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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元一体格局”这样的概括，封演变至今的中国历史及其多民族结构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认识框架。
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族群文化等方面来看，其值得论述、展开的地方还很多。
从理论上讲，“一体”有待解说；在现实当中，“多元”尚不平衡；而，而从腹地到边疆、从大陆到
海岛，各相互有别的诸“元”差导还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治理傅统，从“边疆”和“腹地”雨个角度及其相互封照加以论述，便可封多
元之“元”及其所体现的不同之“多”做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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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比较文学与族群研究》是笔者近年相关课题的成果结集，包括比较文学和
族群研究两个方面。
现以《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为题结集出版，目的在于突出论题关涉的双向维度，即全球化与本土化
。
对作者来说，这样的突出是想表达一个看法，即在不同文明多元交汇的时代，唯有从全球化角度方可
理解本土认同的演变与危机；同样的，必须经由本土化的立场纔能体认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
而遣恰好体现了比较文学与族群研究的当下重点。
　　《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比较文学与族群研究》的立项先后得到“211”项目等机构的支持。
各篇章也在不同的学术会议和专业期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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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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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西比较”与“翻译诗学”在汉语由近代向现代转变亦即“现代汉语”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中
国圈内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三种类型：“翻译家”、“阐发人”和“创造者”，第一种人引进西方(沟通
中西)，第二种人改写古代(以今释古)，第三种人拓展未来(开启新潮)，三者都是“现代汉语”的催生
者和受益人。
就“诗学”的采用而论，“翻译家”借其输入了西语。
“阐发人”用之翻新了文论，至于“创造者”则通过它构建着现代的文艺理论体系。
然而，所有道一切均依托于另一个关键——中西比较。
在中国，“诗学”的比较是从“文学”开始或由“文学”引发的。
先是梁启超等人以西方为参照，发现以诗歌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对改造社会的功用巨大并由此产生
对本土状况的不满，于是发起了“以西正中”式的“文学革命”；继而激起的是王国维等从观念视角
出发，试着对影响中西文学实践的理论差异进行对照总结，从而引申出文论方面的中西比较；未了，
由于作为比较的主要角色一一西方的文论核心逐渐被公认为“诗学”，于是以“诗学”为对象的比较
便顺势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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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笔者近年相关课题的成果结集，包括比较文学和族群研究两个方面，现以《全球语境与本土认
同》为题结集出版，目的在于突出论题干涉的双向雄度，即全球化与本土化。
对我来说，这样的突出是想表达一个看法，即在不同文明多元交汇的时代，唯有从全球化角度方可理
解本土认同的演变与危机；同样的，必须经由本土化的立场纔能体认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
而这恰好体现了比较文学与族群研究的当下重点。
本书的立项先后得到“211”项目等机构的支持，各篇章也在不同的学术会议和专业期刊上发表，在此
特致谢意。
感谢乐黛云先生为本书赐序。
多年来，她的关怀和指导是我行走于书斋和田野的精神动力，令我感到学术的推进不但具有世代相传
的脉络，更充满温馨感人的情怀。
1997年转入四川大学后，得到多位同仁的关心、指导；与此同时，和学生们在课内外的交流切磋更令
人心情愉快，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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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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