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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社會，每個人
不斷地為他者生產 「新的
需要」，迫使他者為自己
作出犧牲，使他者處於一
種依賴地位。每個人都力
圖創造出一種支配他者的
力量，滿足利己的需要，
實現其控制社會的欲望。

霸
權
作
為
解
構
大
眾
文
化
的
方
式

文
化
歷
史
學
家
斯
圖
亞
特
．
霍
爾
二
月
離
世
，
享
年
八
十
二
歲
。
他
是
文
化
研
究
的
開
創

者
，
也
是
新
左
派
的
重
要
代
表
，
其
有
關
文
化
、
權
力
、
認
同
和
媒
體
的
論
述
在
文
化
研
究
領
域

具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
霍
爾
認
為
，
文
化
不
應
被
視
為
經
濟
和
物
質
生
活
的
糖
衣
，
文
化
是
人
的
生

存
方
式
，
是
一
種
人
為
的
機
制
，
同
時
也
是
一
種
歷
史
的
過
程
。
這
種
解
讀
文
化
的
範
式
，
強
調

文
化
在
社
會
生
活
中
的
決
定
作
用
，
忽
略
了
經
濟
和
政
治
對
文
化
的
規
範
。

霍
爾
一
九
三
二
年
出
生
在
牙
買
加
的
一
個
中
產
階
級
家
庭
，
具
有
印
第
安
、
非
洲
和
英
國
血

統
。
青
少
年
時
代
，
他
飽
受
種
族
文
化
差
異
的
衝
擊
，
支
持
牙
買
加
的
獨
立
運
動
。
一
九
五
一

年
，
霍
爾
獲
得
羅
德
斯
獎
學
金
，
到
牛
津
讀
書
，
畢
業
後
留
在
英
國
從
事
研
究
工
作
。
二
十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
他
主
編
︽
新
左
評
論
︾
，
譯
介
歐
陸
的
文
化
理
論
，
一
九
六
四
年
進
入
伯
明
翰
大

學
當
代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
由
此
成
為
文
化
研
究
專
家
和
馬
克
思
主
義
理
論
家
，
但
他
本
人
並
不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

在
六
十
年
代
學
生
運
動
期
間
，
許
多
西
方
知
識
分
子
運
用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觀
點
來
分
析
問

題
。
霍
爾
受
到
這
種
思
潮
的
影
響
，
開
始
對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研
究
方
法
感
到
興
趣
，
但
是
在
文
化

研
究
中
，
他
對
馬
克
思
主
義
始
終
保
持
批
判
的
態
度
。
霍
爾
認
為
，
意
識
形
態
和
文
化
問
題
，
在

馬
克
思
那
裏
並
沒
有
得
到
很
好
的
解
決
。
在
文
化
研
究
領
域
，
霍
爾
是
一
個
不
肯
妥
協
的
學
者
，

畢
生
與
馬
克
思
主
義
爭
論
不
休
。

圍
繞
社
會
發
展
決
定
因
素
的
分
析
，
是
馬
克
思
主
義
文
化
研
究
的
起
點
。
馬
克
思
認
為
：
經

濟
基
礎
決
定
上
層
建
築
，
生
產
方
式
決
定
生

產
關
係
，
統
治
者
的
思
想
決
定
被
統
治
者
的

思
想
，
意
識
形
態
決
定
個
人
的
需
要
，
社
會

存
在
決
定
社
會
意
識
。
至
於
何
謂
社
會
基

礎
，
何
謂
上
層
建
築
，
馬
克
思
沒
有
做
出
明

確
的
界
定
。
有
關
文
化
的
歸
屬
問
題
，
學
術

界
至
今
沒
有
定
論
。
有
學
者
認
為
，
生
產
力

是
社
會
的
經
濟
基
礎
，
文
化
是
一
種
社
會
生

產
力
，
同
時
是
人
的
意
識
的
外
化
，
因
此
文

化
是
社
會
發
展
的
決
定
因
素
。
另
外
一
些
學

者
則
認
為
，
生
產
關
係
︵
所
有
制
︶
是
社
會

基
礎
，
文
化
屬
於
上
層
建
築
的
範
疇
，
受
到

社
會
經
濟
基
礎
的
規
範
。

社
會
存
在
着
一
種
持
續
的
文
化
鬥
爭

二
十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英
國
的
文
化
研

究
主
要
受
到
兩
種
範
式
的
影
響
：
文
化
主
義

和
結
構
主
義
。
文
化
主
義
認
為
，
文
化
通
過

人
的
主
觀
能
動
性
在
生
活
實
踐
中
產
生
，
強

調
普
通
人
的
文
化
和
文
化
的
日
常
生
活
性
，

反
對
精
英
主
義
文
化
以
及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經

濟
決
定
論
。
結
構
主
義
文
化
理
論
是
從
馬
克

思
主
義
引
申
出
來
的
一
種
理
論
，
受
到
法
國

哲
學
家
阿
爾
都
塞
影
響
。
阿
爾
都
塞
認
為
，

社
會
成
員
不
能
自
由
選
擇
自
己
的
意
識
形
態

和
文
化
生
活
，
個
體
如
果
不
能
認
同
既
有
的

社
會
文
化
和
意
識
形
態
，
就
無
法
在
這
個
社

會
生
存
下
去
。
按
照
結
構
主
義
的
文
化
理

文化歷史學家斯圖亞特．霍爾
二月離世，享年八十二歲。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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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n
g
P
a
o
M
o
n
t h
ly

論
，
社
會
的
意
識
形
態
是
通
過
強
制
性
的
、

無
意
識
的
方
式
，
被
社
會
成
員
所
接
受
。

在
霍
爾
看
來
，
這
兩
種
文
化
研
究
範
式

都
存
在
缺
陷
。
他
認
為
，
在
社
會
中
始
終
存

在
着
壓
制
和
反
抗
兩
種
對
抗
力
量
，
大
眾
文

化
的
生
產
過
程
是
一
種
充
斥
着
壓
制
和
反
抗

的
雙
向
運
動
。
為
了
更
好
地
迎
合
資
本
的
最

大
利
益
，
大
眾
常
常
成
為
社
會
的
改
革
對

象
。
對
大
眾
的
再
教
育
和
道
德
化
，
目
的
在

於
使
大
眾
喪
失
鬥
志
。
所
謂

﹁
大
眾
文
化
變

革﹂
，
就
是
把
大
眾
的
傳
統
文
化
和
活
動
方

式
邊
緣
化
、
逐
漸
清
除
出
大
眾
日
常
生
活
的

過
程
，
用
工
業
文
化
取
代
民
間
文
化
。
工
業

國
家
借
助
政
治
、
經
濟
和
軍
事
力
量
，
強
制

推
行
其
意
識
形
態
和
價
值
，
迫
使
民
眾
或
弱

小
的
國
家
，
接
受
統
治
階
級
的
文
化
。
在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大
眾
文
化
的
生
產
就
是
要
使

工
人
階
級
的
文
化
從
屬
於
資
本
主
義
的
文
化

和
意
識
形
態
，
改
變
工
人
的
屬
性
，
也
就
是

使
彼
此
對
抗
的
文
化
演
變
成
為
相
互
依
賴
的

文
化
。
在
壓
制
和
對
抗
的
雙
向
運
動
中
，
大

眾
文
化
也
起
着
調
和
階
級
鬥
爭
的
作
用
。

霍
爾
認
為
，
大
眾
文
化
的
構
建
是
基
於

﹁
大
眾
力
量
與
權
力
集
團
的
對
立﹂
。
在
文

化
研
究
的
實
踐
中
，
他
引
用
葛
蘭
西
的
霸
權

理
念
，
構
建

﹁
文
化
鬥
爭
辯
證
法﹂
。
葛
蘭

西
認
為
，
霸
權
是
一
個
國
家
對
他
國
擁
有
較

高
的
控
制
或
影
響
力
量
，
即
一
個
國
家
用
硬

實
力
或
軟
實
力
迫
使
他
國
臣
服
的
能
力
。
葛

蘭
西
把
霸
權
界
定
為
圍
繞
領
導
權
和
主
導
力

量
的
爭
奪
，
統
治
者
用
霸
權
來
約
束
大
眾
，

使
大
眾
認
同
其
統
治
。
霍
爾
認
為
，
在
社
會

中
存
在
着
一
種
持
續
的
文
化
鬥
爭
，
試
圖
肯

定
或
否
定
這
個
社
會
的
文
化
。
文
化
鬥
爭
通

常
由
統
治
者
的
主
流
文
化
發
起
，
通
過
對
大

眾
文
化
進
行
破
壞
或
重
組
，
把
大
眾
文
化
的

定
義
和
形
式
限
制
在
統
治
者
意
識
形
態
能
夠

容
忍
的
範
圍
之
內
。
這
種
鬥
爭
沿
着
對
抗
與

接
受
、
拒
絕
與
投
降
的
複
雜
路
線
前
進
，
使

文
化
領
域
變
成
一
個
持
久
的
戰
場
。
在
這
個

戰
場
上
，
沒
有
一
錘
定
音
的
勝
利
，
總
是
有

戰
略
高
地
被
奪
取
或
丟
失
。
大
眾
有
時
通
過

革
命
，
暫
時
取
得
統
治
地
位
，
但
始
終
無
法

割
斷
私
有
制
的
複
雜
社
會
關
係
，
巴
黎
公
社

的
失
敗
和
蘇
聯
解
體
皆
是
如
此
。

霍
爾
的
社
會
研
究
過
份
強
調
文
化
的
作

用
，
忽
視
了
大
眾
文
化
的
商
品
因
素
。
他
的

折
衷
辦
法
，
最
終
演
變
成
為
調
和
主
義
。
資

本
主
義
的
商
業
活
動
總
是
帶
有
政
治
色
彩
。

阿
多
諾
在
︽
啓
蒙
辯
證
法
︾
中
指
出
，
文
化

工
業
是
一
種

﹁
大
眾
欺
騙
的
啓
蒙﹂
。
文
化

產
業
將
大
眾
熟
悉
的
東
西
拼
湊
成
為
一
種
全

新
的
東
西
，
經
由
適
合
大
眾
消
費
的
剪
裁
，

借
助
商
業
廣
告
和
政
治
宣
傳
，
使
大
眾
陷
入

蒙
蔽
狀
態
。
大
眾
文
化
產
品
如
同
其
他
工
業

產
品
一
樣
，
是
資
本
家
用
以
盈
利
的
商
品
。

麥
克
盧
漢
的
研
究
，
證
實
了
馬
克
思
有

關
商
品
生
產
的
理
論
。
他
指
出
，
商
品
廣
告

的
目
的
在
於
謀
求
社
會
控
制
。
這
種
操
作
本

身
是
一
種
政
治
行
動
，
旨
在
利
用
大
眾
的
感

情
定
向
，
強
化
集
中
控
制
的
機
能
，
進
而
獲

取
超
級
利
潤
。
私
有
資
本
的
力
量
無
需
對
社

會
負
責
，
他
們
操
縱
商
品
，
只
要
有
利
可

圖
，
就
會
繼
續
操
縱
下
去
，
任
由
商
品
泛

濫
，
在
謀
求
社
會
控
制
的
同
時
，
他
們
也
必

然
謀
求
政
治
權
力
。
因
此
，
資
本
活
動
難
免

帶
有
政
治
色
彩
。
簡
而
言
之
，
在
私
有
制

中
，
資
本
綁
架
了
政
治
，
政
治
綁
架
了
科

學
，
科
學
綁
架
了
需
求
，
需
求
綁
架
了
消

費
，
所
有
這
一
切
都
是
為
了
滿
足
資
本
的
利

潤
需
求
。
這
正
是
馬
克
思
對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方
式
的
批
判
：
每
一
種

﹁
新
產
品﹂
都
會
產

生
欺
騙
和
掠
奪
的
潛
在
力
量
。

在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每
個
人
不
斷
為
他

者
生
產

﹁
新
的
需
要﹂
，
迫
使
他
者
為
自
己

作
出
犧
牲
，
使
他
者
處
於
一
種
依
賴
地
位
。

每
個
人
都
力
圖
創
造
出
一
種
支
配
他
者
的
力

量
，
滿
足
利
己
的
需
要
，
實
現
其
控
制
社
會

的
欲
望
。
資
本
的
需
要
，
規
範
了
大
眾
文
化

的
生
產
。
從
這
種
意
義
上
說
，
文
化
並
不
是

人
生
存
的
方
式
，
而
只
是
人
生
存
方
式
的
展

示
和
外
化
，
生
活
決
定
文
化
的
形
式
。

︵
作
者
是
上
海
同
濟
大
學
人
文
學
院
教

授
、
德
國
慕
尼
黑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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