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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博士文库”、“青年文库”，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青年”、“
博士”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
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路，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来，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所风，力戒浮躁，崇尚有根柢的创新
。
创新而无根柢，易成泡沫；讲根柢而欠创新，易成老木疙瘩；创新与根柢并重，才是我们增长实力、
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
文学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不少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培养了
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
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
识，以文献站稳脚跟，以贯通迈开脚步，以新材料、新思维、新发现，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广处和
前沿。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
历史见证。
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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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虽为论文集，但却设立了十个专题：世界视野下的理论探索、文化问的影响与交流、比较文
学与文学比较、翻译与汉学、新语境中的中国学术思考、走出国门的意义、跨文化对话、异域感悟、
学界观察、走向通融。
　　论文集主要展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近二十年来出访交流的心得和研究成果，内容
充实，精雕细琢，虽不能说字字珠玑，但却是篇篇精彩，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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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世界视野下的理论探索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中国的启蒙是?中国
的现代是?”附：在跨界中思考从内部殖民主义到少数话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文
化间的影响与交流一个有待破解的谜：中国古代戏曲与印度古代戏剧的关系李攀龙《唐诗选》在日本
的流传和影响——日本接受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动荡时代的生活史与心灵记录——周作人与松枝茂夫
的往来通信日本左翼戏剧对中国左翼戏剧的影响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几类器物的初步考订及其意义晚
明至清代(约17～19世纪)中国和丹麦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比较文学与文学的比较20世纪早期上海通
俗小说中的西方形象由意象到图像：母题的生长与演进——海外华文文学母题研究之一思想家的“孤
独”?——关于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与战后东亚诸问题的内在关联翻译与汉学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
的地位——以五四时期为例翻译与性别视域中的自白诗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群体综述——以20世
纪80～90年代为中心新语境中的中国学术思考中国叙事学在牛津的思考说“玩物丧志——对明清之际
士人的一种言论的分析“《诗》亡然后《春秋》作”：清初“诗史”说中的一个公共话题女性诗歌：
自由的期待与可能的飞翔出草：一个原始习俗的文学旅程大陆文学史上的梁实秋身份问题走出国门的
意义走出国门的学术意义耶鲁笔记(十则)——跨文化理解的奥妙从想象到实际——我的两次美国访学
经历和心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跨文化对话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德国民
俗学者访谈录在语言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徜徉——访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系梅祖麟教授“我喜欢中国古
典意象诗歌——访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异域感悟革命酒吧日本中唐文学会印象日本观剧印象赴日文化
交流情况哲学的烟斗和怀表——记沃尔夫冈·卡尔教授莱顿大学的开学典礼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出访
报告出访英国记学界观察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殖民历史的叙述
方法与文化政治——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全球知识的再界定——费瑟斯通和他的新百科全书计划走向
通融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艺术聚合海内外学者之力，为小说学科建设添砖加瓦——《中国古代小说
总目》的编撰始末摸索新的知识形态与问题意识——文学所“亚洲文化论坛”五年来经验总结附：亚
洲文化论坛讲座目录(2005～2009．9)“文学艺术的哲学问题：中国／斯洛文尼亚”双边学术研讨会综
述附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出访要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年来主办的国际学术研
讨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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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要历史地理解这一点，就要对新文化运动所处身的社会政治现实与思想文化现实有相当的了解
。
因为显然，没有一些特别的历史、观念情境状态配合，而仅仅借助于晚清以来部分西学观念所形成的
霸权势能，不可能使得就论述表现看起来经常不公正，有时甚至明显情绪性的新文化运动论述，在其
时的历史中取得如此具有笼罩性的思想文化论述霸权位置的。
也就是说，就其论述言对中国明显不公正的新文化运动，就其历史起源和得以获得霸权位置的当时中
国历史语境言，却有着很强的中国内在时代基础。
只是，这历史地配合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与获得霸权性位置的时代语境，并不仅仅由当时所存在
的各种实际政治、经济等硬件问题所构成，也由对这些问题的把握方式与认知整理等软件问题所构成
。
和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撰写《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同年，梁启超也为该年创刊的《大中华》撰写了
一篇发刊辞。
梁氏这篇发刊辞对历史扼要地感受、了解该时忧国忧民敏感心灵的痛苦和因何痛苦很有帮助。
梁启超开篇便写道：“呜呼！
我国民志气之销沉，至今日而极矣！
”接下来梁氏便具论当时国民人心之所以比清末感觉最无希望时更消沉，是因为到梁为此文时，“国
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无论变法、立宪、共和，凡“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
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
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其他百端，则
皆若是”。
那么，当时其他士人又是若何整理这些经验应对这一局面的呢？
简要地说，当时对此问题的回答基本可分为新旧两派。
守旧派把一切问题归为新学、新政，极端者“甚至欲一切摧陷廓清以反乎其旧”；新派则把问题主要
归为当政者人的问题。
把问题一切归为新学新政，以复旧为政策，以提倡旧道德为攻击新学新政之口实，其要有起码的说服
力，至少需回答：何以当年清朝均此旧政，而不能应对其时尚不如今日困窘之局面，今日此种复旧为
何就能有此能力；而其提倡旧道德，也需先求今日种种怪乱现象所以发生之原因，若此不之求，而一
切归罪于新学新政，不仅道理上不能服人，而且因此辈此种逻辑事实上和表面开口孔子、闭口礼教，
其实本身为当世风俗道德败坏之最大源泉的狡黠贪诈之官僚政客之逻辑相同，心理上便极激人反感。
也就是说，当时守旧派虽然人数众多，并多有地位势力者，因此颇具现实压迫力，但由于其实践与思
考均极为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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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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