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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顾比较文学百年学科史，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的发展有一条明晰的学术链，即从法国学派的影响
研究，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再到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研究。
旧识新论，层垒叠进，影响、平行、跨文明与变异研究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的基本学科理论。
学术链条是清楚了，那学术发展背后的动力呢？
当然有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本身发展的原因。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直是在比较文学危机的应对中成长起来的。
从克罗齐的挑战，到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到韦斯坦因“单一文明纔可比较”的论断，促使
比较文学学者不断地思考、完善比较文学理论，催生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和
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与变异研究。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纯学术的立场，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及发展史上看，我们就
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和发展动力。
比较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世界主义胸怀与民族主义情绪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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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文学学科史》以时间先后为纵向轴，以不同国家的学科发展为横向轴，试图从纵横两个角
度，更深入、更全面地认清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概貌。
本书共分三编，内容分别涉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编关注的焦点主要在欧洲，除了勾勒全欧比较文学发展史的脉络外，还以国别为纲，分别论
及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德国、英国及北欧诸国的比较文学，以及俄国与东欧的比较文学发展状况；
第二编所研究的是比较文学的第二阶段；第三编研究比较文学在世界的东方的回应，也即我们所认为
的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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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古代和近代欧洲，对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弥尔顿、拉辛等作家、作品的研究往往都被置于
比较视野中进行。
在此，仅以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为例来粗略勾勒这种比较研究的盛况.《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
中所搜集的文章，如约韩孙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柯尔律治的《莎士比亚戏剧特点的扼要
重达与摘要》、赫士列特的《莎士比亚与弥尔顿》等无一不充满了比较意识，并运用了比较方法。
正如约韩孙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所说：“除非拿莎士比亚来和其它的作家比较，不然就
不容易想象在使他的思想和实际生活相调和遣方面，他的本质是如何高强。
”①对于已经十分熟悉比较方法和具有较明确的比较意识的近代学者来说，对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及
其作品的研究已经无法摆脱比较的框架。
在一定意义上，比较异同是人类的天性，这一天性随着人类实践领域的扩大而不断地在各个领域展示
其价值，并逐渐成为人类的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能力。
在欧洲文学研究领域，从古希腊零星的作家、作品异同比较，到古罗马粗具规模的典范性比较批评，
再到近代蔚为大观的文学比较研究，欧洲学者的比较意识逐渐走向自觉，比较视野逐步开阔，比较方
法日趋娴熟。
而且就近代的作家作品比较研究来说，欧洲的文学比较已经开始体现出跨民族、跨国界的趋势，虽然
这种“跨越”和“沟通”仍然处于同质文化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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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四川大学“九八五”基地和“二一一”工程重点项目。
从酝酿期算起，经过多年的写作，《比较文学学科史》终于完稿了，也到了该做小结的时候。
在国际上，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经先后跨越了两
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正在阔步迈人第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的比较文学，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以来，学科建设和相关研究如今也有了长足进展。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了重大突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也日益能发出自己
的声音，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连比较文学博士点也由最初的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两所高校，一跃而为遍及全国，形成了百花齐放的
兴盛局面。
不过，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是，迄今为止，反映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状况的著作还少之又少。
学者们大都孜孜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架构或者具体的文学比较研究，很少把注意力放到比较文学学科
史的理论总结方面来。
尤其是关于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东方世界对欧美比较文学的响应，目前还鲜有概括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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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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