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比较文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比较文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8061032

10位ISBN编号：7308061035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福和 编

页数：2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比较文学>>

前言

有人认为比较文学是需要精通数种文学、数种语言（包括希腊文、拉丁文），在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才
能学习和研究的高深学问。
这当然也有一定道理，比较文学的确需要这样的潜心研究，打好坚实的学术基础，才能真正向前发展
。
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比较文学还必须同时对社会、对现实、对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作出自已的贡献。
尤其是中国比较文学本来就和欧美比较文学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产生于学院课堂，而是产生于自身改
革和与世界沟通的需要。
正如已故比较文学学会首任会长杨周翰教授所说，“中西比较文学起源不同，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
院，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中国比较文学必有其与社会教育、大众文化相联的一面。
其实，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就不能没有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探索。
今天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
的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
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
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文学研究的共同基础。
任何伟大的文艺作品总是体现着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读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
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
伟大作品被创造出来，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带有不可避免的自身文化的色彩；在被解读时，读者一
方面带有自身的文化先见，一方面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和理解而突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
产生了新的阐释。
这正是作为跨文化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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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就不能没有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探索。
今天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
的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
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
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文学研究的共同基础。
任何伟大的文艺作品总是体现着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读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
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
伟大作品被创造出来，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带有不可避免的自身文化的色彩；在被解读时，读者一
方面带有自身的文化先见，一方面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和理解而突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
产生了新的阐释。
这正是作为跨文化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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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大学是比较文学的摇篮同学们也许并不知道，“比较文学”这个名称是由两位法国中学教师发
明的。
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却是在大学校园里孕育的。
大学，是比较文学的摇篮。
1827年，一位名叫维尔曼的教授将两位中学教师发明的“比较文学”名称带进了大学课堂。
他在巴黎大学讲授欧洲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的时候，首次把比较的方法运用到教学之中。
1829年，他在巴黎大学开设“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的讲座时，多次用到“
比较文学”一词。
耳目一新的名称，耳目一新的讲座，在大学校园里引起不小的轰动。
1830年，一位名叫安贝的教授也在大学课堂开设了“各民族的艺术和文学的比较”的课程。
两年之后，他又在学校开设了“各国文学的比较史”等课程，并多次强调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
要性，在大学校园内产生良好的反响，“比较文学”一词开始在校园中广为流传。
这是人们所能发现的西方世界中最早在大学校园里播撒的比较文学的种子，这也是我们在西方的大学
校园中所能寻觅到的比较文学先驱者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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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学比较文学》这个名字，是一次突发奇想的结果。
2006年5月，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在太原师范学院召开的“新人文精神研讨会”期间，决定编写一
本用于汉语言文学本科生教学的教材。
会议结束后，我的老师——陈悖教授让我给教材起名字。
说实在话，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可取的名字几乎没有了。
无奈之下，便在网上无目标搜索，不经意间，搜到了《大学语文》、《大学人文》等教材名，“大学
比较文学”便鬼使神差地跳进了脑海，这距离接到老师的任务仅仅数秒钟的时间。
也许被突然的发现所激励，便立即向老师报告我的想法。
老师表扬了我，但觉得这个书名更适合公共课教材。
后来，老师主编的那本教材取名为大家都比较认可的《比较文学基础教程》，但“大学比较文学”却
成为我的一个情结。
2007年末，在同浙江大学出版社资深编审钟仲南的闲谈中，我无意间把“大学比较文学”说了出来。
真可谓说者无心，听者有心。
钟仲南编审当即让我填写选题表，准备撰写。
由于当时手头的任务很重，还在为一个刚刚申请到的课题组织人马，所以匆匆填写完表格后便把这件
事抛在了脑后。
谁知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了钟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大学比较文学”已经列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的选题计划，归属到“大学生通识教育”教材系列，最好2008年秋季开学就能使用。
压力顷刻间就降临在我的身上，令我措不及防。
于是，便翻出自己写过的教材，试图从中寻找出《大学比较文学》的新思路。
1996年，我出版了《比较文学新论》，将自己发表过的文章作为教材的内容，试图通过一些文本阐释
让学生更快地接近比较文学。
2001年，我出版了《比较文学原理与实践》，将自己后来发表过的文章再度充实进去，试图通过更多
的文本阐释让比较文学拥有更多的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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