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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殖民理论开创者赛义德认为，只要考虑东方就无法回避印度。
在西 方对于东方漫长的文学想象史上，英国作家对前殖民地印度的形象建构格 外引人注目。
一方面，印度是英国作家数百年来文学创作的东方原动力， 他们笔下的许多世界文学经典都能发现印
度或真或幻的影子；另一方面， 从印度独立以前到现在近一个世纪里，英国与印度学术界不断推出新
作， 探索英国作家笔下表现的印度题材，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
遗憾的是， 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界所知非常有限。
　　在跨文化对话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提倡建立比较 文学的中国学派，将比较文
学研究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 行研究和科际整合推进到第三阶段即进行跨东西异质文
化的比较文学研究 。
这方面的成就突出反映在两个领域，即跨越中西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和 跨越异质文化的中外文学文化
关系的梳理。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何突 破这一“中外”的研究瓶颈，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引向更加深入的跨东
西 异质文化的领域，就成为一种学术上的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 ，引入英国作家印度书写这一跨越西方和印度文明的研究课题便成为一种 必
然。
　　《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分如下几个部分。
在“绪论”里，对“英语世界”和“印度书写 ”进行了详尽的题解，并对本选题的研究范围、学术价
值、国内外研究现 状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说明。
第一章对十九世纪以前英国作家笔下的印度形 象进行学术追踪。
第二章围绕殖民文学创始人吉卜林的印度题材小说进行 分析，并就在他前后围绕同一主题进行创作的
一些英国作家做了简单说明 。
第三章以福斯特为重点，同时还对W.B.叶芝、T.S.艾略特、S.毛姆等著 名作家笔下的印度进行分析。
第四章以后殖民时期的保罗·斯各特和200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为主要阐释对象，同时涉
及J.G.法雷尔、 N.C.、乔杜里和杰哈布瓦拉等人的印度书写。
这一章还重点分析了1980年 以后以解构主义手法书写印度的拉什迪。
第五章从历史书写、印度形象、 文化身份和印度女性形象等四个方面就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的联系
进行 了探索。
第六章则将英国作家的中国叙事和其印度书写进行比较。
第七章 属于实验和探索性质的学术创新，即以中国文论和印度梵语诗学为标准， 对英国作家书写印
度的一些文本进行阐释分析。
“余论”呼吁建立一种中 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范式，即走向一种三维立体的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 
。
　　《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学术探索，力求有所创
新，并具体表现 为《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的学术观点和研究价值。
　　首先，《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研究对象的选择在中国学术界具有开创性
。
正如前述，在 跨文明对话越来越频繁且更加必要的今天，中国学界研究东西方世界的中 国印象已经
取得了丰硕成果。
比较而言，借用后殖民理论、文化人类学、 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种方法理论来系统而历史地研
究具有跨文明性 质的英语世界的印度书写、日《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写、阿
拉伯叙事等极其罕见。
印度与西 方学界在英语世界印度书写方面的研究，已经成果丰富，而中国学界在此 方面的微观或宏
观研究成果均乏善可陈，这与中国而今已逐渐成为比较文 学研究重要国家的地位十分不相称。
因此，《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选择同样具有跨东西异质 文化价值的英国作家
印度书写作为研究对象，便是力求突破当前中国学术 界“中外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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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选择的一些研究对象中有 许多重要作家如保罗·斯各
特、拉什迪、乔杜里等人在中国学术界因为各 种原因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他们在英语世界里非
常具有研究价值的 文本为中国学界所不熟悉。
《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将向中国学界引荐之。
　　其次，《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也是对当前中国学界兴起后殖民理论研究
热潮的一种文本 补充和印证。
相对于轰轰烈烈的理论介绍与探讨，中国学术界借助后殖民 相关理论视角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却显得
并不令人满意。
实际上，赛义德 的《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建构后殖民理论与解读西方文本 结合起来
的典范。
很多中国后殖民批评家只是纸上谈兵。
同时，一些学者 对后殖民具体的文学表现之分析显得相对滞后。
这影响了中国比较文学研 究走向深人。
在此意义上，《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注重通过后殖民理论等评价英国作家如
吉 卜林、福斯特、奈保尔、拉什迪等人的文本，以实际的分析验证后殖民理 论的意义和局限。
同时，《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还有意识地引入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其 他
西方当代文论思想阐释文本，对后殖民理论的实践运用进行补充。
　　再次，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创新也是《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的追求之一。
相对于西方与中 国学者的第一和第二种研究视角，印度本土学者关于英国作家印度书写的 思想反弹
是《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所谓的“第三视角”。
因此，《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在引入西方学者的评价 尺度时，也重视印度本
土学者的“第三视角”，并将适当突出之，借以形 成《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
的学术判断。
印度学者往往以自己所熟悉的本土文化来解释英国作 家笔下表现的印度，这使其研究具有相当的科学
真实度，当然，有时也夹 杂了一些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但不管怎样，印度学者的第三视角在当今 学术领域西方中心主义阴影不散的时刻，可以矫正我们言必
中西、东方“ 失语”的畸形学术现状。
　　再次，《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借鉴赛义德等人的研究传统，将英语世界
殖民文学与后殖 民文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这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所忽略的一点。
后殖民文 学与殖民文学存在着思想与艺术方面的天然联系。
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 在书写第三世界印度方面，有着学术共谋和传统承继。
十九世纪英国正式 殖民印度以来，许多英国作家在殖民文学的田地里耕耘，他们收获的果实 又成了
某些后殖民文学赖以生长繁衍的思想基础。
将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 学历史纵向地结合起来研究，这是赛义德、斯皮瓦克等人的研究路数，它 将
解释长达几个世纪的东西文化互动的某些特殊规律。
　　此外，《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增加了一个新的分析维度，即英国作家笔
下的中国题材与 印度叙事之比较。
一般说来，包括印裔在内的英国作家对印度文明的描述 ，比之英国作家的中国镜像，更具有跨文明的
阐释价值。
这是由历史上英 国与印度无比紧密的全方位联系决定的。
同样属于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与印度在英国作家笔下的表述有哪些相似和差异点，是中国
、印 度与西方学术界从来没有涉猎的。
这就构成了《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最后，《南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在体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特色上作了大胆
的创新，即以中 国文论和印度梵语诗学为标尺来评价英国作家文本。
这一以东释西的手法 属于双向阐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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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当前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和汉语批评的学术战 略是一个文本层面的回应。
当前的中国与西方文学评论界，包含身份认同 和女性主义理论在内的文化研究大行其道。
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就 会导致文学研究“反诗意”的趋势，会带来比较文学学科合法性的危机
。
　　东方诗学的审美和诗意尺度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毕竟，英语世界的印度书 写涉及东方，东方诗学在解释这些西方作品中的东方因素时，应该是非常 
有效的工具。
好的作品，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戏剧，都经得起时间考验， 也经得起读者从各个角度来阅读品味。
读者可以凭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 修养来品味，也可以按东西方任何一种诗学观念来欣赏。
东西方诗学话语 百花齐放、杂语共生，应该且必须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界 的一个新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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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锡南，男，文学博士，土家族，重庆市酉阳县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和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
授，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基地副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主要研究印度文学与比较文学，2004至2005年留学印度。
出版《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2003）、《发现泰戈尔》（2005）、《英国文学中的印度》
（2008）和《印度的中国形象》（2010），参加撰写《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2004）
。
现正在进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印度文论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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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论文突破了通常的“中西中心主义”研究范式，在选题上有新的创意。
作者在探讨英国作家印度书写时，不仅对不同时期的英国作家的印度形象建构进行跨时代比较，而且
将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和印度叙事进行跨文化的审视，从而拓展新的分析维度和学术空间，同时
尝试着以中国文论和印度梵语诗学来阐释这些印度书写，显示了论者良好的素质和水平。
论文立意新颖，论析到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是一篇较优秀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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