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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逻辑。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我们言说边界这个概念

时，即使是动态的边界线也应该具有一个本体，一旦边界被

抹除，后学科也就成了乌托邦。因此，后学科仍旧是前学科

在现实发展下的自我更新和超越，而我们能够做出的努力就

是开掘具有超学科性的理论和概念，立足现实发展去革新学

科范式。
杰索普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转向’的连接，目的

是提出一个马克思的———变化的‘文化政治经济学’”［2］49。
之所以选中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

不断地自我批判，从而摆脱了所谓单一学科的界限。从马克

思主义产生的源头看，马克思本人辩证批判了黑格尔、费尔

巴哈、大卫·李嘉图等人的思想，汲取了哲学、古典政治经济

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知识。因而，就其本质

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不受学科分化的限制，其整体

特征恰在其‘跨学科性’。”［4］13

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日就不断地面临着挑战，也正是因

为这些挑战，马克思主义展现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具有跨

学科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种处境。
其一，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整合进其他理论，比如存在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马

克思主义等。其二，公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相反的姿态，比

如鲍德里亚，“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性关系，彻底

取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结构，从而完

全告别了马克思，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反对者。”［5］1 用

所谓的能指拜物教去取代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实体世界

被完全解构，物品符号变为纯粹的能指”［6］78，从而走向了现

代唯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后马克思主义这类批判者

仍旧在沿用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概念范畴，也正是通过保持

对抗姿态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不论是整合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仍旧存在并延续

着旺盛生命力。文化政治经济学既要接受“马克思的前学科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发”，又要以“后学科的方式利用社会科

学家广泛的学识和研究”［7］1。现代学科经历了几次“转向”，

即从心理学转向到语言学转向，再到如今的文化转向，马克

思主义身处其中也受到转向的影响。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

用精神分析改铸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则将索绪尔的结构主

义语言学融入到意识形态分析，到了杰索普这里，“文化政治

经济学严肃地将文化转向( 关注意义创建) 带入政治经济学

批判。”［3］8这种学科理论范式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将开

辟一块新的视域，去重新审视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

二、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转向

何谓“文化转向”? 杰索普认为，“‘文化转向’被给予了

广泛的和多重的解释，它以话语、意识形态、同一性、叙事性、

争论、修辞、历时性、自反性、阐释学、解释、符号学和解构的

形式对研究加以覆盖。”［2］49 这一解释声明了文化研究对学

科方法多样化的运用，也正是因为接受“文化转向”，“文化

政治经济学组合了诸多概念和方法，这些概念和方法来源于

批判性符号学分析与批判性政治经济学，这就为( 研究) 资本

主义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后学科性方法。”［1］159 从杰

索普的解释中可以发现，符号学既作为文化转向的方法论之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同时，文化政治经济学在接受

转向后，也对符号学的方法和概念进行了重组。

光是多学科方法运用，重组不同学科概念，文化政治经

济学就与众不同且具有阐释效力? 杰索普认为“文化政治经

济学不同于其他的文化转向”［1］159，而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核心范畴的运用; 二是符号分析方法，并与激进

的、非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接合。”［3］8

所谓核心范畴，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立足的积累体

制，以及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态。不同的积累体制需要对应不

同的国家形态才能稳定，“与战后形成的大西洋福特主义积

累体制相对应的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 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出口主义积累体制形成的

是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 最后是在全球化的以知识

为基础的经济上形成的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的政治

体。”［8］31这样的两两对应，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的历时

性变化，不同的制度往往是为了解决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问

题。因此，文化政治经济学反对超历史的分析，总是将核心

范畴的研究放置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
按照杰索普的理论逻辑，随着资本主义现实的变化，一

种经济结构会被另一种经济结构所取代，比如为了应对大西

洋福特制危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KBE: the knowledge －
based economy) 应运而生。而产生这种更换的深层原因可以

借助符号过程( semiosis) 这一概念加以解释清楚。所谓符号

过程，“就是用符号再现、传达、解释意义的过程”［9］258。这一

概念的引入将现实世界作为意义世界加以考量，从而将经济

结构的变化视为符号运作的结果。

以符号过程为着眼点，杰索普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问题。
问题一，“符号学内外的因素是如何影响符号过程中的变异、
选择和保留?”［1］159 ; 也就是说，某一经济构想最终能够被选

中并贯彻于实际，取决于自身适用性和外在话语支撑。杰索

普认为，符号过程的运作同样需要立足于物质现实，在众多

可选制度中，个体、组织和机构对某一制度有共鸣话语后，再

将制度落实到现实中经受考验，发挥效力的制度被继续强

化，最终成为最佳的制度选择。这一符号过程潜藏着进化论

的思维，“不同的国家理论解释都需要经历‘变化’、‘选择’、
‘保存’的‘现实检验’。”［8］29 符号意义的解释者在话语选择

中的地位被凸显，随着解释者的数量增加以及话语权增强，

本来只是可能性之一的理论，伴随着符号过程的运作，成为

一种颠扑不破的最佳选择。
问题二，“符号过程又如何与调整、再生产、改变资本主

义社会结构的实践相联系?”［1］159也就是说，符号过程作为一

种形式分析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契合。符号学是研

究意义的学科，“社会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意义的生产、循环与

交换所达成的”［10］101，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策略以及镶嵌其

中的社会形态同样是意义的生产过程，符号过程就是研究意

义的产生、变化和确定。这种调整、再生产、改变资本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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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的实践都是由实在的行动主体操作的，而为何调整，

怎样调整，是否再生产，能否改变都是一种话语建构，实践本

身也是一种话语选择的结果，“行为主体可以意使任何事物

踏入精心编排的话语中，或者用精心编排的话语来证明事物

的存在。简而言之，文化政治经济学承认符号过程的构成作

用，承认社会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符号学以外的特征，也承认

它们两者对行动能力和转换能力的联合影响。”［1］161 不同于

简单的“话语还原主义”，文化政治经济学强调了话语背后的

主体实践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问题三，“符号过程在分析、建立、暂时稳固资本主义社

会结构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1］159 这一问题指向了符号过

程的作用，实际上，符号过程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任何一

个对社会世界的性质和动态的严肃性解释中，思想或意义体

系都不会成为一个可选的附加项。”［3］9 也就是说，符号过程

是意义世界的运转状态，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建立和

稳固，都是一种符号过程。正是通过将纷杂的动态变化转化

为可归纳的符号过程，我们才能够看清社会结构整体的运

转。从符号过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社会形态加以引导和

改造，最终将其维持在某一形态中以形成秩序。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解答，杰索普确立了符号学分析方

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阐释效力。传统政治经济学批

判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同样可以纳入到符号过程

中。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本质有着精辟的分

析，而符号过程可以对具体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解释，

从而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聚焦到当前的、乃至未来的制度

运行和演变中。

三、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

杰索普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分析，包含着一种进化

论的思维。因此，社会现实就成为这一进化的本体，当本体

自身遭遇危机，只有制度的进化才能延续本体的生命。以知

识为基础的经济是在回应大西洋福特制危机中产生的，而大

西洋福特制曾经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但伴随

着机械化的过量生产和民众消费力的减弱，经济危机为其他

经济话语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面临危机，社会开始重组，“不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

会文化的叙述产生交集，根据过去的错误和未来的可能分析

它们，据此试图去给存在的问题赋予意义。”［1］167 在这整个的

叙述交集中，个人的、组织的、机构的话语开始发出，处于不

同阶级、阶层和团队的个人也在传达自己的观点。整个符号

过程就变成了话语的发送、传递和保留，而被资本所控制和

主导的大众媒体将能够主导符号过程的运转，以强势的话语

权去确立某种话语的正确性。这一强势话语的背后就是资

本主义国家的霸权愿景，实现这一霸权意图的方式则是经济

构想。

杰索普指出，被选中的经济构想需要符合两个要求。一

是适用性，即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公司、区域、国家，乃至于所

有的领土; 二是灵活性，即它可以根据社会条件的差异做出

调整。这一经济构想“能够处理越多的领域，它将越会有共

鸣和影响力。这解释了知识经济的力量是一种持续增强的

统治话语和霸权话语。”［1］168 这样，文化政治经济学在提出

“经济构想”这一概念时，就是对经济进行文化分析。经济形

态合法性的确立不再是自发的，而是话语选择的结果。
回到杰索普对积累策略与国家形态的对应分析中，为了

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危机，通过经济构想，某一积累策略被

选中，并在现实操作中发挥效力。随着效力的适用性和灵活

性得到验证，这一经济构想就成了主流叙述。而当资本主义

国家再次出现新的危机，路径开始被重新设计，设计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解决危机，因为在多种话语选项中，其他话语并

没有被实践检验为无效。之所以被选中，也是因为这一话语

契合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愿景，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可以

实现其霸权意图。

杰索普通过文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最终还是指向了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他看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美国

政府为应对“来自欧洲和东亚对手日本日渐增长的竞争挑

战”所作出的回应，“这些积累策略依赖于保护和扩展美国资

本优势的大范围的知识产权。”杰索普所判定的霸权论继续

指认，“这可以被看成是新自由主义为了生产资本在自由贸

易的掩护下保护其超额利润的政策，以及为了金融资本对其

新自由主义的补充。”［11］51这样的结论说明，经济构想的推行

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当我们认定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合法性时，我们是否

仍处于意识形态的牢笼中? 杰索普做了肯定的回答，因为他

始终将经济制度与其背后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杰索普认为，

“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8］29，这一观点沿袭了马克思的“资

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

系”［12］877。在这一界定之下，杰索普指出，“我们必须把国家

权力视为隐藏在社会关系当中，而不是当做一个简单工具。”

这种关系论契合了杰索普接受文化转向的态度，因为“文化

转向的关键特征是它对权力的话语解释”［2］46。这样，一切

都明了了。
杰索普在提出文化政治经济学时，已然接受了文化转向

对于权力话语的判断，即权力话语渗透于整个意义世界中。
与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不同，杰索普将权力话语对准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核心范畴，即积累制度与国家形态，宏观地判定

所有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保留和强化都是权力话语操作的

结果。符号过程的分析将能够揭示权力在其中运作的形态，

对于权力话语的分析也将避开“话语还原主义”，而始终盯紧

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变化。

正是基于对权力话语渗透的敏感，杰索普将意识形态笼

罩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度视为必然事实。从符号学角度

解读，“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在社会中形成‘思维共识’，

即让人们按照同一种元语言来理解和接受社会现实”［13］159，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存在合理性变成了共识，但事实是，

即使是已然被确证为有效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都不过是

暂时性地在发挥作用。用一种超越的眼光看，以知识为基础

的经济仍旧会被其他经济构想所取代。之所以这一话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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