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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文学$的范式特征及局限

郝!岚

摘!要! 始自 "# 世纪 b# 年代的#新世界文学$理论显现出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根本改变' 它不再是稳定的%
本质主义的!而是关系的%网络的!是过程性的#发生$&其认识论的#单元观念$不再是民族和语言!不是二元的!而是多
元的%更加关注作为现象学的翻译研究&由于人文学科研究中#语文学的破产$!以及世界文学文本的日趋庞杂!研究者提
倡合作%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数字人文的兴起在方法论上解决文本过剩的问题" 虽然#新世界
文学$理论面临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但却形成了新的比较文学研究共同体!凸显本学科的人文价值"
关键词! 新世界文学&!范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局限
作者简介! 郝岚!博士!天津师范大学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文学%比较文学与翻译
研究%世界文学理论" 通讯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b3 号文学院!3##3($" 邮箱' )*60*+$31kk4567"

!"#$%&;)-H*>*B.R7T_-*=J>-F*+B C.7.=*=.6+F6MQ]-,W6>0B C.=->*=J>-S
'()#*+,#&;)-A-R.++.+R6M=)-&bb#FF*,*MJ+B*7-+=*05)*+R-.+ 6+=606R@T-?.F=-7606R@*+B 7-=)6B606R@.+ =)-=)-6>@6M+-,
,6>0B 0.=->*=J>-4<=.F+606+R->F=*A0-*+B -FF-+=.*0.F=TAJ==J>+F.+=6*>-0*=.6+F).?T*+-=,6>/ *+B *?>65-FF6M655J>>-+5-4<=F
-?.F=-7606R@.F+606+R->BJ*0.F=.5TAJ=?0J>*0.F=.5T=>*+F5-+B.+R=)-A6J+B*>.-F6M+*=.6+*0.=@*+B 0*+RJ*R-=6-7?)*F.O-=)-
=>*+F0*=-B =-E=*F*?)-+67-+606R.5*06+=606R@4XJ-=6Q=)-A*+/>J?=5@6M?).0606R@S.+ =)-F=JB@6M)J7*+.=.-F*+B =)-.+5>-*F-B
567?0.5*=.6+ 6M,6>0B 0.=->*=J>-T>-F-*>5)->F*BP65*=-566?->*=.6+ *+B =)-JF-6M.+=->B.F5.?0.+*>@7-=)6BF4X.R.=*0)J7*+.=.-FT.+
?*>=.5J0*>T-7->R-.+ =)-*R-6MA.RB*=*.+ 6>B->=6F60P-=)-7-=)6B606R.5*0?>6A0-7F.+ =)-.>F=JB@4[0=)6JR) =)-=)-6>@6M+-,
,6>0B 0.=->*=J>->.F/F>-0*=.P.F7T.=)*F?>676=-B *+-,>-F-*>5) 5677J+.=@,.=).+ 567?*>*=.P-0.=->*=J>-=)*=).R)0.R)=F=)-
)J7*+.F=.5P*0J-6M=)-B.F5.?0.+-4
-%. /0*1)&Q+-,,6>0B 0.=->*=J>-SV!?*>*B.R7V!6+=606R@V!-?.F=-7606R@V!7-=)6B606R@V!0.7.=*=.6+
'2#30*&4+0 V+5;H)4XT.F*?>6M-FF6>*==)-<+F=.=J=-M6>G>6FFpGJ0=J>-r W6>0B C.=->*=J>-N=JB.-FT;.*+Y.+ ]6>7*0
Z+.P->F.=@4I->>-F-*>5) .+=->-F=F.+50JB-?).0606R@T567?*>*=.P-0.=->*=J>-*+B =>*+F0*=.6+ F=JB.-FT*+B =)-=)-6>@6M,6>0B
0.=->*=J>-4[BB>-FF\3b3 W-F=d.+F)J.U6*BT9.k.+RX.F=>.5=T;.*+Y.+ 3##3($TG).+*4̂ 7*.0\)*60*+$31kk4567

!!从 "# 世纪 b# 年代中期开始"关于$世界文学%的讨
论热度重燃# 它看似是一个旧概念"却蕴含了一种新范
式"不仅折射了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危机应对"也反
映了人文学科重要的观念变化# 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华裔比较文学学者谢平'H)-+RG)-*)"也译谢永平(在
其专著)何为一个世界6 111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
学*第一章标题所言"这已经是一种$新世界文学% ';)-
]-,W6>0B C.=->*=J>-("因为$在过去 "# 年里"全球化的加
剧导致文学研究重新创造了比较文学学科与世界文学子

领域的争论"它是以伦理上对文化差异和当代地缘政治
复杂性的敏感为形式的%'G)-*) &(%(# 尽管谢平从后殖
民角度展开论题仍有可商讨之处"但是他对全球化时代
$新世界文学%的判断是准确的#

新世界文学出现的时间点"发生了一系列学术事件#
杰拉尔!卡迪尔'XY-0*0:*B.>(在 &bb&1&bb$ 年担纲编辑
)今日世界文学* '="-#: /'&$-0&,-$@":0.("!

他通过发表

不同国别与族裔的当代小说"将后殖民主义视角有效纳
入了世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开端"艾米丽!阿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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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文学%的范式特征及局限

' 7̂.0@[?=->(认为这使得新的世界文学讨论已经可以称
之为$文学批评和学术人文的学科聚焦点'*B.F5.?0.+*>@
>*00@.+R?6.+=(%' 7̂.0@&(# 接踵而至的是"&bbb 年法国
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H*F5*0-G*F*+6P*(著作)文学
的世界共和国*'/0 1k?,K#'+,$7"(:'0#$:$#05/$&&-$5(的法
文版出版"但真正引起世界性讨论还是在 "##% 年它的英
译本纳入萨义德主编的丛书时"书中对$世界文学空间%
$文学的格林尼治%$边缘与中心%等概念的社会学讨论方
法至今仍然是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讨论热点0"##3 年大卫
!丹穆若什'X*P.B X*7>6F5)( )什么是世界文学6* '=60&
'5="-#: /'&$-0&,-$6(甫一面世"其$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
就被广泛征引0"##% 年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
'G)>.F=6?)->H>-+B->R*F=(编辑的文集 )争辩世界文学*
'O$K0&'(; ="-#: /'&$-0&,-$(中对卡萨诺瓦的书以及 "###
年意大利裔美国学者弗朗哥!莫莱蒂'_>*+56D6>-==.(的
论文)世界文学猜想*进行了批评与讨论0"##( 年丹麦学
者梅兹!汤姆森'D*BFU6F-+B*)0;)67F-+()图绘世界文
学111国际 经 典 与 翻 译 的 文 学 * ' 80??'(; ="-#:
/'&$-0&,-$- (̀&$-(0&'"(0#!0("('L0&'"( 0(: @-0(5(0&'"(0#
/'&$-0&,-$5(以英文出版0"##( 年 &" 月在伊斯坦布尔哈佛
大学的大卫!丹穆若什教授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土耳其作
家奥尔罕!帕慕克'_->.=l>)*+ H*7J/(展开对话"由此为
名为$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文学%会议拉开序幕0"#&& 年
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F=.=J=-6MW6>0B C.=->*=J>-"

简称<WC(在北京大学与之联合举办的首次会议上成立"
该所每年暑期举办为期四周的培训项目"深化了$新世界
文学%在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中的影响力33此外"紧随着
国际知名学术出版社推出理论著作"著名出版社纷纷出
版新的大学用书$世界文学选集%- )贝德福德世界文学
作品选* '@6$̂ $:)"-: <(&6"#";.")="-#: /'&$-0&,-$" "##3

年(&)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 '@6$/"(;70( <(&6"#";.")
="-#: /'&$-0&,-$" "##% 年初版""##( 年再版(以及)诺顿世
界文学作品* '@6$W"-&"( <(&6"#";.")="-#: /'&$-0&,-$"
"##" 年初版""#&( 年第四版(33他们不再冠之以$世界
杰作%'W6>0B D*F=->?.-5-F(# 由此"$新世界文学%从理
论&教学到实践"在学术共同体&大学机构和出版行业合
力下"异军突起# $新世界文学%的兴起"无论对比较文学
还是当代人文学科"都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因为借由
它"可见 "# 世纪末以来"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范式
转换#

众所周知"$范式% '?*>*B.R7(一词被赋予今日的学
术语义"来自托马斯!库恩';)67*FN*7J-0:J)+(的)科
学革命的结构*# 尽管那是一本科学哲学著作"但他的方
法是历史主义的# &b2( 年库恩在一次演讲中特别强调
过-$站在这里的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2334需要注意
的是"我一直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 ':J)+T$;)-
U-0*=.6+% 3(因此"$范式%的转换对于描述人文学科关键

时期的变化也具有重要的启发# 库恩的历史主义"应该
与后来$新世界文学%学者对奥尔巴赫' >̂.5) [J->A*5)(
)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一文中的历史意识和人文价值的重
视联系起来0我们也应该理解"弗朗哥!莫莱蒂在他著名
的图表式的宏观世界文学猜想中"引入进化论是别具深
意的"因为进化论的确打破了一个神创的&凝固的&目的
论的自然世界"某种意义上"进化论就是生物学界的历史
主义# 库恩一直没有明确说明$范式%的具体定义"但在
他的体系中"范式无疑就是一整套规则的制定"意味着一
套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种新的观测研究对象的尺度
和方向#

一" 超越本体论! 生成中的#新世界文学$

新世界文学的本体论改变在于- 作为稳定的&本质主
义的&一套由特定文本构成的$世界文学%瓦解了0新世界
文学更多地指的是关系&是网络"是过程性的$发生%0它
表现在对旧的经典文本的拒绝阅读或反叛"也表现在研
究成果命名的动名词化或进行时态"要点在于彰显$新世
界文学%的未完成&生成中的状态#

库恩认为"$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
了%"有了新范式指引"研究者就会$采用新工具"注意新
领域%"甚至$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

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库恩 &#&(# 这句话"对理
解$新世界文学%尤其有启发"因为$世界文学%看似一个
旧工具"但是认识仍然有新发现"因为世界观改变了#

$世界文学%是起源于 &( 世纪的概念"用于概括越来
越丰富的&广袤的&不同民族的精神产品# 歌德的前期先
行者&后期追随者"用$世界文学%进行$想象%或者$命
名%这个集合体"其中也蕴含了对它们彼此间的异同与联
系的理解# 新一代的学者"又用各自新的角度和多元的
方式"让这个术语重新焕发了活力"但是它与先前的概念
完全不同了"因为$新世界文学%发生了$范式%转换#

弗朗哥!莫莱蒂在他 "##2 年的文章)进化论"世界
体系"世界文学*中认为-$+世界文学,术语已有近二百年
的历史"但我们依然不知道何为世界文学2334或许"这
一个术语下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世界文学- 一种产生于 &(

世纪之前"另一种比它晚些#%透过新的世界文学的范式"
莫莱蒂发现了其中的秘密-$第一种世界文学是单独的马
赛克'F-?*>*=-76F*.5("由不同的+当地,文化编织而成"
有鲜明的内在多样性"常常产生新形式0'有些(进化理论
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2334第二种世界文学'我
更愿意称之为世界文学的体系(由国际文学市场合为一
体0有一种日益扩张&数量惊人的同一性0它变化的主要
机制是趋同0'有些(世界体系模式能解释这个问题#%
'D6>-==.&"#(莫莱蒂用$旧工具%透过新的世界观"发现
了过去的新问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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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旧世界文学范式与时间早晚的
关系不大# &b'" 年"德裔语文学家奥尔巴赫为纪念弗里
茨!施特里希七十寿辰发表了著名的)世界文学的语文
学*# 文中"奥尔巴赫提醒人们"$世界文学的领域2334
是人类成员之间丰富交流的结果%"如果消除了各民族的
多样性成为$标准化的世界%"$只有少数几种甚至唯一一
种文学语言"那么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实现的同时又被破
坏了%'奥尔巴赫 (#1(&(# 尽管艾米丽!阿普特批评美
国比较文学不应该起源于奥尔巴赫"而应该起源于同时
期流亡伊斯坦布尔"主动学习了东方语言的斯皮泽'阿普
特")伊斯坦布尔&&b33"全球翻译* &3b1&'"("但她的批
评不足为训"因为在警惕文化霸权主义的$单一的文学文
化%&鼓励世界文学的多元化&历史主义视角和人文价值
上"奥尔巴赫对$世界文学%的想象"比斯皮泽用文体著作
讨论&个人语言学习所证明的东西"影响要深远得多# 因
此$新世界文学%的研究者"在各类讨论中反复征引他"在
相关文选中不断阐释他"重新发现了奥尔巴赫$世界文
学%理论继承的从维柯以来的人文主义价值#"

与此相对"$世界文学%若仍然只是被理解成 ]种固
定经典文本的集合"是大师之作代表的$各民族文学的总
和%"则仍然是旧范式的# 即使已是 &bb3 年"哈佛大学著
名学者&前比较文学系主任克劳迪奥!纪廉 'G0*JB.6
gJ.00-+(面对已经初露端倪的$世界文学%讨论"仍充满不
解"他惊叹$世界文学%是$过于宽泛的概念"让人无从说
起%'gJ.00-+ 3((# "##3 年"丹穆若什在他的)什么是世
界文学6*中对他的这位哈佛比较文学系前任主任委婉地
进行了批评"他说$纪廉的反对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很
难说一针见血%"就像世界上的$昆虫%这个词"你不需要
被所有昆虫咬个遍"也必须承认这个词的有效性'丹穆若
什 '(# 纪廉还没有意识到"在$新世界文学%范式中"世
界文学不再是所有民族传统经典数量庞大的集合体"不
是一套符合理念的优秀的作品集"因为作为一种本体论"

稳定的&本质主义的$世界文学%瓦解了#
在$新世界文学%这里"首先是对旧时代经典的反叛-

莫莱蒂大胆地说"首先是不读原有的某些作品"拒绝狭窄
的&细读的经典"因为仅仅严肃对待有限的极少文本"是
$神学训练%"我们应该学习怎样不读它们'莫莱蒂")世界
文学猜想* &"2(0在帕斯卡尔!卡萨诺瓦那里"这是一个
$文学的世界共和国%"它的模式$与被称作世界化'或
+全球化,(的平静模式是相反的%"它$通过否认&宣言&

强力&特定革命&侵吞&文学运动等方式"最终形成世界文
学%'卡萨诺瓦 21$(0柯马丁'D*>=.+R:->+(以中国的
)诗经*为例"指出"$如果我们仅关注杰作"就会再次制造
出自歌德起"世界文学一直在抗争的正典性'5*+6+.5.=@(

和霸权问题%'柯马丁 3#(# 于是$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对
象"而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用新的批评方法加以解决的
问题%'莫莱蒂")世界文学猜想* &"'(0关于它的定义也

有三重"而它最重要的是 $一种阅读模式% '丹穆若什
3#b(#

$新世界文学%是关系&是网络&是过程性的$发生%#
丹穆若什认为"$与其说这世界是一套套的作品"不如说
是一个网络% '丹穆若什 %(# 德国学者弗莱泽'D*==).*F
_>-.F-(认为"$可以用关系取代本质主义视角来观察作为
现象的世界文学# 我认为"世界文学必须作为一种网状
关系"而非一组客观对象%"$关注其过程性%"因为$世界
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弗莱泽 &$%(#

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名称"要么是将名词动词化"要
么是动词进行时的"其目的无非都是要表示生成中的状
态- "#"# 年"丹穆若什在其新书)比较诸种文学- 全球化
时代的文学研究 * '!"7?0-'(; &6$/'&$-0&,-$5- /'&$-0-.
9&,:'$5'( 0 J#"K0#<;$(中"刻意将不可数的$0.=->*=J>-%硬
加了复数"足见他要表达多样的文学&比较进行中的状
态# 该书开篇导语就祭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主席哈
利!列文与他妻子 &b2( 年的一段故事"丹穆若什想借此
书回答列文夫人的问题111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6 $至
于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怎样去经营比较主义者今天的贸
易6 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解决现在许多不同的文学在文
学研 究 中 发 挥 的 作 用" 我 们 真 正 说 的 + 比 较 ,
'+567?*>.+R,(到底是什么意思6%'X*7>6F5) &(

西奥!德汉';)-6XLI*-+("#&2 年也有一篇文章名
为)世界化世界文学*'="-#:'(; ="-#: /'&$-0&,-$("他的意
思是说因为过去的世界文学都是以欧洲为焦点的"$世界
文学%必须是$同 +世界,其他文学相关联的对象% 'XL
I*-+ &%(# 而丹麦学者汤姆森同样也使用了一个动名词
命名自己的著作- )图绘世界文学* '80??'(; ="-#:
/'&$-0&,-$- (̀&$-(0&'"(0#!0("('L0&'"( 0(: @-0(5(0&'"(0#
/'&$-0&,-$5("从副标题可以看到"他要为$国际经典化和跨
国文学%绘制图谱#

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哲学与概念史教授阿瑟!诺
夫乔伊'[>=)J>l+5/-+ C6P-Y6@(在 &b"b 年出版的)存在巨
链- 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一书中认为"观念影响人
们的$想象力和情感以及行为%"$因为对文学史的兴趣大
多是作为观念运动的一种记录%"有时候它不明显"甚至
文学史家也不能注意到"但它$改变了形态%"是$淡化的
哲学观念%"是$被伟大的哲学观念撒播的种子中成长起
来的%"$当我们希望发现一代人的内心思想时"我们必须
考察文学"特别是在它的较为具体的形式中进行这种考
察,%'诺夫乔伊 &$(# 诺夫乔伊让我们理解"何以$新世
界文学%理论的形式改变不仅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大事
件"也是当代重要的哲学观念的表征"是全球化时代人文
学界思想的变化#

二" 多元认识论!#语文学的破产$
与翻译研究

!!世界文学的认识论"在于它怎样区分和建构它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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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象# 新世界文学的认识论变化主要体现在多元化-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加剧"一方面无法再将语言和民族
文学作为认识世界文学的$单元观念%或者最小单位0另
一方面"世界文学被认为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因此"
早期比较文学学者的多样语言能力在新世界文学这里"

看上去减弱不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语文学的破
产%#

是个危险信号# 对原初文字的文本不再有本质主义
的追求"因此$新世界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翻
译文学"而翻译研究也不再更多地关注源语文本与目标
语文本之间的差异"而是将翻译作为现象学问题来认识
和理解#

从旧世界文学认识论到新世界文学认识论的变化"
就是从二元到多元# 作为比较文学的相关领域"新世界
文学的认识论多元性"已经在美国比较文学协会的两份
报告主题中有所体现- 伯恩海默 &bb' 年出版的)多元文
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及苏源熙'I*J+ N*JFF@(后来主持的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 '"##2 年出版(# 经过二十年
的推动"世界文学的中心对象努力突破原有的西方中心
主义"既包括异质文化的非欧洲传统文学"也包括那些过
去不受重视的文类或边缘群体的文学# 有人批评目前英
语世界中$世界文学%构想方式以欧洲小说为核心考察对
象的狭隘"完全受限于类似海洋帝国模式- 假设两个个体
距离遥远&互相陌生&边界清晰&取代完全# 除此之外"世
界文学应该还有$陆地帝国模式%-$扩张得较慢"对边界
的感觉也更模糊#%因此对新世界文学的多元思考在于-
$如果我们赋予诗歌的传播"以及在此之下涵盖的具体诗
歌&诗歌形式或体裁以特权"那么世界文学会是什么样
子6 如果我们实验性地把世界文学的领域限制在内陆民
族"又会发生什么6%'苏源熙")陆地还是海洋* &&'(

中国学者方维规曾批评莫莱蒂的世界文学观念"$在
认识论层面基本上显示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莫莱蒂
$所理解的并不是歌德的世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
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方维规 3(# 对他的后半
句判断笔者表示赞同"但却对他所言的$二元%论持保留
意见# 莫莱蒂只是用抽象方式简化了他的论述"他的$新
世界文学%认识论是多元的"$间性%&网状&动态的# 因为
莫莱蒂在)猜想*一文中恰恰批评了詹姆逊对柄谷行人的
$二元的%批判"他使用了$三角关系%"而且强调$单一而
不平等的文学体系在此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在网络"它不
在文本之外- 而是深深嵌入文本形式之中%'莫莱蒂")世
界文学猜想* &33(# 莫莱蒂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新世
界文学%理论家"他的观念是极佳样本"特别是他的方法
论更新"更为人文学科带来了新气象"我们将在下一小节
讨论他#

诺夫乔伊提示我们"$在处理各种哲学学说的历史
时33把它们分解成它们的组成成分"即分解成可称为
单元111观念'J+.=-p.B-*F(的东西% '诺夫乔伊 &("这样

有利于看清它们的组成# $语言% $民族%"就是早期$世
界文学 % 的 $单元观念 %# 汤普森 ' D*BFU6F-+B*)0
;)67F-+(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 年报告中谈到比较
文学的新世界文学转向-$向世界文学的转变是有意义
的"它强调了多种语言阅读的意愿"并呼吁以一种较少依
赖民族框架的方式思考比较的新方法2334没有一个公
认的世界文学"但有许多方法可以使这些差异发挥作用
2334这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 ';)67F-+" $W6>0B
_*76JF" C65*00@% &&b(

美国当代著名梵语和南亚语文学家谢尔登!波洛克
'N)-0B6+ H60065/(在重新阐发古老语文学的价值和精神方
面"功劳卓著# 他曾在 "#&# 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GC[(新奥尔良会议上作为特邀嘉宾发言"题为)世界
主义的比较* '!"57"?"#'&0( !"7?0-'5"((- 他批评比较文
学专家的多语种能力和语文学素养在减弱"他用数据说
明"美国绝大多数文学研究都是 &(## 年至 &b2# 年的英
语&法语和德国文学研究"研究和学习边缘的&古老的&东
方语言的人越来越少"$比较文学会失去文学"某种意义
上正在失去"因为我们失去了语言的途径#%苏源熙在
"#&$ 年出版的美国比较文学十年报告中撰文)比较文学-
下一个十年*"其中谈到波洛克以上对比较文学的$责骂%
'F560B.+R("指出-$以翻译为主的世界文学"通过放宽语
言要 求 和 相 应 的 文 化 信 息" 来 适 应 新 的 秩 序 %
'N*JFF@"2(# 新世界文学在语文学上的崩塌&多语种能
力的丧失"正在于在新范式下的认识论的多元"不再执着
和迷恋原语言的文本魅力"这当然是值得警醒的#

诺夫乔伊认为比较文学与观念史一样"表达了$由于
各种民族和语言造成的对文学以及别的历史研究的传统

划分所产生的各种结论的抗议%0在文学史研究上"依据
语言分科是$认识到专门化之必要性的最好方式"而这却
远非是自明的# 现存的划分的图式部分地说是种历史的
偶然事件"是大多数外国文学教授基本上作为语言学大
师这种时代的一种遗风# 一旦文学的历史研究被设想为
一种彻头彻尾的关于因果过程的研究111甚至是某种关
于故事迁移的相当琐碎的研究时"它就必定会不再顾及
这种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了"因为没有什么比不顾那些界
限而去研究大部分过程更为确定的了% '诺夫乔伊 &((#
诺夫乔伊所言"指的正是现代大学制度中"院系设置多数
依据语种设立了民族语言文学系"这也是早期比较文学
和世界文学需要多语种能力&要跨越国别文学的语文学
制度化的基础#

语文学'H).0606R@(来源于希腊语"意思为$爱语言%"

它专注于用原语言对文本进行阅读&分析与批评# 在世
界文学研究的旧范式里"以语言为核心的语文学对人文
学科"如同牛顿的数学对自然科学"是基本的方法论# 过
去的$世界文学%"无论其定义如何"都需要阐释它与$民
族文学%'+*=.6+*00.=->*=J>-(的关系# 世界文学的基本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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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单位"是由语言区分的民族文学"因为从赫尔德开始"
$民族语言%构成相互平等的&各自有价值的$民族文学%#
它的核心是 &( 世纪兴起的西方现代$语文学%传统# 在
&b 世纪语文学研究中"早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注重民
族的正统&语言的纯粹&文化的原始和$纯真%状态"因此
构拟了$原始印欧语系%$雅利安童年%# 在此之后"比较
语文学被纳粹分子&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利用"这一
构拟被萨义德在)东方主义*&被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
中进行了抽丝剥茧的批判"语文学开始变得臭名昭著#

但新世纪西方人文学界有一个$回归语文学%的热潮'沈
卫荣 3b1%"("令文学研究界在理论热之后"重新思考回
归原语言和文本的价值#

早期的世界文学"基本的$单元%是$民族语言% $民
族文学%"比较文学学者的看家本领"本来就是多语种的
语文学的功力"对世界文学早期研究者基本的学术要求
便是具有多种语言能力"他们多是基于欧洲语言特别是
罗曼语专长的语文学者"直到 "# 世纪中叶仍然占据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界的主流- 如同奥尔巴赫&库尔提乌
斯&斯皮泽"他们注重语言&修辞和文体的研究# 用今天
的眼光批判性考察"起源于 &( 世纪的$世界文学%无论如
何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一系列研究# 斯皮瓦克'g*@*=>.
G4N?.P*/(犀利地指出"连歌德采用的也是$帝国主义式
的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她说这和雷蒙!威廉斯'U*@76+B
I-+>@W.00.*7F( 所 称 的 $布 鲁 姆 斯 伯 利 小 团 体 %
'd067FAJ>@_>*5=.6+(没区别'X*7>6F5) *+B N?.P*/ %$"(#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与深入"$语言%$民族%都不再具
有普遍性和有效性"因此表现出跨界&混杂的特性0过去
拘泥于使用一种纯粹语言作文学分类的方法也不再有

效"于是出现了$克里奥尔化% '5>-60.O*=.6+(&英语语系
'[+R06?)6+-(& 法 语 语 系 ' _>*+56?)6+-(& 华 语 系
'N.+6?)6+-(等文学跨越性的重新界定与分类# 新的世界
文学观念打破了旧的$单元观念%111民族和语言"因此
斯皮瓦克认为新世界文学的思路在$拆解旧的比较文学
的局限以及国别文学的自大%方面非常有效'X*7>6F5)
*+B N?.P*/ %$$(#

由于对源语文本语言不再有$神学%的崇拜"$新世界
文学%尤其注意翻译问题- 劳伦斯!韦努蒂掷地有声地
说"$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界定2334所谓世
界文学与其说是原文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还不如说是
翻译过来的作品%"同样"$翻译深化了当前世界文学的概
念%'劳伦斯!韦努蒂 "#31"#%(# 由于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的旧范式是二元论的"在二元世界里"优秀学者必须
阅读源语文本"但是当认识论变得多元时"每一个译本的
价值无需完全依附在源语文本上"它是自足的"这也是为
什么新的翻译研究非常热爱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
务*中$译作是原作的来世%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bb3
年苏珊!巴斯奈特'NJF*+ d*FF+-==(为翻译研究这个$比

较文学的穷亲戚%翻案的时间"与$新世界文学%兴起的
"# 世纪 b# 年代是同步的"巴斯奈特振聋发聩地指出$应
当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把比较文学看作
一个有价值但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 '巴斯奈特 &'$1
&('("恰恰是因为她敏锐感知到了范式的变化"虽然她所
言的翻译研究并未$反客为主%"但是的确通过比较文学
的学科增长点111$新世界文学%111获得了更多关注"
从而进入了新世纪更广阔的天地#

过去我们认为"范式转换改变的只是研究者对观察
的诠释而已"而观察本身却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库恩却引
用了当时流行的格式塔视错觉现象解释说"无论是观察
行为本身&观察所得数据"以及对数据和现象的解释"其
实都变化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始自笛卡儿"并与牛顿力
学同时发展的哲学范式的一个基本部分2334今天在哲
学&心理学&语言学甚至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都显示出
这个传统范式不知怎么出了问题%'库恩 &&#(# 牛顿凭
借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建立了一套数学语
言解释这个世界"工具就是实验和数据"这完全改变了过
去使用思辨解释自然的方式# 由此"近代科学产生了"自
然哲学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哲学自此与科学分了家"$沦
落%为人文学科# 笛卡尔推崇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论"关注
主体的$自我%"崇尚理性和科学进步观"认同数学方法对
世界和自然的解释# 数学方法对于自然科学"就如同语
言对于文学"都是该学科认识知识对象的最基本单位#

牛顿和笛卡尔哲学有着很多差异"但是对理性和确定性
的坚信"都让我们关注到"他们思想的底色是一致的线性
因果论和决定论#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与深入"不仅$语言%无法分类和
涵盖所有文学"连$民族%都不再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因
此对$新世界文学%的认知出现了许多新的$单元观念%"

如性别&族裔&流散33在特征上"受后殖民理论的影响"
新世界文学开始关注多元化&跨界性&混杂性&不可译性
等问题# 当语言代表的$民族文学%消散"将$翻译%视为
现象学本体的$新世界文学%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这些
变化不过是与$新世界文学%本体论的非本质主义相匹配
的"这和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中的非确定性和非决定论
一脉相承#

三" 跨学科方法论!#远读$与数字人文

如果$回到世界文学这个古老的抱负%"关键在于$不
是我们应该做什么111而是怎么做%'莫莱蒂")世界文学
猜想* &"%(# 这提出的就是新世界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库恩坦言- $给定范式之后"探究这一范式的事业的中心
就是数据的诠释#%'库恩 &&&(新世界文学方法论的变化
首先是在承认每个个体语言能力有限基础上的合作模

式0其次是借助周边科学的研究方法"采用$大尺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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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世界文学的图谱# 新世界文学除去使用传统的社会科
学方法以外"也广泛使用来自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历史
比较 语 言 学& 计 算 社 会 科 学 ' G67?J=*=.6+*0N65.*0
N5.-+5-(%

等的方法# 其中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对于$新世
界文学%不仅是认识论"更是方法论"在文本和各类数据
上"世界文学可以被认知的部分都大幅度增加了# 我们
可见方法上的变化"就在于线性的&二维的&结构化的细
读"到交叉的&多维的&非结构化$远读%#

本体论&认识论上的变化"加之信息技术的变化"使
得新世界文学研究者纷纷开始承认文本的过剩"或者思
考如何利用新技术处理世界文学的信息过载# 丹穆若什
在他的)什么是世界文学6*结语部分"借用了英国 &$ 世
纪诗人安德鲁!马维尔'[+B>-,D*>P-00T&2"& &2$( 年(
)致羞怯的情人*中的开头诗句$如果有足够大的世界和
足够长的时间%来表达读者面对文本时的无奈0莫莱蒂切
实地说"不用说世界文学"即使仅仅是英国 &b 世纪经典小
说"也不会有人全读过"因此读得多不是办法"他提出的
是距离阅读"在这里"$距离是一种知识状态- 它让我们着
眼于比文本更小或更大的单位%"而$少即是多%"因为虽
然从整体上理解体系必须接受会损失一些东西"为理论
知识付一些代价"但是唯有如此"才能看清楚"了解它
')世界文学猜想* &"'1&"$(#

由于认识到世界文学的庞大&多元和复杂性"这一批
研究者都提倡合作"$没有集体合作"世界文学将始终是
个海市蜃楼% '莫莱蒂")世界文学猜想'续篇(* &3$(#
在对抗新世界文学的语文学破产方面"丹穆若什认为世
界文学研究者应该学习更多的语言"超越国别文学系里
那些研究者"在掌握更多语言的基础上"通过$加入高值
文学理论的文化资本%来超越那些国别文学研究者狭窄
的知识范畴0在方法论上"$对世界文学的追求2334需
要更多的学术合作以及教学合作2334我们必须严肃看
待在多种语言中"我们超越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有限能
力这一问题# 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更多的合作"在这一点
上"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正着力奉行这一原则的大多数
社会科学%&# 这意味着"新世界文学的方法论基础"来源
于合作和跨越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3 年度的报告中"苏源熙开
篇就使用$蜂房%的比喻提醒比较文学不要过于慷慨"导
致我们惠及其他学科"却忘记了$自私的基因%从而丢失
了自我0他同时也注意到信息时代的变化-$细节重于一
切的文本细读和似是而非的传统文学批评一定是过去信

息贫乏的交际的症状2334阅读当代以前的文学就是一
次进入完全不同认识论世界的旅行#% '苏源熙 %((弗朗
哥!莫莱蒂多次使用图表&拓扑学"达尔文进化论&历史
比较语言学的树状结构和波浪隐喻"描述现代小说在不
同地域的发展面貌#

)纽约时报*曾有书评评价弗朗哥!莫莱蒂的研究-

$阅读莫莱蒂"无法不注意到他在为'文学研究(争取科学

的地位# 他如同文学领域的林奈111分类处理一大堆新

的数据"又似乎是维萨里111揭示出文学史的基本框架"

然后现身为伽利略111说明并重整了整个书籍宇宙的秩

序"时而又是达尔文111探寻 +文学进化的法则,#%

'N5)J0OTQW)*=.FX.F=*+=U-*B.+RS(这里要说明的是"$新

世界文学%理论与生物进化说的模式相关"其原因"不仅

是方法论的"更在于他的方法论的世界观底色是历史主

义的"也是非目的论的# 莫莱蒂所说的$进化%观念来自

达尔文"这是有特殊意义的# 因为"虽然在达尔文之前的

拉马克&钱伯斯&斯宾塞和德国自然哲学家的理论都已经

逐渐发现和使用了$进化%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进化观

是有目的的111动植物的$理念%早已存在111也许是在

上帝心中111因此整个进化过程都是向这个$目的%和
$理念%前进演化的"大多数时候"它都是$善%的"$好%

的# 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承认任何上帝或自然设定

的&既成的目的"这种$非目的论的进化观%是随机的"没

有必定的$善的%目的"是最令人不安的部分# 因此"我们

会看到"莫莱蒂用$新世界文学%范式重新考察历史"他对

现代小说的世界进化的描述"也是现象学的"认为这是历

史偶然性的&随机的"是适者生存的"与这种文学和形式

是否$好%无关"这也就是美籍学者谢平所说的"出于伦理

上对多元化的敏感"我们应对过去西方霸权主义的世界

文学体系提出批判#

人类学家贾姆希德!特赫兰尼'h*7F).B ;-)>*+.(在

他的研究中用数字人文的网络分析"基于种系发生学重

建'H)@06R-+-=.5U-56+F=>J5=.6+(的方法研究了古老的小红

帽故事"分析了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 '( 个小红帽故

事# 结论是该故事主要是三个类型- 欧洲类型'含有一个

受害人和狼(&非洲类型和亚洲类型'多个受害人和狼(&

东亚类型'多个受害人和老虎(# 最终证明"该故事的源

头并非一个"而是多个# 那么还坚持唯一起源的老观点

是否还有意义6 ';-)>*+.[0-E*+B->TQ;)-H)@06R-+@6M

C.==0-U-B U.B.+RI66BSb &#4(这个例子证明"运用新方

法"新世界文学研究者基于多元认识论"证明了一个与旧

的世界观不同的故事起源#

在$新世界文学%的研究结构中"不再是二维的时间

和空间的结构化分析"而是多元交叉的非结构化分析#

这也顺应了大数据时代的非结构化特征111各类信息和

文学现象交叉&互渗"彼此补充#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的改

变"很大意义上让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变

革"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的储存&汇集&搜索"

借助新方法都成为可能# 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多形态数

据"对应文学"便是因分类标准&衡量尺度不同"对新世界

文学的认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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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范式转换%是由于旧的$范式%不再能解释一系列的
反常现象"而$科学共同体%要在$范式转换%中达成共识"

必须有$相同的模型%"使得$共有范式%成为$一个基本
单位%"通过学校教育"来培育新的$共同体%'库恩 &#(#

"##% 年"斯皮瓦克在她的)一门学科之死*中谈到
$全球化%的例子"非常清晰表明了何为新范式的认识论"

就是$在电子资本的方格中"我们实现了将那抽象的球用
经线和纬线彻底地覆盖"同时"还用一些虚拟的线条将其
拦腰斩断# 那里曾一度绘着的是赤道&北回归线以及诸
类如此的线条"如今"这些已经被地理信息系统的要求所
占据%"她建议用星球'H0*+-=*>@(来称呼这个集合体"$运
用一种未经验的环境主义论"联系到一种未经分割的+自
然空间,"而非一个分化了的政治空间%"星球是$他异性
'*0=->.=@(的类型"它属于另一种体系# 尽管我们居住在它
的上面"但那只是借住%'斯皮瓦克 b#(# 斯皮瓦克的$星
球%文学同样是出于对全球化时代"对变化中的&世界上
的文学研究一个集合性的概括"但最终未能获得知识共
同体的$共识%# 她不像丹穆若什"后者通过专著澄清$什
么是世界文学%"主编大学课本将过去的)世界杰作选*
'7*F=->?.-5-F(改为)世界文学选集*以对抗过去的西方中
心论"实践多元文化观0又通过制度化的$世界文学研究
所%'<WC("每年暑期用四周时间向全球的青年教师与研
究生推广这一概念33总之"透过文学社会学的分析"我
们发现$新世界文学%这一范式的转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
$学术共同体%的关注和讨论"这并非偶然"而是有章法可
循的#

需要澄清的是"范式转换"并非新的就比旧的好"它
不是$进步主义%的111新旧范式之间"不是优劣之别"而
是观察角度不同# 即使同样的词汇"含义也截然不同"并
非因为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真%"而是因为世界观的转
变# 库恩认为在范式转换和革命之中"新的思想和概念
无法与旧的思想和概念严格比较"形成$不可通约性%'库
恩")科学结构的革命* &3%(# 因此"即使都是面对同一
历史时期&同一批次的文化交流现象"世界文学的理解要
点也各有不同"这并非对错之分&好坏之别"因为不存在
一个能适用所有领域和现象的观察范式"每一种理论"包
括$新世界文学%"都如同一束光"只是照亮某一块区域#
但换个角度说"我们应该思考- 这难道没有$相对主义%

之虞6
没有理论是完美的"对新世界文学的批评并不鲜见#

比克罗夫特'[0-E*+B->d--5>6M=(的论文)没有连字符的世
界文学- 文学体系的类型学*"旨在回应莫莱蒂和卡萨诺
瓦的观点# 他认为莫莱蒂过于依赖自己所擅长的小说研
究"而小说只是文学的一部分0卡萨诺瓦的)文学的世界

共和国*则存在历时和空间上的局限'd--5>6M=($(# 阿
普特干脆从$不可译性%发出挑战"书的名字就叫)反对世
界文学*'<;0'(5&="-#: /'&$-0&,-$("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导
论里批评新晋的世界文学的复兴"似乎$都假设了文学的
可译性"却没有考虑充分文学阐释的不可通约性亦即不
可译性%'[?=->3(# 其中$不可通约性%"阿普特使用的
是$.+5677-+FJ>*A.0.=@%"正是库恩在)结构*一书中提出的
重要概念# 因此范式转换不一定是通往单一真理"而是
追求恰当的世界观念"用于解释变动的领域# 库恩后来
在回应针对该书的质疑答辩文章中谈到"$不可通约性%
是$从数学中借用来的术语- 在数学中"它并没有这种含
义# 等边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它的边是不可通约的"但
是它们可以在所要求的任何精确度上进行比较# 缺少的
不是可比较性"而是一个可对它们进行直接和精确度量
的长度单位# 在把+不可通约性,这个术语用于理论时"

我的意思只是坚持说"能将两个理论完全表达出来"并因
而可用来在它们之间作出逐点比较的共同语言是没有

的%':J)+TQ;)-6>@p5)*+R-S&b&(# 库恩还指出"不可通
约性的意思是$没有共同的量度%# 将这个术语用于理论
之间的关系"是说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没有一组中性的
标准可对理论的相对优劣作出一致的评价"但这并不是
说对科学理论无法进行比较# 把不可通约性混同于不可
比较性是种严重的误解#

就像人们对库恩的批评"新世界文学也存在这样的
问题# 如果所有的文学都摆上世界文学的$圆桌%"知识
阶层拒绝作出价值判断"坚决不告诉读者哪些更好&文体
上更完善&技巧上更成熟"这种$百科全书式的世界文
学%"也带着多元文化主义的$肤浅%和相对主义的弊端
'N?.P*/ &(3(# 宾州大学的德扎拉!卡迪尔 'XY-0*0
:*B.>(早在 "##3 年美国比较文学报告中"就写了题为)恐
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一文"其中就提醒十年以后的报
告将面对的越来越突出的$世界文学%讨论#-

他说-$从
全世界的文学想象世界文学'莫莱蒂&丹穆若什等(&全球
文学'第莫克&史书美(&星球文学'斯皮瓦克(的转化之简
便确实令人生畏# 构建世界文学名著的历史时刻"也就
是当历史的密度在后差异的舒适地带被稀释"文化的情
境特殊性成为本土文化主义学术讨论话题'我指的是出
于对本质主义的恐惧感"或担心消散于普遍主义之中"而
将差异再次人类学化为+不可触的,(#% '卡迪尔 b%1
b'(如今"距离卡迪尔预言发生的 "#&3 年都已经过去了
将近十年"事实证明"他说的部分是正确的"新世界文学
的确面临了这样的两难#

尽管有各种批评的声音"新世界文学的意义还是巨
大的"不仅是在范式意义上"还有让我们看到比较文学
$学科之死%后"$新世界文学%已经成为翻新乏术的比较
文学新的学术增长点# 毕竟"学者们求同存异的讨论&对
共同理论问题的关注"让分裂的世界重新有了对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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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要形成一个新的学术范式"需要致力于阐释&重审当

今世界文学现象的研究者在学术活动中结合成$和而不
同%的共同体"这比单纯争论概念&将学科疆界画地为牢
更有意义#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新世界文学%不能重新
沦为另一类$理论热%"它还需要真正的多语种&多焦点&
扎实&切实的文本分析实践"而不单纯只是讨论它的理论
模型与可能"或者是停留在$图绘% $形塑%与$猜想%阶
段# 这其中"中国学者的任务不仅仅只是追随国际学者
的脚步"更需要有分量&有特色的研究来重释&补充"或者
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提供另外的模型与可能5

注释%70#%)&

! )今日世界文学*'="-: /'&$-0&,-$@":0.(是英语世界中
历史最悠久的一份世界文学类杂志"&b"$ 年创办于美国
俄克拉荷马大学# 该杂志主要刊登各语种的当代文学作
品英译和评论# 该杂志每两年一届评选$诺斯塔特国际
文学奖%']-JF=*B=H>.O-("甚至有$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
之称0每年举行$普特博学术研讨会% 'HJ=->A*JR)("这两
项活动在世界文学界都有一定影响#
" 关于奥尔巴赫在美国比较文学中的多重引述和复杂影
响"参见郝岚- )被引用的奥尔巴赫111.摹仿论/的比较
文学意义*")外国文学研究*3$43'"#&'(- 3%13b#

# 该词来自 "#&& 年大卫!丹穆若什与斯皮瓦克对话中
所谈到的当今世界文学面临的三个问题之一"其他两个
问题是文化上的灭绝&与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合流# 参
见 X*7>6F5)TX*P.B *+B g*@*=>.N?.P*/TQG67?*>*=.P-
C.=->*=J>-wW6>0B C.=->*=J>-\ [ X.F5JFF.6+ ,.=) g*@*=>.
G)*/>*P6>=@N?.P*/ *+B X*P.B X*7>6F5)4S !"7?0-0&'2$
/'&$-0&,-$9&,:'$54%(4% "̀#&&a\%'' %('4
$ 汤普森继续了他在)图绘世界文学*中的社会学方法"

对世界文学的地方性&世界声名进行了分析# 本处引文
参见D*BFU4;)67F-+4QW6>0B _*76JFTC65*00@\<+F.R)=F
M>67 =)-N=JB@6M<+=->+*=.6+*0G*+6+.O*=.6+4SV,&,-$5")
!"7?0-0&'2$/'&$-0&,-$_<!/<9&0&$")&6$O'5%'?#'($1$?"-&4
B̂4Z>FJ0*:4I-.F-4C6+B6+ *+B ]-,K6>/\U6J=0-BR-T

"#&$4&&b4

% 该概念来自 "##b 年 " 月"以 X*P.B C*O->为首的 &' 位
学者在)学科* 'N5.-+5-(上发表题为$计算社会科学%的
观点性文章""#&% 年 N?>.+R-出版 G0*JB.6G.6MM.pU-P.00*所
著 (̀&-":,%&'"( &"!"7?,&0&'"(0#9"%'0#9%'$(%$_N-'(%'?#$5
0(: <??#'%0&'"(5一书"中文参见朱萌 龚为纲- )计算社会
科学- 一种新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 年 &&

月 &( 日第 ' 版#
& 该文有中译- 大卫!达姆罗什 斯皮瓦克- )比较文学w

世界文学- 斯皮瓦克和大卫!达姆罗什的一次讨论*"李
树春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年第 " 期# 但是由

于在一些关键词句的理解上有异议"特别是该中译删减
了不少斯皮瓦克谈及巴赫&马克思和对歌德的批评"因此
本文引自英文出处#

- "#&$ 年"这个报告的英文本已经出版"但为何比较文
学界对它反应不热烈"或值得专题讨论#

引用作品%60*8)9"#%1&

[?=->T 7̂.0@4<;0'(5&="-#: /'&$-0&,-$_[( &6$N"#'&'%5")
Z(&-0(5#0&0K'#'&.4C6+B6+ *+B ]-,K6>/\8->F6T"#&34

111- )伊斯坦布尔&&b33"全球翻译*"莫亚萍&张晓华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3(- &3b1&'"#

c 4Qg06A*0;>*+F0*=.6+\;)-i<+P-+=.6+j6MG67?*>*=.P-
C.=->*=J>-T<F=*+AJ0T&b334S;>*+F4D6K*?.+R*+B
f)*+R 9.*6)J*4 !"7?0-0&'2$ /'&$-0&,-$ 0(: ="-#:
/'&$-0&,-$& "̀#&3a\&3b &'"4e

艾里希!奥尔巴赫- )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世界文学理
论读本*"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 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3 年# $b1(b#

c[J->A*5)T̂ >.5)4QH).0606R@*+B W-0=0.=->*=J>4S@6$"-'$5")
="-#: /'&$-0&,-$_<1$0:$-4̂ BF4X*P.B X*7>6F5)T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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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FT"#&34$b (b4e

苏珊!巴斯奈特- )比较文学批评导论*"查明建译# 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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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丽&赵妮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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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什么是世界文学6*"查明建&宋明伟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c 4=60&̀5="-#: /'&$-0&,-$i ;>*+F4f)*D.+R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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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大学美育(,全彩印刷-

作者' 王一川主编!郭必恒副主编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 月

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学美育直接与其人格养成有关# )大学美育*的主要特

色在于从大学生人格养成方式出发阐述美育问题"目的是让美育真正成为大学

生不可或缺的人格养成途径# 大学美育指依托美学知识体系对大学生进行自然

美&社会美&科技美和艺术美等审美形态养成的过程"能通过丰富多样的审美案

例赏析帮助大学生导向个体美好心灵的养成"其目标在于文心涵濡# 其中艺术

美育问题是论述重点"具体分为中国古典型艺术美育&中国现代型艺术美育&外

来型艺术美育&艺术门类美育等# 此外"本书专门就网络艺术美育以及教师角色

与美育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本书全彩印刷"配有教学课件"是为适应中国美育发展新趋势和新需要而编

写的大学美育课程教材"既便于大学生修习"也便于学生之外的读者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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