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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为主要对象的高等学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材。
　　本书一方面继承了国外比较文学既有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又汲取了国内同行的新研究成果，是
一部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教材。
本书跳出了以往比较文学研究中以学派划分来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框架，概括出了一个新的学科
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
”，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
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具体分为五部分，“绪论”主要探讨比较文学的定义、基本特征和研究领域，探讨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问题：第一章、“实证性影响研究”，在尊重学科史的基础上，从实证性的角度探讨了具有实证性影
响关系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式；第二章“变异研究”从“文学变异与文化过滤”、“译介学 ”、“形
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角度探讨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变异研究，这是本教材
最富创新性的一章，“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和更新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解决了比较文学研
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第三章“平行研究”从“类型学”、“主题学”、“文体学”、 “跨学科
研究”等角度探讨了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第四章“总体文学研究 ”将“总体文学”重新纳入比较文
学的学科体系，从跨文明和总体文学的角度探讨了建立总体文学的可能性。
　　本书附有学习卡，学生可通过卡上的账号和密码登录高等教育出版社4A 教学平台，进入网络环境
中的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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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级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跨世纪优秀人才，做出突出贡献
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现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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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小引　无所不在的比较　第一节 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　第二节 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可比性　
第三节 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第一章 实证性影响研究　第一节 流传学　　一、流传学
的定义、渊源和发展　　二、流传学的实证性特征、研究范围及类型　　三、流传学研究的模式和实
例分析　第二节 渊源学　　一、渊源学的定义和特征　　二、从影响方式来看渊源学的研究方式　　
三、从影响发送者的角度来看渊源学的研究方式　第三节 媒介学　　一、媒介学的理论与方法　　二
、媒介学中的译者和翻译第二章 变异研究　第一节 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　　一、文化过滤　　二、
文学误读　第二节 译介学　　一、译介学的兴起　　二、译介学的研究范畴　　三、理论前沿与发展
前景　第三节 形象学　　一、形象学的定义和特点　　二、形象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三、形象学
的研究方法及前景　第四节 接受学　　一、比较文学接受学的定义及其学科渊源　　二、比较文学接
受学与接受理论、影响研究　　三、比较文学接受学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四、比较文学接受学对传
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第五节 文学的他国化研究　　一、文学他国化的定义和特点　　
二、文学他国化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三、文学他国化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四、文学他国化研
究的意义第三章 平行研究　第一节 类型学　　一、类型学的定义与兴起　　二、类型学的基本研究
内容　　三、跨文明语境下类型学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第二节 主题学　　一、主题学的定义和发展　
　二、主题学研究范畴　　三、主题学研究的分类　第三节 文体学　　一、文体学的定义和发展　　
二、文体分类比较及缺类研究　　三、文体的平行研究　　四、文体的影响研究　第四节 跨学科研究
　　一、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回顾　　二、跨学科研究的内涵　　三、跨学科研究对话的途径第四章 总
体文学研究附录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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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流传学就是从给予影响的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为终点的接受的情况，包括文学流派、文艺潮流、作
家及文本等在他国的际遇、影响及被接受的情况。
按传统观念划分，流传学属于影响研究范畴。
它的产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
从西方文化的整体格局来看，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历来密切相关，就大规模的文学交
流而言至少有三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特别是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的浪漫
主义文学运动，促使文学批评界悄然兴起一种新的比较文学思想。
它主要秉承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理念，同时又接受了法国浪漫主义先驱史达尔夫人的某些观点，
表现出注重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用历史比较方法代替古典主义的纯文学批评等
特征。
这引发了当时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一股新风气，例如法国浪漫派强烈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主
张文学超越国界，颇为注意文学的国际性，而且注重探索作者的环境、性格以及不同作者与作品之间
的影响关系；同时强调描写异国风光，表现异国情调，重视搜集中世纪故事和民间文学作品，这不仅
促进了民俗学的兴旺发达，也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又如德国的格林兄弟搜集、整理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格林童话》），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
究欧洲的民间故事，探索它们共同的神话源头，还对诸如唐璜、浮士德等典型人物在各国间的流传、
假借、变形进行了比较研究。
这些研究在方法上给比较文学以启示，其中一些成为比较文学中“流传学”、“渊源学”、“主题学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日本比较文学学者大塚幸男指出的那样：“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掀起的浪漫主义潮流，因其国际
特征的缘由，形成了即便是研究一国文学之际，也不能无视它同外国文学关系的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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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文学教程》是以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为主要对象的高等学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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