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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收录著名学者王向远教授的主要代表作12部，近400万字，是国内少见的、
为中壮年学者出版的大规模文集。
内容涉及东方文学、日本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侵华与抗战史、中日关系等多
学科领域，均为学术界有定评的、填补空白的创新成果。
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者与爱好者、大学生与研究生的参考书，是各级各类图书馆的理想藏书。
　　本书为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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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年生，山东人，文学博士。
1987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晋升为教授，2000年起担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博
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东方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中日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近十年来独立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文章100余篇。
已出版《东方文学史通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
研究与批判》《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
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翻译文学导论》《中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与陈
言合著)《比较文学一百年》(与乐黛云教授合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
争》《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等论著及《初航集——王向远学
术自述与反响》13种。
另有译著4种，合作主编丛书4套50余册，主编《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等工具书3种。
曾获首届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第四届宝钢教育奖全国高校优秀教师一等奖、第
六届霍英东教育基金高校青年教师奖、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1年度华东地
区教育图书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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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解说绪论 东方、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第一编 信仰的文学时代　第一章 东方古代神话　　第一节 原生
态神话　　第二节 次生态神话　第二章 东方古代史诗　　第一节 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　　第
二节 印度两大史诗第二编 贵族化的文学时代　第三章 东方古典诗歌　　第一节 印度古典诗歌　　第
二节 阿拉伯古典诗歌　　第三节 波斯古典诗歌　　第四节 日本古典诗歌　第四章 东方古典戏剧与古
典散文　　第一节 印度文化圈的古典戏剧文学　　第二节 汉文化圈的戏剧文学　　第三节 东方古典
散文　　第四节 日本散文文学与《源氏物语》第三编 世俗化的文学时代　第五章 东方民间文学　　
第一节 印度民间文学　　第二节 阿拉伯民间文学　　第三节 日本民间文学　第六章 东方市井文学　
　第一节 印度市井文学　　第二节 阿拉伯市井文学　　第三节 日本、朝鲜、越南的市井文学第四编 
近代化的文学时代　第七章 近代化初期的两大文学思潮　　第一节 启蒙主义　　第二节 民族主义　
第八章 西方文学思潮的东方化　　第一节 浪漫主义　　第二节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第九章 东西方
文化的对接与大作家的创作　　第一节 泰戈尔：寻求东西方的理解与对话　　第二节 纪伯伦：跨越
东西方的关与爱　　第三节 夏目漱石：文化冲突中的悲剧心态　第十章 近代文学的分化与终结　　
第一节 东方无产阶级文学　　第二节 东方早期现代主义文学第五编 世界性的文学时代　第十一章 现
代主义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繁荣　　第一节 东亚战后派　　第二节 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第三节 
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　第十二章 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中走向世界　　第一节 日本文学
与川端康成　　第二节 阿拉伯文学与纳吉布·马哈福兹东方文学史类中文书目举要初版后记再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索引《王向远著作集》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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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信仰的文学时代　　“信仰的文学时代”包括神话和史诗两种文学形态。
　　这里所说的神话是一种“前文学”现象，是在史前人或原始人中长期流传的一些神奇故事。
严格地说，原始神话不存在文本形态，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看上去比较系统的神话，大都是后人根据各
种文物和文献整理、构拟和“还原”而成的。
　　神话是人类文化的源头，也是人类文学的源头，其根本特性是它的“信仰”性质。
由于原始人还分不清人与自然的界限，分不清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分不清思维与现实的界限
，分不清个体与群体的界限，因此，在原始人那里普遍存在着生命的泛化、“自然界的精神化”或“
人化”现象。
他们不但把没有生命的客体看成是有生命的，而且认为这种生命与人的生命性质完全相同。
现代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把这种现象简练地概括为“万物有灵论”。
“万物有灵论”是原始思维的重要特征。
“万物有灵”是不能被理性所分析、更不能被科学所证明的信念，是原始人普遍的、根本的信仰。
从文化形态学角度看，原始文化是信仰的文化；从文学史学的角度看，人类最早的文学是信仰的文学
，因而文学原始时代可以称为“信仰的文学时代”。
　　神话是“信仰的文学时代”的第一种文学形式。
正如B．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神话的作用和功能是能够“表现、提高和整理信仰”。
神话所显示的是人对自然界的第一次超越，原始人企图解释客观世界，解释人自身，解释他们所触到
的一切事物的来源。
这样，神话就部分地满足了原始人初次萌动起来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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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个有个性、有深度的东方文学史专著。
是以创新的学术精神对由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中华文化体系这三大相互关联而又
相对独立的东方文化体系中的东方文学史所做的总体研究、比较研究。
本书亦对东方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准确简明的梳理，是研究东方文学不可多得的教材与参考图书。
　　东方文化是由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中华文化体系这三大相互关联而又相对独
立的文化体系构成⋯⋯愿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绽放璀璨之光。
　　《东方文学史通论》作为个人著述的有个性、有深度的东方文学史方面的专著，在我国可以说是
第一部⋯一作者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史理论体系⋯⋯这是一个独创的、严密而又具有开放性的体系⋯⋯它对今后我们的
各种文学史体系的更新都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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