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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美两国的文学交流有其极为特殊的一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边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
文明的古老国度，一边则是一个建国历史相对比较短暂而文学成就却令人瞩目的全新国家。
这样的一种特殊语境必然会造成文学交流上的不对等；换句话说。
双方之间的“交流”很难形成一种“其时性对话”的状况。
美国作家所发现和心仪的是已经逝去的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中国作家接受的则是新生的美国文学所
焕发出来的创造活力，这就使得既有的两国文学的交流研究只能主要局限在其各自所接受的影响上。
　　而事实上，所谓“交流”，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互动”的过程。
既然是“互动”，则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什么在互相呼应、运动”。
文学活动既然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则不同形态的文学间的“互动”除了形式技巧的相互借鉴之
外，更重要的就应当是一种内在的深刻的“精神交流”。
那么，“精神”以什么作为载体去参与这种交流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文学所构建起来的“形象”。
从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出发就不难发现，对于文学交流的研究就不能单纯地停留于“影响”研究的层面
上，而应当深入到文学形象内部，去发掘其在精神层面上所留下的“精神互动”的印记。
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分支——形象学研究，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相对比较可靠的
理论支撑，且迄今为止，也已经产生了相当的研究成果，除国外的众多研究者以外，钱钟书、方重及
范存忠等诸位先生其实都是此领域的前辈。
就笔者的粗浅理解，形象学大体是在这样三个层面上逐次展开的：一是全面梳理某国形象在他国作家
的想像中生成、演化、变异及定型的轨迹；二是透视作为“他者”存在的“异国形象”在其被塑造的
过程中所隐含的“乌托邦”及意识形态意味：三是以“知识考掘”的方式来寻求某一“异国形象”的
塑造者“自身”潜在的知识构成及其“自我镜像”的真实面貌，如此等等。
就其特质而言，形象学研究实际就是一种特定的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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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美两国的文学交流有其极为特殊的一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边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
文明的古老国度，一边则是一个建国历史相对比较短暂而文学成就却令人瞩目的全新国家。
这样的一种特殊语境必然会造成文学交流上的不对等；换句话说。
双方之间的“交流”很难形成一种“其时性对话”的状况。
美国作家所发现和心仪的是已经逝去的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中国作家接受的则是新生的美国文学所
焕发出来的创造活力，这就使得既有的两国文学的交流研究只能主要局限在其各自所接受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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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华文学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高潮.一方面是因为美华作家的汉语创作日益显示出了自身独
有的特色，另一方面，出生于美国又有着中国血统的第三代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迅速崛起。
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由此也使“美华文学”成为了介于汉语文学与美国文学之间的一种独立
存在的文学样式。
此外，美华文学的繁荣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陆续出现的众多华人作家社团如“纽约文艺协会”、“展
边社”、“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等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晨边社”成立于1987年。
主要由留美学者及作家发起.初期人员包括唐翼明、王渝、于仁秋、查建英、昊千之、谭加东及江宇应
等等，其宗旨是集合各种力量专事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研究与译介。
该社自成立以后，曾多次举办各种专题性活动，并邀请大陆、台港及海外的中国学者与作家。
如刘宾雁、高晓声、戴厚英、阿城、北岛、於梨华、李黎等参与研讨及座谈。
由美洲华侨主办的《海洋日报·副刊》曾一度成为了该社成员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
“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成立于1987年9月（初名“海外华文女作家联谊会”），主要集结了以汉语写
作的各地女性作家，由於梨华任会长，已编辑出版会员选集《三相逢——海外华文女作家小说选集》
、《海外华文女作家散文集》及《海外华文女作家诗散文自选集》等。
另外还有成立于1982年的主要由旅美台湾学者组成的“台湾文学研究会”。
聂华苓主持的1965年起延续至今的“国际作家写作室”，以及成立于1991年的目前在美国规模最大的
华文社团“北美华文作家协会”。
美籍华裔文学社团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为中美文学的进一步深入交流与沟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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