育着一种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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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文化。日本从战争时期(193l—1945年)的影响和创伤中康复是作者这里

想要叙述的主题，作为一个有关记忆以及与其他卷入战争的国家和解的问题。

2006年，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之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心灵的自由是由我们的宪法所保护的，不能被任何人所侵犯”。对作者来说最可

怕的是，小泉先生以其作为首相的官方角色，利用日本宪法来为他参拜靖国神社的

个人权利作辩护。而一半的国民接受了这种说法。只要日本人坚持靖国神社不能

从中解脱，就无法与其他国家达成和解和共存，因为该神社被视为日本过去以天皇

为中心的军国主义的象征。

但如果我们在政治维度之下进行探究，有关靖国神社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

杂，因为记忆总是与认同问题深切相关，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对一些保

守群体而言，现代日本的形成是从1 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这些群体希望将现代

国家的认同集中在天皇之上，而不是集中在从1945年8月15日二战结束开始的

民主之上。保守派和其他人有关现代日本开端的不同记忆形成了当前日本的不同

认同，这有时候会成为构建文明社会的障碍。作者将日本今天的这种情况称为“靖

国神社原教旨主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发展一种公共哲学并将其应用于当今文明社会，提出一条

战胜这种靖国神社原教旨主义的途径。

重塑女性：绵绵白云之乡新西兰的性别与电影(1999—2014)

⋯⋯⋯⋯⋯⋯⋯⋯⋯⋯⋯⋯⋯⋯⋯⋯⋯黛博拉·谢泼德 著(131)

杨 莉 译

2000年作者的著作《重塑女性：新西兰电影史》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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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新西兰女性电影欣欣向荣之时。20世纪70年代，随着20世纪女性主义的高

涨，从“国际妇女年”的电影《我最好的朋友们不少是女性》(1975)，到随后9部女性

主义纪录片的出品，电影制作也出现了井喷。这些影片所产生的能量，以及由国际女

性主义历史项目所揭示的女性从前在各个创意领域作出的默默无闻的贡献，都十分

具有感染力。一种乐观主义情绪也随之出现，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女性运用摄影机，

把镜头对准了自己与自身的问题。1980至1990年之间，性别问题题材的故事片与

戏剧急剧增加，与此同时，过去被边缘化的人群也开始接触技术以探究性别与身份

政治。新西兰国内的毛利人、太平洋岛国裔、亚裔、南斯拉夫裔、希腊裔都拍出了有

关身份认同的电影，这些电影都影响极大，而有关电影形式的实验也在增加。

自2000年起，女性地位有所下降，电影制作与实验也在减少，这是对女性主义

的强烈抵制、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和财政削减，以及政党

向保守、厌恶女性的右翼资本主义政府转向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提议通过对主

要创意人员的一系列采访并结合全球形势来考察电影环境的现状与变化。这些主

创人员包括：著名女性主义导演盖琳·普雷斯顿，学术纪录片导演安妮·戈尔德松，

故事片导演克里斯蒂娜·杰夫斯(代表作是关于西尔维娅·普拉思的《雨和西尔维

娅》)与菲奥娜·塞缪尔(关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生活的《极乐》)，希腊裔女性主

义学术电影导演阿西娜·楚莉斯，毛利人电影剧本作家里维阿·布朗(代表作为《夕

阳武士》)，萨摩亚导演贾丝廷·西梅伊一巴顿，印度裔学术导演舒奇·科塔里与电

影摄影师梅丽·冈恩，以及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导演布丽塔·麦克维。

本文将采用分析与反思相结合的方式，汇同历史观点与当今观点，比较作者在

《重塑女性》一书中的历史发现与当今形势。

作者简介⋯⋯⋯⋯⋯⋯⋯⋯⋯⋯⋯⋯⋯⋯⋯⋯⋯⋯⋯⋯⋯⋯⋯⋯(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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