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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王宗法教授是起步很早的开拓者之一。
虽然他明察这个领域的变化和发展，参与各项活动，也偶露锋芒，但处事低调，在浮躁的时代和可以
赶时髦的领域里，保持着一个真正学者的沉稳心态，奉行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
做学问格言，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和研究。
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除发表单篇论文、出版专著之外，还分别以主
编或副主编、编委之身份参与了二十多种文学史、作品选和工具书的编撰。
他的《当代文学观察》、《台港文学观察》、《昨夜星辰昨夜风》等专著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尤
其《台港文学观察》，可以说是他的精研细察之作：“从地区看，兼及台湾、香港、澳门；从研究角
度看，既有微观，又有宏观；从文学的体裁看，包括诗歌、散文、小说；从作家看，涉及老、中、青
及各种类型的作家”，“笔触如此广泛，却无浮光掠影、蜻蜒点水之嫌⋯⋯一篇篇论文，像是犀利的
楔子，透骨穿髓，直触台港文学的中枢和本质，每有拨云见日、振聋发聩之功效。
”（北京大学汪景寿教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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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外青山天外天·海外华文文学综论》作者王宗法教授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是
起步很早的开拓者之一。
他经过二十多的潜心教学研究，独辟蹊径，撰写成《山外青山天外天·海外华文文学综论》，为华文
文学研究领域平添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不同反响的成果。
本书共分四章，内容包括：导论、归去来兮——留学生文学的崛起、山阴道上——新移民文学的勃兴
和必由之路——开轭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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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宗法，（1942—），教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教学与研究，出版《当代文学观
察》、《台港文学观察》、《昨夜星辰昨夜风》、《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等著作多种，荣获安徽省
社科文艺奖一、二等奖各一项，1993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传媒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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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独辟蹊径 不同凡响——序《山外青山天外天》第一章 导论一、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背景二、海外华文
文学发展历程三、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第二章 归去来兮——留学生文学的崛起一、初期：留学之门
——为国开启，去而复归二、中期：留学之计——安身立命，一去不归三、近期：留学之路——种选
择，去来两便第三章 山阴道上——新移民文学的勃兴一、寻求之旅——永无止境二、人性之光——照
亮人生三、情爱之路——反常合道四、心灵之趋——不知所终五、人问之爱——大哉为重六、红尘之
望——岂在上帝七、人生之谜——尽在天涯八、网上之作 天马行空第四章 必由之路——开轭与创新
一、题材的开拓二、主题的深化三、人物的多样四、结构的巧妙五、语言的精彩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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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新意、质疑和文采　　如前所述《综论》总体上是不同凡响的创新型成果，全无一丝炒冷饭
的感觉，更绝无炒冷饭的痕迹，也不囿于陈见，而是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分析评论，或发人之所
未发，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发新声，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
这里所谓的新意，是指后者。
如对《沉沦》，周作人、郭沫若以及郁达夫自己的评价，都将之界定在“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上
。
《综论》给予了新的诠释：“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留学生的不幸命运，概括了一个民族的悲惨境遇。
”又如《棘心》，1957年苏雪林本人在为台湾版写“序”中说：“本书真正的主题，杜醒秋的故事尚
居其次，首要的实为一位贤孝妇女典型的介绍，这位妇女便是醒秋的母亲杜老夫人。
”《综论》不囿于作者之见，从作品的内涵出发，作出自己的评价：“这部小说的价值不在母亲形象
的塑造，而在早期留学生中知识女性杜醒秋性格的刻画，因此开拓了20世纪20年代小说创作的新生面
。
”再如关于《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他为什么选择投湖自尽的结局？
他究竟有汉魂还是无（吴与无谐音）汉魂？
《综论》给予了“元汉魂”的诠释，认为：白先勇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寓有深意的，是想借以联想到“
无汉魂”，也即是没有中国魂。
那么为什么没有中国魂呢？
《综论》分析了个中原因，特别指出他们在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绝对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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