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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乐黛云编著的《漫游书海》辑录了作者20余年来有关跨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的书评和序跋，文章涵盖
了这一学科领域里的许多重要著作，重点突出，简短易懂。
本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挑灯夜读，心有所感，随手记下，扩而大之；第二部分是多年来为友人
、学生和后来者的著作所写的书序、书跋和书评；第三部分“书海一叶”，是从浩瀚的书海随意打捞
而得的星星点点；第四部分是自家书语，对自家作品的一些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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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兼任教授；曾任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荷兰莱
顿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
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5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7年，自1989年任中国比
较文学学会会长至今，现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编中法合办的《跨文化对话》杂志。
曾开设“比较文学原理”、“西方文艺思潮”、“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和西方”、“比较诗学”等
课程。

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简明教程》、《中国知识分子的
形和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乐黛云
海外讲演录》（英文版）；主编有：《跨文化个案研究丛书》14卷、《中学西渐丛书》6卷、《迎接新
的文化转型时期》2卷、《跨文化对话丛刊》26卷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漫游书海>>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乐黛云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逍遥放达，“宁作我”
魏晋女性生活一瞥
40年代的叛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浩劫之一斑
关于偷到灵魂的随想
漫谈神话《碧奴》
在广泛联系中研究文学
新方法·新途径·新收获
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
文学关系研究的新收获
历史·文学·文学史
从原发的文学现象再出发
为了活泼泼的整体生命
比较文学新视野
联结中西俄，汇通文史哲
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
重写文学史：当代比较文学的新课题
中国比较文学的创业元勋吴宓教授
《梅光迪文存》序
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
双向阐发一例
文化交流的双向反应
文学的幻影
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与中西文论的双向互动
隐喻是不断转换生成的有机存在
《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序
《儒家伦理与现代叙事》序
《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序
《比较文学概论》序
《文学人类学教程》序
《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序
《天津师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序
第一部中国人写的《世界文明大系》
用中国智慧拥抱21世纪
人性的足迹
别一种青春
他为祖国失去双眼
精英必须面对大众
以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研究外国文学
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研究轴心
未完成的现代性
文化的折射
漫谈《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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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
祝《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出版
全球语境与地方认同
比较文学讲演录
《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杂谈
深圳大学比较文学20年有感
《比较文学简明教程》越南文译本序
《比较文学简明教程》维吾尔文译本序
自选集前言
《中国文化西渐个案丛书》总序
承接古今，汇通中西
《我就是我》自序
《远近丛书》序
《海外中国博士文丛》前言
《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前言
鲁迅研究：一种世界文化现象
《20世纪学术文存·比较文学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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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文学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表达方式，要能互相吸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勃兰兑斯指出，要让狐狸吃到鹤的长颈瓶中的美味，而鹤吃到狐狸浅碟中的佳看，就必须缩短距离，
通过比较，进行对话，增强了解。
另一方面，要了解自己也不容易，“许多令外国人惊诧的特征，本国人往往熟视无睹，因为他早已司
空见惯，特别因为他本人就具备着这种特征，或者就是那个本色”。
这又必须拉开距离，找到一个局外的立足点或参照系，才能更充分地观察和了解自己。
 在对欧洲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勃兰兑斯又特别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
他认为：“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
。
”因为对他来说，文学作品总是“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这种
内心的情况不能不透露着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
作者在构思和表达这些情况时又不能不处处渗透着自己的思想感情色彩，这又和作者生活的气氛以及
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密不可分。
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从四面八方伸向生活，成为那张网上的“一小块”。
勃兰兑斯就是在这样广泛联系的基础上构筑了“19世纪文学主流”的大厦。
 这种在广泛联系中研究文学的做法，无疑会为后起的强调研究文学本文的新批评派所诟病。
新批评派实际上以“意图谬误”和“影响谬误”割断了作品通过作者和读者向社会延伸的联系。
无论才华或博学都足以和勃兰兑斯相抗衡的六卷本《现代文学批评史》巨著的作者韦勒克就曾站在新
批评派一边，指名批评过勃兰兑斯，并将一切从作者生平与心理，从社会政治思想史、神学史以及时
代精神来探索文学起因的做法都一概归结为“起因谬说”。
 韦勒克和新批评派把传统的“外缘研究”置于不重要的地位，而大力强调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
内在的谐音、节奏、格律、意象、隐喻、象征、文体类型和叙述方式等，这无异于一次革命，大大推
动了文学研究领域的扩张和深化。
但是，当这种内在研究与外缘研究完全脱节，而成为一种孤立的、封闭的，仅仅对文学形式感兴趣的
方法时，它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早在1965年，韦勒克就修正了他的理论，提出必须在“把文学作为艺术来研究与把文学放在历史与社
会中去研究之间，保持平衡”。
近年来，由于社会文化学、符号学、解释学、精神分析学与接受美学的发展，人们或把文学看作沟通
的符号，尝试通过作品去重新建构作者本意（如赫希E.D.Hitch）；或企图追索作品背后的文化特征（
如福柯M.Foucauh）和心理质素（如荣格C.C.Jung）；或透过深层语意学，力求实现作品与读者之间的
“视野的熔接”（如加达马H.G.Gadamer）。
这一切都不仅透过作者，而且进一步透过读者大大扩展了作品与各方面的广泛联系，亦即扩展了在广
泛联系中研究文学的无限可能性。
回顾《主流》，不能不说勃兰兑斯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一发展趋势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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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漫游书海:书评书序》文章涵盖了这一学科领域里的许多重要著作，重点突出，简短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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