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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一种现象学解说：时间性、有限性和主体间性

⋯⋯⋯⋯⋯⋯⋯⋯⋯⋯⋯⋯⋯⋯⋯⋯⋯莎拉·海因娜玛 著(1)

萧俊明 译

对于欧洲哲学的批评往往说它是一种落伍的思维方式，将它刻画为个体主

义的、人类中心论的和欧洲中心论的。这些批评共有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当代

欧洲哲学的主要问题根源在于其所传承的笛卡尔对自我的理解。作者反对这

种反笛卡尔观念，为此主张胡塞尔现象学对笛卡尔的自我概念提出了一种有力

而可行的重新解释，它避免了康德的形式主义和智性主义的困境。作者追随胡

塞尔和梅洛一庞蒂关于经验的分析，主张构造世界意义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独

我，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表象形式。构造意义的自我不是一个静态形式或一个孤

独的行为者，而是一个具有内部结构并与其他类似的自我具有生成关联的动态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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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真的不存在?关于一种有争议的科学的几个澄清要素

⋯⋯⋯⋯让一塞巴斯蒂安·韦尔 热拉尔德·加利奥 著(19)

贺慧玲 译

10年来，伴随着大数据运动，人工智能甚是风靡。政治与经济行为者重拾兴

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此同时，来自各个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也逐渐将

其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往往是新的研究对象。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巨大

的人文、社会和经济挑战，对人工智能的这种集体投入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各种

媒体纷纷谈论人工智能，使得讨论和研究复杂化了。例如，许多知名专家竟然认为

人工智能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便在科学界，有时都很难界定何为人工智能。本文

的目标即在于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澄清。

透过“声音研究”看音乐传播的文化史：理论反思与领域的回归

⋯⋯⋯⋯⋯⋯⋯⋯⋯⋯⋯⋯让一塞巴斯蒂安·诺埃尔 著(34)

贺慧玲 译

大约15年来，以“声音研究”之名开展的研究不仅关注声音制作的技术方式，

也关注声音制作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式，探讨“声音研究”的假设及其定义

方面的历史实践。尽管部分研究人员试图将声音从音乐中分离出来，但本文建议

转换视角，衡量这些反思对从历史层面考察音乐的社会性和音乐传播的意义。试

图与一种关于音乐乐谱的从本质上说内在的进路决裂的音乐家、历史学家、声学家

等研究人员关注新对象，从新的问题域出发来分析社会空间，并且采用一种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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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路和融合了众多专长领域的方法论。从致力于将当代声音空间的科学构建与建

筑联系起来的史学家E．汤普森，到研究声音再生产的文化根源的音乐学家J．斯特

恩，所有人均认为，声音面临历史化的社会挑战。“声音景观”概念本身也值得研

究。关注声音的历史同样也促进了对声音的社会史的关注。最后，声音研究领域

建议，将关于声音(再)生产的科技研究成果与关于过去的声音档案的历史调查所

专有的手段结合起来，对声音档案的构建进程进行批判性反思。

戏剧研究与“声音研究”：走向一种戏剧的倾听史

⋯⋯⋯⋯⋯⋯⋯⋯⋯⋯玛丽一玛德莱娜·梅尔旺一鲁 著(50)

谈 方 译

本文将重新审视10年来戏剧研究者与声音研究者在两个连续项目的背景下

展开的对话。在回顾这一反思的背景、明确作者在本文中所说的“声音研究”的含

义、给出关于戏剧研究的一些必要信息之后，作者将展示后者与前者之间保持的密

切关系是如何促成了对戏剧史的真正改写，戏剧学家们是如何以其自身的学科基

础为依据，对“声音学者”的模式提出了批评的方法。

从法国后殖民研究的论战到去殖民化的思想史

⋯⋯⋯⋯⋯⋯⋯⋯⋯⋯⋯⋯⋯⋯⋯⋯埃马纽埃尔·西伯 著(66)

马利红 译

尽管关于法国殖民史“禁忌”的各种声明轰动一时，但殖民史一直做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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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间的研究成倍增长。不少研究成果见诸报刊杂志，或在书店占据显眼

的位置。在与英语学术圈密切交流的过程中，这些研究以批判的方式完成了后殖

民化，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到“新帝国史”的辩论。殖民史在中学和大学都有讲授。

在这方面，公开辩论和主动传播之间有着明显的不一致，前者不断谴责对它的边

缘化或过度表达，后者则主要基于对有影响力的作品的翻译，比如弗雷德里克·库

珀和安·斯托尔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重要的研究项目的翻译。从那时起，出

现三个因素：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殖民史低调而稳固的学术繁荣；2005年开始

的关于后殖民研究的激烈公开论战；一种擅用后殖民研究这一术语但又无法赋予

其内涵的常识，因为它无法超越时间流逝势必造成疏离的错觉。如何将以上三者

联系起来呢?

2020年的女性主义者——如何面对成功?

⋯⋯⋯⋯⋯⋯⋯⋯埃利亚纳·维耶诺 若埃勒·维尔斯 著(81)

马胜利 译

本文的两位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是20来岁的女性主义者。现在，她们一位

是生物学家，一位是研究性别间权力关系的专家。本文提出，人类正处于新的历史

转折期，尽管男女平等如今已具有空前的合法性，但它还一直遭到猛烈的反击，甚

至对“两性”的确信也被科学和医学的进步所动摇。这个新阶段要求那些愿意看到

该领域进步的男女摒弃边缘化时期养成的怪癖，努力获取科学和历史知识，以免给

反对派提供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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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支持性空间：俄罗斯女性主义社群与集体认同

⋯⋯⋯⋯⋯⋯⋯⋯⋯⋯⋯⋯⋯⋯瓦尼娅·马克·索洛维 著(100)

王文娥 译

过去15年来，俄罗斯女性主义运动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并逐渐开始在公共领

域和媒体上发声。本文认为，这些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仍未得到充分认可)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女性主义运动重视对女性社群及集体认同的建构和维系。通过

对女性主义活动者的系列访谈，本文分析了社群是如何被打造成一个驱策成员集

体行动、屏蔽外部敌意的支持性空间的。基于上述发现，同时结合现有社会运动研

究，本文认为，针对女性主义的敌意并非是俄罗斯的固有特性，而是其政治环境的

一个瞬时表征。得益于女性主义者的持久努力，这一敌意已经有所消减。

另塑法国电影史：“法国性”的“白人性”和“马格里布性”

⋯⋯⋯⋯梅迪·德尔福菲 雅姆·贝尔克拉一勒维斯 著(11 8)

彭妹稀 译

法国电影研究界对文化、性别和后殖民研究的接受是有问题的，这导致这些研

究长期受到排斥。自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以来，在代际更替以及国际研究的压

力下，我们看到部分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但是这些研究在批评性和政治性即对西

方认识论基础本身的质疑上持中立立场。长期以来，电影史都是围绕着国家史和

艺术史标准来组织的，它没能逃过当代的历史学重组。不过，我们要另构一部法国

电影史，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法国马格里布移民后代电影”和20世纪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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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兴起的“郊区电影”“法国青年电影”的话语构建进行比较分析，我们揭露了由

“白人性”所定义的法国电影的主导话语。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评论也扮演了

“洗白”的角色，它助推了法国电影在构建“法国性”时对非白人(这里指马格里布)

成分的无视。

2013年古莱比耶国际业余电影节：突尼斯人对电影热爱的性别和世代

表达 ⋯⋯⋯⋯⋯⋯⋯⋯⋯⋯⋯⋯⋯⋯帕特里夏·盖耶 著(1 35)

罗 赞 译

本文作者对参加2013年古莱比耶国际业余电影节的不同群体发放了调查问

卷，对受访者的真实话语进行了分析，发现所有受访者对电影文化及其价值都有相

同的理解，但受访者因性别、年龄及对电影节的参与程度不同，在某些具体指标方

面存在差异，这说明观众与电影的互动方式与人口统计学特征相关。同时，受访者

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具有内在的逻辑冲突，这反映了潮流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

作者简介⋯⋯⋯⋯⋯⋯⋯⋯⋯⋯⋯⋯⋯⋯⋯⋯⋯⋯⋯⋯⋯⋯⋯⋯(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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