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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比较文学导论》初版于1977年，第二版修订本出版于1981年，1991年出第三版。
从第一版到第三版的15年里，国际比较文学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初版到今天，本学科更是今非昔比。
尽管如此，该著作对比较文学的历史回顾和分析，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尤其是本书对比较文学基本问题的阐释，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完全失去其现实意义。
第三版对第二版的正文未做改动，作者当时认为，“本书对比较文学原则性问题的阐述，其根本观点
还没有修改的必要，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亦无须做重大修改”。
.当然，我们今天只能视之为作者18年前的观点。
在当今西方，一个真正的比较文学家不懂三四种语言，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本书作者胡戈·狄泽林克便精通多种语言。
本书用德语写成，但是书中的大量引文均为原文，涉及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
狄泽林克是西方著名比较文学家，也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
他在离休之前任德国亚琛大学哲学院比较文学讲座教授，如今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可是我们在一些比
较文学国际会议上还常能见到他的身影。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的比较文学专业同许多其他专业一样，没有真正的教科书可言，而这本《
比较文学导论》开初就是作为大学“教科书”和专业读本而发凡起例的。
当初，德国的一些州曾经规划在文科高中推广比较文学，这本《导论》同时也是作为培训高中教师的
专业教材而编写的。
在文科高中推广比较文学的计划最后没有如愿以偿，然而本书确实成了德国许多大学的比较文学专业
“教科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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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文学文库》是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之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组编的又一套学科建设丛书。
《比较文学文库》的基本宗旨，是进一步立足学科，面向全国，放眼世界，陆续出版一批学科建设、
教育教学方面的创新性著作，包括专著、译著、工具书等，为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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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戈&amp;#183;狄泽林克，西方著名比较文学家，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
曾任德国亚琛大学哲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和卢森堡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代表作有《凯瑟林伯爵与法国》《比较文学导论》《比较文学与欧洲研究》（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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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序中译本序言第三版前言绪论上编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第一章　从起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
展　第二章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　第三章　学科现状及其问题下编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领域
及其发展前景　引言　第一章比较文学史及其相关领域第一节国别文学：比较文学的课题第二节　主
题学和相近研究分支中的文学关系第三节国际文学关系与精神关系研究第四节　比较文学形象学第五
节　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文学翻译第六节作为比较文学最高形式的“总体文学”综览方法　第二
章　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总体文学第一节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第二节比较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
方法学结语原注比较文学理论文章、书籍编年索引人名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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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比较文学这样一个尚未定型的专业来说，要谈论它的发展前景，其结论必然是临时性的，而且基调
应是最低限度的。
在我们看来，首先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把握事实，即比较文学的显著特征是其不同的研究可能
性和运用可能性。
另一方面，与其他任何专业相比，比较文学更需要在以后的每一步发展中切记自己的本质亦即特殊性
。
换言之，探讨比较文学的发展前景，尤其是探讨其可行性的思考，除了它们不可否认的多种可能性以
外，原则上应该始终从本书一再强调的一个事实出发，即比较文学既不能自诩为超级学科，也不能降
格为常设辅助学科。
它是一个独立的专业，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其他专业缺乏达到这些目标的装备。
并且，比较文学所运用的方法也鲜明地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方法。
鉴于比较文学不同于其他专业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对其他专业所采取的态度，比较文学必须更加旗帜
鲜明。
鉴于比较文学迄今的发展及其研究对象的来源，它当然不能忘记与国别文学研究的合作，并且理当探
索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在广义的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性。
这时，它又须特别重视其可能的辅助学科功用，而这绝不意味着有失比较文学的“尊严”。
同样，比较文学应该尽其所能，以使国别文学研究明白自己同比较文学接触的意义和益处。
比较文学还应知道，它在大学占有一席之地，这样能让国别文学研究多一些自知之明，即是说，使国
别文学研究看到自己的局限性，从而不断完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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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Habent sua fata libelli——这句拉丁文说的是：书也有命运。
本书的翻译早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也就是中国真正开始关注比较文学这门“新学科”的时候。
当时，本人师从狄泽林克攻读比较文学，这部《导论》便是教材之一。
其时已有个人电脑，但是中文软件还相当简陋。
因此，译稿还是手写的。
台湾良友出版社、“中央图书出版社”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先后表示愿意出版这部译作，可是出版
计划都因本人日不暇给、拿不出电脑打印件而搁浅。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书之事慢慢被置于脑后，或者权当自己做过读书笔记、练过译笔。
这次，北师大启动“比较文学文库”出版计划，向远兄友情索稿，才让我想起了不知道放在哪里的译
稿，后来在上海老家找到了已经发黄的手稿。
笔者这次又对原译做了修改和审定，终于完稿付梓。
在翻译和修改译稿的时候，我再一次感到译事之难，尤其是学术著作的翻译。
当然，难度首先缘于不同作者的文风。
本书原作除了包含多种语言之外，作者的纯理语言颇为艰涩，且常常是半页纸只有一个句子：从句套
从句。
这些都给翻译带来了不少困难，也难免在译文中留下德语文法的痕迹，或日有些地方很难掩饰原文的
语言结构。
将长句变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用于切割长句的标点，多少影响了行文的质量。
我是一向强调不同语言之间的隔阂的，也就是不少表述的“不可译性”。
不少语言“神韵”，只有在原文中才能让人心领神会。
本人虽然没能像严复对待译事那样“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是还是尽了最大努力。
翻译此书时的最大感想是，就一些学术著作的翻译而言，严复倡导的“信、达、雅”或许只能是一种
奢望，能够“信”而且“达”已经很不错了。
因此，本人对有些段落和句子的翻译，其实别无他求，只求译文首先能够让人看懂。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笔者近期在教学和研究中看到一些外国学术著作的中译本，估计其中的不少段
落和句子连译者本人事后也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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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文学导论》：比较文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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