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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文学与20世纪天津》以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视野考察了百年来天津的文化名人、作家、
翻译家、戏剧家对世界文学在中国的推广与译介，也包括地域化的天津和天津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
《世界文学与20世纪天津》特别从天津的教育、天津的期刊、新时期以来天津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学术活动和科研成果等方面全新总结和梳理了世界文学与20世纪天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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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岚，女，1973年生，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出站博士后
，英国LeedsUniversity访问学者。
曾获天津市第十二届社科成果三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
多年致力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参与主编教材多部；在《读书》、《外国文学研究》、《中国
比较文学》及日本、香港、澳门等地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林译小说论稿》，该书荣获
“2005—2010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分会专著类科研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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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1949年进入天津到1956年因病中途停笔，是孙犁创作的第二个时期。
1949年1月，孙犁随解放军进入天津，从此便在天津扎下了根，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创作。
天津是孙犁的第二故乡，在这座城市，他生活了53年。
可以说，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了天津，也在天津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辉煌发展。
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津门小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
《津门小集》热情洋溢地描写了天津解放初期工人农民的新生活、新风尚。
《风云初记》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小说展示了抗日战争初期冀中平原的生
活，讴歌了反抗日本侵略的伟大战争和伟大英雄。
享誉中外的《铁木前传》是孙犁在1952年下乡体验生活时酝酿构思并于1953年开始写作的。
这部作品倾注了孙犁的全部身心，用了几乎三年的时间才完成，而孙犁自己对这部作品也是钟爱有加
。
孙犁本来计划续写《铁木后传》，但因为之后长期生病造成的精力不济和“文革”的荒废，终究没有
完成，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广大热心读者来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孙犁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除了少数几篇，绝大多数都发表在《天津日报》上，这些作品是天津解放
后六七年间最重要的文学成果之一。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十六七年间，是孙犁创作的第三个时期。
这时的孙犁，虽然在年龄上已步入老年，但在文学创作上却是一个新的高潮。
晚年的孙犁，闭门谢客，在恬淡的生活中默默耕耘，创作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
》、《尺泽集》、《远道集》、《陋巷集》、《曲终集》等十余个集子，460多篇不同体裁的文章，总
字数在百万以上。
这些精心创作的作品，对于孙犁和当代中国文学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这些作品中，深沉凝重的风格取代了早期的清新明丽，深远的思想凝结了孙犁一生对社会历史的体
验、对人生的感悟。
 总结孙犁一生的文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概括：起步于晋察冀边区，成名于延安，成熟于冀
中，辉煌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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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文学与20世纪天津》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视角出发，系统总结了20世纪天津与世界文学的
关系：包括以近代天津文化名人、当代天津小说家与世界文学、天津翻译家与翻译活动、天津在西方
戏剧进入中国进程中充当的角色等内容，将地域学术活动对世界文学的传播接受纳入研究视野加以讨
论，富于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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