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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从梁实秋黄昏岁月的热恋写起，全面地考察了他的为文与为人，认为“
古典的”与“浪漫的”不但表现在他的文学选择上，而且是他一生为人与为文的矛盾所在。
在对梁实秋的当代文化魅力进行了全面的反省之后，《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探讨了以往较少有
人关注的他在清华大学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认为在他的浪漫主义中夹杂着古典与唯美的色彩
。
在全面探讨了梁实秋回国之后文学批评的伦理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指出
了他批判五四文学的得失。
从中西比较文学与文化的角度，《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认为他是“穿着西装的孔夫子”：他以
西方的古典精神与中国的儒家精神沟通，以西方的浪漫主义与中国的道家理念沟通，从而建立了一个
中西沟通比较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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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旭东，山东胶州人。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市重点学科带头人。
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委员会主席，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方向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专著《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鲁迅与英国文学》、《
五四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比较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
西文学与哲学宗教》等，合著《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审美教育新论》等，主编《世纪末的鲁迅
论争》。
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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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当代文化魅力：黄昏热恋、自由文人与雅舍小品一 满目青山夕照明：七十二岁的浪漫情种二 
转型期的文化悖论：艺术上反自由的自由主义文人三 “乏走狗”与“乏牛”：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及
评说四 “与抗战无关”：雅舍小品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魅力第二章 荷花池畔：青春花季的浪漫文化选
择一 浪漫之梦：清华时期的文学活动二 青春花开：恋爱季节的诗歌创作三 指点文坛：浪漫与唯美的
文学批评第三章 从浪漫到古典：文学批评的伦理文化特征一 以古典理性对现代中国文学浪漫趋势的
清算二 文化语境的变化与梁实秋批评策略的调整三 人性论与阶级论：梁实秋的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
吗？
四 文学批评学的建构与文学批评史的阐发五 关于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的文体批评第四章 在中西
文化之间：穿着西装的“孔夫子”一 古典的与浪漫的：梁实秋沟通中西文化的企图二 慎言比较文学
的比较文学家三 科际之间：将文学置于跨学科与跨文化的语境中参考书目梁实秋大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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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21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
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一方面又急需总
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
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
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趋动下发展起来的。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
熟和繁荣的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
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足迹。
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
要。
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
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
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
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
” 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
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
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
本丛书从这一现实状况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如何在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形成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全面
的总体探讨和深入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汇共存的
规律，目的在于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
结论并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便中国文化真正能作为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占据应有的
地位，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
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汇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
本丛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
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
术发展的贡献。
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
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
着重个案研究，意在通过主要人物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
文化的吸收，突出他们对中外学术发展的独特贡献，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力图通过实
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跨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学方面著述颇丰的一流专家学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研究功力，是继本世纪初沟通中西文化的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家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领军人物
。
基本上作到了名家写名人，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
    总之，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
法论和认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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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志在这方面填补学术界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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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
21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
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一方面又急需总
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
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
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趋动下发展起来的。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
熟和繁荣的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
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足迹。
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
要。
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
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
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
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
” 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
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
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
本丛书从这一现实状况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如何在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形成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全面
的总体探讨和深入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汇共存的
规律，目的在于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
结论并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便中国文化真正能作为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占据应有的
地位，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于这
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汇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本丛
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个案
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
展的贡献。
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
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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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作到了名家写名人，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
总之，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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