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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做了体系化的概述与梳理，汲纳了国际和国内比较文学界基本和前言的理
论，在比罗文学学科理论的体系建构上，具有创新性。
作为比较文学概论的基本教材，它的体例适合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使用，目前已被多所院校
采用，并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入选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
划教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文学概论>>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发展论  第一节  全球化与比较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    1.全球化的界定    2.接受或抵制：文化全
球化引发的争论    3.文化同质与文化多元  第二节  西方比较文学发展史渊源    1.比较文学的萌芽    2.比
较文学的诞生    3.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历程  第三节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溯源    1.中国古代的比较文学
研究    2.中国比较文学的建立    3.中国比较文学的兴盛  第四节  比较文学在21世纪文学研究中的发展走
向    1.比较文学在未来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2.比较文学未来的学科定位  第五节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
关系    1.文化研究溯源    2.对文化研究的辨析与批评    3.定位与发展：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第二章  本体
论  第一节  关于“比较”与“文学”这两个概念的语言分析    1.从汉语字面上对“比较”产生误读的两
种可能性    2.在印欧语系下对“比较”理解的困惑与误读    3.在东西方语境下“文学”被误读的语言修
辞原因  第二节  比较文学重要概念的介绍及其定义分析    1.法国学派关于比较文学概念的定义    2.美国
学派关于比较文学概念的定义  第三节  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1.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成立在于主体定位
   2.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学理关系及其三种类型的意义    3.比较文学与“四个跨越”的内在意义链  第
四节  五种相关学科的概念界分及比较文学的定义    1.民族文学与国别文学的界分    2.总体文学及其两
个层面意义的整合    3.世界文学及其四个层面的理论分析    4.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  第五节  比较文学的
本体论与方法论    1.什么是比较文学的本体论    2.什么是比较视域    3.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    4.比较视
域的内质与可比性原则    5.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属于方法论第三章  视域论  第一节  比较视域的多
元性及开放性特征    1.比较视域的流动性及联系性    2.比较视域的多元性及开放性    3.比较视域的自觉
性    4.比较视域对于当今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节  比较视域中的文学对话    1.对话机制及对话平台   
2.对话模式研究：互识、互证及互补    3.对话过程：模仿—过滤—文化阐释—新文化样式的创造    4.文
化利用对中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  比较视域中的跨学科研究    1.混生—交叉互渗与分类—多
维意义链    2.文学与哲学的互渗    3.文学与宗教的互渗    4.文学与心理学的互渗    5.文学与艺术的互渗   
6.科际整合与比较规限  第四节  比较文学与国外汉学的学科同异性    1.什么是“国外汉学”    2.国外汉
学的历史蕴涵    3.国外汉学的学术蕴涵    4.比较文学如何借鉴和利用国外汉学第四章  学派论  第一节  法
国学派与影响研究    1.法国学派的形成与主要理论主张    2.影响研究的理论依据和主要内容  第二节  美
国学派与平行研究    1.美国学派的形成及基本主张    2.平行研究的主要内涵、理论根据与具体方法    3.
平行研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三节  俄国学派与历史诗学研究    1.民族性的种种诉求：俄国比较文学
发展历程    2.以历史诗学研究表达民族性诉求：俄国比较文学特征  第四节  中国学派与阐发研究    1.中
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跨文化    2.中国学派的折衷精神    3.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    4.中国学派的意义
与局限第五章  类型论  第一节  文类学与“形式”    1.比较文学的文类学概述    2.比较文学的文类学研究
对象和研究范围    3.比较丈学的文类学研究个案举要  第二节  主题学与“流变”    1.主题学的成立    2.
主题与母题    3.题材、形象与意象  第三节  形象学与“他者”    1.什么是比较文学形象学    2.如何进行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    3.形象学研究的特点    4.形象学研究的前景  第四节  类型学与“通律”    1.类型
学研究：学术史问题    2.类型学的基本理论：“借用”与“影响”    3.形成类型的两种基本途径    4.类
型学研究的一般理论背景    5.类型学研究的目标：通律第六章  范例论  第一节  互动：中国文学与欧美
文学的比较研究    1.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与互动研究的意义    2.中国古典诗歌与美国现
代诗歌的现代性    3.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歌的现代性    4.互动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学科
意义  第二节  接受：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的比较研究    1.中国对俄国“虚无党小说”的接受    2.中国现
代作家对俄苏文学的艺术接受    3.普希金在中国的接受  第三节  影响：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
   1.从日本汉文学看中国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2.从物语文学看中国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3.影响的积淀：中
国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第四节  身份：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母体文化的比较研究    1.海外华文文学的
文化身份与比较文学研究    2.比较：海外华文文学内部的文化差异性    3.比较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多
种研究角度第七章  译介论  第一节  译介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学科内涵    1.译介学的基本定义及内涵发展   
2.译介学基本概念及其学科内涵  第二节  译介学的理论属性    1.译介学理论属性之一：文学交往实践   
2.译介学理论属性之二：文本与主体对话    3.译介学理论属性之三：文学的跨国旅行  第三节  译介学的
理论取向及进展    1.和合相生：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的理论取向与进展    2.学科对话：20世纪40至50年
代的理论取向与进展    3.意义重构：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理论取向与进展    4.现代转型：20世纪80年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文学概论>>

的理论取向与进展    5.文化转型：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取向与进展  第四节  西方与中国译介学研究范式
的现状与未来    1.西方译介学研究范式的现状与未来    2.中国译介学研究范式的现状与未来第八章  诗
学论  第一节  比较诗学崛起的中西方学术背景    1.“诗学”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    2.“诗
学”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    3.比较诗学崛起的中西方学术背景  第二节  中西比较诗学的可
比性、必要性和方法论    1.可比性：中西比较诗学的学理依据    2.必要性：中西比较诗学的价值依据   
3.方法论：对话诗学的建构    4.在学理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三节  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    1.
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概述    2.中西诗学的理论品格和理论形态  第四节  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
诠释及其可能性    1.何谓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    2.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如何可能    3.现代诠释
是实现古代诗学之现代转换的必由之途第九章  思潮论  第一节  接受与过滤：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
主义    1.现代主义的概念界说    2.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接受的动因与实质    3.中国现代文学对
西方现代主义接受的过滤机制  第二节  影响与重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    1.建构后现代主义：
中国的视角    2.中国当代的诸种后现代变体    3.个案研究：先锋小说的后现代话语分析    4.后现代话语
在中国语境下的重构  第三节  呼应与阐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与中国    现当代诗学    1.西方马克思主
义简介    2.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对中国现当代诗学的事实影响    3.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与中国现当代诗
学的平行发展    4.中国当代诗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的汇通与阐发  第四节  对峙与对话：摆脱西方中
心主义和本土主义    1.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2.西方中心主义和本土主义是比较文学的
障碍    3.对话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  第五节  差异与变体：后殖民批评与宗教文化传统    1.后殖民
批评崛起的国际学术背景    2.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批评的世界性宗教背景    3.赛义德与“东方”的权力第
三次修订版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文学概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发展论　　第一节  全球化与比较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　　1.全球化的界定　　当历史跨
人21世纪之际，全球化（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现实处境中）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象和亟待严肃思考的
问题。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知识界对&ldquo;全球化&rdquo;这一概念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到80年代后
期，它俨然成为了被争相引用又争议颇多的话题，及至今日，全球化几乎已是无需界定且无所不在的
口号。
　　到底何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当上世纪60年代该词被收录于《韦氏大词典》和《牛津英语词典
》时，全球化还是一个令人感到棘手和无所适从的概念，而现在这种不安已经多多少少消褪了。
广为流行的全球化概念着重描述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和关系在空间上不断
扩展，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以及社会力量的作用表现出洲际（或区域之间）的特点。
作为一个历史的或历时的过程，全球化的特征却在于其共时性，具体而言就是空间上的世界压缩
（compression）和地域联结。
人们最直接的感触，是好像生活在一个空间越来越狭小、联系越来越紧密的麦克卢汉（Mashall
McLuhan）所谓的&ldquo;地球村&rdquo;（global village）。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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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文学概论》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能够聚集全国多所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的优秀专家学者共同撰写一部在理论体系上成熟、稳定而实用的《比较文学概论》是比
较文学界同人多年的愿望。
 《比较文学概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对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做了体系化的概述与
梳理，汲纳了国际和国内比较文学界基本和前言的理论，在比罗文学学科理论的体系建构上，具有创
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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