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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元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对话（套装上下册）》站在当代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前沿，从多元文
化互动与对话的角度切入，对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与分支研究——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比
较诗学与前沿理论、流散写作与海外华裔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外文学关系的跨文化审视以
及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其中，从跨文化对话的角度研究“外国人眼里的北京”，以及对中国比较文学30年成就的全面反思，
是学术界从来没有加以探讨的课题。
《多元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对话（套装上下册）》囊括了世界上一些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的重要论文，是
世界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之后一次集大成式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成果大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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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旭东，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比较文学
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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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中国当代比较文学教学发展的特点是，既在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和学术领域中不可或缺，又与高
校教改和体制化建设密不可分，其突出表现为：一是1985年，经国家体改办批准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
会，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经两代人的不懈努力，蔚然成为当代中国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
二是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读书》杂志联合组织的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众多新闻出版单
位积极参加，30多部比较文学著作获得奖励，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社会影响，于同年国家教委制订的研
究生培养学科目录中，正式列入了比较文学专业。
三是自1993年北京大学获批建立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起，至今已有华北、华东、华南、东北与西南
等地的26所高等院校拥有比较文学博士点或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生。
1998年，四川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还分别设置了招收比较文学本科生的专业。
四是1997年、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个二级学科，并将比较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奠定了比较文学在高校文科教学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五是获得了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即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又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
、天津师大、上海师大等校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六是1985年、1987年和2007年，于深圳、青岛和成都举办的全国高校比较文学师资或骨干教师讲习班
，均获国家教育部有关司局所认可，并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为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和学科的学术规范
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充分反映了我们学科建设并非大起大落，而是合乎规律的稳步发展，并已成为顺
应国家人才培养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重要学科之一，在国际学界也呈现为“风景这边独好”的一大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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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10月12日-14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北京语言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协办，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承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
北京语言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印度、韩国、法国、美国、英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墨西哥等世
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位专家学者莅临大会，围绕着大会主题“多元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对话”，
展开了和而不同的对话，可谓极一时之盛。
在大会的闭幕式上，当乐黛云先生表彰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时，我曾向她以及在座的学会领导和全体代
表表示，一个真正圆满的句号应该是在一部高质量的论文集出版之时！
会议结束之后，开始断断续续地收到论文，后来我们在《中国比较文学通讯》上发表了征稿通知及要
求。
我们的宗旨是，第一要体现大会的学术质量，强调原创性，第二要体现大会的国际性。
对于第一个要求，我们尽可能做得好一点，譬如，孟庆枢、马晓冬等老师原来提交大会的论文已经发
表了，就重新为大会论文集提供了新的论文，孟华老师原来也想把论文先在刊物上发表，知道我们的
要求后，就不再寄给刊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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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元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对话(套装上下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
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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