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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
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
生了9．11这样的恐怖袭击。
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
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
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
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
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
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
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
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
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
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
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
全球化。
“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
得益。
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
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
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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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取比较学视角，结合当前主要批评方法，沿中国传统诗学和儒学两条思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
庞德及其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与意义。
全书分五章，考察讨论庞德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问题：如庞德的比较诗学、中国文化影响的生成及其发
生点、庞德选译《中国诗集》的真实标准和动机、庞德对中国诗律的拒绝与改造、乐府诗与西方叙事
诗的内在关系、费氏遗稿及其译介影响的实质意义、《诗章》叙事模式和集合模式的建构、儒家伦理
母题的生成及其建构、《诗章》儒学题旨的显隐表现、“潇湘八景”和山水诗对庞德创作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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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有《平凡的土地：美国中西部诗选》、《金色的舞裙》(花城出版社“当代名家小说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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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与历史主义  第二节 庞德的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第二章 仿中国诗：探索中国文化的肇端  第一
节 中国文化考古的开始  第二节 “中国颜色”中国文化的刺激第三章 庞德的《中国诗集》(Cathay)  中
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  第一节 《诗经》与英美现代自由诗  第二节 李白诗歌的现代性  第三节 
中国传统诗学与庞德现代主义诗学的诗学原理共场与表现形式区别第四章 长诗开头：《诗章 三首》
与《诗章 四》  中国传统诗学与《诗章 》结构建构  第一节 《诗章 三首》：长诗创作的挑战与中国文
化的渗透  第二节 《诗章 四》：集合模式与中国传统诗学第五章 《诗章 十三》与《诗章 四十九》  儒
家伦理母题的建构与显隐表现  第一节 《诗章 十三》：儒家思想与《诗章 》“主干伦理”母题的建构 
第二节 《诗章 四十九》：“潇湘八景”与“七湖诗章 ”山水诗审美与儒家伦理附录  附录一 文中常用
引文缩写  附录二 《诗章 三首》中译参考文献后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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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庞德的思想观念与诗学建构：国际主义历史主义比较诗学　　小引 庞德形象　　1914年漩
涡派艺术家戈蒂尔(Gaudier)为他的诗人朋友雕琢了一座胸像，命名为“埃兹拉·庞德圣僧头像”。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圣僧头像逐渐形成读者心目中的庞德形象。
这一形象不但没有被时间销蚀，反而随现代西方的庞德研究变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美国庞德研究
的发起人Hugh·Ken-ner教授1971年出版了他的专著《庞德时代》(The Pound Era)之后。
虽然这两个指涉庞德的字眼“圣僧”、“时代”听起来相当夸张，庞德批评家对其隐喻却保持缄默。
庞德主导了英美现代派高峰时期(1912～1922)的诗歌，并且是诸多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诗人的导师。
San Juan Jr.这样评道：“英语现代诗歌主要是庞德的创造，这其实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庞德为叶芝修改他晚期的诗歌，为艾略特修改《荒原》，为乔伊斯推荐他的创作，筹资出版他的小
说。
对当时淹没人世的天才作家艾略特和乔伊斯，庞德可以说是英美批评界独具慧眼的伯乐。
此外，庞德不断支持新思潮，发掘新诗人，曾为杜莉特尔(H.D.)、奥尔丁顿、弗洛斯特、马斯特斯、
威廉斯、莫尔等作家撰文传名。
许多当年像海明威默默无闻的新手庞德都给予支持，热心帮他们在文坛扬名。
在现代派文学的高峰时期，庞德扮演了示范作家、评论家、编辑、青年作家的联络人和宣传家的角色
。
庞德为英美文学现代主义的兴起摇旗呐喊，并在短期内将美国和英国的作家联结在一起，故被称为“
伦敦和格林威治的桥梁”。
所以说，就庞德时代而言，即英美现代派文学的鼎盛时期，20世纪10年代至50年代，庞德是执其牛耳
之人。
　　庞德是个多产作家。
他的论文、诗集、译作，对许多无缘与他交往的人有深刻影响。
艾略特曾说：“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中写诗的人(如果写得还算好)，学了庞德而没有提高，这样的人
我还想不出来。
”帕金(D.Perkins)在他的《现代诗歌史》中评道：“庞德是英国和美国影响最大，一定意义上也是最
好的诗歌批评家。
”尽管如此，经庞德用心修改的现代长诗《荒原》，自1922年发表以后，艾略特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庞
德：“《荒原》的阴影可以从任何一种语言中辨认出来。
”庞德继续埋头写作自1915年开始的长诗《诗章》，一直写到1969年，以此证明自己诗歌的生命力和
诗学的持久力。
事实证明，庞德诗歌同威廉斯的一样，为反对象征派另辟蹊径的作家提供了更为有助的指导。
庞德不仅影响了现代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诗人，而且还影响了很多第三代诗人，诸如：R.Creeley
，R.Dulncan，G.Oppen，G.Snyder。
从这一个意义看，庞德的影响又超过艾略特。
为此M.Kayman在其著作《庞德的现代主义：诗歌的科学》中评道：“说庞德是英美现代派的奠基人和
首要代表，这并不夸张。
”他这样说，意在对庞德在英美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做一结论。
庞德于1972年11月去世。
他的生命力主要存活于他已出版的70多部著作：诗集、论文集、友人通讯集、翻译诗文集。
自1951年Kenner出版《庞德诗歌》而发起庞德批评研究，仅出版的英文专著已过百部，还有数以万计
的论文和专题文章。
庞德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
20世纪，庞德研究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阐释、传播阶段，自70年代中期起，开始超越早期评介的
局限，偏重于选择具体问题，联系当前理论进行更为专门的问题研究。
庞德对于20世纪的文化意义可从A.Gibson的评论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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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评道：“当我们转向20世纪的文化时，庞德是如此一个形象，既强加于你，又拒绝于你，既难
以研究又不容忽视。
这个形象无处不在，继续在呼唤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研究方法。
”因此庞德仍然在“多维视角”中被“重新研究，重新评论”。
这种多维视角既包含了具有挑战性的不同观察角度，又集中于某些共同的学术兴趣范围。
例如，Kenner提出的《诗章》结构的“统一性”问题所引出的统一性与非统一性的问题实际已成为划
分庞德学派的一个区分点，也说明了共同的学术兴趣存在。
　　与众多世界著名作家不同，庞德的特殊魅力在于他的著作是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关系的一个集合
点，将英美现代诗歌和英语文学话语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一显著特征早已引起各国学者的注意，做出许多专题研究，如《庞德与荷马》《庞德与奥维德》《
庞德与勃朗宁》《庞德与叶芝》《庞德与惠特曼》《庞德与李白》等等。
庞德著作层面殊多，关系复杂，选择某一具体层面进行专门研究已经成为庞德研究的主要倾向。
庞德著作明显包含比较学的维度。
从比较学的视野进入庞德诗学，进入庞德思想和想象世界的一个具体维度以探索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
系，是我在这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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