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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于 20 世纪 70 年代底随着西方的哲学、

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和生活方式等一起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视野，并

进而逐渐影响到其他众多学科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主要理论核心的后现代学说在中国大陆 40 多年的传

播与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在这个时期，后现代学说进入

中国，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这个连名字甚至都有那么一点费解的学说，

产生了某种新鲜感与好奇感。人们在这个阶段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对后现代

主义思想与观念进行介绍。学者们发表了多篇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介绍性论

文。1985 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到中国进行后现代主义

文化理论的系列演讲，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学术界对后现

代主义的学术热情也逐渐升温。一些后现代主义著作，如詹克斯的《后现代

建筑语言》《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等，陆续被译成中文。然而，总体而言，一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认真理论反思的工

作还没有全面展开，对后现代主义思想进行认真研究的学术著作相对较少。

第二个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到 21 世纪初结束。这个时期，

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研究和传播达到高潮。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批后现代主义经典著作（如《后现代状况》《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

《文学行动》《快感、文化与政治》《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精

神》《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等）被

翻译成中文。可以说，就经典和重点文献的翻译而言，国外后现代主义的经

典著作和重要研究著作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几乎全部被翻译成中文并出

版。与此同时，大批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第二，出

版了一批学术论文和研究著作。其中一些论文和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比如，《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人

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中心与边缘》《德里达——解

构之维》，等等。第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逐渐渗透和体现在各种不同的领

域中。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后现代主义教育、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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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义建筑观念等，交织在一起，发挥着多方面和复杂的影响。

21 世纪初至今可以被看成中国学术界后现代主义思想研究的第三个阶

段。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话语方式，持续向大众的生活

世界渗透；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跨学科与跨领域研究，其中

最为典型的是，学术界努力把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当代消费主义、女性

主义、当代身份认同、生态与环境问题等结合起来讨论，使得上述论题成为

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与此同时，学术界立足于较充分的学术研究，对后现代

主义进行严肃、认真的学术反思和批评。这项反思和批评的工作由于涉及中

外哲学史论题，涉及当今世界的价值观冲突，涉及对现代科学技术作用的全

面思考，涉及对幸福感的理解等而在当前显得更加复杂和曲折。

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进程和现状要求

我们在新的学术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学说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编

写《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论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论题》由 9 篇文章构成。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国际学

术界知名学者。尽管各位作者持不同的学术立场，使用了不同的叙事方式，

展现了不同的关注点，但是，作为严肃的学者，他们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

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简单来说，这些文章可以归为以下三类：

第一，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内涵、基本理论特征、思想逻辑和发展

方向等进行阐述。相关的文章有：《后结构主义 / 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 现

代主义：师承关系与差异》《后现代精神》《后现代的方向》《非实在论：后现

代对实在的攻击》。就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而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正式出

场至少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就其在中国的影响而言，后现代主义哲学也

有 40 多年的传播和研究历史。不过，时至今日，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内涵、

基本特征、演变史等基本论题上，学术界远远未获得共识。我们希望，本书

中的相关文章，能够帮助读者们重新深入思考上述论题，从而为进一步研究

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相关论题提供一些文献支持。

第二，阐述后现代思想家的教育哲学观念，或者选取现代西方教育哲学

家作为进行后现代维度解读的案例。相关文章主要有《利奥塔，教育和后现

代状况中的资本主义问题》《约翰·杜威留给 21 世纪的遗产》《约翰·杜威

的后现代思想及其超越》。《利奥塔，教育和后现代状况中的资本主义问题》

的作者是国际知名后现代教育哲学专家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Peters）教

授，作者试图阐述后现代哲学的领袖型人物利奥塔的学术主张。约翰·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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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最为知名的教育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南伊

利诺伊大学“杜威中心”前主任拉里·希克曼（Larry Hickman）教授的《约

翰·杜威留给 21 世纪的遗产》和《约翰·杜威的后现代思想及其超越》对杜

威哲学的当代价值进行了讨论，阐释了杜威具有后学特色的思想观点。

第三，后现代主义特色的话语方式。在编者心目中，有一些作品在讨论

现代性相关论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某种后现代主义哲学视角。当

代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虽然主要关心的是现代认同

（identity）、哲学人类学、社群主义、世俗化以及现代性的隐忧等与现代性直

接相关的论题，但是，就其叙事方式和讨论问题的进路而言，泰勒对很多问

题的处理，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学术界对近代启蒙、浪漫主义等所持的复杂

立场，而近代启蒙、浪漫主义等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无法回避的论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西方几乎所有的学术思潮都被介绍到了中国。

就其对人们的思想、认知、体验和生活态度的影响而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

影响不可被忽视。尤其是，由于人们把“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泛化了，甚

至将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装各种东西的“大容器”，所以后现代主义与许多学

派和人物都建立了各种关系，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研究具有了更大的

学术挑战性。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读者和研究者的年岁、成长

环境和知识背景的变化，人们现在可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更冷静、更严肃的

学术思考。我们愿意与大家一起，推进中国语境中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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