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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比较文学学科在1998年被重新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必修课程后，在学科建
设及课程教材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始终面临如何使教学内容与教学对象、教学目的相适应的
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首先表现在，许多人将“比较文学”课理解为“比较文学概论”课，将比较文学的学科内容锁定在
比较文学学科概念、方法论、研究对象，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等纯理论问题上，向学生传
授的是应该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这作为研究生的课程内容固然十分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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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王向远教授的本科生基础课讲义的精炼稿，以“宏观比较文学”的学科概念，对以往的本科生
基础课的内容与体系作了大幅度的改造与更新。
    “宏观比较文学”是对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
门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概括性、理论性、前沿性的课程，
其基本宗旨是引领、帮助本科生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已经修过的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含东方
文学、西方文学)的课程知识加以整合和提升。
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次和步骤：第一，在平行比较中提炼、概括有代表性的国别文学的民族特性；第
二，在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的横向联系与历史交流中，弄清各国文学逐渐发展为“区域文学”的方式
、途径与特征；第三，在了解民族文学特性、区域文学共性的基础上，把握全球化的“世界文学”的
形成趋势。
全书一改普通教科书的面目，以富有个性、逻辑张力与学术浓度的、要言不烦的讲演风格写成，读来
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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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年生，山东人，文学博士。
1987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0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
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理事、中国抗战史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入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获“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称号。

    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和北京市社科研究基金项目5项，主持、主编国家重点图
书（丛书）出版项目2项，发表文章110余篇，出版论著17种（含合著4种），文学译作4部，主编丛书4
套50余册，编著若干部。
学术上的反响文章大多收于《初航集：王向远学术自述与反响》（重庆出版社，2005）一书，主要学
术著作收于《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曾获首届“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第四届“宝钢教育奖”全国高校优秀教师
一等奖、第六届“霍英东教育基金”高校青年教师奖等；有关论著曾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2001与2002年度华东地区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二等奖，第六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
奖一等奖，入选国家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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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雷马克的定义是”美国学派”关于比较文学最洗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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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地扩张了比较文
学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不仅是国与国之间文学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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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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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尧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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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这样来定
义比较文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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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主要通过对文学现象相同与殊异的比较分析来探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和社
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寻求并认识文学的共同规律。
目的在于认识民族文学自己的独创特点（特殊规律），更好地发展本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它是一
门有独立的研究对象、范畴、目的、方法和历史的文艺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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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大学文科的教学教材方面，我在有关著作与文章中一贯王张“只有好的学术著作才配用作教材”，
“用自己的书、讲自己的话”，提倡“教材专著化”。
所谓“教材专著化”，主要是指人文学科的大学教材要专著化。
这首先意味着应该提倡、至少应该允许不同教授、不同学者的独特风格的存在，不可强求一致。
在今天这样的国际化、多元化、信息化的剧烈竞争的时代，激发和活跃学生的思想，培养学生追求真
理、敢说真话、严谨求实、求新求变的“学者精神”，应该是文、史、哲等学科的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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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想作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因此而出世。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
该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是丛书之一。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们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著作往往呈现出严肃的面孔，给人的感觉经常是严峻的、冰冷的，因此，学术著
作总是很难理想地实现自身的接受过程，学术的普及因之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学术真的就只有人们意料的那副脸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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