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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現代、民間臺灣、恐懼政治
Modernity of Knowledge, Folklore Taiwan and Politics of Fear

—編輯室的話

冬去春來，又是一年。適逢新春，謹代表《文化研究》編委會向讀者拜

年，祝福大家新年開泰，事事如意。

2017年，我們如期出版了24期與25期，並在五月進行主編交接與編委會的

改組。學刊主編六年一任，實是任重而道遠。感謝前任主編朱元鴻老師和劉紀蕙

老師的努力，為學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以致今年我們在科技部的期刊評比中

被評選為第二級期刊，並認可為TSSCI和THCI核心期刊。這項榮譽肯定了前任

主編、編委會以及編輯團隊的辛苦與貢獻，也為我們之後的努力設定了基本的

標竿。尤其要感謝留任編委（朱元鴻、劉紀蕙、林文玲、李卓穎）以及新進的編

委（劉紹華、張隆志、陳瑞樺、李根芳、陳國偉、林純德、黃文倩）和助理（蔡

孟哲，艾可與陳珮君）。他們的投入與支持是學刊繼續前進不可或缺的動力。

展望未來，有鑑於投稿成長穩定，在財力與人力條件的許可下，學刊將嘗

試往一年三期的方向發展，以期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發表園地，並為讀者提供

即時而前沿的研究。同時，我們也將嘗試設立國際編委會，與其他刊物建立更

緊密的合作關係，並申請SSCI與AHCI期刊收錄，期以向學術國際化更邁前一

步，因此我們的體例略有修改，請有意投稿的作者注意和參考。同時，我們也

將開拓新的學術議題，包括「營區與邊界」、「青年與未來」、「御宅文化」

等議題。學刊同時也歡迎自組專題與客編合作等不同的操作方式，鼓勵有志於

文化研究的朋友們一起來參與及經營這個園地。2018年同時將迎來中華民國文

化研究學會成立二十年周年，我們也將以此為專題，歡迎大家投稿。

本期的內容包括了六篇研究論文，一組思想論壇以及兩篇書評。六篇論文

分別涵蓋了當前文化研究三個重要的方向：知識現代化的發展，對民間社會的

思考以及對恐懼政治的反思。這三個方向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彼此無涉，但在內

在邏輯上其實有相當關連，亦即本土和個體的思想與感受如何應對外部的威脅

或啟發，以及這個互動過程如何促發知識與行動。林錚的論文討論「佛教中國

化」這個概念形成的過程與意義，尤其著重在佛學於中國哲學史的發展脈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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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林錚指出：「不論是從傳入途徑或者接受方式的角度來看，佛教傳入中

國，從未是一個原廠製造保證的故事，相反地，山寨版與偽造的痕跡斑斑可

考」。從這個視角切入，林錚並非要否認佛教「傳入」中國的事實，而是要

強調中國「轉化」乃至「重新發明」佛教的重要性，從而將我們對於佛教中

國化的認識放回中國哲學史的發展過程中來考察，並且指出胡適禪宗研究的

貢獻。這個思路體現了知識現代化的過程，也提示了我們文化交流的迂迴與

纏繞。藍弘岳的論文則取徑日本，探討政治學者丸山真男討論江戶儒學的相

關著作，藉以理解江戶末期對儒學的討論如何介入與構成了日本的現代性。

這篇資料豐富、分析綿密的文章試圖處理兩個問題：一是江戶儒學的研究之

於丸山思想的作用與意義，另一是丸山的儒學論著對現代性的思考提供了什

麼啟示。透過對丸山著作的細讀與思考，藍弘岳看見，不同時期的丸山對儒

學的思考展現了他設想日本現代性的不同方案，或為日本對現代性的吸收與

發展提供了媒介，或為其發展（更接近西方的民主法權）形成了阻礙。不論

是繞道日本或是取徑中國，這兩篇論文都指向了現代性複雜、迂迴的知識構

成，值得我們持續玩味與思考。

張孟珠和陳緯華的論文則將視角放在臺灣民間，前者關心民間底層主

體在經濟困頓與性道德兩難中的能動性問題，後者則處理宗廟文化對於國家

意識型態的回應與適應。張孟珠研究清末民初民間常見的「以妻為貨」現

象，試圖在史料與文獻的爬梳中還原底層行動者的所知所想，以突破歷史與

道德設定好的認識框架。她不以國家女性主義的視角來看待這些底層行動

者，而強調底層主體的能動性，尤其突破了我們對於底層主體的弱勢與受害

者想像，更為根本地翻轉了我們對於臺灣民間父權社會的認識。張孟珠的主

張確實有突破之處，但也在性別政治的問題上留下些許質疑和對話的空間。

是故，我們也邀請張文的審查人予以回應。林文凱的回應恰恰是從「性別政

治」這點來質疑張孟珠是否過度提高了底層能動性的想像，並且提出了幾筆

張文未及處理的史料，來質疑張孟珠對底層女性能動性的詮釋。這樣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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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鋒不只突出了性別政治與底層能動性的交纏不休，也提示了歷史也是政

治的現實。我們也希望藉由「批評與回應」的形式來延展論文中關鍵的討

論。陳緯華的論文進一步展現了歷史與政治的牽扯：透過描述臺南顯宮漁村

的小廟如何變成鹿耳門天后宮的過程，及其與土城聖母廟之間的真偽、先後

之辨，陳文說明了國家意識型態如何以「歷史」之名介入民間宗廟的發展，

而政權與歷史觀的變化又如何促使民間廟宇朝市場化的方向前進。民間信仰

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牽扯形成了一個複雜的互動場域，而國家所支配的符號暴

力（以及相應的利益）不僅改寫了歷史，也誘引著民間信仰的發展。所謂民

間，並不能完全自外於政府的經營，然而政府的介入與主導，也無法窮究民

間與市場的自主能量。如何辯證地思考民間與政府，並掌握在歷史與官方文

件下的潛流與伏動，正是文化批判的基盤。

史唯與劉世鼎的論文討論的其實也是民間與政府的互動，只是他們關心

的場域是深圳農民工的保險金抗爭。透過田野調查與訪談，史劉兩人發現縈繞

於農民工抗爭現場的其實是對未來深深的恐懼和焦慮。一方面，工廠拒絕補

繳保險金使得農民工的未來無所依恃，而深感恐懼；另一方面，農民工的大規

模集結與陳抗又勾引著中國政府對農民起義的恐懼。這兩股恐懼從不同的方

向糾結在一起─一要維權，一要維穩─構建了當代中國的抗爭景觀，也勾

勒出以恐懼為核心的情感政治。史劉認為，情感政治的梳理不只是為了突出

情感的政治性或政治的情感效果，而是要思考社會關係、主體性建構與權力關

係如何扣連、循環與再生。農民工的意義來自於他們被壓榨和剝削，以致於

看不見的身體，同時藉由維權與陳抗，暫時從壓榨和剝削的工廠裡解放出來，

成為實在的、活生生的，具有反抗動能的肉體；但也因為如此，他們的身體

又成為國家暴力監視與警戒的對象。恐懼的政治性，因此，恰恰在於其互相

包裹、又彼此構成的增生結構，並且指向政府與人民之間信任關係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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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良因與劉名峰的論文則以國民黨立法委員在2011-2012年會期間針對K

他命升級為二級毒品的提案，提出道德恐慌的分析。借用N o r b e r t E l i a s「文

明進程」的理論，許劉兩人認為在將吸毒者除罪化、去刑化的普遍趨勢下，

臺灣卻出現仰賴道德恐慌修辭的提案，這不只是開民主的倒車，也反映了文

明進程中無可避免的威權遺緒，至今仍然困擾著我們。道德恐慌於是成為思

考與判定民主化時代威權遺緒的一種嘗試。姑且不論讀者是否接受「文明進

程」的理論模型，或是是否同意吸毒者去刑化的趨勢，這篇文章倒是透過道

德恐慌這個命題提出了恐懼政治的另一層意義：亦即個人自由與國家管制的

拉鋸。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毒品分級制度本身如何脫離了醫學與藥學的脈

絡，而成為道德與自由敘事競爭的場域，進而成為區分進步與退步、民主與

威權的意識型態空間。原來恐懼並不天然地存在於個人的心裡，它本身就是

一種政治競奪的形式以及體制的創造。或許令人害怕的從來不是物自身，而

是寄生其中的道德訓令、生命形式與政治判斷。

「《戰狼II》：中國崛起與性／別政治」這組思想論壇是由波士頓大學的

劉奕德（Petrus Liu）教授與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的羅麗莎（Lisa Rofel）

教授共同組織的。這兩位知名的性別學者與中國研究專家，邀集了中國、台

灣、美國與南美洲的學者與行動者，深入剖析與批評了2 0 1 7年中國票房冠

軍的英雄大片《戰狼I I》，並提出了對中國崛起與性／別政治共構的重要思

考。當中國在非洲，乃至全球範圍內，逐漸端出大國姿態的同時，中國崛起

的問題就不再只是中國的偉大復興如此單一，乃至單薄的民族想像，而關涉

到南南關係的具體實踐，乃至於全球南方這個概念的有效性。中國崛起中的

性／別、階級與種族政治尤其影響著世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認識與接受。是故

這組影評所涉及的不只是《戰狼I I》這部主旋律電影，而是國際關係當中隱

微卻真實的文化作用。為使這樣的批評視野也能夠進入大陸，同時促進本刊



與國際學界的合作關係，這組文章也在上海大學的《熱風學術網刊》第七期

（2017）刊出，並且將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登出英文版的討論，敬請讀者關注。

本期另收錄兩篇書評：周世瑀與林封良評約翰・史密斯（J o h n S m i t h）

的《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討論全球資本主義對於南方經濟體的剝削，

並試圖在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中重新理解帝國主義。作者不只分析與說明了史

密斯的洞見，嘗試將其洞見放置到臺灣的語境與政經脈絡當中來觀察，更進

而點出以鴻海為代表的臺灣帝國主義欲望。這篇書評不只介紹了史密斯的理

論，也連繫了從馬克思到皮凱提（T h o m a s P i k e t t y）的資本論，深化了我們

對於臺灣經濟的思考，直指分配不均的地緣政治根源，值得讀者借鏡。莊佳

穎則從認同政治的知識生產以及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路徑，來評論臺裔旅美學

者岳心怡（Sydney Hsin-I Yueh）《臺灣大眾文化與認同政治：撒嬌世代》這

一本書。莊佳穎一方面將這本書置放在臺灣認同政治的知識脈絡中，另一方

面又強調流行文化所搭起的陰性框架，如何可以豐富認同政治的想像。尤其

精彩的是她從不同用語的角度切入對「撒嬌」一辭的理解，從而展開與作者

的對話。如莊佳穎指出的，不同用語暗示了繞道她者的不同方式，也就會產

生不同的自我觀照；如此參照的分歧，乃至矛盾，恰恰是臺灣認同政治的內

核，也是臺灣主體性建構無可逃避的必由之路。

從研究論文至思想論壇和書評，這些文章清楚展現了文化研究在方法、

視角與主題上的跨度與深度，既不限於一時一地，也不獨宗一門理論或幾個

大師。相反的，文化研究是在具體的歷史與文化交會中生長出來的，它關乎

知識的現代性，也關注民間知識的傳遞，更要介入不同的情感與政治結構，

讓個體與社會找到呼吸、生存以及彼此理解的空間。即令這樣的道路悠遠而

漫長，我們且奮力徐行，不懈於途。

王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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