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

/

$%&!+&&'

!

&$&

""""""""""""""""""""""""""""""""""""""""""""""""

012

.

#"/#%"0$

/

1

/2345/67

1

'8/!"#$/"9/"#;

经济视野扩张,种群视野缺失与
叙事政治阐释的盲视
!

111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学主符码评析之七

张开焱

摘
!

要.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学的主符码是!总体性历史"'而!总体性历史"的终极统摄

性力量是!生产方式"*在詹姆逊的理论模式中'生产方式覆盖了从社会文化生产到政治

体制生产到经济生产的所有层面*但从他大量的论文论著中可以看出'他特别强调经济

生产方式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其理论还是潜在地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痕迹'但基

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分析在詹姆逊手上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解释力量*詹姆逊社会结构

模式和生产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完全无视种群生产方式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因

此'其社会结构理论存在明显片面性*由于种群生产视野的缺失'导致他叙事政治阐释理

论和实践中对种群生产与叙事活动内在关系的完全盲视'这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关键词.叙事政治阐释-生产方式-种群生产-詹姆逊

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学的主符码之一是!总体性历史"'而!总体性历史"的终极统摄

性力量是!生产方式"*在他那里'对叙事问题的政治阐释与历史阐释是同一回事*而他

的历史观又是建立在黑格尔逻辑主义与卢卡契式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基础之上

的'历史具有总体性是他关于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认知*而历史的总体性由什么来保证呢+

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被认为是!经济基础"#如那个经典的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模式$或!阶级斗争"#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

阶级斗争的历史"$*詹姆逊则认为不是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或者阶级斗争'而

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中'他对此进行了明确的指认"

-在(单

一的现代性)中'他再次指认!马克思主义的6主符码7是以生产方式的序列为基础'以具有

特殊地位的资本主义为认识立场"

#

*在此基础上'他吸纳阿尔都塞结构历史观'将生产

方式作为统摄从文化生产到经济生产的所有社会结构层面的总体性范畴'建构了自己的

社会结构模式*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主符码和社会结构模式的调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寻找资源以使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获得发言权的努力'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在充

分肯定这个努力的前提下'也要看到詹姆逊这个阐释主符码存在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中最

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经济视野的扩张与种群视野的缺失*鉴于此'本文拟集中对其!生产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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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符码构成中经济基因的扩张,种群视角的缺失及由此导致的叙事政治阐释盲视进行清理和检讨*

一,詹姆逊理论中经济视野的极度扩张

本文的检讨从詹姆逊吸纳阿尔都塞结构历史观建构的社会结构模式"开始#如图
#

$.

图
&

!

詹姆逊社会结构模式图

在后现代语境中'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阐

释主符码和社会结构模式调整的用意'是为了避免

被许多非马学者诟病的那个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局

限*他多次明确表示'自己不是经济决定论意义上

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是'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

理论中'!生产方式"主要是与经济活动方式连在一

起的概念'天然携带 !经济生产"的基因*现在'詹姆

逊将这个概念从经济基础范畴中提出来'作为覆盖

整个社会结构的总体性概念'如何去除其天然携带

的!经济决定论"基因'是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图
#

除了将!生产方式"特别提出来放在左边作为统摄性因素外'右边那个社会分层结构图其实还是传统历

史唯物主义典型的经济决定论式的社会结构模式图'这也许暗示'詹姆逊潜意识层次的关于社会结构的

图式其实还是右边这个分层模式*

事实上'詹姆逊除了在(政治无意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等著作中特别强调!生产方式"这

个概念的经济因素外'在其它论文论著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在(六十年代.从

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一书中'他纵论
!"

世纪
$"

年代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

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叛性革命热潮时'最后就将其原因归结到全球性的经济根源中去*他说'从

0"

年代的眼光看这些政治运动'!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将它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或体制舞台向另一个

转型过渡下的上层建筑的运动和游戏"

$

*他在(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一文中'将文学艺术

中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确认为以!金钱和市场体系"这种!物化的力量"为基础的市

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对应性产物.!我的观点是'如果说现实主义形势是某种市

场资本主义的形势'而现代主义的形势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市场的界限'扩展了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帝国

主义的形势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形势就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老的帝国主义的,跨国资本

主义#

+B7.,53+,5?3+.2+

@

5,+.58B

$的或者说失去了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

%这种引起争议的描述

后面隐藏的理论框架'正是经济基础决定论*

詹姆逊在许多地方都反复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商品交换和阶级斗争是最关键的概念'!任何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阐释都必须坚持两个老的而且很熟悉的术语.商品生产和阶级斗争"

'

*他在生产方

式诸构成因素中特别强调资本的作用'他说.!资本的概念是公认的总体化或系统概念*"

(在(认知的测

绘)一文中'他为自己对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总体化认知辩护.

我想尽力指出'资本的三个历史阶段各自生产出它特有的空间'##我想到的这三个空间

都在资本扩展中'##至少可以确信的是'资本的概念随着这个社会制度本身的某个统一逻辑

的概念而兴起和衰亡*##这两个概念都无法挽回地成了总体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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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焱.经济视野扩张,种群视野缺失与叙事政治阐释的盲视

很明显'以!资本"作为历史的总体性因素和以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的总体性因素在他那里是内在一

致的*他在就(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111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一书中译本接受张旭东访谈时特别说

到'!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者*但我认为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这样那样要谈经济'这

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历史的,不可逾越的一个特征"

"

*他从经济角度看后现代'最后得出一个令许多

人可能大跌眼镜的结论.!在我看来'关于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关于经济的理论*"

#在最近一次来中国

所做的关于解读(资本论)的演讲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我不妨就简单提出一个看法.今日之世界政治皆与房地产相关*后现代政治在本质上反

映的是土地掠夺'在地区和全球范围都是如此*##今天的一切都和土地相关*按马克思主

义术语说'这一切变化归于土地的商品化和残余的封建制以及农民阶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工业农业,农业商业以及农场工人*

$

所有这些都显示'尽管詹姆逊将!生产方式"作为覆盖整个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总体性要素'但实际

上'他心目中的!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最主要的所指还是属于经济基础的那些内容*

!"

世纪'在许多西

马学者那里'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遭到质疑'他们转而寻找其它影响历史的重要因素*葛兰西找到了市

民文化'阿尔都塞找到了多元决定论'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找到了人本主义'齐泽克找到了意识形态'等

等'但詹姆逊理论依然保留着对经济因素的特别倚重*

因此'我们要说'尽管詹姆逊努力想避免经济决定论的嫌疑'但实际上经济视野在他的理论中重新

获得了极大的扩张*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理论的阐释力量'恰恰相反'在经济因素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力

量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和扩张的后现代'詹姆逊的理论选择使他获得了超越时人的透视深度和广度*

詹姆逊的叙事政治分析最让人惊讶的地方之一是'被许多西方学者诟病的经济论视角在他那里释

放出了巨大的解释能量'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形态'显示出令人震撼的锐利,透辟,洞见和理论活力'从而

经由他手再一次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学术前沿显示出其动人心魄的魅力*笔者分析'他的思想获得这

样效果的原因有二.一是经典唯物主义那个带有经济决定论色彩的理论体系'在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文化和文学艺术现实的时候'显示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量*资本主义发展到詹姆逊

所说的晚期阶段'经济与资本对人类所有领域全面的渗透和控摄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现*这使得

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视角获得了超出以往所有历史阶段的有效度'这意味着'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并未丧

失其有效性*二是与他自己开阔的理论视野相关*詹姆逊是迄今为止理论视野最为开阔的少数西方马

克思主义学者之一'这使他能在各种互相对立的理论系统中取长补短'构建自己马克思主义阐释体系*

他优游自如地行走在古代,近现代,后现代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流派中'得心应手地借用这些思想成果和

方法作为自己历史分析的阶段性工具'在令人眼花缭乱,富有弹性和辩证性的征引,论辩,剖析中'最终

带领读者登上他历史分析的顶峰*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尽管詹姆逊是后现代最强调经济,商品,资本,生产方式巨大作用的理论家'但

很少看到人们指责他是一个过时落伍的经济决定论者*可以说'在后现代'他是将经济论视角的阐释力

量发挥到极致并获得巨大影响的极少学者之一*

二,詹姆逊叙事政治学中种群视角的缺失

尽管如此'詹姆逊理论体系仍存一个缺失'这影响到他的理论获得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大的解释力

量*在他的解释体系中'种群生产方式被完全无视'种群视野完全缺失*

在如图
#

所示的詹姆逊社会结构模式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的经济活动诸要素都被开列了出来'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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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生产这个同样重要的要素'却完全被无视'这是令人遗憾的*詹姆逊借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

他们思想中期提出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那个社会结构模型'但事实上到了马,恩晚年'他们对人类学

成果有更多了解后'对这个模型的缺陷是有强烈意识并进行了重大修补的*这集中体现在恩格斯晚年

撰写的重要论文(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在这篇论文的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作了如下最终表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

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

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

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比他们中期那个表述更为全面和有解释力*但很遗憾的是'这个最终表述一

直没有受到中西马学的重视'詹姆逊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都无视这个最终表述中的种群生

产#即!人自身的生产"$的重要性'这导致了他社会结构模式和历史理论本身的残缺*

种群生产既是人类历史#政治$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还是人类历史活

动的终极目的#作为种群的人类自身的保存,繁衍,延续,发展,进步和进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

也是最高伦理原则$'就人类而言'这应该是最大,最根本的政治目标*人自身的种群生产活动方式是历

史地发展和改变的'从原始的群婚制到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到对偶婚制进而到一夫一妻制'从

原始的普鲁那亚大家庭到古代阶级社会的三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到近现代!儿1父1母"为核心的二

代小家庭'从原始的血缘婚制到非血缘婚制'等等'都意味着种群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发展和变化*这种

变化可能与经济生产方式相关'但并不简单地是由经济生产引起和决定的*仅就种群生产的基本单位

家庭的形式而言'一夫一妻制为主的婚姻模式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基本被确立后'历经奴隶制,封建制,资

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多种经济生产方式都被保存下来'这典型地说明种群生产方式与经济生产

方式之间没有决定性的同一性关系*同时'从共时角度讲'同一种经济生产方式主导的社会'也可能有

多种婚姻制度*种群生产方式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轨迹和规律'每一时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都在为种

群生产提供不同的物质平台'但这个平台不会从根本上决定种群生产的方式和规律*

既然种群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那逻辑上它就必定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意识

形态等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

首先'人类以个体生命的存在作为前提*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

的个人的存在"

#

*而这个前提正是种群生产提供的'也是种群生产的基础*因此'与个体存在的独特

性相关的生命意识,性别意识,个体意识等'都必然产生*

其次'种群生产产生了人类基本社会关系领域*马克思谈到个体生命存在是一切历史存在的第一

个前提之后说'人类创造历史的三个前提分别是'使生命存活的物质质料的生产'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

新的需要以及生命的再生产和由此产生的家庭关系*对于第三点他说'!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

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

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

*人是男人和女人结

合而生产的*由于这个基本事实'在人的生产活动中'就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基本社会关系*物质生产中

人们结成的是以实际利益为纽带的各种经济关系'而种群生产中结成的则是以血缘和泛血缘为纽带的

情感和伦理关系'如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族团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泛化形式种族,民族等'在

此基础之上'也产生了以之为基础的相关欲望,情感与观念'即社会意识*

又其次'种群生产基础之上形成了最早的人类社会制度*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

文中'考察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建立的基础'发现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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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焱.经济视野扩张,种群视野缺失与叙事政治阐释的盲视

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则是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

*恩格斯对阶级社会

的考察是以从古代希腊罗马到近代资本主义欧洲历史为对象的'这个判断对欧洲阶级社会的考察大体

有效'而对欧洲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域则效度有限*因为'在古代中国等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血缘

关系一直是社会政治体制建构的基础性力量*在国家政治层面'政权一直按皇族血统世袭-在基层政治

层面'聚族而居,宗法主导'一直是几千年中国村社的基本组织原则*在原始社会'人类基本都以血缘关

系为社会政治的基础'进入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西社会开始选择了不同的国家组织原则*希腊选择

了走出家庭和家族'以孤立的个体为单位组成城邦国家#

-中国则基本是一个村社为基础的国家'一直

到近代都延续着以血缘家庭,家族为单位组织国家的原则$

*

再其次'与此相关的是'在社会意识形态即精神文化的构成领域'无论中西方'与种群生产相关的观

念,愿望,情感'一直是人类意识形态构成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种群意识和情感一直是建构社会精神文

化的核心力量'以基于血缘关系的礼教为核心的儒学在中国大行其道绝非偶然*在西方'进入古代希腊

罗马社会后'种群意识和情感在意识形态层面相对弱化'与商业经济和城邦聚落形态相关的个人与公民

意识居于重要地位*到近现代'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相关的商业主义,理性主义,消费主义观念更

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构成*即使如此'种群意识与感情仍然在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

地位'这最突出地体现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人本主义,人类主义的观念与感情中*而且'在某些时段

和国度'种群观念和情感中某些种族主义情感和观念'还成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如希特勒的!雅利安

人种优秀论",美国长期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所体现的种族歧视意识'欧洲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对犹太民

族的歧视意识'等等'都曾经是阶段性主导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情感*这说明即是近现代'种群

观念和情感仍是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构成*

最后'与种群生产相关的生活,关系,观念,情感在人类文学艺术活动中有最重要的地位*产生于种

群生产的欲望,情感和观念'深刻影响着创作动力,作品构成和社会接受心理*关于这个问题'本人已有

三篇论文正面论及'为节省篇幅'于兹不赘'有兴趣者可参看%

*

三,种群生产对叙事活动的影响与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的盲视

詹姆逊有力地阐释了经济生产方式对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对叙事活动,叙事构成的深刻影响'

这十分有价值*但种群生产对人类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叙事活动和叙事文本构成的影响'他却不置

一词'确是明显的缺陷*本处只就种群生产方式和活动对人类叙事活动的重要性做一个简单的勾勒'以

证明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的盲视所在*

首先'从历史角度考察'人类为什么要有叙事活动'人类叙事活动的动力是什么'这与种群生产相

关*原始人类两性之间表达爱慕,媾合,祈望个体,家族,部落昌盛绵延,对自己伟大祖先和英雄的崇拜

与怀念的欲望和情感'是叙事活动最强大的动力*直到现代文明人这里'这仍然是叙事活动的深层动力

之一'对此精神分析学有最深刻的揭示*詹姆逊并非没有注意到精神分析学的成果'他甚至说
!"

世纪

最伟大的精神体系之一就是精神分析学*但他实际上将精神分析学的种群生产根基完全抹杀了'而从

自己特定的经济政治角度将其转化和利用*例如在(政治无意识)中'他就是从这个角度阐释巴尔扎克

在家庭生活中受到的压抑和潜意识欲望的'

*詹姆逊做这种转换潜在的认知是.基于种群生产的这种

欲望,感情,潜意识和生活本身'远不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价值'只有将其转换为和物质生产相结合的内

容才有历史价值'这显然是片面的看法*应该看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是人类自身根本的历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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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因此'对人类种群生产活动促进,引导,控制,完善或阻挠,敌视,排斥,毁灭等的态度和活动'也是最

大和最根本的政治'但詹姆逊理论显然缺乏这个维度*

其次'人类种群生产活动也是人类叙事艺术的核心内容*弗雷泽在(金枝)中对原始神话产生于其

中的巫术活动进行的著名研究揭示'原始人巫术仪式最重要的是祈丰与祈生仪式两大类'前者以物质生

产为对象'后者以生命活动为对象*而在互渗律和生命一体化观念的支配下'他们会将祈丰仪式生命

化'即用生命生产的过程来表现物质生产的过程*因而作为人类各民族最早叙事样式的原始神话'其内

容大都和祖宗崇拜,性崇拜,生殖崇拜,生命崇拜等种群生产活动观念,情感相关*而基于种群生产活动

的氏族,部落,族团间的交往,冲突,战争和胜败的生活则是古代史诗叙事的核心内容'正如巴赫金所说'

史诗叙述的是各民族自己远古伟大祖先的生活'所以!是神圣而不可篡改的"

"

*

并非古代神话史诗如此'一直到现当代'基于种群生产的那些社会关系,生活,情感,欲望和哲理'男

女,家庭,家族,族群,种族,民族之间的爱恨恩仇'依然是文学艺术叙事活动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即使在

经济活动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当代'人们打开电视,走进电影院,翻开小说'充斥视觉听觉的

主要还是这些生活的叙述*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生活的性质'改变的只是这

种生活展开的平台和某些局部内容*如此重要的叙事内容'在詹姆逊的叙事政治学中基本没有获得合

适的认识和表达'这是他叙事理论令人遗憾的缺陷*

种群生产还影响着叙事的深层语法*结构主义叙事学提出叙事语法这个概念'指的是深藏众多叙

事文本表层故事结构内的共同故事规则'原型批评理论也揭示人类所有叙事文学故事深层'都存在一个

万法归一的神话原型结构*人类千千万万叙事作品'从终极角度讲'都在讲述一个!元神话"'一个!元英

雄"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或这个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对这个理论我们自然不必完全照搬和接受'但它

的启发性和部分合理性是明显的*

所有这些'在詹姆逊的叙事政治学中基本都是缺失的*因为种群视野的缺失'使得詹姆逊对于一些

作家作品的叙事政治分析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应的盲视*例如他在(政治无意识)中分析康拉德的小说

(吉姆爷)'说这部小说运用的叙事范式之一就是存在主义叙事范式*他所说的存在主义叙事范式'指的

是作品经常表现主人公吉姆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的存在感,价值感,人的超越性等问题的感受和沉

思'其中'吉姆在海港对于大海与陆地之间的存在主义式感悟和沉思是最典型的*詹姆逊说作品的这种

存在主义叙事范式是一种典型的!遏制策略"'即通过对大海的存在主义式叙述'遮蔽了大海的历史特

征*海作为资本主义殖民活动,商业生产和交换活动场所的历史特征'在这种存在主义叙事策略中被遮

蔽了#

*这样说当然有不俗的洞见*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就能发现这一说法的局限.因为这样说意

味吉姆对大海的存在主义式感受和沉思是非历史的*设若不是吉姆而是一个毛猿或原始部落民处在吉

姆的那个位置'他是否面对大海会有吉姆式的存在主义感受和沉思+ 这个答案是很明白的*这意味着'

人类个体面对自然的吉姆式存在主义感受和沉思'是历史地产生的'它就是历史的产物*只不过这个历

史'不只是经济生产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包括了它但又超越了它的种群进化的历史*人类个体从群体中

析出'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立身于世'在与自然面对的时候去感受,思考和领悟个体或人类生存的意

义和价值等问题'那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到相当高度的近现代社会才可能大面积具有的*因此'吉姆式

的存在主义叙事本身就有深厚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感'说这种叙事遮蔽了真实的历史'恰恰显示出詹姆逊

的历史观存在片面性*存在主义将个体意识做了超历史的永恒化描述'但历史分析的任务是要揭示这

种意识产生的历史性'而不是简单地否定*

又如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对于吉姆行为和心理中体现的责任,荣誉和尊严的意识进行历史分

析时'说这种意识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而言'是一种过时的,有

疑问的观念*这也是从基于经济视野的社会阶段分期角度而言的'当然自有其道理*但如果从种群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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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焱.经济视野扩张,种群视野缺失与叙事政治阐释的盲视

野看待人类对于责任,荣誉和尊严的追求'我们将发现另外的东西*所谓责任,荣誉和尊严意识'从马斯

洛人本心理学的需求层次理论而言'基本属于个人自尊需求的心理层次*自尊需求是个人从群体析出

后历史地产生的需求'它并不简单地对应于基于经济基础分期的封建社会'而是在人类成员成为独立自

主个体的阶段必然产生的*众所周知'在欧洲文化史上'最早最强烈地体现独立自主,自尊,荣誉和尊严

意识的'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希腊神话史诗中的英雄们大都有阿喀琉斯一样强

烈的自尊,责任,荣誉和尊严意识*如果按照社会分期理论'他们是奴隶制时代的英雄*而那以后直到

现代'西方文化中那些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无不具有这种强烈的意识和追求*这恰恰说明'责任,荣誉

和尊严意识'远不止是与封建社会对应的一种意识形态素*从种群视野角度看'它是人类个体从群体析

出后'历史地产生和确认的一种伦理观念'既不只是产生于封建时代'也不止于封建时代*

这样的例子在詹姆逊的叙事政治分析中可以找到很多*他对巴尔扎克,吉辛等等作家作品叙事政

治内容的分析'换了种群生产的角度'都会有看到另外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詹姆逊在突出建基于经济

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叙事政治分析的同时'遮蔽了叙事种群政治分析的通道和空间*

综上'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学的基础性理论框架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获得了极大的膨胀和扩张'

这总体上给他的文化和叙事政治阐释带来了极大的洞见*其原因'既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极

大阐释潜力'也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和要素的重要作用确实超过了以往任何社会形态'经济决

定论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验证'所以詹姆逊的理论对当代社会和

文化的阐释具有相当洞见和阐释力量*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后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表述中'

特别强调了经济生产之外的种群生产因素的重要性'这一表述远比中期建基于经济决定论基础之上的

那个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表述更为全面和有效*而种群生产的重要性在詹姆逊的理论中却完全被无视

了'这是其理论框架的重大缺陷'这也导致他对叙事问题的政治阐释出现明显的盲视和偏误*解决詹姆

逊理论的问题'在逻辑上并不困难'完全可以将他的阐释主符码!生产方式"的视域扩大到包含!种群生

产方式"'这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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