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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桂录，江苏泰州人，1967年12月生。
先后毕业于扬州大学(文学学士，1987)、山东大学(文学硕士，1993)、南京大学(文学博士，2002)。
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
主要学术兼职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
委员。
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
论稿》(2003)、《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2004)、《神奇的想象：南北欧作家与中国文化》(合著
，2005)、《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合著，2005)、《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2007)；出版的译著、教学类著述主要有《外国文学试题库与答案》(主编，1996)、《比较文学教程
》(执行主编，2001)、《曼德维尔游记》(合译，2006)、《比较文学基础教程》(副主编，2007)。
在《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项，获得过省部级、市厅级社
科优秀成果奖六项以及校级教学科研奖多项，一篇论文获2004年度《外国文学研究》优秀论文
奖(FLSPrize)。
并曾荣获江苏省普通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称号、“福建师范大学第六届青年教师科研先进个人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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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理论实践与学科建构第一章 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及其学科价值第二
章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科属性、现状及展望第三章 中英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进程及阐释策略第四
章 Shanghai、毒品与帝国认知网络——带有防火墙功能的西方之中国叙事第五章 王国维的西方文学家
传记及其美学思想之关系中篇 中意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第六章 “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罗马作
家对丝人国的浪漫遐思第七章 坎坷的天堂之路：中国文学舞台上的但丁形象第八章 中国英雄·中国
公主：意大利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第九章 “中国神话”的解构：维柯、巴雷蒂的另一种声音下篇 中
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第十章 源远流长的中英文学关系史第十一章 异域文化之镜：他者想象与欲望
变形——关于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学术对话第十二章 “明确而具体的阐述”——范存忠先生的
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第十三章 虚构游记中的东方想象——《曼德维尔游记》的文本考辨及阅读策
略第十四章 英国浪漫作家的异国情调及中国印象第十五章 I．A．瑞恰慈与中西文化交流附录一 文学
交流史研究：文献史料、阐释立场与学术期待——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学术研讨会综述附
录二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代后记 几分耕耘，一点收获——研究中外(中英)文学关系的十年
回顾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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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及其学科价值跨文化交流语境里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直是中国
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支撑领域，也是取得最好实绩的研究领域之一。
我国比较文学界的前辈学者以及近二十多年学界时贤在这一领域的杰出成就，昭示着比较文学学科在
中国的坚实根基。
为使这一领域有可持续拓展的潜力与动力，我们觉得应该加强两方面的研究与探讨：一是文学关系原
理与方法的研究与推广；二是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
这是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两条灵动（理论）而坚实（史料）的腿，依靠它们能够在比较文学与文
学交流领域走出一方宽阔的天地。
本章仅就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做一点初步思考。
一、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研究，首先属于史的范畴，而史料是一
切历史研究的基础。
坚实的史料基础决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意义与学术价值。
史料从何而来？
清季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
胡适之先生进一步申说：“从前绍兴人章学诚（实斋），他说：‘六经皆史也。
’人家当初都不相信他，以为是谬论。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句话，其实还幼稚得很。
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书籍，都是历史的材料。
’”在胡适看来，一切古书皆史。
因而史料的搜集就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傅斯年先生甚至强调“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而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则强调：“史料就等于历史，这是错的。
研究历史要有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
如同盖房子要有砖瓦，但是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有布帛，但是布帛不等于衣服。
把砖瓦变成房子，把布帛变成衣服，把史料变成历史，要经过加工制造的过程。
⋯⋯最好的历史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呢？
所以资料是重要的。
但是必须声明：史料不等于历史。
”对史料进行加工制造，也是问题意识与研究观念或日史识形成的过程。
史料与史识相结合，在特定研究思想下，剪裁史料，分析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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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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