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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比较文学年览（2008）》初稿收齐后，由王向远对全书各部分加以统一修改润色、整理编
排，并最终定稿。
由于本书是我们尝试编纂的第一部年鉴，经验有所不足，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我们决定先将此卷交付出版，以便倾听专家与读者的意见，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将
其余各卷年鉴编得更好，以不辜负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学术进步做出贡献的各位同行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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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说明2008年度中国比较文学概观1 分支学科研究综述一 2008年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学科史研究
综述二 2008年度比较诗学研究综述三 2008年度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综述四 2008年度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综
述五 2008年度翻译文学研究综述Ⅱ 重要论文摘要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论文摘要差别与对话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比较文学“危机说”辨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变异
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论雷纳·韦勒克的比较文学本体视域东西
文化场域间的探索——日本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之一二比较诗学论文摘要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20世纪文
学理论：中国与西方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比较诗学不是诗学比较比较诗学的学科价值理念与
方法意识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自然与理想：叔本华还是席勒?——王国维“境界”说思
想探源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跨越中西与双向反观——
海外中国文论研究反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海外学者比较诗学研究的三种形态《诗学》与《舞论
》的戏剧理论比较三东方比较文学论文摘要中国东方文学学科的历史性建构印度文学宏观特性论民族
意识与世界意识的纠缠——从泰戈尔在中国的接受看20世纪文学思潮的一个侧面中国国学与韩国文学
朝鲜古代诗人对陈师道诗学的接受与选择新罗宾贡生的汉诗与唐代格律诗《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和《
琵琶记》比较研究日本文学的形象和主题与中国题材取舍的关系——以中岛敦《牛人》的创作与出典
《左传》的关系为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军人”形象演变四中西比较文学论文摘要本土文化自觉
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西方知识范式对中国本土的创新与误导错位的尴尬——美国汉学
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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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因为中国比较文学正是“三十而立”，谈何“死亡”！
在学科建设领域，中国学者努力进行理论建构和学科范式的建立，提出并进一步论证了“变异学”、
“宏观比较文学”等学科范畴。
本年度，一些论文将作为学科理论范畴的“世界文学”概念，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进一步会合起来，
进而继续探讨在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的教材编纂中，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
在学术史研究领域，继《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
研究二十年》、《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之后，也有学者合作编写出了研究新时期三十年中国比较文
学教学问题的专门著作，虽然在资料收集与体系架构方面还存在种种有待完善的问题，但在学科教育
史的研究上毕竟开了一个头。
比较诗学，主要是中西比较诗学，是为许多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特别看重的一个领域，近三十年来成果
尤为丰硕。
本年度出版的《中西比较诗学史》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学术专著，较为系统
地评述了一百多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的成果，可以视为迄今为止中国比较诗学的一个初步总结。
本年度的成果中，中西古典文论的比较研究仍然较多，但由于中西古典文论没有事实关系，这些研究
均以平行对比为主，其中那些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的论文，均有理论价值与启发性；也有一些文章
因缺乏鲜明的问题意识而流于简单的比附。
中西现代文论与诗学的比较，则能够将实证研究与平行比较结合起来，但不少人物、不少概念、不少
问题，此前都已经有了大量文章甚至专著做了研究，在这方面，本年度的一些论文在选题立意上重复
平庸，难以出新，这不仅是本年度出现的新问题，而且是一个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本年度也有文章对比较诗学的方法论进行反思与探讨，如有的学者撰文，对多年前形
成的“意境与典型”、“风骨与崇高”之类以中西诗学范畴为单位的“配对子”式的平行比较模式及
其缺陷局限，提出了质疑与反思，这是值得倾听的。
本年度比较诗学中值得注意的动向之一，就是诗学与文论研究由先前的纯理论化，逐渐显示出对当下
社会现实的关怀。
赈灾之时，有学者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撰写了以文学史上的灾难与救世为主题的文章，为全民救灾
寻求文化传统与学理论证。
鉴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有许多学者与学术组织，继续呼吁将环境生态观念引入文学批评
、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旨在从文学的角度强化生态意识。
同时，近几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问题再次被一些学者加以研究与讨论，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比较诗学研究与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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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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