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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由于异质于西方文化的东方各国的介入
，比较文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比较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来，中国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对话与比较意识是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被逼出来的；而今，面对西方文
化的强势姿态，中国主动认同文化的多元化，并且以多元之中的一元寻求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对话。
中西比较文学作为跨文化的文学对话，首先应该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话语，否则，对话就没有契合点
，就会各说各的。
钱锺书、叶维廉、刘若愚等学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绩。
不过，随着对话的深入，跨文化的中西文学展现出来的更多的将是差异性，甚至一些基本概念也具有
不可翻译性。
因此，如何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对中西文学进行整合，并从中概括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文学”，
将是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的主旋律，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宗旨。
我们这套丛书也有拨乱反正的意图。
一般来讲，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与交融，有一个规律性的过程，就是从一厢情愿的生搬硬套到较为
客观的对话与比较。
譬如，佛教初人中国，一般人就以道家的语汇去生搬硬套，后来才发现佛学与道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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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经历了重大转折，全球化潮流与本土化思潮剧烈冲撞，文化
相对主义盛行，西方文化的强权和中国传统的断裂被认为是当今中国文论弊端的根源所在。
作者不满于既有的中西二元对立的僵硬设定．更不赞成以文化霸权取代真理性内容的流行观念，从历
史材料出发，力图还原中西文论各自复杂多样的多元传统，探究异质文论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流动。
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中，尽可能详人之所略，在恢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突破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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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代迅，1963年生，博士生导师，现为西南大学教授。
任重庆市美学学会会长等职。
多次主持教育部和重庆市社会科学项目，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著作有《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
代转换的历史回顾》、《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等。
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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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扬翻译理论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高度重视文艺的政治实用性，强化宣传意识。
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有一句名言：“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的不可避免地是宣传。
”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明确地批评过的将文艺等同于单纯的思想传声筒的观
点，但是周扬对辛克莱的这句话却极为推崇，这其实也是当时大多数左翼文艺家和理论家的观点。
中国普罗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这和世界范围内左翼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
，或者说，就是苏联、日本等国的左翼文学直接搬运到中国的结果。
就连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行动总纲领，根据参加过左联筹备工作的老人回忆，也是由冯雪峰参照苏
联“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几个纲领、宣言起草的②。
当时周扬的主要译介著作有《辛克莱的杰作：林莽》、《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高尔基的浪漫主
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等。
这些译作集中注意力于文艺的政治利器功能，主要是趋时和实用，而文艺的自身规律与审美特征则受
到冷落和蔑视。
这里最重要的价值尺度是“政治优先”。
应当承认，周扬的翻译活动是极富代表性的，和梁启超等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这不仅属于周扬个人，也反映了近百年中国输入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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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此书是教育部课题规划课题"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研究"和重庆市文科基地中国诗学中心重点课题"汉译
西方诗学研究"的结题成果，曾获得西南大学"育苗基金"资助。
获得这些课题的资助都是在2001年以后，主要内容也是在这些年写成，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本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那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折，从8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和蓝色文明论悄然出局，国学
热骤然复兴，全球化潮流与本土化思潮之间剧烈冲撞，亨廷顿本人认为仅仅是一种假设的文明冲突论
，在我们这里却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被到处引用，文化相对主义盛行一时，反本质主义为众多学人所
信奉，异质文化、文化霸权成为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关键词，先进与落后之辨已经落伍，中西之辨压
倒一切，中西之间的二元对立变成了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中国现代文论因其异质文化因素痛遭贬斥
，西方文化的强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被认为是当今中国社会文论乃至文化领域中所有弊端的根源
所在。
流行的未必是合理的。
本书作者对这些观点心存疑虑，试图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内，从中国现代文论的现实发展中寻找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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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是一部有较高理论水平的著作，它所探讨问题的前沿性和讨论的深度，都
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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