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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受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委托，主编“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
文集，共八个分册：　　一、潘文国、杨自俭主编：《共性·个性·视角——英汉对比的理论与方法
研究》　　二、邵志洪主编：《结构·语义·关系——英汉微观对比研究》　　三、牛保义主编：《
认知·语用·功能——英汉宏观对比研究》　　四、刘英凯、李静滢主编：《比较·鉴别·应用——
英汉对比应用研究》　　五、左飚主编：《冲突·互补·共存——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六、罗选
民主编：《结构·解构·建构——翻译理论研究》　　七、杨晓荣主编：《二元·多元·综合——翻
译本质与标准研究》　　八、陈宏薇主编：《方法·技巧·批评——翻译教学与实践研究》。
　　选编这套系列文集的目的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1977-2007年间国内英汉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
和翻译学三个学科的研究成绩与发展状况，寻找研究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研究和建设的构
想，努力推动三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因为这三个学科关系密切，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同时也是提高学会的学术水平和促进学会与出版社
进一步合作的需求。
因此，我们在选编方案中提出了以下几项要求：（1）各册选文均应为本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高水平
论文，和三个学科领域密切相关的名家经典可不受所定时空限制。
（2）各册主编为每篇人选论文写一篇500-1000字堪称点睛之笔的导读性【编者札记】，其内容主要包
括文章的创新点和价值所在（理论的、方法的、应用的、资料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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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系列文集之五，共选收了38篇重要论文，主要为最近30年的优秀论文，但也收录了少量1977年
以前的名家大师的经典作品。
内容包括文化对比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西文化的综合对比、语言交际对比，以及哲学、宗教学、社
会学、宇宙观、道德观、时间观、思维方式等多领域对比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随手翻阅，到处可见选文作者的真知灼见。
本文集实为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文献之源，更是文化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师
生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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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综述　　一、理论与方法　　关于东西文化比较研究（1987）　　编者札记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在我国沉寂了30多年。
20世纪80年代末，沉寂一旦打破，蓄积之势迅速形成了“文化比较热”的潮流。
曾任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席的已故学者王元化先生的这篇文章既是“文化比较热”的产物，也可
说是引领这一潮流的“破冰”文章之一。
　　“破冰”是需要勇气的。
王元化分析了我国文化研究中断30余年的原因。
向文化界提出了“填空”和“追踪”的迫切任务；阐述了自己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离经不叛道”的
观点，强调“离经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文中以海涅的《宗教辩论》一诗为例，对于“以引证代替论证”，惯于举大旗吓唬人的懒汉研究法
作了非常生动的、带有讽刺意义的描述。
在极“左”思潮盛行多年、文化界人士仍然普遍心有余悸的当时，王元化的论断无疑是很有胆略的。
　　文章认为，尽管文化与政治经济有关联，但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待深入研究，动辄与政
治经济挂钩，不利于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这一观点也带有“破冰”的性质。
王元化指出，不能以儒家思想作为涵盖中国文化传统的变中之常，而应把民族创造力、心理素质、思
维与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作为构成民族文化的恒久性内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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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冲突·互补·共存：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为“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文集之一，“英汉对
比与翻译研究”系列文集是近30年来我国英汉对比和翻译研究的历史检阅，共分八个分册，涵盖英汉
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和翻译学三个学科。
每册都包含总序、综述、编者札记、选文、重要文革索引和编后记六个部分，选文均为高水平论文，
其中多篇为名家名鍽。
编者札记是分册主编为每篇选文写的画龙点睛的评论，综述总结了本分册研究的领域的成绩，预示了
发展趋势，总序堪称三个学科及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库，是这些学科或有关专业本、硕、博师生
学习、教学、研究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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