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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海外汉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许多大学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相关论著不断涌现。
这对于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件大好事——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关起门来做学问，不大关心别
人在做什么，特别是像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论）的研究，很有一种惟我独尊的味道，仿佛旁人
的研究都是歪门邪道，至少算不得正宗。
现在人们愿意并有机会正视一下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了，这对于改造、扩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激发发
现新问题的兴趣，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很大助益的。
但也随之出现了另一种现象：有些学人倒是放下了“正宗”的架子，却又变得惟别人的马首是瞻了—
—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到话语形态都是跟着海外学者走，人家说张爱玲、钱钟书的小说好，我们也
说好；人家讲“审美现代性”问题，我们也跟着讲，等等。
上述两种对待海外汉学的态度都是有问题的，面对海外汉学，我们这些中国本土学者既不能自以为是
，也无须妄自菲薄，而是应该采取一种平等对话的态度。
至少我们应该能够自行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只会跟在人家后面摇旗呐喊。
应该说，对于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以一种尊重的同时又带有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取其长而弃
其短的论著，虽然不能说没有。
但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
在我看来，韩军的这部《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就属于这类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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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选取了近年来在国内中国诗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五位海外学
人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学术见解、研究方法与特色进行了准确的介绍，同时以一
种对话的态度对他们的许多观点提出了商榷。
这就使得这部论著具有一种探索的风格——既不是对现成的观点进行一般性评述，也不是按照研究对
象的逻辑去思考，而是从自己的固有立场出发去审视对象：发现其价值，指出其偏颇，暴露其悖谬。
因此这部论著就具有了某种非研究对象本身所能提供的很强的启发性，这可以说是评介性论著的高境
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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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在共享同一传统脉络的意义上，作为欧美汉学研究的必要拓展，也经过某些华裔学者的大
力介绍和深入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美学界也开始日益广泛地着手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引介和
研究。
这又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看待，一是对立足于中国文论自身的研究历程，无论是那种理论的
方式还是史的梳理，能够对于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曾产生的影响有必要的认识；二是也应该具备清醒
的对于海外相关研究的反思意识，以对于这些研究究竟能否植根于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意义
以及自身特色来建立研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加以判断，而对于那种仅把中国文论视为是待阐释的文本
使之成为专门化、客体化研究对象的倾向，则要能够深入把握其偏颇和不足之处。
在这个方面，张海明在《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一书中，就曾明确提出立足于中国文论
自身特色的要求。
王晓路《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一书则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性介绍，对于德、法、英、美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研究状况做出了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注意发掘中西方文论之间的差异以及相关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这主要包括：他者视野，不同文化语境间的理解与阐释，中西方文论在体系建构、表述方式
、术语界定方面的差异和沟通，以及研究方法的切人等，这些也都是在比较视野下从事的中国文论研
究所亟须面对的。
　　综上所述，对于欧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及文论研究，以上学者的切实努力确实提供了诸多可供借
鉴的内容，也都体现着通过研究使之助益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建设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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