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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
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丽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
，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
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
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
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
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
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阶段。
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
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
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
的发展以至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
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
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
，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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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是关于研究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的专著，书中具体包
括了：转向评论和研究、中国文学批评需要外来刺激拓展的必然性、中国第一位引用西方理论批评中
国固有文学者、用西方理论及方法解析中国古代诗词等内容。
　　《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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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志啸，1948年生，浙江镇海人。
复旦大学历史系77级本科生，复旦大学文学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文学博士（1988年）。
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古代文学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屈原
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
著有《楚辞综论》、《先秦诗》、《中外文学比较》、《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近代中外文
学关系》、《古典与比较》、《日本楚辞研究论纲》等学术著作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曾应邀赴亚非欧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及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兼任台湾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或兼职
教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诗词人生早岁聪慧诗词结缘丧母之痛恩师顾随岁月磨难海外讲学倾盖如故南开情谊华夏赤
子第二章 诗词道路轨迹从创作到评赏转向评论和研究引进西方理论第三章 论王国维与西方文论中国
第一位引用西方理论批评中国固有文学者中国文学批评需要外来刺激拓展的必然性王国维与叔本华评
析《红楼梦评论》评析《人间词话》王国维词含西方哲理王国维悲剧之因第四章 用西方理论及方法解
析中国古代诗词阐释学、符号学、现象学、新批评、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具体阐释与解析中国古代诗
词第五章 中西诗论之比较中国传统文论（诗论）不发达兴发感动与逻辑分析文学演进之历史观“能人
”、“能出”说与西方游戏说作者人格性情与作品之关系西方文论之“形象”与中国“赋、比、兴”
第六章 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的相关问题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的出发点中国古诗评说是否
需要西方理论如何以比较现代的观点看中国古诗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须注意的问题第七章 中西文
学比较之实例举隅李商隐与卡夫卡中西诗歌吟诵之比较关于中国古诗之英译“能感之”与“能写之”
中西诗歌与诗论之异禅家悟道“三见解”与阅读视野“三层次”第八章 中西诗学研究的特点及传统诗
学研究的贡献中西诗学研究的特点对中国传统诗学研究的贡献词的美学特质及其分类张惠言与王国维
词论之比较独特的诗词评赏风格对杜甫诗的看重与独到评析创立评词新体式附录一：叶嘉莹先生年表
（附著作目录）附录二：评论资料汇辑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诗词人生　　1924年阴历六月，正值盛暑时节，在旧北京城内——当时称为北平（或燕
京），诞生了一个新生命，据这个新生命的家人说，生日那天，恰逢荷花开放之日，故双亲呼其乳名
为“荷”——这大概是导致这位新生命（后来成为著名女诗词家）日后笔下专写了咏荷词（《木兰花
慢》），并在诗词创作中涌现众多荷花意象的原因之一吧。
这个新生命的先祖，乃是蒙古裔的叶赫那拉氏，据《东华录》及《清史稿》记载，纳兰先世本为蒙古
人，原姓土默特，其后土默特占领了纳兰部之土地，遂以纳兰为姓氏，又因居近叶赫河岸（今辽宁省
开原附近），便建国称叶赫——它的最后的部落头领金台氏在被努尔哈赤打败后，据说临终曾发出誓
言：我们这个叶赫部落，即使最后只剩下一个女子，也要把努尔哈赤的爱新觉罗氏彻底颠覆。
历史居然应验了他的预言——这个复仇的女人不是别人，就是后来显赫一世的慈禧太后，她无疑成了
叶赫那拉部族最出名的女人。
　　不过，叶赫族还有一个名人，他的名气虽没慈禧大，却在民间的声誉比慈禧好得多，是个词学史
上著名的词人，名叫纳兰性德（字容若），他与我们的主人公关系更相近些——不仅氏族关系更密切
（虽非一个嫡氏，但比较接近），且两个家族都很早入关，定居北京，也都喜爱汉族的传统文化，且
都天生富有才气，写得一手好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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