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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字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
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
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市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
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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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
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会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之桥》、《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
讲》、《透过历史的烟尘》、《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英文版
）、《自然》（中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面向风暴》（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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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第一节 中国比较文学从小说的翻译和研
究开始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二、翻译小说的勃兴及其影响三、关于翻译的
研究第二节 中国小说翻译的先驱林纾一、林纾与中国文学二、林纾的翻译活动三、郑振铎对林纾历史
功绩的评价第三节 会通古今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先行者王国维一、深厚的中西学造诣二、超越新旧中西
之争三、在古今中西文化脉络中实现重大转折四、关于“真”之追求五、以会通中西文化为基础的文
学批评新视野第四节 中西文学孕育中的青年鲁迅一、青年鲁迅在日本二、“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
较既周，爰生自觉”三、接受与批判四、跨多种文化的文学研究第五节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
衡派一、学衡派源流二、学衡派会通中西的主张三、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第六节 茅盾、郭沫若与
中西文学的互证互识一、茅盾对尼采思想的吸收和批判二、茅盾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接受和利用三、郭
沫若与泛神论及其诗歌的外来影响四、许地山、田汉、徐志摩及其他第二章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
中国的出现及其发展第一节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一、比较文学课程的建立二、比较文学课程
的中国化第二节 渊源与影响研究的深化--陈寅恪一、渊源与影响研究的奠基者陈寅恪二、原典实证的
方法三、双向诠释第三节 跨文化文学异同之探求--钱钟书一、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二、跨文化文学研
究的新起点三、即异而见同，因同而见异四、文学理论的互相照亮五、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突出中国诗
论特色第四节 阐发研究的新开拓--朱光潜一、朱光潜的中西学术积淀二、“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
三、中西比较诗学的开山之作《诗论》四、阐发研究的实绩第五节 立足本土参照西方--宗白华⋯⋯第
三章 中国比较文学的沉潜期第四章 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繁荣附章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背景的世
界比较文学发展源流主要参考文献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后记（一）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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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　　第一节 中国比较文学从小说的翻译
和研究开始　　二、翻译小说的勃兴及其影响　　在这样的形势下，外国小说的译介一时间蓬勃发展
起来。
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所载，戊戌政变至1911年问，中国出现的翻译小说已达600余种。
1908年，出版家徐念慈（东海觉我）在《小说林》上发表了一份《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
查表》，据他统计，仅1907年一年，中国刊出的翻译小说就有80种，其中英国32种，美国22种，法国9
种，日本8种，俄国2种，其他7种。
在这十年间，五大小说杂志相继问世，如梁启超的《新小说》（1902年创刊），李伯元的《绣像小说
》（1903年），冷笑的《新小说》（1904年），吴趼人与周桂笙的《月月小说》（1906年），黄摩西
（黄人）的《小说林》（1907年）等都大量登载翻译小说。
20世纪头十年出现的翻译名家除林纾外，还有翻译《悲惨世界》和《拜伦诗选》的苏曼殊，翻译《少
年维特之烦恼》、《缝衣歌》（托马斯·虎特）和戏剧《威廉·退尔》（席勒）的马君武，翻译《鲁
宾孙漂流记》的沈祖芬，首先用白话文翻译《侠隐记》的伍光建等。
这些翻译作品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
　　翻译小说由于其跨文化的性质，本身就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翻译大部分是以中西文学有共通之处为出发点的，因为对当时来说，没有共通之处就没有
翻译的必要，也没有会通和参照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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