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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比较文学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尊重不同文

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进行双向阐释，以达

到互补、互惠、互证的新人文主义目标，实践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平

等对话。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并不晚，但直到今天，切实进行研究的

人并不多。姚雅锐的《求同存异与文化自觉——比较文学视野下的

中俄文学关系》，我个人觉得是一本进行文学比较的著作，特别是中

俄文学关系之生态文学，开创了中俄生态文学比较研究的先河，很

实在地把两个国家的生态文学做了一番寻根究底的、全面而系统的

研究。本书从比较文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入手，对20世纪的中俄文

学关系及中俄文学关系之生态文学做了概述，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

比较文学发展的意义及必然性，接着对俄苏文学译介历史进行了溯

流考源，对俄国汉学文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与历史特点、“五四”前后

时期的俄国文学热和俄苏马列文艺理论的译介、鲁迅与俄国文化﹑

俄国文学的比较及研究、新时期以来的中俄文学关系进行了较为细

致的解读，对俄罗斯生态文学产生的渊源与背景、人与自然——这

一俄罗斯文学的永远母题给予了理论考辨，对20世纪俄罗斯主要生

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评论及中国文坛对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反思进

行了哲理性的思考。经过该作者梳理，中俄文学关系在我们面前以

一种十分清新的状态呈现。这种互镶与互蕴是中俄两种不同文化背

景的民族，通过一定的关系建立的纽带，与其说是文化，还不如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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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和社会进程，是时空维度的变迁。这种关系之深厚，对中国人

来说，从19世纪末起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

文学在逐步汇入世界文学大潮的过程中，俄苏文学的影响是众所周

知的。

                                                2014年7月26日于呼和浩特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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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解读比较文学

第一章   比较文学的形成、含义
及研究价值

第一节    比较文学形成的背景及原因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

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Comparative 

literature（sometimes abbreviated：‘Comp.lit.’or referred to as Globalor 

World Literature）is an academic field dealing with the literature of 

two or more different linguistic,cultural or nation groups.While most 

frequently practiced with works of different  languages,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y also be performed on works of the same languageif the 

works originate from different nations or cultures among which that 

language is spoken.Also included in the range of inquiry are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art；for example,a relationship of film to literature.

Additionally,the characteristically intercultural and transnational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cerns itself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broadly defined,and other spheres of human activity,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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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politics,philosophy,and science.”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

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接受研究、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

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西方文学研

究中，比较文学研究一直是颇有争议的一个热门领域。近两个世纪

以来，比较文学的意识形态动机及它所完成的方式经历了几次变

革，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也随即兴起，都尝试找到一些关于当今

时代受到多元文化渗透的比较文学的有意义的答案。“重新定义”

或“重塑专业”实际上对比较文学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本篇将全

面且具体地阐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演变过程，并将

文学理论和形式地位做出明确的对比。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诠释这

个词的意义，以及从教育的角度出发，让读者对该主题有系统、科

学的认识。

比较文学是一门比较深奥的学科，在本质上是一个很难界定的

学术界专用语。它的萌芽期始于19世纪上半期，七八十年代才正式

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较文学的范围还仅仅局限于欧洲。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该范围从根本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引起了

全世界人民广泛的重视，并借此机会得到迅速发展。正如美国学者

布洛克所言：“很可能战后没有别的与人文科学有关的学科曾得到

同样的发展。”任何一门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都由必然因素促成。

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是人类经过不断地实践才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客

观世界的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人

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意识形态也随之发展变化。推陈出新，革故鼎

新的认识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人们开始接受新东西，抛弃

旧东西。比较文学得以产生和快速发展就得益于人们对文学的创作

与评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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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类相互之间都有共同的意识、境遇、感觉和追求,我们认

为一切文学的创作和经验都是统一的。就像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

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具有相同的道理，在其

产生的作用上也有许多共同点。艾布拉姆斯经过分析《镜与灯》得

出结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几个要素，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

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

是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

是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

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

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

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世界’这个通用词

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地球。第四个

要素是读者，即听众、观众、欣赏者。”任何文学作品的功用之处都

不能超出以上四种模式。即便是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也遵循其中

同样的道理。既然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都是统一的，因而也就可以

不受语言、伦理、政治因素的影响，进行世界性的文学比较研究。

第二节    比较文学的含义

一、关于“比较文学”定义的纷争

什么是比较文学？自从它诞生以来，学者们做过多次定义，但

至今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之所以会呈现出如此的态势有以下

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们要知道定义一门学科是为了反映它在社会进步中的

发展情况，而比较文学并不完整，它还只是一门处在发展阶段的学

科，我们的研究者正在不断地完善它的理论体系、扩展它的研究对

象和范畴。就因为如此，当人们为它下了一个定义之后，该定义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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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往往会与之前的定义产生分歧，超出定义所规定的范围，甚至

否定之前所下的定义。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比较文学还没有到达成

熟阶段，还不能明确地给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下定义。

第二，比较文学具有非常广泛的研究范围，它的研究范围包括

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思潮的研究、作家的研究、作品的研究、文学

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等等，而就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他们的思想观

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各不相同。他们的出发点不同，对比较文

学的看法也就不同。从20世纪开始至今，文学研究者们就这一问题

各执己见并激发了热烈的争论。有些学者强调比较研究无事实联系

的文学现象；有些学者则强调以事实联系作为研究对象，侧重研究

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有些学者主张扩大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

较研究范围等。

第三，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同，造成了他们对这门

学科具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文学中“文学”一词具有较为广泛的

意义，它既指一般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

论。因此，在“比较文学”中，“文学”一词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文学研

究的意思。但是，在我们中国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专有名

词。而“比较”，由于它在不同的语种中有不同的语法形态，所以就

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所以在我们汉语中“比较文学”就不是文学研

究这么简单的含义了。因此在不同国别不同语言文化的大背景下，我

们很难对比较文学作出明确且统一的定义。正如法国学者基亚所

说：“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

法。”由此看来“比较文学”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不恰当的。但是，虽

然名称不恰当，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变化，已早已成为了一种人们

相对认可的说法。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继续使用该名词并对其

加以注解和完善。

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各种教科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法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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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维尔曼（1790—1870年）于1827年在巴

黎大学开设了“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的

讲座，并于两年后将讲稿整理，以《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书名出

版。在讲课和著述中，维尔曼多次使用“比较文学”、“比较历史”等

词语，并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比较文学提供了范例。1838年，他在出版

其讲稿的第三卷序言中正式使用了“比较文学”这个专门术语，后人

因此尊他为“比较文学之父”。美国学者对法国学者的定义提出批

评，亨利·雷马克在他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一文中指出：超

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历史、社会、自然、艺术、哲学、

宗教等等。简单地说，比较文学就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

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

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

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

各个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

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

学研究，包括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相

互依存。举例来说，杨乃乔的《比较文学概论》，陈悖、孙景尧、谢

天振三人主编的《比较文学》，以及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论》等

有关研究学者，都立足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给比较文学下了定义：

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阈而展开的

用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

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

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

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

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不仅中国学者各执己见，外国学者也争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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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19世纪7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

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

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

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

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到了

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

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

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

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

二、对“比较文学”含义的理解

“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法国学派，比较文学术语的

最早使用是在1816年，法国人诺埃尔与人合作出版了《比较文学教

程》，比较文学直到19世纪末才由学术用语升格为学科专名，从而

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发展奠定了自己坚实的学科基础。然而，比较文

学的成长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诞生以来，它就一直备受各界

指责。著名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概括地说：“比较方法相对于所有

研究领域来说是普遍的。”因而认为比较文学只不过是研究文学的

一种方法，对研究领域界限的划定毫无帮助。与此同时，法国比较

文学的研究者们也对其进行了反思，得出结论：放弃比较，比较文

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称有误的学科所运用的方法。

建构学科理论的新基石是关系，即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历史渊

源及发展事实。在这个新的学科基石基础上，他们满腔热血声明了

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间的相互联系，联系是客观存

在的，不注重联系的比较是对客观事实的忽视，是不可取的。比较

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各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比较文学的领域止于



上  篇   解读比较文学

·7·

不存在联系的地方。在此之后，苦心建构文学性基石的美国学派也

惨遭失败，他们再一次踏上了寻找比较文学新的学科基石的征途，

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将文化当成了建构学科的新

基石，他们认为，文学只是文化系统的子系统，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

和文化身份这些关键问题，比较文学就会迷失方向。这促进了比较

文学的文化转型，以至于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在第14届国

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给人留下最深的总体印象。所谓“文学研究

被文化研究所淹没”意思就是，比较文学进入一个比较宽泛的文学

领域中，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使得比较文学一时之间无暇应

对，所以逐渐地在纷杂的国际文化大背景中迷失了自己方向，找不到

前进的动力。而另一些学者则与大流背道而驰，他们将差异性视为

比较文学的新基石。这些学者用以支持自己观点正确性的理由有下

列几点：首先，文学之间本身就没有共性而是个性的体现，不存在

某些内在固有的文学性。所谓文学性，只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家们对

文学整体性能的虚构而不是存在的事实。其次，理论家所虚构的文

学同一性其实是指“本质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而真正

可能将我们学科逼上绝路的，恰好是被大多数比较学者所忽略的这

种本质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表现形式。最后，这种“本质

中心”或者“逻各斯中心”已成成西方后现代攻击的对象。当今世界

经济政治一体化已成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着后现代主义产生

的影响，后现代状况遍及全球，尤其是，以营造“总体性”为目标的

传统比较文学解构主义消解中心思潮日益暴露出自身的空洞性的弱

点，以及该学说的合法性受到各方严重的质疑。因此，这个问题应该

得到相对重视。要想从根本上挽救比较文学，我们就应该转变思维

方式，分清主流与支流，将研究重心放在发掘文学的差异性上，而

不是一味地探求文学的统一性。

首先，认识比较文学的第一步即了解“比较”的含义，“比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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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就是文学研究中最普通与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比较既不是

比较文学才特有，也不是比较文学所专用的。因此，我们并不能把所

有的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的东西，都称之为比较文学。那

么我们如何判断一件文学作品是否属于比较文学呢？不光要看其是

否运用比较的方法，更重要的还是应当看其研究的文学现象，看其

研究范围是否跨越了国界、族界或学科界限。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

判断出该文学作品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比较文学中最重要的

成分是比较原因和比较对象，比较文学的重要原则是和而不同，就

是在不同中找相同，在相同中找不同，既要做到和谐统一又要做到

和而不同。比较文学的核心精神是不断追求新的和谐的精神，不断

创新，不断发展。也因比较文学超越了国界、族界与学科界限，所以

它在研究的全过程中也就更为自觉，并具世界文学视野。

其次，在理论和方法上，比较文学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

并包的特色。它具有冲破一切传统，敢于追求创新的精神，在世界

多元文化语境中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比较文学不

仅涉及中外问题，还涉及文史哲兼通的问题。在我们对作品阅读和

分析时，我们要具有宏观的视野并从国际角度出发，不断尝试从不

同的角度理解作品，而不是一味地阅读。只有认真思考才能有新的

发现、新的启发，只有通过对别人经验的总结与借鉴我们才能够得

到更好的发展。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又参照罗马

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

拜占庭帝国，一传十十传百，世界文学正是在这样漫长交流和借鉴

的过程中，才一步步建立和发展起来。比较文学研究发现存在差异

性的文化之间固有的联系，以寻找规律性的现象。我们应该用世界

眼光来看待比较文学，真正的比较文学的世界眼光应该建立在对两

部作品的不同具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也绝不等于简单地将不同国

别的两部作品机械性地叠加起来。实际上比较文学具有互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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