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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是近数十年来以北京大学学者为主体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
集成，它是这个学术群体数十年来在“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中所积累的对于这一学术的理解和从事的
学术实践，现在以“系列书系”的形式公刊于世。
　　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复兴以来，已经走过了30年的路程。
如果从学术层面上考察，可以说出现了二三代主峰。
以朱光潜、黄药眠、杨周翰、李健吾、钱钟书、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周珏良、陈嘉、范存仲诸
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文革”之后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第一代学者。
以乐黛云、饶艽子、陈悖、钱中文诸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繁荣和发展的第二代学者
。
目前，在跨人21世纪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第三代学者。
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批杰m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人。
在几代主峰中间，也都存在着许多过渡性的学术桥梁。
前一代主峰学者的学术与精神正是经由这些“学术桥梁”传达到了后一代的主峰层面上，承前启后，
把学术推向新的境界。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与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的轨迹相一致。
它的前身“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创建于1 981年，由杨周翰教授领衔主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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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改革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中国新闻之父”。
他从成年起就开始从事西学东传的工作，通过翻译西书、创办报纸、撰写文章、主办考课等方式，促
进了西学和近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书从比较文化的视角出发，采取“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
提示了他从传统人士向“口岸知识分子”转变的心路历程；并试图通过这一个案研究，阐明中国在由
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口岸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征与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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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群，1971年生于山东。
199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
与比较文化研究所），2003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
目前任教于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艺术教育中心。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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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海被开放为通商口岸这一历史事件彻底改变了上海的命运，直接决定了近代上海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上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春秋时，这里属吴国。
千余年前的上海地区还是遍地野草丛生，直到八百年前才形成一些村落。
那时的上海大约有一百来户人家居住在那里，人口屈指可数，大多是渔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渔村
。
在宋代后期，松江下游有一条小河，名“上海浦”，与松江相汇合，来往船舶停靠在上海浦，即现今
的小东门十六铺附近，这个新的港口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集镇，被称作“上海镇”，这是“上海”第
一次被用作地名。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上海改镇为县，属松江府管辖。
明代中叶，由于倭寇频繁骚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海的城墙被修建起来，上海县城初具规模
，上海人口也猛增至五六十万，成为“东南名邑”。
　　上海命运转变的缘起是鸦片战争之前东印度公司对上海的考察。
清道光十二年（1832），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一路北上，沿中国海岸线考察新
的通商地点。
该船的负责人为林赛，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在船上担任翻译和随船医生。
6月20日，该船停泊在长江口海面上。
在“阿美士德”号在上海逗留的18天时间中，郭实腊等人实地测量了黄浦江的水道，侦察了吴淞和宝
山的情况，了解了上海的贸易情况。
林赛和郭实腊在其后向东印度公司当局提交的报告中，一致强调了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贸易的发
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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