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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系统阐述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生、发展以及各个学派的理论之优
、缺点，展望了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起指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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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名言是挡住克罗齐等学者攻击的最好盾牌。
既然反对者集中攻击的是“比较”二字，那就不妨放弃它，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可以不建在饱受攻击
的“比较”上。
基亚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称有误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
”既然比较文学不“比较”，那比较文学干什么呢？
法国学者们在甩掉了倍受攻击的“比较”二字后，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大大缩小，缩小为只关注各国文
学的“关系”，以“关系”取代“比较”。
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
第根说：“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
”而不注重关系的所谓“比较”是不足取的。
梵？
第根说：“那‘比较’是只在于把那些从各国不同的文学中取得的类似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文
章等并列起来，从而证明它们的不同之处，相似之处，而除了得到一种好奇的兴味，美学上的满足，
以及有时得到一种爱好上的批判以至于高下等级的分别之外，是没有其它目标的。
这样地实行‘比较’，养成鉴赏力和思索力是很有兴味而又很有用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历史的含义；
它并没有由它本身的力量使人向文学史推进一步。
”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基亚—再宣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
，“凡是不存在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也就停止了”。
因此，比较文学的学科立足点不是“比较”，而是“关系”，或者说是国际文学关系史。
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把这门学科称之为国际文学关系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学派的自我设限，抛弃“比较”而只取“关系”，正是对圈外人攻击的自我
调整和有效抵抗：你攻击“比较”二字，我就从根本上放弃“比较”，如此一来，克罗齐等人的攻击
也就投有了“靶子”，其攻击即自然失效。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妙语恰切地蕴含了欧洲学者们的苦衷和法国学者的技巧。
而正是对“比较”的放弃和对“关系”的注重，奠定了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基础，形成了法国学派的
最突出的、个性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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