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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離根性、去疆域化、歷史想像：全球文化流動的倫理省思(III-II)   
計畫類別：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3-2411-H-004-045- 
執行期間： 93 年 8 月 1 日至 94 年 10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劉建基  
 
 
中文摘要： 
 
關鍵詞：全球倫理 (global ethic)，權力幾何學 (power geometry) ，自我/他者 (Self 
/ Other) ， 他者的面孔 (the face of the Other)，離散 (diaspora) ，他性 
(otherness) ，邊緣性 (marginality) 
 
近年來，他者(other) 或他性(otherness; alterity)一直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議題。

全球文化(global-cultural)論述亦常繞著他者或他性發揮，以彰顯弱勢族裔或非主
流文化的邊緣性與異質性。文化批評家巴克汀 (Mikhail Bakhtin)以對話論
(dialogism)來強調他者的相對主體性：自我 (self) 並非是完整的實體，必須與他
者產生「對話抗爭」(dialogic struggle)才能存在。倫理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以「他者的面孔」(the face of the Other)作為隱喻以凸顯他者的「無限性」
(infinity)。易言之，這種肯定他性的倫理省思不僅凸顯「不同文化對單一文化的
抗拒力」，並且彰顯主流、霸權論述的排他性與暴力本質。 
瑪西 (Doreen Massey)提出「權力幾何學」(power geometry)的概念，指出有

些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掌握權柄，引領風騷，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有些人則仰

人鼻息，淪為役人之役、適人之適的囚奴。這種「權力幾何學」的概念凸顯了跨

(國)文化流動過程中所涉及的權力不均衡、關係的不對等與階級身份的差距等倫
理議題。列維納斯倫理觀讓我們對全球文化流動下的「權力幾何學」有更深入的

瞭解。 
藉由列維納斯關於自我/他者、整全/無限的倫理觀，本計畫以馬華學者黃錦

樹的《由島至島─刻背》為例，探討小說家如何透過其作品體現倫理關懷，如何

藉由書中人物的邊緣、局外處境「再現」(represent)跨國文化流動所蘊涵的「他

者」與「自我」的對話關係，以及「離根性」與「固根性」的消長、辯證關係。

另外，本計畫以大陸作家張煒的《外省書》為例，探討全球文化同質化的過程下

所產生的邊緣議題與論述暴力，並闡述小說家如何藉由書中主角人物的邊緣、局

外處境再現 (represent)全球文化流動所蘊含的矛盾空間、對立競爭與內在差

異。 

 
 
報告內容： 

 

九十三年的研究計畫（III─II）分為二部分。理論部分，延續第九十二年 

(III-I) 的理論架構，從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倫理觀，如「他者的

面孔」 (the face of the Other) 、「全體性」(totality) 、「無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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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ty) 、暴力(violence) 等概念，來探討全球文化流動的三個面向─「離

根性」、「去疆域化」、與「歷史想像」─所蘊含的倫理議題，如他者的相對主體

性、論述暴力、權力不均、文化帝國主義等。列維納斯的倫理觀讓我們對全球文

化流動下的「權力幾何學」有更深入的瞭解。藉由列維納斯關於整全/無限、自

我/他者的倫理觀，本計畫試圖探討下列四個「對話框架」：（一），全球文化流動

中的暴力論述與邊緣議題；（二），跨（國）文化流動中「他者」的無限性─邊緣

性/他性是無法被主流霸權的文化所內化、整併、同化或客體化；（三）全球化的

弔詭性─愈瞭解全球化，就愈珍惜在地化的他性與殊異性。（四），「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與「在地全球化」(lobalization)過程中「他者」的相對主體

性。 

九十三年研究計畫（III─II）實踐部分，主要是將理論的鋪陳融入文本的

詮釋，以探討個別作品在全球文化流動下所呈現的倫理觀。實踐部分即是根據上

述四個「對話框架」來探討處於全球文化流動下的邊緣人所產生的焦慮與疏離感

及其應有的內省與對策，及跨文化流動所涉及的倫理議題。九十三年研究(III-II) 

的實踐部分將討論馬華學者黃錦樹的《由島至島─刻背》（2001）與大陸作家張

煒的《外省書》（2001）。 

《由島至島─刻背》探討跨（國）文化流動下華裔族群的邊緣「他性」、離

散經驗與認同焦慮，呈現「離根性」、「去疆域化」、與「歷史想像」等議題。在

跨(國)文化流動「去疆域化」的過程中，「離根性」的漂泊感與「歷史想像」的

依戀往往是相隨並列、相互糾葛。以南洋華人為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南洋華

人的漂泊離散是一連串的全球化歷史發展所造成的結果。由於中國東南沿海地貧

民窮，謀生不易，宰控全球經濟流動的西方殖民國家得以大量招募華工遠赴南

洋；華人因為經濟因素不得已「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移居到另一個陌生的

地方國度。然而，由於當地的國族霸權意識的高漲，以及「排華政策」所造成的

政治、文化及宗教迫害，南洋華人在其移居之地淪為漂泊的「他者」。另一方面，

因其無所本、無所屬，故而產生認同焦慮與迷思。他們透過「歷史想像」，緬懷

神州文化、遙想唐山遺產，對當地的社會文化存有一種抗拒的心態，拒絕被同化。

在全球化經濟的「離根性」力量下，南洋華人開始追尋「固根性」的原鄉夢，歇

斯底里地追尋想像中的中國。然而，他們所想像的中國早已不存在甚至未曾存

在，所以即令強調多元文化的全球倫理被落實在南洋社會，他們仍將在追尋中國

的大夢中無止盡的漂泊。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殖民國家所掌控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使得華人不得已

選擇離鄉背井、流離異國。這種不得已遠離故國、定居南邦的宿命，使得南洋華

人開始追尋「固根性」的原鄉夢，企圖在馬來人的土地上，藉由中國文化建立華

族他者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在龐大的中國文化籠罩下，馬來華人又試圖尋求自

己獨特的「他性」，肇建立基於中國傳統，但又有別於中國傳統的馬華主體性。

黃錦樹在小說中不斷嘲諷馬華所想像的中國早已不存在，甚至未曾存在，只是拼

湊中國文化來建構他們的中國圖像與華裔認同；另一方面，他對馬華在中國文化

的籠罩下，追尋在地主體性的過程中所顯現的夜郎自大，極盡嘲諷之能事。然而，

儘管小說在嘲諷南洋華人追尋中國性與銳意建立馬華主體性的方式上， 絲毫不

留顏面，黃錦樹事實上仍如倫理學家列維納斯一樣，肯定了「他者」不被主流整

併的「他性」倫理觀。黃錦樹雖然嘲諷馬華無法認清他們所擁抱的是一個虛幻的

中國，但他並非否定華人應在南洋以中國文化建立「他者」的主體性。黃錦樹批

判馬華若只是拼湊有限的中國文化知識，將使其建立的華人主體顯得虛空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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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亦非否定馬華應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建立馬華獨特的「他者」主體性，而是批

判馬華胡亂創新、自吹自擂的方式，根本無法使馬華擺脫中國文化的籠罩，建立

馬華的在地主體性。 

全球化經濟的「離根性」力量使得華人大舉遷移，但華人所遙望的「祖國」

卻指責他們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並視之為「天朝棄民」而概不聞問。茫茫南

洋，杳杳神州，南洋華人不知鄉關何處。這種漂泊離散的過程，使得南洋華人無

法成為馬來人，也無法成為中國人；黃錦樹嘲諷諧擬的背後，其實是對華裔族群

抗拒被馬來人整併同化，以及建立在地主體焦慮的深層同情，同時也凸顯了全球

化下，離散族群如何力保「他者」主體性的倫理議題。《由島至島─刻背》作者

翫世諷世的筆調令人備感沈重，誠乃「雖玩笑之作，實憂患之書」。 

《由島至島─刻背》一書所關懷的「他性」(otherness) 與邊緣性 

(marginality) 的倫理省思，符合了世界宗教會議所揭示的全球倫理精神。在四

項「不可取消的綱領」中，第一項與第三項分別揭示了「致力於非暴力與尊重生

命的文化」與「致力於寬容的文化與誠實的生活」的全球倫理。在全球化的時代，

「暴力」以各種方式存在，並不一定是以流血的方式呈現才稱為暴力。從「權力

幾何學」的觀點來看，文化流動過程中必然涉及權力的不均衡、關係的不對等與

等級的不平等。在文化流動的過程中，掌握權力者即掌握了論述的權力，甚至形

成了一種論述暴力，而馬來民族的排華論述事實上就是一種論述暴力。南洋華人

雖是全球化力量所帶來的外來者，但南洋社會應落實全球倫理，以寬容的態度尊

重華人的「他性」，讓華裔應有免於論述暴力或流血暴力的生存權。南洋華人不

但應如綱領中的第二項所言，共同「致力於團結與公平的經濟秩序」，更合建立

團結與公平的社會政治秩序，使得包容他性、互助合作的全球倫理得以在南洋社

會落實。 

   《外省書》提供的是一種對全球文化流動的倫理省思。書中主人翁對不
均衡的文化霸權、單一化的全球文化之批判與抵拒，體現了列維納斯的倫理觀：

「他者」是無限超越，無限陌生，是「自我」所不能化約、整併的。史珂出走「外

省」、退居海邊，「築起一道籬笆，一道心籬」(270)象徵著並非每個人都願意被
納入全球文化的大潮中，並且意味著一個獨霸的「同質性」全球化是無法將本土

文化整併或同化。據此，處於「外省」的史珂在「世界之都」的名流簽名簿上簽

名與題字─「他『存在』了，我也『存在』了」（187）─的這段插曲便顯得格外
有意義: 

史銘恭立一邊看著每一位寫上芳名⋯⋯。他真是喝醉了，因為最後

竟走到了史珂面前，讓弟弟也簽一個！史珂只好抓起那支派克筆，

一筆一筆寫上自己的名字。  
赤橡在一陣夜風中搖動。繁星閃閃。史珂瞅了手中的筆記許久， 

最後寫上：「他『存在』了，我也『存在』了。」端量了一會兒又

添上幾個字：「『娥娥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 」 （186-87） 
作者藉由這段簽名插曲，一方面傳達了「他者」本身無限「存在」的倫理觀，另

一方面也暗示了在全球化浪潮下，代表「他者」的中國仍有她存在的相對主體性。 

列維納斯關於整全/無限、自我/他者的倫理觀，有助於我們瞭解全球文化流動中

的論述暴力與邊緣議題，同時也讓我們瞭解非主流文化的邊緣性/他性無法被主

流霸權的文化所內化、整併、同化或客體化。小說家張煒透過其作品體現了「全

球倫理」關懷─這些關懷「包含建立非暴力且尊重生命的文化，建立真誠且相互

容忍的文化，建立以公平的經濟秩序為基礎的團結文化，以及建立男女都可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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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並擁有平等權利文化」(李英明 186)。儘管文化交流從來就不是一個單向流動

的過程，然而張煒對於全球化可能帶來一種單一文化的威脅有著深深的憂慮，並

且對西方化、文化帝國主義，以及歐洲式中心主義在全球生活的主導性與支配性

提出倫理關懷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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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出國報告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國報告 
計畫名稱：離根性、去疆域化、歷史想像：全球文化流動的倫理省思(III-II)   
計畫類別：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3-2411-H-004-045- 
執行期間： 93 年 8 月 1 日至 94 年 10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政治大學英文系 劉建基教授 

 

 

筆者於第二年研究(III-II)結束前，在94年8月下旬(23 Aug-Sep 1 2005) 赴英國
移地研究，停留十天，蒐集與研究計畫相關的文化、文學資料。 先後至劍橋大
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與艾希特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補充、更新研究
資料， 並且與當地學者交換心得與意見；這些資料及意見對論文最後的定稿有
相當助益。 
所蒐尋的書籍與期刊論文，大部分與「全球倫理」(global ethic) 與「全球離

散」(global diaspora) 主題有關，例如：   

 
Brah, Avtar. 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Contesting Ident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Braziel, Jana Evans and Anita Mannur, ed.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3. 
Clifford, James.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3 (1994): 302-8. 
Cohen, Robi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 1997.  
George, Rosemary Marangoly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6 
Ma, Laurence J. C. and Carolyn Cartier.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bity, and  Identity. Oxford: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Safran, William.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1 (1991): 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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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ffer, Gabriel. Diaspora Politics: At Home Abrao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Tölölyan, Khachig. "Rethinking Diaspora(s): Stateless Power in the Transnational 
Moment." Diaspora 5.1 (1996): 3-36. 

---. “The Nation State and Its Others: In Lieu of a Preface.” Diaspora 1.1 (1991):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