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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现代主义脱胎于现代主义，成于现代西方社会，颠覆了历史上一系列的哲学体系，它本身却

难以界定。可以从历史范畴、文化范畴、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来理解其内涵，其中不乏

著名的流派和代表人物。福柯的权力观与近代权力理论奠基人霍布斯的观点大有不同，前者

突显出了后现代主义叛逆、多元化的特征，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思想。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对

人们价值观的塑造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以更开放的心态来寻求精神和现实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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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现代社会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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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able adj.和 birth n.为例, 分别援引 LDOCE4 和《最新高
级》中的例证作一比较。

knowledgeable adj. 有丰富知识的，博学的。
LDOCE4: Graham’s very knowledgeable about wines.
《最新高级》：He's very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Chinese

classics.
birth n. 诞生，出现。
LDOCE4：1. the birth of a nation；
2. The film gave birth to a TV show of the same name.
《最新高级》：3. We celebrate the birth of New China.
4. She is British by birth and Chinese by marriage.
《最新高级》是依靠传统手工卡片编撰的, 例句立足于

中国语境，适合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 例证有很强的
针对性和示范性，便于中国学生模仿造句。

综上所述,自撰例证与源自计算机语料库的例证各有
长短, 特别是基于计算机语料库的词典编纂渐成潮流和趋
势的今天, 不可忽视自撰例证的补充作用, 只有两者形成
优势互补, 例证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

语言与社会共变。语言就其本质来看, 是某种连续的、
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即使将语言记录成文字，
也只能使它不完善地、木乃伊式地保存下来，而这种文字
作品以后仍需要人们重新具体化为具体的言语。语言决不
是一种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积极型英语学习词典的

编纂更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必须与时俱进。英语学习词典
的编篡者要从英语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出发，以词典用户为
中心。在例证的编篡工艺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继
承传统，又要改革创新。在编篡内容上，既要保持例证的真
实、鲜活，又要保证其实用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博采众长，
推陈出新，不断保持积极型学习词典自身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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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从国家
垄断走向跨国垄断，资产阶级更加重视虚拟资本的发展，
推崇消费和享乐，商品进入一切领域，产生了新的文化工
业，使文化日益走向多元化、无深度化。这是一个人类文明
受到畸形的权力游戏、高度的技术威胁的启示录时代，对
现实、原本的怀疑和否定变得易于理解，这样的时代孕育
了后现代主义的诞生。

有人将后现代主义描述为“幽灵”，冠名为梦幻、迷狂
的状态，看作是一种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广泛的
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
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要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系统的分析说
明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极其含糊不清，

包含着诸多不可表达的方面，而这恰恰又成为它的特征。
一、后现代主义的内涵
对于后现代主义不能简单地依据传统分类法和归纳

法加以分类和界定，它包含了大量跨类别、相互交叉的边
缘性因素，因而对“后现代主义”概念就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下将从历史范畴、文化范畴、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四个
方面理解后现代主义本身是什么。

1.从历史分期来看，后现代主义试图是说一个新的历
史时代的到来，但这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时间上下限及其历
史含义却不确定。它不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而是一种“现
在”，只要符合后现代的基本特征，可以发生于任何时代的
事件，因而它偶然地和无规则地发生于古代、中世纪、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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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也发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形成之后的“现代”。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现代阶段，成群
地出现了符合后现代特征的典型历史事件，所以后现代阶
段特指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西方社会。

2. 作为一个文化范畴，后现代主义表示的是对现代文
化和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以及重建人类文化的新原则，从
文学艺术和建筑开始出现。在文学方面，倡导人物的非人
性化，不应由语言约束文风，对传统文学进行彻底的批判，
文学艺术的创造最大限度地摆脱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影响，
以法国的荒诞派为典型代表。在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充
斥着对混乱的物质文明的厌恶和诅咒，流露出孤独的个体
生命对生存的有限性的绝望与抗争。在建筑领域，后现代
主义的建筑大多采用有象征性和隐喻性的装饰，设计典
雅、浪漫，渗透着享乐、历史折衷的多元理念，代表性的有
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美国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等。

3.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后现代主义，它提倡不再遵守
道德和规范所规定的生活，宁愿在不断突破传统规定的叛
逆性生活方式中尝试各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在不停的变
动中使生活充满多元而丰富的内容，使生活充满艺术气
息。后现代主义的生活充分利用当代消费社会所提供的
休闲生活条件，过着以消费旅游为基本生活方式的新“游
牧式”生活。

4.在思想观念方面，后现代主义反对工具理性，质疑
客观真理；反对将任何思想进行系统化，反对全面综合地
理解生活与现实，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或终极性的
解释。后现代哲学认为，要把人类的思想从理性主义的独
裁王国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彻底摧毁形而上学的总体性及
作为其核心的本质主义，全面瓦解理性主义和主体性。

二、后现代主义的流派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各国、

各领域和各学科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以不同观点，不断进行
争论、切磋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成果。由于思潮本身的复
杂性、多样性和跨学科性，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代表人物，如
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詹姆逊等，形成了结构性后现代
主义、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迪斯尼式后现代主义等流派。

三、福柯的权力观
王岳川教授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体现在哲学

上是‘元话语’的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的消失；体现在美
学上是传统美学趣味和深度的消失，走上没有深度、没有
历史感的平面，从而导致‘表征紊乱’；体现在文艺上则表
现为精神维度的消逝，本能成为一切，人的消亡使冷漠的
纯客观的写作成为后现代的标志。”无论是在哲学、美学还是
文艺方面，后现代主义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批判性、不确定
性和多元性。下面将以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的权力
观为例，阐述其观点如何深刻鲜明地反映了这些特征。

在西方，英国的霍布斯是近代权力理论的开创者和奠
基人，他在《利维坦》一书中详尽地阐发了他的权力观。在
他看来，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人机械地聚合而成的总体，国
家就是靠强制力和规则把所有个人凝聚起来的一个共同
体，主权是国家机器的灵魂。国家要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就
要有统摄整个共同体的强制性的中心力量；居于首位的最
高统治者是社会和国家存在的基本前提，成为社会和国家
生命力的基本来源。

而福柯却否定了这位权力论开创者的观点。福柯认
为，权力是社会的基本生命线和动力，构成了生活最基本
的构成要素。只要有人存在，有文化存在，有社会的存在，
势必就有权力的存在与运作。不能像传统社会观那样简

单地将权力归结为社会或国家统治者的主权，是某种禁止
或防止别人去做某些事的外力。传统权力观的单一中心论
或单向论都是违背权力本身的实际存在方式的。权力离不
开关系，而关系始终是由两个以上的因素所组成的。任何
社会的权力关系都是包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的多种
内在因素所组成的复合体，权力在这样的复合体中存在并
不断发生变化。权力应该是一种远比简单联结更为复杂的
力量对比关系网，它广泛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各个社
群以及实际生活领域，不应把权力抽象化和神圣化。在福
柯看来，与其提出国家和权力的中心的灵魂问题，不如去
研究构成国家和生活的那些边缘部分及其多种多样的成
分。只有全面地分析和掌握从中心到边缘各个层级的权力
结构的特征及其策略变化，才能真正地全面了解近代社会
权力的性质。

福柯关于权力的观点可以简要概括为：权力作为社会
生活中的现实力量，是一种活生生的“力”的关系网，存在
于政治、经济、文化当中，没有一个确定的权力中心，并随
着各因素间的不断竞争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从福柯的权
力观中明显地体会到后现代主义的特色，即一种强烈的批
判精神，敢于向公认的先前集大成者发出挑战，强调无中
心、不确定性和多元化。

四、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
从后现代主义中我们获益诸多，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

突破了思维的惰性，拓宽了人类的思想视野。后现代主义
既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社会制度的反思和反叛，也是对西
方那些变得片面、死板的哲学的审视和纠正。它几乎是在
对一切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和解构，反对普遍性和本体，
将批判、解构看作高于一切、摧毁一切事物的最锐利的武
器和拯救事物最有效的方法。尽管这种无限制的批判和解
构我们是不认可的，但其中的批判精神是应该加以肯定
的，在这个现代社会给予人们一种警示和启示。

因此，我们不能拘泥于后现代主义某些偏激的结论，
透过后现代主义这扇窗，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丛生的世界，
看到人类挣脱生存枷锁的努力及困境，启发我们更深刻地
认识人类自身，不应该在笼子中谈论出路，只有走出自造
的笼子，怀着一种开放的心态，才能在更广阔的天地寻求
精神与现实的和解。或许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思维相比，
作为另类的后现代主义依然是弱势族群，它的另类声音的
存在尽管不那么悦耳，却是一个健康社会所必须的。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
质需要，而人的精神领域的超生命存在和需要却被物质主
义的世界观彻底遮蔽，造成了人们精神的焦虑和对人的主
体性价值的失落，后现代主义就是这种失落的产物。它的
批判、叛逆和不确定性启发我们反思现实社会，同时也为
我们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那就是一种开放的态
度、一种海洋般的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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