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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列维?斯特劳斯百周年寿旦纪念会发言稿 

按语：此稿11月初撰于北京，会议组织者告本人约有15-20分钟发言，故按此篇幅撰述，以备20

号发言之用。月中到南京开“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时，被告知纪念会因故取消了。现将原稿

发表于此，以再次表达我本人对法国结构主义重要性的强调。 

 

列维—斯特劳斯百周年寿旦纪念会 

发言稿 

（2008年11月2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作为《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的译者之一 和“总序”撰写人，应邀参加

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这次学术庆祝活动，感到十分荣幸。 

    列维—斯特劳斯教授是当代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杰出人 表人物， 而 法国人文科学在今日西方人

文学术界占据着领先地位。我在2004年夏季里昂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符号学大会闭幕式上指出：①战后

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是当代国际符号学动活动的龙头；②在法国思想史上，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

义运动，是继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运动之后出现的第二次重大的人文思想现代化运动，其价值不仅

远远超过法国存在主义哲学运动，而且促进了全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③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运

动代表着人类文明理性主义的新形态：标志着跨科学、跨文化理论形态重建的时代必要性。 

    列维—斯特劳斯毕生学术成就就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开创了文化人类学理论化发展的新方向，

这就是结构人类学的出现；二是引发了当代人文科学符号学运动和结构主义思潮。对于我这个从事哲

学理论研究的学人而言，后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它标志着：古典时代的哲学本位主义的理论观，到了

应该代之以跨学科综合理论观的阶段。简言之，对于饱受“中外古今”几千年不同因素混杂性之累的

人文科学话语集群而言，结构主义符号学指出，意义分析与功能分析，应该前于逻辑分析和因果分

析。因此，对于中西人文学术对话和会通的目标而言，首要的任务在于清理和重构古典人文话语，而

不是直接运用古典话语内容来简单化地说明和解释历史世界。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帮助现代学者首先对

古代含混语言进行语义学清理。 

    在回顾新时期三十年历史时，非常令人兴奋的是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正好是中国引

进法国结构主义符号的三十年；也正好是正式引进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三十年。作为我个人哲学学

术生涯中值得一提的是，毕生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论列维—斯特劳斯”，毕生翻译的第一部西方

人文经典就是《野性的思维》，二者都是开始于1978年。我并很快将我的工作通知列维—斯特劳斯教

授本人，一方面为了获得他的指导，另一方面是“通告”他，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在“文化大革

命”甫一结束就出现于有着两三千年人文思想传统的中国了。这一思想方向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学术

思想界对法国当代理论方向的特别兴趣，也标志着中法人文理论思想交流的特殊重要性。 

    我多次对国际符号学界的朋友说，在中国当代符号学研究历史上，法国符号学方向的影响最为突

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陆续推出当代法国学术思想系列，首先是甫完成的《列维—斯特

劳斯文集》，其重要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郑重推出当代西方领先人文理论主流



的思想，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开放”，不仅是指物质建设方面的，也是指精神建设方面

的；不仅是指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是指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不仅是指历史描述方面的，也是指理论

建设方面的。这标志着，通过中西、特别是中法、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中国学术界的眼光和抱负已经

朝向全球、全世界、全人类了；标志着中国学界必将在理论创新层面上，而不只是在历史复述层面

上，介入了人类人文科学整体重建事业。 

    那么，为什么说，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专业成就，能够对法国六、七十年代的

结构主义运动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创新事业，产生这么大的启示性呢？这是由于他的科学研究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结构人类学的意义和功能分析方法是基于跨学科和跨文化

的理论会通工作的。列维—斯特劳斯也许比任何现代法国社会人文科学家都更注意吸收其它国家和其

它文化中有益的经验资源和理论资源，包括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结构主义因素以及马克思思想中的结构

主义因素。当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形成因，可以说就是跨学科理论实践；文学、社会学、电影学、

哲学等各个学科都表现出远远超过英、美、德诸国学者的跨学科精神。这一点对于富有结构主义思维

传统的中国古典学术的现代化更新任务来说，自然极具重要性。 

    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任务，会充份参照法国当代社会人文科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

验。如所周知，结构主义作为一科思潮今日在法国和西方已经不再流行。但是中国学界绝对不会肤浅

地追逐西方当下学术时毛，而是关注学术思想史上的实质成就。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标志着一个全

新的历史新时代，此“改革开放”的目标，也同样相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事业。中国的人文社会

科学创新事业，不仅将借助以当代法国思想为主的西方理论资源，来提炼中国传统话语中的积极因

素，促进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在此进程中将迅速融入人类人文社会科学全面现代化

革新的集体任务中去。新时期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通过其话语形态的普遍化重构，将进而对与

自然科学相比落后甚多的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事业，做出自己的独立贡献。 

    我在此次返国之前再次致函列维—斯特劳斯教授，告知此次盛会以及同时期在南京举办国际文化

符号学研讨会之事。列维—斯特劳斯夫人在代笔复信中，对此进展表示了肯定。实际上，三十年来中

国大陆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成就，已经超过了一百年来各地华人学术的理论成就。中国文明

传统，本来就是一个人文主义传统。现在，在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知识论的支持下，这个东方古典人

文传统，将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舞台上参与合作和做出贡献。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复兴大计，必然是地

区文明史遗产和全球现代化科学发展的一种全面有机结合。在此全球人文社会科学改革的事业中，中

法两国人文学者自然应该加强全面合作。人类两百年的社会人文科学各学科专业化的成功发展史，如

今到了需要在诸学科、诸文化之间促进全面横向沟通的时代。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法国结构主义运动

正是代表着人类知识全面横向沟通的科学化需要。坚持人类文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必

将从法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创造性经验中吸取有益的养份。我的话完了。 

转自李幼蒸个人网站http://www.youzhengli.com/li/news.asp?id=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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