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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文学刚在国内兴起时，张铁夫教授就与湖南省几位学者一道筹建了湖南省
比较文学学会，建立了省内比较文学研究的体制，培养和凝聚了科研力量。
如今，湖南比较文学界在张铁夫教授的带领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并且成为了全国比较文学界的一支劲旅。
在他与季水河院长的带领下，湘潭大学建立了比较文学博士点。
在原有的学科研究基础上，新的一批比较文学学者正在以强劲的势头发展着新形势下的学科研究，其
学术群体中的学者包括：张铁夫、吴岳添、季水河、罗婷、何云波、童真、王洁群、李志雄、宋德发
、杨向荣等。
　　笔者与湖南比较文学学会关系一直较密切，对他们的学术境况也比较了解。
他们即将出版的“中外文学与文论丛书”，既是湖南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成就的一次集体展示，更是
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件盛事。
　　在这套丛书中，包含着他们最新的学术研究成就，丛书内容厚实、观点新颖、特点鲜明，值得学
界关注。
现将丛书中笔者认为最有价值的地方指出来，以飨读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希金>>

内容概要

本书是张铁夫教授及其课题组的第四部普希金研究专著。
    回顾普希金的百年中国之旅，揭示中国普希金研究的成就与困境，并从多维视角对普希金的经典进
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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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铁夫，1938年生，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俄语专业，旋即留校任教。
1976年调入湘潭大学，曾任中文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所所长。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会长。
1991—1992年在俄罗斯联邦弗拉基米尔师范学院文学系访学。
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曾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全国优秀教师。
主持国家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教材、著作10种，译著10种。
主要成果有专著“普希金研究三部曲”(《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善希金与中国》、《普希金新论
——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和译著《普希金论文学》等。
曾获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一、二等奖7项。
1999年获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发的普希金纪念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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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普希金研究的对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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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世纪伊始，我国普希金研究就呈现出良好势头，这似乎表明我国新世纪普希金研究将会热潮不
断。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除学位论文外，本世纪最具分量的论著实际完成于20世纪末期，
他们的集中发表催生了新世纪的第一股研究热潮。
透过这股热潮的表面，笔者认为中国21世纪的普希金研究至少面临着四处危机。
如果这四处危机得不到有效缓解，那么，中国新世纪普希金研究的第一股热潮有可能也是最后一股热
潮。
　　危机一：学术空间。
我国普希金作品翻译已相当完备，有的作品已经有十几种译本，如果再重译作品，无疑造成智慧资源
的浪费。
研究论著也有800余篇论文和300余种著作发表和出版。
正因为前人把普希金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从而增加了后辈学人创新的难度。
在新世纪，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出于学术策略的考虑，将不得不回避普希金，把精力转向其他研究
领域，如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
　　危机二：外语。
中国人研究普希金要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除需要出色的中文水平，还需精通俄语。
我国普希金学的顶尖学者都是如此。
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文革”之前，我国高校外语专业和其他专业的第一外语都是以俄语为主，
从而培养了大量俄语人才，也为普希金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础。
同样因为政治、经济等原因，“文革’’后，在我国高校，英语逐步取代了俄语的主流地位，目前我
国几乎每所高校都开设了英语专业，但开设俄语专业的只有25所左右，并且俄语作为第一外语也退出
了历史舞台。
因此，我国新世纪不仅普希金研究面I临语言危机，整个俄罗斯文学研究都将面临语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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