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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最初是从外国引进的，但二十多年来，许多学者为比较文学理论的民族化
、中国化进行了积极探索，从而使比较文学理论成为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
　　本书作者对比较文学的研究，以其突出的创造性思维、新颖的理论主张、缜密的逻辑论证，清晰
明快的语言风格，为比较文学理论中国化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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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年生，山东人，文学博士。
1987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晋升教授，2000年起任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
中国东方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
学学会理事、中国抗战史学会理事等职，入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社科理论人
才百人工程”，获“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称号。
　　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和北京市社科研究基金项目5项，主持、主编国家重
点图书（丛书）出版项目2项，发表文章110余篇，出版论著17种（含合著4种），文学译作4 部，主编
丛书4套50余册，编著若干。
学术反响文章大部收于《初航集：王向远学术自述与反响》（重庆出版社2005）一书，主要著作收
于10卷本《王向远著作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曾获首届“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第四届“宝钢教育奖”全国高校优秀教
师一等奖、第六届“霍英东教育基金”高校青年教师奖等；有关论著曾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2001年、2002年度华东地区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二等奖，入选国家首届“‘三个
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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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解说序第一章 学科定义第一节 定义及其阐释第二节 学科理论的构成一、方法论二、对象论第二章 研
究方法第一节 传播研究法一、“法国学派”的方法是“传播研究”，而不是“影响研究”二、从“影
响”与“传播”之不同看传播研究法三、传播研究法的运用、意义与价值附例文：芥川龙之介在现代
中国第二节 影响分析法一、对“影响”及“影响研究”的界定、歧解与争论二、“影响研究”的方法
及其运用三、“超影响研究”附例文：新感觉派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变异第三节 平行贯通法一、平行研
究方法及其三种功能模式二、类同研究中的多项式平行贯通方法附例文：“战国策派”和“日本浪漫
派”第四节 “超文学”研究法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二、“超文学研
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附例文：论渥莱·索因卡创作的文化构成第三章 研究对象第一节 比较文体学
一、文体学及比较文体学二、中外文体的形式与划分的比较研究三、文体的国际移植与国际化附例文
：中国现代小诗与日本的和歌俳句第二节 比较创作学一、“比较创作学”这一范畴的提出二、题材与
主题的比较研究三、情节与人物的比较研究附例文：关色、美酒与波斯古典诗歌第三节 比较诗学一、
“比较文论”与“比较诗学”二、中西比较文论与中西比较诗学三、东方比较诗学附例文：厨川白村
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第四节 翻译文学研究一、“翻译文学”的概念二、翻译文学理论（译学）的研究
三、翻译文学史研究附例文：近百年来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翻译与研究第五节 涉外文学研究一、所
谓“涉外文学”二、涉外文学研究的着眼点：文化成见与时空视差三、涉外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附例
文：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第六节 比较区域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研究一、国别文学研究与
比较文学二、区域文学史研究与比较文学三、世界文学史研究与比较文学附例文：后现代主义文化语
境中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后记附录：《王向远著作集》总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向远著作集（第七卷）比较文学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科定义　　第一节　定义及其阐释　　给任何一个学科下定义，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特别是比较文学这样的学科，人们对它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认识和理解并不统一，下
定义更难。
在比较文学学科成立一百多年来，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学派都为比较文学下了不同的定义。
对此，我国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有介绍和交代。
在此，笔者不准备过多重复，只打算举出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为的是给自己下的定义作参照。
　　首先是法国学者的定义。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马利·伽列（又译卡雷）在1951年提出的定义。
他在为他的学生基亚的《比较文学》一书写的序言中写道：　　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
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不同背景的不同作
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创作之间所曾存在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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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20世纪改革开放起，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经历了“伟大的复兴”，在引进与吸收，消化与融会
的过程中，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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