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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比较文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则相对更加年轻。
如果从法国学者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1931年问世算起，也只有七十来年的时间。
我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只有二十年。
虽然兴起较晚，但发展迅猛。
自1980年到2000年，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学科理论的论文共六百余篇；自：1984年我国第一部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比较文学导论》（卢康华、孙景尧著）出版以来，截至2000年底，我国共出
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方面的教材、专著十余部。
学科理论的形成和繁荣，意味着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自觉，也标志着学科研究日益走向成熟。
这些成果的涌现，对我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对学科知识的普及，对指导比较文学的个案研究
，都起了重要作用。
笔者本人也从中得到了不少教益和启发。
正如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不断推进、不断深化一样，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也必须随着比较文学研究实践
的拓展与深入而有所发展，有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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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之一。
《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分为“学科定义”、“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三章。
内容有学科理论的构成、传播研究法、超文学研究法、比较文体学、比较诗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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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并兼任中国东方文学
研究会副会长。
已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著有《东方文学史通论》（1994），《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1998），《［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1999），《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1），《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2001），《中
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2002），《比较文学学科新论》（2002）等。
并有译著和编著若干。
近年来独立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五项，曾获第四届［宝钢教育基金全国高校优秀教师奖］，
第六届［霍英东教育基金高等学校优秀教师］，第一届［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第六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名列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国际文化名人录》第24版（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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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学科定义第一节 定义及其阐释第二节 学科理论的构成一、方法论二、对象论第2章 研究方法第
一节 传播研究法一、“法国学派”的方法是“传播研究”，而不是“影响研究二、从“影响”与“传
播”之不同看传播研究法三、传播研究法的运用、意义与价值附例文：芥川龙之介在现代中国第二节 
影响分析法一、对“影响”及“影响研究”的界定、歧解与争论二、“影响研究”的方法及其运用三
、“超影响研究附例文：新感觉派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变异第三节 平行贯通法一、平行研究方法及其三
种功能模式二、类同研究中的多项式平行贯通方法附例文：“战国策派”和“日本浪漫派第四节 超文
学研究法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
围附例文：论渥莱-索因卡创作的文化构成第3章 研究对象第一节 比较文体学一、文体学及比较文体学
二、中外文体的形成与划分的比较研究三、文体的国际移植与国际化附例文：中国现代小诗与日本的
和歌俳句第二节 比较创作学一、“比较创作学”这一范畴的提出二、题材与主题的比较研究三、情节
与人物的比较研究附例文：美色、美酒与波斯古典诗歌第三节 比较诗学一、“比较文论”与“比较诗
学二、中西比较文论与中西比较诗学三、东方比较诗学附例文：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第四节 
翻译文学研究一、“翻译文学”的概念二、翻译文学理论（译学）的研究三、翻译文学史研究附例文
：近百年来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翻译与研究第五节 涉外文学研究一、所谓“涉外文学二、涉外文学
研究的着眼点：文化成见与时空视差三、涉外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附例文：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
抗日文学第六节 比较区域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研究一、国别文学史研究与比较文学二、区域文学史研
究与比较文学三、世界文学史研究与比较文学附例文：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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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雷马克的定义是“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最洗练、最有概括性的定义。
它与法国学派的定义不同，不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事实关系的基础上，从而又大大地扩张了
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不仅是国与国文学之间的研究，也是文学与人类一切知识领域、
学科领域的比较研究，即所谓“跨学科”研究。
上述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定义，对世界范围的比较文学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的国家的比较文学倾向于法国学派的观点，如日本；有的则是两派的折中调和，并更倾向于美国学
派的观点，如中国。
我国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著作、教材与论文，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虽然并非完全一致，但基
本上是综合国外各家观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美国学派的观点。
如季羡林先生认为：“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
这也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
广义上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
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
”卢康华、孙景尧合作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比较文学导论》，这样来定义比较
文学：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是研究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彼此影响和相互
关系的一门文艺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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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近几年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使用的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但又是严格按照学术著作
的规格和要求写成的。
本书出版后，我仍想把它用作教材。
我一直认为，只有好的学术著作才配用作教材。
我不敢说这本书是“好的学术著作”，但我敢说它起码还应该算是“有着个人见解的著作”。
多年来，在我国，“教材”与“学术著作”似乎成了两种很不同的东西，教材只是归纳已有的成果，
不必有自己的学术创见，这是不正常的。
想当初，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等都
曾是讲义，但也都是公认的学术名著。
那时的国文系（中文系）没有现在这样的“统编教材”，教授们用自己的书作教材。
我认为这种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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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文学学科新论》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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