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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研究与中国”研讨会综述 

吴明靖 

 

  2006年6月29日，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外国文学》杂志社、《差异》编辑部三家联合举办的

“英国文化研究与中国”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这是一次小型而富有成效的研讨会，来自首都

高校、科研机构和报刊杂志社的专家、学者共三十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就以下四个主题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英国文化研究的概念与重要性，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脉与问题，英国文化研究与马

克思主义，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意义。 

 

  一、英国文化研究的概念与重要性。文化研究起源于英国，时至今日已引起世界各国众多学者

的关注，研讨会重申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概念与重要性。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认为，英国文化研

究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学术研究实体，能为当下泛化的文化研究提供可供参照的历史坐标，有助于全面

认识文化研究自身的学科系脉和生长逻辑。《差异》编辑部的金惠敏指出，今天倡导研究作为一个思

想学术流派的“英国文化研究”，源自于“阐释中国的焦虑”。中国现实正在经历着一个急剧的转

型，以往的阐释框架大多不再适宜，例如，对于媒介文化，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多元文化，亚文化

或反文化，全球文化，文学的边缘化，政治的道德化，等等，我们都不可能直接从现象学或法国后结

构主义那里得到答案，而这些却是1960年代以来英国文化研究非常成熟的主题，对我们具有直接的参

考价值。北京语言大学的张华副教授认为作为英国文化研究重镇的伯明翰大学文化与社会学系虽然解

散了，但文化研究依然鲜活。在目前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现实处境下，更需要用伯明翰传统来继续思

考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 

 

  二、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脉与问题。鉴于学术界对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脉认识存在着一定的模糊之

处，黄卓越教授梳理了“英国文化研究”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关系，认为后现代性问题的登

场，使得伯明翰模式难以为继并为更多样化的文化研究所取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也就从以伯明翰

为代表的研究，过渡或转型到了广义上的英国文化研究的阶段。金惠敏认为，雷蒙·威廉斯对于“文

化研究”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很难将其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或“典范”，英国文化研究之

最终蔚成一大思想学术流派，应当归功于斯图亚特·霍尔之卓越的思想和组织领导才能。清华大学的

曹莉教授通过介绍由瑞恰慈、燕卜荪、利维斯和威廉斯等人形成和发展的剑桥批评传统，从学术史角

度来探测英国文化研究的源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炎博士介绍了文化研究另一重要领域即电影批评

的发展状况，从更具体的角度分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某些学术问题。芝加哥大学的汤斯奥先生指出英

国学者对阿尔都塞有诸多误解，但肯定了阿尔都塞对英国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 

 

  三、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非常紧密，特别是与政治经济

学、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赵国新教授分析

了文化研究出现在五十年代的英国的原因，认为文化研究的起源和发展受到马克思主义与新左派的影

响，因此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文化研究更具有阶级文化特色。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分析了文

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在文化研究草创时期，许多新左派的理论家虽然



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却同时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一种批判反思的态度；七十年代以后，文化研究中发

生了全面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趋势，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和阶级理论三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分析方

法都受到质疑；到九十年代又出现了反省之反省、质疑之质疑的新趋势，重新肯定了经典马克思主

义。 

 

  四、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意义。与会的大部分专家学者都提到英国文化研究对于理解中国本

土文化现象，阐释当下社会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外国文学》杂志社马海良先生认为，文化研究有做

文化研究和研究文化研究之分，所谓做文化研究，就是对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文化文本的意义及其

表达方式进行分析、批判和揭示，是一种实践行为；所谓研究文化研究，就是将文化研究本身当作观

照研究的对象，对它的属性、元素、结构、原理甚至历史和影响进行分析、辨识和总结，是一种学术

行为。北京语言大学陆薇教授结合教学和科研实例，谈了文化研究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北京外

国语大学汪民安教授用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对最近很轰动的黄健翔足球解说事件进行具体分析，认

为黄健翔自身的编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央电视台编码机制的解码，同时对观众施加了他的意义，观

众对于黄健翔在叙事行为和叙事内容这两个层面上的意义解读又是多样的。北京语言大学沈建青教授

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并不适合中国，在借鉴的同时要多一些冷静思考。 

以“英国文化研究”为议题的研讨会在中国学术界尚属首次，本次会议的成果将对国内文化研究的发

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责任编辑：苏玲） 

网站导航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联系我们 | 招聘英才 | 最新招聘启事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室 邮编：100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