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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由方汉文主编，是一部代表21世纪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新进展的国际
化教材。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涵盖比较文学学科的全部领域，可以为各相关专业所使用。
观念新颖，视域广阔，充分反映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重点介绍中国比较文学理论
建构；系统全面，侧重本研究领域的主要方向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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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 比较诗学的研究模式 比较诗学的实践起源很早，19世纪欧洲比较文学研究中就有大
量的诗学比较。
但是，作为一种分支学科，比较诗学则是在建立其研究模式以后才真正有了学科存在的价值。
从研究模式来看，以下方面可以作为基础研究的构成： 其一，文学理论流派与类型的比较研究。
这是比较诗学最基础的构成，如中国文学理论（包括诗话、词话）与西方文学理论（包括各种理论流
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之间的比较研究。
但恰恰这种研究的内部差异最为突出。
余宝琳的《中国诗论与象征主义》、诺夫乔伊的《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陈世骧的《中国诗学与禅
学》等论文在这一研究领域有较深入的论述。
我们以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为例来展示这种研究的特色。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共分七章：“导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与表现理论”、“技巧
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相互影响与综合”。
虽然作者宣称“本书的主题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但我们从具体的章节分明能够看到和感受到“
比较诗学”的分量，如“形上理论与模仿理论和表现理论的比较”、“形上理论与象征主义的比较”
、“形上理论与现象学理论的比较”、“中西表现理论的比较”以及“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等。
西方的文学理论、文艺思潮、文学现象，均在作者自觉的“比较”意识中自然地流露于对中国传统文
学理论的阐述，而贯穿全书的广泛而透彻的比较已经超出了该书的范围。
刘若愚指出，他撰写这本著作的目的之一，“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
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
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
为了实现这个“遥远而且被认为不可达到的目标”，刘若愚对西方学界提出忠告：“希望西方的比较
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对本书所提供的中国文学理论加以考虑，不再只根据西方的经验，阐述一般文学
理论。
”如前所言，尽管这本著作没有以“比较诗学”来命名，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或日“中西
比较诗学”的理论著作。
 其二，诗学思想观念与创作论和文体论的比较研究。
这是范围最广、涉及面最大的比较诗学研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

编辑推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