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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了乐黛云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比较文学
学科理论的探讨及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回顾；二是深入探讨当代比较诗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三是对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和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提出“互动认知”、“和而不同”等
纲领性的意见，显示了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与精深的理论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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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乐黛云，1931年生于贵州，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
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
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984～1998）、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1984～1989）、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1990～1997）。
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原理》（1987）、《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1987）、《比较文学原理新
编》（1998）、《跨文化之桥》（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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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比较文学的国际性与民族性2 文化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3 文化冲突与文化自觉4 “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与文学研究5 互动认知：文学与科学6 中西诗学中的镜子隐喻7 中西诗学对话中的话语问题8 文化
对话与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9 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重估《学衡》10 中西跨文化
文学研究五十年附录：我的比较文学之路编后记：面向世界的对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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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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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面向世界的对话者    当今中国的比较文学正日益走向成熟，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一门显学，也毫
无愧色地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是8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重要事件，它使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
文学研究，真正具备了东西方合作对话的现实可能。
而这一切，都与乐黛云教授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曾经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80年代以来，乐老师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香港大学、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等学府研究讲学，1990年还获得加拿人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
这二十多年来，她一方面频繁往来于海内外学界，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殚精竭虑，奔波操劳，可谓
功勋卓著；另一方面又以大量扎实的研究工作，将中国比较文学稳步推向深入。
她撰写和主编的著作，几乎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比如她撰写的《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
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原理新编》、《比较文学简明
教程》等著作，还有她主编的《独角兽与龙》、《世界诗学大辞典》、《中西比较文学教程》、《欲
望与幻象》、《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中外文化比较丛书》、《海
外中国博士文丛》、《北大学术讲演丛书》等等，都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有的已成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乐老师最早在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方面的精湛研究是众所周知的，她在这一领域所取
得的成就，早已成为后来者无法绕开的学术标高。
随着研究的深入，乐老师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
近年来，她除了继续推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之外，主要致力于两方面的研究，一是东西方诗学的
比较研究；二是由比较文学跃升为跨文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化研究。
    在比较文学中，理论从来就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附庸，如何在中西诗学对话中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
的理论一直是乐老师思考的问题。
她指出，对不同民族文化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最容易把比较文学学者凝聚在一起并进行有效的对话。
当代诗学在比较文学中占有着核心的地位。
现代意义的诗学是指有关文学本身的、在抽象层面上展开的理义研究。
它所研究的是文学文本的模式和程式，以及文学意义(文学性)如何通过这些模式和程式而产生。
它应提供一整套能说明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以及判明其历史地位的原则和方法。
它不仅研究文学所反映的一定的文化历史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特定的历史文化内容如何在作品
中得到反映，即如何被形式化。
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形式的运作，包括形式、技巧的使用和转化，以及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体系中
文化意义产生的不同方式和程式(《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
比较诗学在中国曾经走过弯路，而现在从西方和中国的理论中各取一个片断进行比附的做法以及把双
方完全对立的思维方式已被超越。
大家感到最为急迫的是如何在中西诗学之间建立话语中介，使双方都能以自己的面目平等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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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精选了乐黛云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代表作，探讨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当代比较诗学
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以及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本书见解独到，自出版以来便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以及各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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