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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本书是重庆市教委和四川外语学院科研处2001—2002年度重点资助项目“美国学运动研
究”的最终成果。
　　笔者研究美国学运动的打算早已有之。
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曾试图撰写一本有关的专著，但终因学习任务繁重和准备不够充分
而放弃。
2000年从北大毕业并返回四川外语学院之后，在教学之余，笔者开始就这一研究进行相关准备，并得
到了四川外语学院和重庆市教委的立项支持。
　　我对美国学运动的兴趣除了书中已经阐明的学术因素之外，还有以下原因：其一，针对美国学，
人们往往泛泛而谈，很少有人顾及该门学科的发展渊源和主要流派。
美国学因此成为各种各样美国研究的笼统称呼。
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无法体现美国学的学科特征。
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二，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通常会在研究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跨学科（如文学、语言
学、社会学等）理论时感到无所适从。
他们或者对这些理论视而不见，或者僵硬地套用某一理论。
美国学所奉行的“原则性机会主义”不失为他们在走出理论困惑时可以借鉴的方法。
在学科交叉日益频繁的今天，固步自封于某一传统学科自然不足可取。
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包括笔者在内的美国历史和文化研究者开阔视野，深化和细化研究主题
，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等。
对美国学运动的考察可以让我们知晓选择性综合借鉴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意义。
所以，本书的写作既是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也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作的尝试。
　　从最初准备到完成书稿已经两年有余。
笔者自己在排除外界干扰的同时所作的艰辛努力不必多言。
但我必须提及很多在此过程中为笔者提供过帮助的师长、朋友和同事。
我的博士学位导师、北京大学的何顺果教授始终关心着我毕业以后的学术研究。
其严谨的治学风格对我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何先生不仅对本书的构思提出了独到的建议并关注着笔者的写作进度，而且还在繁忙的科研和教学之
余审阅书稿，及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并欣然为本书作序，以激励和鞭策后学。
我的师弟、现在四川电视台高就的杨仕文博士所提供的无私帮助令笔者感激不尽。
仕文师弟在我毕业之后返回北大攻读博士学位。
他从紧张的学习与研究中抽出时间，替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搜集并复印了开展本项目
研究所需的大量资料。
没有他的帮助，笔者要完成本书的写作必将付出更加艰苦的劳动。
与此同时，我非常感谢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白安川老师和资料室主任李玲老师
的关心和支持。
此外，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赵卓祥（Jonathan M．Chu）教授和艾奥瓦大学的理查德·P．
霍维茨（Richard P．Horwitz）教授曾为笔者指点迷津，在此一并致谢。
　　笔者虽已竭尽全力，书中仍有诸多缺憾之处。
例如，在涵盖面方面，笔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历史和文学的结合为起点、以美国人文化意识为研
究对象的美国学运动发展主线上，对于该运动发展历程的旁枝末节则关注不够。
而在确定美国学运动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论著时，笔者尽管极力遵循学术界的共识，但依然难以避
免自己的主观痕迹。
国内资料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笔者的研究视野。
另外，美国学本是学科交叉的产物，笔者对于历史学以外的学科理论的把握必有疏漏和错误。
有鉴于此，敬请美国学界的前辈和同仁以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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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美国学的专著，也是我的学生张涛博士的第二本专著。
　　我在其第一本专著《美国战后“和谐”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序言”中谈到，张涛
原是学外语出身，没有受过专门的历史学的训练。
他在1997年报考我的博士生的时候，我曾调阅过他写的论文和文章。
我记得他送来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美国学的，觉得他对美国学还有些基础，且文笔也颇为典雅，便
收了他做学生。
他后来的博士论文选题虽然是研究史学流派的，但没有越出美国学的范畴，因为“和谐”史学讨论的
主题之一即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在塑造美利坚民族及其性格过程中的作用问题。
所以，他在写作其博士论文《美国战后“和谐”思潮研究》中并没有放弃或停止对美国学的关注。
这为其在博士毕业之后迅速展开对美国学运动的研究准备了条件。
　　我虽然是研究美国史的，且美国学也不是我的专长，但我对美国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1988—1989年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作访问研究时，曾有幸结识了一位在该校念美国学的中国台湾学生
，得到一份有关美国学的教学大纲和详细参考书目，并与之多次讨论过有关美国学的问题，使我在做
我的专门研究的同时，可以比较方便地搜集一些关于美国学的资料和信息。
这一经历使我了解到，美国学和我们的美国研究其实是颇为不同的，即使在美国，它也还是一个新兴
学科，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尚未完全定型，研究的主题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
这为美国学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探索的余地。
正因为如此，我一直鼓励张涛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同时，不要忘掉美国学研究，并一有机会就和他讨论
相关的问题。
令我感动的是，他在北大毕业返回重庆母校工作后，能够继续坚持他的美国学研究，并在仅仅三年的
时间内就拿出了这样一部厚重而扎实的专著。
　　如上所述，即使在美国，美国学也还是一个新兴的、不甚成熟的学科，这为张涛博士的研究带来
了很大的挑战，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机遇。
张涛面临的任务是，他必须搜集和接触有关美国学的大量原始材料和信息，并努力对这些资料和信息
进行梳理，从中找出美国学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基本线索，以便为本书的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基础性研究，而是将更大的热情和精力投注于对美国学基本范畴和理论的研究
。
为此，他在本书第二章中对美国学的核心主题——美国人的社会文化意识——的三大主要表现形式，
即国民性格、区域意识和群体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正是这种探讨为我们揭示了美国学的核心与本质，并划分了它与有关美国的历史学、文学或历史文化
学的界线，对于我国的美国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参照意义。
本书后面几章，虽然重点在于分别探讨和研究美国学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就是探讨和研究美国学
研究主题的三次转换，但始终没有偏离第二章所揭示的美国学的核心论题。
　　本书在大量采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围绕美国学的三大基本研究范畴，详细探讨了美国学与美国
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探讨了美国学运动兴起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探讨了美国学研究主题迄今为止
的三次转换及其内容，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美国学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不愧为我国美国学的一部力作。
我相信，广大读者定会和我一样从中获益。
　　我期盼着张涛博士在美国学领域继续耕耘，有更精深和专业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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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涛，四川岳池人，1971年生。
1992年获四川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1995年获四川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2000年获北京大学世界史博士学位。
现为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市世界史学科带头人后备人选。
曾在《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国际论坛》、《北大史学》等刊物上发表
学术论文15篇，出版专著《美国战后“和谐”思潮研究》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合编教材一部。
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文化史和中美关系史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学运动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美国学运动的起源　一、人文教育环境　二、新史学与思想史　三、文学领域的变革　四
、社会环境　五、文化外交的影响第二章 美国学的研究范畴　一、国民性格　二、区域文化意识　三
、群体文化意识第三章 美国学的开路先锋：帕林顿与马西森　一、命运多舛的自由主义传统　二、翘
首以待的自由主义回归　三、对帕林顿—马西森自由主义研究的反思第四章 佩里·米勒的清教研究　
一、清教思想的多元性　二、清教与历史进程的互动作用　三、清教研究的学术意义第五章 神话—象
征与美国学　一、神话—象征流派的理论框架　二、神话—象征的内部共性与差异　三、神话—象征
流派的局限性第六章 美国学的文化转向　一、文学力量的丧失　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　三、全球
化背景下的美国学结束语参考文献附录一 美国研究及美国学运动大事记附录二 美国学协会历届主席
一览表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学运动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