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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与逻各斯、庄子与叔本华生命悲剧意识比较、中国的“文学自觉”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比
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比较文学定义与可比性的反思与探索、从
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看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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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
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E0st ond West和《中外文化与文论
》(CSSCl集刊)的主编。
著有《中西比较诗学》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等，编著《比较文学论
》 《东方文论选》等，并在《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 《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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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虽然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但是我在分别每一事物的本性并表明其实质时所说
出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人们在加以体会时却显得毫无经验。
另外一些人则不知道他们醒时所做的事，就像忘了自己睡梦中所做的事一样。
”（D1）不过，只要我们仔细体会这段文字，便不难见出赫拉克利特与老子的不同之处。
老子从根本上认为“道”就是一种“无”，所以无论谁都看不见、听不着。
而赫拉克利特则并非认为“逻各斯”本身是“无”，只是人们理解力不高，不能懂得它、了解它。
所以他说：“我在分别每一事物的本性并表明其实质时所说出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人们在加以体会时
却显得毫无经验。
”请注意赫拉克利特这句话中提到的是“事物的本性”“实质”，这个“本性”与“实质”，绝不是
“无”，而是“有”，是一种存在之物，是万物的“实质”与“本性”，人们听不懂的正是事物的“
本性”与“实质”，而表明“实质”与“本性”的，正是赫拉克利特本人，即此段文字中的“我”。
这说明至少赫拉克利特本人是看见了或听见了“逻各斯”的，如此他才可以“分别”事物的“本性”
，“表明”事物的“实质”。
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与老子的“道”的一个根本区别。
所以说，“逻各斯”的根本特征是“有”（或存在）。
赫拉克利特进一步指出：“因此，应当遵从那人人共有的东西。
可是，‘逻各斯’虽是人人共有的，多数人却不加理会地生活。
”（D2）赫拉克利特明确指出，“逻各斯”是人人共有的，只是人们不加以理会，或没有能力去理解
它，听从它，因为“自然喜欢躲藏起来”。
（D123）因此，他主张去爱智慧，去寻求听从和遵循“逻各斯”。
他说：“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
”（D41）“如果你不听从我本人而听从我的‘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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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迈向新阶段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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