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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与向远教授的关系有点“奇妙”。
我们俩见面畅谈的次数极其有限，通信包括电子邮件的往来次数也是屈指可数，但我们的学术研究志
趣却出奇地相投：我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思考和探索在他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并结出极其丰
硕的成果，他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新版改题《日本文学汉译史》）、《翻译文学
导论》和《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等著作，极大地丰富、深化了我对译介学理论的探讨，并从文学
史研究与理论建构的角度给予了有力的呼应与支持。
而向远教授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学术史的独具个性的思考和研究，如《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国
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等著作中的观点，也一直吸
引着我的密切注意，并同样引发我的共鸣，且令我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以“概论”“原理”“教程”为模式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与研究，在我国
已经相当可观了，寻求创新点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几年前曾有一家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能单独撰写一本《比较文学概论》，我稍一考虑便婉言谢绝，
因为当时国内已经出版了数十本比较文学概论类的著作和教材，在这种情况下我再写一本“概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文学系谱学>>

内容概要

《比较文学系谱学》是对比较文学学术史，特别是学科理论史的总体的、宏观性的、建构性的研究，
旨在通过学术史的纵向梳理与学派学说的横向比较，为比较文学概括、归纳、整理出一个理论系谱。
    在本书描述的系谱中，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偶发性的
“文学比较”，为历史积淀期；第二个阶段是近代欧洲的“比较文学批评”，为学科先声期；第三个
阶段由“比较文学批评”转换为“比较文学研究”，由此走向学科化阶段。
学科化阶段的比较文学渐次形成了三种学术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法国学派的“国际文学交流史研究”
即“文学史研究”，第二种形态是美国学派和苏联学派以理论建构为主要宗旨的“文艺学”形态，第
三种形态是中国的“跨文化诗学”。
“跨文化诗学”这一形态超越了学派的畛域，摆脱了此前比较文学各学派中的历史性与审美性、文化
视野与文本诗学的背离，将比较文学由一种西方的学术形态与话语方式，转换为一种东西方共有的话
语方式与学术形态，使比较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由此，本书建立起了一个比较文学学术理论系谱，并在这一系谱中对中国比较文学做了定性与定位
，对系谱中的有关流派、代表人物、理论主张、著述成果等，做了独到的分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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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年生，山东人，文学博士。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东方文学、中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著有
《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400万字）及各种单行本著作18种（含合著4种），发表论文1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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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谢天振）绪论第一章　历史积淀：古代朴素的文学比较　一、古代欧洲人的国际视野与比较意识
　二、古代阿拉伯人的国际视野与比较意识　三、古代中国人与印度人的国际视野与比较意识　四、
古代朝鲜人和日本人的国际视野与比较意识第二章　学科先声：近代“比较文学批评”和“世界文学
观”的形成　一、欧洲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的比较文学批评　二、欧洲浪漫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
批评　三、近代亚洲的比较文学批评　四、“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第三章　学理基础：历史哲学、
文化人类学与比较神话故事学　一、历史哲学为比较文学提供了理论参照　二、文化人类学为比较文
学奠定了学理基础　三、比较神话学是渊源学、主题学研究的最初形态　四、文化传播学派及比较故
事学开传播研究之先路第四章　学科成立：理论建构与学派形成　一、比较文学“学院化”与“比较
文学研究”的展开　二、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与学科理论的初步建构　三、维谢洛夫斯基与俄罗
斯的“历史诗学”　四、梵·第根与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完成第五章　学科更新：美国学派的崛起与
学科理论的重构　一、韦勒克对法国学派的挑战及美国学派的崛起　二、美国学派的三重突破　三、
艾田伯与法国学派的终结　四、苏联“比较文艺学”的独特立场第六章　学术东渐：日本等亚洲国家
的比较文学　一、近代日本对波斯奈特比较文学理论的借鉴　二、现代日本对法国、美国两学派理论
方法的引入与消化　三、蒙、韩、印等亚洲其他国家的比较文学及其特色第七章  跨文化诗学：中国
比较文学及其理论特色　一、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移至中国　二、研究方法的新探索
　三、分支学科的理论开拓及研究范式的形成　四、“跨文化诗学”：中国比较文学的形态与特色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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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东亚地区，日本的比较文学评论起步最早。
首先要提到的是坪内逍遥（1859-1935）的论述小说原理的小册子《小说神髓》（1885）。
这是日本近代文学评论史上最早、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最能体现日本近代比较文学批评的特色的
成果。
在这本书里，坪内逍遥常常用西方文学与日本文学相比较。
例如，谈到诗歌，他认为，日本的短歌、俳句，与西洋诗相比十分单纯，只能表达刹那间的感情，中
国的诗歌也是一样，而西洋的各种体裁的诗歌，都具有叙事描写的功能；他认为西方的诗歌与其说与
日本的诗歌相似，不如说它与日本的小说相似，是以刻画世态人情为主的；他认为日本的三十一个音
节的短歌，是古代的产物，不能表现现代人的复杂情感了，“古时的人都是质朴的，他们的情感也是
单纯的，所以只用三十一个文字就可以表露他们的胸怀。
但是时至今日，是不能只用几十个词语来加以述尽的。
即便用几十个文字能够把情感这一项全部表达出来，但由于它不可能写出另外的情态处，所以还不能
成为完全的诗，因此它很难和泰西的诗歌同立于艺术殿堂之上。
”①与坪内逍遥几乎同时，另一个著名文学评论家高山林次郎（笔名高山樗牛，1871一1902）对比较
文学批评的提倡与运用更为自觉。
高山樗牛在《批评及其方法》一文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三种方法，一是“历史的”、二是“审美的
”、三是“比照的”。
关于“比照的方法”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以前的批评家重视和运用得都很不够，他解释说：比照的
方法“与前两者不同，它不问时代，不分国别，在文学哲学的所有的知识中寻求相似之点，进行比较
评论。
要言之，就是在普遍的知识中寻求相通之点。
”他还把这些理论主张运用于批评实践，例如，他在多篇文章中对日本作家（如近松门左卫门）与西
方作家（如莎士比亚）等作了比较研究。
在《文学研究的好选题》（1895）一文中，他强调了文学的“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他指出：“与进化论一起，被视为近代思想的新倾向的比较研究的精神，在欧洲学术界蔚然成风，不
失为我国文学研究者的好选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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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10月，以十卷本《王向远著作集》的出版为界线，我的研究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始实
施一系列新的研究计划，先是出版了《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然后
便是这部《比较文学系谱学》。
两本书都属于比较文学宏观研究的范畴。
经过数年的酝酿准备和最近大半年的全力投入，在盛夏酷暑中，我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比较文学系
谱学》的写作。
拙作使用的“系谱学”一词，与法国的米歇尔·福柯的“系谱学”概念有所不同，是“系谱学”这一
汉字词汇本身所能显示出来的基本含义，也就是对比较文学学术理论史加以综合研究、系统梳理的意
思。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系谱学”的研究呢？
以我愚见，比较文学学科及学术理论从古代到现代，由西方到东方，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
学术思潮，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富有标志性的学术理论形态之一。
它既是一种文学理论、学术理论，也是一种有深度的文化交往理论。
这一理论形态如今已经发育成熟，对它进行“综合研究”的时机也随之成熟。
“综合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式与途径，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指出的：它能够为“所有以前
的知识带来真正的增益”。
而对于比较文学学术理论而言，综合研究则是比较文学学术理论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当
下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工程。
这样的综合研究，从时间范围上，应该贯通古今；从空间范围上，应该涵盖东方与西方；从研究形态
上，应该追求体系化的融会贯通。
然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在国内还付之阕如，国外似乎也没有，而这一工作应该有人来做。
我的《比较文学系谱学》就是在这一方面做出的初步尝试。
其宗旨，就是对世界范围的比较文学学术（学科）理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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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文学文库》是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之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组编的又一套学科建设丛书。
《比较文学文库》的基本宗旨，是进一步立足学科，面向全国，放眼世界，陆续出版一批学科建设、
教育教学方面的创新性著作，包括专著、译著、工具书等，为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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