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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六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
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丛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
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
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丛刊实际上又担当了国
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
最近的一个变化是，由于本刊主编王宁被上海交通大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聘为讲席教授，因而本刊将
由清华和交大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强强联合吧。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本刊第一辑到第五辑出版之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增
大，而且印数也稳步增长。
可以说，本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
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丛刊已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来源集刊。
这自然是对本刊的一个极大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
还要争取冲击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A＆。
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是两个：一是站在当今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
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新视角对曾在文
学理论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发
表的文章并非仅出于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
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最新研究成果的长篇
论文的大型中文集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刊暂时计划每年出版一辑，也许今后会出版两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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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转向”，是学术史研究中用来标识重要的学术思想或学术范式大变革的专用语汇。
在过去的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学界已经谈论得比较多的重要转向有早期的“语言学转向”和
后期的“生态学转向”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人类学转向”，或称“文化转向”，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在学术界出现的较为
普遍的知识观和研究范式拓展，其在文、史、哲、政、经、法等各学科中均有不同程度的突出表现，
足以用“转向”说来加以标示。
这里仅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专业范围着眼，以便勾勒出20世纪的人类学转向所带来的变化线索，
并对转向以后的发展态势作出某种相应的文献提示和前瞻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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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前沿理论思潮探讨当代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人类学转向”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策略阿
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开放”与“恪守”，“解构”与“建构”——今日俄罗斯文论气象剪影视觉文
化介入文学史的方式及其影响当代西方文论大家研究阅读的伦理：希利斯·米勒批评理论探幽乔纳森
·卡勒批评理论探幽当代中国文论大家研究王元化与《文心雕龙创作论》研究童庆炳与中国审美论文
艺学的创构对话与访谈人文关切与生态批评的“第二波”浪潮——劳伦斯·布依尔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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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沿理论思潮探讨当代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人类学转向”一、引论：“语言学转向”与“人类学
转向”所谓“转向”，是学术史研究中用来标识重要的学术思想或学术范式大变革的专用语汇。
在过去的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学界已经谈论得比较多的重要转向有早期的“语言学转向”和
后期的“生态学转向”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人类学转向”，或称“文化转向”，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在学术界出现的较为
普遍的知识观和研究范式拓展，其在文、史、哲、政、经、法等各学科中均有不同程度的突出表现，
足以用“转向”说来加以标示。
这里仅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专业范围着眼，以便勾勒出20世纪的人类学转向所带来的变化线索，
并对转向以后的发展态势作出某种相应的文献提示和前瞻式描述。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使用“转向”这样的措辞，意在突出人类学的知识视野和研究方法给其他学
科带来的重要变革。
“转向”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研究都朝向这一个方向发展演变；它毋宁是要提示一种引导
重要学术变革的趋势和动向。
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动向，甚至不排除与人类学转向相反的动向。
在90年代的研究中，笔者曾提出，可以将比较文学的范式之兴起，视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从国别文
学、民族文学的单一研究范式通向未来的总体文学或者文学人类学的一种过渡和中介阶段。
当时对比较文学作出这样有些令人刺耳的判断，其学理上的依据正是人类学转向的知识大变革背景。
今天看来，哲学方面和史学方面，乃至科学知识社会学方面都已经大张旗鼓地讨论20世纪的人类学转
向之成就和学术史意义了，我们相应地在文学学科方面提出这样的讨论，虽然有些落后于人文学科发
展的总体形势，但还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这样的转向认识，对于激活本学科内部的知识创新能量，应当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为了达到这种激活效果，有必要对文学学科以外的知识变革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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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理论前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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