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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向远同志希望我为他的《东方文学史通论》说几句话。
首先，作为他的长辈和同行，我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
因为这不仅是作者个人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可喜收获，也是近年来我国东方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值得重
视的成果。
王向远同志1984年考中我的东方文学硕士研究生，至今，从事东方文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已近十年
。
这些年来，他勤勤恳恳、刻苦钻研，取得了不少成绩。
据我所知，这本专著的书稿早在1988年就开始酝酿了；在1989年10月的全国东方文学研讨会上，他曾
向与会者宣读了本书的基本构想，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和关注。
全书草成后又几次征求我和何乃英老师的意见，几易其稿。
其中的内容应用于课堂教学后，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并于1992年获全校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
奖。
总之，这本书的写作是认真严谨的。
作为个人著述的有学术个性、有深度的东方文学方面的专著，在我国可以说是第一部。
我觉得，这本专著在学术上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点和突破。
第一，本书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东方文学是多民族、多国别的文学，其中既有独特的民族特性，又有整体一致的东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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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近代以前的几千年间，东方文化与文学是出口大于进口，一向保持顺差。
如果非要说中心，应该说，那时的中心是东方。
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的文化萧条时期，正是东方文学的繁荣发展时期。
本书力图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标示出源远流长的、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的不
可剥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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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
1987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晋升为教授，2000年起担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博
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东方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中日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近十年来独立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文章100余篇。
已出版《东方文学史通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
研究与批判》《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
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翻译文学导论》《中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与陈
言合著)《比较文学一百年》(与乐黛云教授合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
争》《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等论著及《初航集——王向远学
术自述与反响》1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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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 东方、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第一编 信仰的文学时代  导论    第一章 东方神话    第二章 东方史诗
第二编 贵族化的文学时代  导论    第三章 东方古典诗歌    第四章 东方古典散文与戏剧文学第三编 世俗
化的文学时代  导论    第五章 东方民间文学    第六章 东方市井文学第四编 近代化的文学时代  导论    第
七章 东方文学近代化的四种基本模式    第八章 大文豪的创作与近代文学的深化    第九章 近代化文学的
分化与终结第五编 世界性的文学时代  导论    第十章 现代主义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繁荣    第十一章 在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整合中走向世界参考书目举要名著推荐阅读书目后记重版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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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我们把东方神话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并用三节分别加以论述。
古埃及神话、中国的原始神话、苏美尔—阿卡德神话是最早自发产生的、没有或很少受外来影响的神
话系统，属于第一期神话。
由于这些神话主要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那时统一的国家政权尚未形成，每个部落集团、每个地区或
每个城邦都有自己崇拜的神。
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很难为全民族所共同接受，于是就形成了以多神为基础，以主神为核心，多神与主
神并存的状况。
神界的重大决策往往是由“诸神”开会决定的。
由于这些文明起步最早的民族缺乏抽象与概括能力，以“原逻辑”的具象思维为特征的原始思维是神
话创造的思维动力。
因此，这些神话中神的形象往往是某种自然现象的人格化，而且大多与原始的图腾崇拜密切相联，并
且还有很大程度的自然物的特征，人兽同体的神大量存在，神性也有较大局限。
他们都有确定的名份职责，在特定领域内具有神功神力，而并非全知全能。
    第二期神话是一神信仰的神话。
波斯神话和希伯来神话是第二期神话的代表。
第二期神话接受了第一期神话的多种影响，并在第一期神话基础上发展起来。
一神信仰的建立表明了一个民族中心凝聚力的形成。
因此，一神信仰的神话具有全民族性。
它既摆脱了第一期神话的狭隘的地域性，又摆脱了偶像崇拜。
一神信仰的神话表明了其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与强化。
它所表现的神集创造、毁灭、保护的功能于一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加大了，人对神可感而不可触。
神不再是自然现象的人格化，而是一切自然力量、社会力量的高度抽象化；不是人的本质和人的情感
的对象化，而是人的力量的异化。
总之，一神信仰的神话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第一期神话的原始的自然古朴，带有鲜明的功利性和伦理性
，并且具有较强的哲学意味。
    第三期神话是综合型神话。
这类神话大都产生于受文明中心影响和辐射的文明边缘地区。
东南亚地区各民族，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深受三大文
化体系——汉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综合影响，他们的神话也是在三大文化体系的影响下产
生的，但也带有明显的热带地理文化特征。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也受到内地汉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带有综合型神话的特征。
日本神话是保存最完整的综合型神话。
综合型神话的根本观念、基本结构模式是外来的，但具体的神话形象是民族化的。
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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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东方文学史通论》出版已经十多年了。
十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及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因而仅从时间上说，这本书已经成
了一本旧书。
尽管现在我对它总体上仍感觉满意，但假如能够加以修订，则会更好些。
至于为什么要修订、又如何修订，在这里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近来看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通讯》2004年第2期中有湖南吉首大学杨玉珍老师的一篇书评，题为
《学术创新与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生命力——评(东方文学史通论)》，该文的最后两段扼要谈到了这个
问题，不妨引述如下：当然，今天看来，《东方文学史通论》还有一些瑕疵和遗憾。
其中有一些是难以克服的，有一些是有待改进的。
难以克服的局限是，作为个人撰写的多民族文学构成的东方地域性文学史，涉及面很宽，而作者的专
攻有限，一些内容势必要运用第二手材料，并因此而显得一般化；有待改进的是，有些章节的内容似
可以进一步调整充实，如第四编，尽管作者在该章《导论》中注意到了此时期东方文学鲜明的时代特
色——启蒙文学和翻译文学的突出地位，但在具体展开中只强调东方接受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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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东方文学史通论》学术上的创新在众多同类书籍中是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显然是《通论》拥
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许多大学教材一拨拨走马灯似的“更新换代”，而以个人专著的身份出现的《东方文学史通论
》在十年中却越来越得到读者和同行认同，并被许多同行做教材和教参。
⋯⋯这完全是靠着它在学术上的创新。
这说明，学术创新不仅是一般学术著作的生命，也应该是教材的生命；教材要保持其真正的生命力，
也必须在学术上有所创新。
——杨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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