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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战后美国全球知识霸权与国际学术界的新批判浪潮
2021-10-29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针对西方知识霸权曾揭起一波批判浪潮。在非殖民化和以反对西方主流文化为特征的反文化运动的大

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知识殖民主义”的概念，指出西方扩张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而且体现在教育和智识上。其时，非西方学者

的声音很难被主流社会“听到”。因此，直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版，以及以其为经典的后殖民理论兴起，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才达

至高潮。其后在各种理论加持下，学术界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却未能再度引领思潮。及至20世纪最后十年，一波新批判浪潮出现，且今天仍在进

行时。此次批判聚焦于美国全球知识霸权。从批判主体来看，美国知识霸权的批评者不仅遍布各大洲，而且呈现前所未有的交叉融合趋势；从知

识再生产的角度，他们不仅关注知识跨国传播的霸权路径，而且关注当地意义生成与接受的结构性因素；在知识霸权的理论建构方面，不仅接续

此前已有的多种思想成果，而且提出新的理论假设以及因应策略。

一

　　对美国知识霸权的批判大抵由以下几个因素触发：其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官私机构介入全球知识生产过程的事实，引发了巨大争议。其

二，越来越多接受西方教育的发展中国家学者返回各自国家并成长为舆论的中坚力量。后殖民时代，全球知识扩散仍然呈现单向流动的现状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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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三，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知识权力在政治议程设置、国家威信和制度吸引力方面的巨大作用愈加显现。后

“9•11”时代，美国的国际地位和行为模式引发学术界对霸权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知识领域的霸权地位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接踵更替。到20世纪70年代，智识和文化权威从欧洲到美国转

移的过程基本完成。或许由于美苏之间的文化冷战太过显性，美欧之间在知识层面的另类文化冷战没有得到应有关注。冷战结束后，欧洲学者一

面批判美国在欧洲实施的“知识冷战”，一面集中进行了“知识美国化”的反思。牛津大学教授西蒙•马金森认为，今天，美国在高等教育、学术

研究和成文知识上行使着非同寻常的全球霸权，“知识和大学教育的美国化维持着一个美国化的全球社会，并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进程中支持美国

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

　　更为激烈的批判来自发展中国家。并且，出于对美式帝国主义和可能的新殖民进程的担忧，学术共同体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批评者认

同，区别于世界经济层面的“南北方”，知识层面上存在另外一种“南北方”格局。针对美国知识霸权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南方”反

思学术依附，寻求发展道路的问题。2008年2月，印度巴特那市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名为“应对学术依附：如何做？”会上，来自亚非拉的25

位学者一致认为，学术依附仍是“南方”知识状态的核心问题；学术依附不仅是前殖民地国家的遗留问题，更是西方国家对社会科学知识流动进

行控制和影响的结果。以区域为单元，非洲学者和拉美学者频繁举行地区会议。拉美学者困惑于，在知识生产上，他们仍然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

代一些试图高度概括并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理论，如发展政策理论、依附理论等的影响，无法建立拉丁美洲新的政治和文化图景。非洲学者则更

明确指出，迄今为止，有关非洲的区域叙事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建构的。从全球知识产品来看，非洲研究的权威成果大多为英语写作，并且

几乎所有区域叙事和理论潮流都与非洲真实的社会思想无关。

　　关注知识的空间属性使更多学者参与到对美国知识霸权的批判中来。澳大利亚学者彼得•杰克逊谈到，一个人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直接

关系到他的声音是否以及能否在政治、智识和文化权力的“走廊”中被听到。美国维纳格林人类学基金会自2000年起每年资助国际研讨会，邀请

世界各国学者从人类学视角批判知识的核心国家如何决定他者文化的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亚洲学者普遍重视美国知识输出的政治效应。

日本、韩国、印度、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曾多次组织亚洲区域会议，集中探讨美国知识迁移对自身地位的影响。

二

　　知识的跨国传播路径和接受机制是具有高度复杂性的问题。为建立和维持知识霸权，美国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明确区

分：一方面，为基础知识的跨国传播创造空间；另一方面，严格管控尖端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输出。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新批判浪潮更多聚焦

于美国社会科学以及泛指的科学成果。



　　对美国知识传播路径的批判，择要如下：其一，战后美国利用庞大的财力和人力，借助教育援助和学术交流项目，重新配置全球科学和智识

资源。印度学者拉伊纳和美国技术史学会前主席约翰•克里格教授都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复原了冷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乃至美国化的历程。其

二，通过学科建制和大的主题设计（元理论、元叙事）来推动美国范式的知识传播。在本质上，知识霸权的传播方式就是要对抗学术层面的分散

式传播。许多批评者从自身学术兴趣出发，阐述了美国推动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大众传播学等学科在他者文化条件下建制的霸

权过程。其中，冷战时期美国借助现代化概念来移植区域研究范式的历史受到最多关注。其三，打造全球知识网络，培育特定的认识论偏好。对

美国知识霸权最严厉的批判，是其通过各种方式树立了美国在知识领域的特权和权威，使美国打造的全球叙事更具有解释力，从而掩盖了美国中

心主义这一事实。正如非洲学者所说，由于霸权式的学术标准存在，没有办法产生真正非洲视角的非洲研究。

　　不可否认，域外知识的当地接受和意义生成是一个系统化过程，受所在国历史文化环境、本土化改造和个体参与的深刻影响，并有反向传播

的功能。然而，全球范围内，知识的不对等流动仍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殖民时代，殖民地的知识生产受到殖民力量的控制，那么今天美国知识

霸权的建立，除了系统化、组织化的战略设计，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接受国的态度和选择。一些学者提出了“受邀请的影响”这一假设，认为

目标国家巨大的本土需求，特别是现代化发展的知识需求，是美国范式广受认同的原因。此外，批评者强调，接受过美国教育和培训的学者和知

识分子，与之有着相似的话语模式乃至情感结构，倾向于自愿接受美国的学术影响。

三

　　新一波批判浪潮之形成，与相关理论建构密不可分。这些理论假设在关注的问题域、时空框架和研究主体方面有很大突破。首先，他们对知

识的关注度超出以往。在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瓦尔特•米尼奥罗等学者看来，后殖民时代的使命是去殖民性，亦即摆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心国家的

知识控制。由此他们在传统依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术依附论”，集中批判全球社会科学场域存在的不平等劳动分工。

　　其次，他们对空间差异的重视程度超出以往。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指出，在20世纪晚期，知识社会学也开始了对空间差异的关注。为说明

冷战时期知识的空间属性，伯克引法国学者蒙田的话说“比利牛斯山一侧的真理，到另一侧就是谬误”。而知识霸权的批评者们则进一步提出了

“知识的地理政治学”理论，通过“边界思维”和“权力的殖民性”等概念，强烈批判核心国家界定的现代性。

　　最后，批评者群体的多元性、国际性和跨地域合作特征超出以往。前述遭到质疑的有美国知识背景的学者，其中一部分亦是美国知识霸权的

批评者。在很多国家，正是这些学者率先产生了批判的自觉意识，又有能力进行国际学术对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批评者的因应策略：不再

是“依附论”时代的切断联系主张，而是多国学者共同提出的“替代性话语”“世界学科”和打造“知识的世界体系”方案。简言之，新方案主

张借鉴已有社会科学知识成果，从当地/区域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实践出发，创造新的知识生产的结构，促进知识图景的多元化和复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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