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Author：

頁數/Page：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編輯室報告

Editorial

doi:10.6752/JCS.200710_(5).0009

文化研究, (5), 2007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5), 2007

朱元鴻

i-ii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710_(5).0009

2007/10



編輯室報告

文化研究一個迷人的獨特之處或許是：研究的問題總是由

某些異質接觸的遭遇而激活的複雜性(complexi ty)。這項特色

幾乎描述了本期的所有論文。「華人七○年代」，跨國跨洋、

世代交錯，當然絕不單純。在日本與台灣之間的戰前沖繩八重

山群島，一個民族語言、歷史文化交錯，不斷重劃疆界的「交

界場域」，同樣的複雜。一個古老的伊比鳩魯物理概念，偶微

偏，在當代文學藝術、科學、哲學等不同谷道的奔流，是在莫

測的思想史上醞成的複雜氣象。香港、札幌、澳門三個城市少

年監獄的研究，描繪了從警治到犯罪學與主流社工論述藉著構

築對「偏差」的道德恐慌而建制身分檢查與納入排除的規訓機

械，同時卻也洩漏了規訓機械無法馴化的被囚主體，見證了他

們挑釁常規的演作；且容我稱之為「被囚主體的複雜性」。香

港藝術館的《不中不英》展覽，標題即已透露的不僅是殖民遭

遇之下港式廣東話不中不英的語言複雜性，也是靈活多變、兼

容並蓄的香港精神。影像的藝術創作，未知的冒險，一個文化

事件，同樣是由異質接觸的遭遇而激活的複雜性，這個瞬間的

或碰觸的複雜性，用曾御欽的語彙是：砰！

一個作用力更為深廣的遭遇，構成了我們前後數個世代必

須不斷重讀以重新瞭解自身認同的複雜性，那就是發生在十九

世紀中葉，中國、日本跟西方的遭遇。汪暉對於「現代」的質

詢，《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以及本期這篇〈再思考〉，子



Editorial

安宣邦對於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的再精讀，都是對這

個重大遭遇的綿延回應。每個回應本身都開啟了在歷史中想

像過去、在當代投射未來的向度，也都寓含了一個多重指涉

的「思想」或「文明」主體，或視野。汪暉的四冊《現代中

國思想的興起》(2004) 涉及的歷史解釋議題甚廣，知識譜系的

規模甚大，如黃錦樹形容的，不折不扣是個關於中國現代性

起源的大敘事。這部體系著作雖早已存在著批評、提問與回

應，但顯然值得更多的探討與論辯。既然是關於四冊《現代

中國思想的興起》，〈再思考〉不同於一篇需要專業審查的

研究論文，編委會也難以設想能夠涵蓋這部著作全幅議題的

回應人，於是我們的任務是邀請能夠就局部議題貢獻批評的

評論。黃錦樹與甘懷真兩篇各有精采的論點。我們期待第六

期能讀到後續的評論以及作者的回應。

對於思想上具有重要性的文章，不拘泥於匿名審查形

式，組織公開而有意義的批評與回應，本期的嘗試也為本刊

開啟了一個新的組稿類型：「思想論壇」 (Fo r u m)。子安宣

邦〈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精讀〉，由陳瑋芬翻譯與介

紹，乃本期繼第四期的第二次「思想翻譯」(Translations)稿類

的嘗試。我們期待這些新稿類的具體呈現，對於潛在的作者

與譯者有些鼓勵的作用。

朱元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