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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简明比较文学原理》中如果说文学是一种文化的记忆，那么比较文学就是异质文化对话的记录
，并力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去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
文学为各种文化所共有的性质，使之具有了“人学”的美誉，并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倾向。
比较文学关注的恰恰是异质文化中的人通过文学进行对话时所感悟的人文精神。
现在，这种人文精神正在“打通”世纪之门而成为12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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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感的缺乏往往将研究引向抽象的讨论，而不具备中国的历史经验或不关注当下的问题，那些汹涌流
入的西方理论，纵然是真知灼见，也只能是身外之物。
对知识的理论性阅读当然是需要的，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单纯的理论性阅读并不足取，因为它极易流
为空谈。
文化霸权和文化多元主义是两个很有“人气”的词汇，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西方中心主义”
的“文化霸权”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
这其中是否隐含着东方学者自我设定的文化等级？
此外，众生喧哗的中国知识界，相当多的人不习惯于思考、缺乏独立性、不具备对当下问题的根本性
追问。
思想的魅力绝不只是学者书房中的顾影自怜或者学术把玩，在这个因迅急发展而常常问题百出的现代
世界，一手托世界、一手托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就更应该对当前的前沿性问题发问，真诚地体现自己
的困惑与焦虑，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思考，进而得以与世界对话。
因为，没有问题意识，没有将世界问题中国化的气度与观念，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就没有存在的空间
和必要。
第三，干预意识。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不再是一个轻松娱乐的舞台，已经成了不见硝烟的战场。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起，文化就被认为具有教谕与净化作用，19世纪60年代，马修·阿诺德仍
然认为文化的概念中包含着隐在的高尚因素，它能减弱或者干脆消灭人类社会的侵害性因素。
但互联网、电视等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已经使问题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成为关注的焦点时，作为思考者、发问者的知识分子必须言说，这个言说不是书
斋里的自说自话，比较文学特别应在这个东西方由冲突渐人对话的时代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呈现个人
化的、民族化的思考。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知识不应再是“徒为稻粱谋”的手段，关注社会事务的热
情不应该成为占有知识之后“富有涵养”的交换代价。
如果怀着一颗仙风道骨的心对世界的变化、文化间的冲突熟视无睹，抱着庸俗社会进化论或者简单的
文化普遍主义的观点，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就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特征和存在的理由
。
清醒的东方视角与中国文化立场，是我们比较文学界普遍需要的意识。
只有特别强调这一观念，针对中国的历史和当下的问题才会凸显，才不会追随在西方洪流般的理论之
后，将很多真知灼见低级重复成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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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一句关于读书的话，说读书先是越读越厚，接着应该越读越薄。
其意无非是读书的开始对各类知识的胃口总是非常之大，但慢慢地，学会选择和消化，能够将“大块
头”化解也成为读书的另一番境界。
这不无道理，我们想写书也类似，尤其是教材。
本书的蓝本有几个：1991年的一本小册子《比较文学探索》，1997年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
，2000年的《比较文学通论》，都是不断地增删、修改、充实，一本比一本厚，内容也更丰满。
只有到现在这一本，删除了大量学科史梳理和案例举隅，比前一本“瘦了身”。
但同时，本身不仅增加了更适合教材的“思考练习题”和“学习参考书目”，也增加了一些学科新动
态和新成果：例如将部分重要的关键术语标注英文，这无疑更符合这门学问的“世界性”；在媒介学
中加入了“译介学”的部分，是因为近年来“译介学”的势头不仅不容忽视，而且已经颇具规模；在
“阐发研究”之后加入了“文学的文化研究”一章，是因为比较文学的文化研究趋势使得我们必须认
真思考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系统论的启示下把握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独特位置和价值，从而对文学
的特质获得更加自觉和深刻的认识；此外，我国比较文学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对这三十年的演
变轨迹和实绩进行梳理，加以审视，以有益于学科的未来发展，这也就有了书中新写的最后一章。
书越写越薄，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作为一本教材，我们希望它更纲举目张、线索清晰；二是比
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早就超越了争取承认的阶段，一些基本理论、方法、范畴也已取得一定共识，
这使我们有可能用更少的篇幅勾画它的轮廓和架构。
当然，这并不是说比较文学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或者空间，恰恰相反，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比较
文学的活力、意义、潜能已经显得越来越巨大，这也给这门学科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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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简明比较文学原理》：博雅大学堂·中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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