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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是近一百多年来西学输入中土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其历程可说是既短
暂而又艰难。
此类比较研究就一般情况而言，多是先从零碎且表层的随机性比较研究开始，然后逐步走向内在的系
统性之比较研究。
纵观此段比较研究之历史，其研究方式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孤立的随机性比较研究，论者只是紧紧抓住双方文化现象表层相类似性便直接进入简陋之比较研
究。
这种比较研究，又可称为习俗性比较研究，一般是由于急功近利所致。
此类研究既无法顾及西方文化之整体性及其底蕴，更无法顾及中国文化体系之悠久历史。
其所见者，仅是两种文化现象在其表层某点上之相似性；而其所持者，亦仅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学
问。
这类孤立的随机性习俗研究，在现当代还是相当普遍的，甚至有时还占有主要地位。
二是中西文化根系（发生源头）之比较研究，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研究法。
其力求“寻根溯源”，“万法归一”，让一切差异均回到“原点”上显示出来。
“五四”之后，许多有功力的学者均走这一条路。
无疑地，从事物发展的“根源”上进行比较研究，抓住“源头”之关键，这有极大的优越性，但其不
足之处，则是没有从“完全成熟的形态”上去察其同异，亦即没有把握住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
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之方法论。
三是对中西文化体系之双方，分别进行历史发展中之体系性研究，在此深厚基础上，再准确地选择双
方最接近之突破口，由点而面，由内向外地进行“针对性”（开拓性）之研究。
在此之中，不识中西双方之体系性研究，需要有深厚的功底与力度，就是选择那突破口，也需极具卓
识。
甚至可以说，选择突破口之卓识，往往是此类比较研究成败之关键。
由此言之，此类研究笔者称之“三大块”研究。
即中西比较研究中的双方，各是一块（中一块，西一块），中西之交汇处是新的一块。
这是比较研究中论者之新发现，足可构成某种新学说、新体系。
此类研究，王国维开其端，而牟宗三集其大成，终于成为中西文化（哲学／美学）比较研究之一代范
式。
　　目前国内中西文化（包括哲学、美学、诗学、文论等）之比较研究，大体上说，就是以上所言之
三大类型：一是随机性之习俗研究；二是根系发生论研究；三是“三大块”之深度研究。
目前中西文化比较十分热闹，但多是这里所指的第一类研究。
如果只停留在此类随机性之习俗比较研究上，除了热闹之外，便是一片混乱，即使工夫花得再多，所
得也甚少。
故我们必须抛弃急功近利，抛弃追新求奇，走向二、三类型之比较研究，这才是正途——承接前贤大
师之业，走王国维、牟宗三之路。
序言将深入探讨中西文化比较中的两个大问题：一是“三大块”之比较研究范式问题；二是中西思维
方式、理论结构形态之差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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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是近一百多年来西学输入中土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其历程可说是既短
暂而又艰难。
此类比较研究就一般情况而言，多是先从零碎且表层的随机性比较研究开始，然后逐步走向内在的系
统性之比较研究。
纵观此段比较研究之历史，其研究方式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孤立的随机性比较研究，论者只是紧紧抓住双方文化现象表层相类似性便直接进入简陋之比较研
究。
这种比较研究，又可称为习俗性比较研究，一般是由于急功近利所致。
此类研究既无法顾及西方文化之整体性及其底蕴，更无法顾及中国文化体系之悠久历史。
其所见者，仅是两种文化现象在其表层某点上之相似性；而其所持者，亦仅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学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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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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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诗学与比较诗学研究　　不同的诗学体系和诗学观念往往与它们所依赖的文化传统、哲学
、美学以及文学艺术实践密切相关，它们一经形成，则会形成自身的理论构架和理论指向，产生强大
的传统力量，并在这个传统的影响下继续发展。
中西诗学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体系，拥有各自民族的艺术规律和审美规范，因而都具有独特的理论价
值。
由于人类的文学艺术实践具有相通的特点，因此不同诗学体系之间具有令研究者颇为惊叹的共同的、
并可相互沟通的特质。
　　西方诗学的逻辑体系，无疑也是相当高大完满的，但中国古代诗学的纲目体系也是植根深远的。
中‘国古代诗学的纲目体系，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三纲八条目挂上钩，才能理顺其间的关系，也才
能穷尽纲目之底蕴。
由“源”看“流”，或由“流”溯“源”也无不可，“流”与“源”的存在与延伸必然具有同质性。
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里的通古今之变是来源于“究天人之际”，其目的是为了“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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