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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比较文学与外语学科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两者相生相依，互动共

进。就当下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现状来说，外语学科之于中国比较文学有多方面的意义：

从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动态的及时了解，到国际比较文学最新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借鉴，

从对国外比较文学发展理路的探寻，到拓展中国比较文学新的学术空间，深化中外文学

关系研究，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都需要外语学科多方面的支持。同时，外语学科也需

要借鉴和运用比较文学的人文理念和方法，对传统的外语专业教育模式进行人文化改

革，转变传统的外语专业教育理念，实行外语教育的转型发展，提升外语专业教育的专

业性和人文性，增强外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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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年，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从英语系中独立设置了“西洋文学系”，吴宓先

生开设“中西诗之比较”、“世界文学”等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课程，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

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虽然西洋文学系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意义却很深远，它标志着中

国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初步形成，并作为独立的学科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同时，也

说明中国比较文学与外语学科的亲缘关系。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比较文学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真正有

了比较稳定的学科建制。虽然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５０多年间我国没有独立

的比较文学学科，但也不乏高水平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胡适、吴宓、陈寅恪、郑振铎、朱

光潜、梁宗岱、范存忠、陈受颐、方重、钱锺书、季羡林、戈宝权、施蛰存、贾植芳、杨周翰、

叶水夫、王佐良、李赋宁、乐黛云等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传

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奠定了基

础。以上学者中，大多是外语学科出身或有海外留学背景，说明中国比较文学与外语学

科的亲缘关系一直赓续不断。

但是今天，为什么比较文学与外语学科的关系却成了一个需要讨论和强调的问题？

这要追溯到１９９７年的学科目录调整。调整后的学科目 录，将 比 较 文 学 与 世 界 文 学 合

并，划归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划归中国语言文学后，产生

了很多问题。比如，比较文学项目的申请和成果归属为中国文学，这给外语学科的比较

文学学者造成了不少困扰。对中国比较文学而言，缺少了外语学科学者的参与，外语优

势得不到发挥，大大减弱了国际比较文学领域中国学者的声音，也限制了中国比较文学

的学术成果在国际上的交流和传播。

从学理和学科内涵上说，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既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又属于中国语言

文学。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曾提出，大学文科不必分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

国语言文学系，而只分“文学系”和“语言系”。这体现了中外文学整体观的思想。由此

我们联想到哈佛大学著名比较文学家哈里·列文（Ｈａｒｒｙ　Ｌｅｖｉｎ）的名言：“无比较，何以

文学。”（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ｆ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世 界 文 学 在 相 互 联 系、比 较 中，构

９１



　外国语文研究（第９卷·２）

成了一个相互观照、相互阐释的整体。

外语学科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而相得益彰。下面我仅从

比较文学和外语学科的现状，论述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和相互融合的必要性。

１　外语学科之于中国比较文学的意义

外语学科之于中国比较文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梳理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

理路，考察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多元化，增强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性自觉”，将中国比

较文学融入国际比较文学，更新中国的比较文学观念，以及深化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

国文化走出去研究，都需要有外语学科学者的参与。

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如果不能及时与国际比较文学

交流，及时而充分地借鉴新的学术成果，就很容易故步自封、闭门造车。

中国比较文学作为国际比较文学的一员，其发展，离不开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动态

和发展趋势的了解和把握，离不开对国际比较文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研究成果的借

鉴和启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处于复兴阶段，非常关注国外比较文学的发展，曾

翻译出版了多种比较文学论著，如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

与文学理论》、大塚幸男的《比较文学原理》、弗朗西斯·约斯特的《比较文学导论》、布吕

奈尔的《什么是比较文学》等，以及《比较文学译文集》、《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新概

念、新方法、新探索：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等译文集。这

些译著和译文集，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广泛引用，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

大作用。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再加上比较文学划归为中国语言

文学后，此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外语专业学者大多退出了比较文学领域，类似这样的

译著或译文集就逐渐稀少了。

由于对国际比较文学近年来的实际发展状况了解不多，更难以对其发展走向的深

层原因有深入研究，因此，有的比较文学学者往往依据零星的二手资料就下断语，如“欧

美的比较文学，已从比较文学走向了比较文化”，“欧美的比较文学，转向了文化研究”。

未研读斯皮瓦克著作《一门学科之死》（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仅凭其书名，就断

言：“欧美比较文学已经死亡，而中国比较文学一派兴旺。”实际上，斯皮瓦克并非真的是

说比较文学学科已死，而是说北半球的、以欧美为中心的传统比较文学范式已经过时，

一种跨越了边界，聚焦于可比性，关注语言和习语，诉诸遥远的想象，突出作品的细读，

结合区域研究，连接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同时属于南半球的新型比较文学已经诞生。

我们常常听到的“欧美比较文学危机论”，也是由于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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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缺乏深入了解所致。如果我们本着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的学术精神，就

会认识到，从克罗齐到韦勒克，从雷马克到斯皮瓦克，从理论热到世界文学热，所谓“危

机”，都隐含着深刻的问题意识，是对这门学科的学科意义、学科本体、人文价值的不断

思考和追求。而这种问题意识，正体现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和先锋性，及其可贵的学术

精神和人文担当。正如苏源熙（Ｈａｕｎ　Ｓａｕｓｓｙ）所说：比较文学学者的思维、著述和教学

方式像福音一样传遍人文学科领域，成为人文学科领域里的“首席小提琴”，为整个人文

学科“乐队”定调。（Ｓａｕｓｓｙ，２００６：３４）

比较文学在不同的国家，因其本土资源、文化语境、学术背景和开展比较文学的目

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研究范式和发展道路，形成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多元

化现象。比较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既是全球本土化（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时代国际比较文学发

展的现实和趋势，也是比较文学在各自民族文学中发挥作用的必需。

比较文学的多元化，从纵向上看，是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扩大疆界；从横向上看，是

从本土的文学实际出发，发挥自身的优势，带动本国的文学，甚至是整个人文学科的研

究。我们可以根据比较文学在学科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发展，更加充

分地探讨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可能的发展空间。

就中国比较文学而言，我们可以从国际比较文学的 多 元 化 系 统 中，总 结 自 己 的 特

点，明确优长，反思不足。又可以从比较文学多元化的发展中，分析比较文学对不同国

家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领域所具有的意义，从而坚定比较文学的人文价值，将其

深度地融入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之中。以上这些课题，都有赖于外语学科精通相关语

种的学者参与方能完成。

外语学科之于中国比较文学的意义，还体现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领域。目前的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很多还仅是从中国文学这一方单向度地进行，缺乏 对 相 应 外 国 作

家、作品的具体分析，例如王尔德在中国、劳伦斯在中国、萨特在中国、卡夫卡在中国之

类的研究，对于这些研究，还需要对这些作家在其本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

评价进行共时性的考察，才能对中国如何译介、阐释、接受这些作家作品，作出富有学术

价值和思想深度的阐释，以彰显中国对这些作家接受的特点，继而分析 和 探 讨 其 深 层

原因。

“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外人文交流”，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界比较热

门的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简单、狭隘地理解为就是翻译问题；“中 外 人 文 交

流”，也不能停留在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和人员交往层面。“中外人文交流”和“中国文化

走出去”，首先需要进行理论探讨，将相关问题从理论上探讨清楚，才能 有 效 地 指 导 实

践，否则就会以己度人，匆忙行事而事倍功半。外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中外文化

交流史上有哪些比较成功的事例和模式？中国文化中有哪些具有普世性和独特价值的

文化？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用对方能理解和可接受的话语来传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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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怎样的传播方式才能增强外国人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同和亲和力？等等，

都是中外人文交流、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需要探讨、研究清楚的理论问题。探讨外国文

化的特质及其形成原因，分析当代外国文化的发展现状和国民文化心理，总结中外人文

交流的成功经验，寻找恰当合适的沟通话语，需要外语学科学者发挥学术专长，贡献相

关的研究成果。

２　比较文学之于外语学科的意义

社会普遍反映，外语学科学生知识面狭窄，人文修养不足，思辨能力差，在人才市场

上竞争力弱，事业发展空间狭窄，缺乏发展后劲。外语学科中，英语专业面临的危机尤

为严重。随着英语教育的低龄化、普及化和社会化，大学入学英语水平普遍提高，英语

成绩好的学生不愿再到英语专业学习，导致优质生源严重流失。优质生源减少、就业竞

争力弱，只是问题的表征，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学科意识模糊，专业意识淡薄，人才培养

目标短视。

从１８６１年中国第一所外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的创立到现在，中国的外语教

育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一个半世纪的外语教育，以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成效来

看，成就最大的，当属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和４０年代的西南联大。其成功的经

验，就在坚守外语教育的人文学科理念，注重人文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而

不是将外语专业狭隘地理解为就是学习外语的专业，将外语教育简化为语言技能训练。

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外语人才培养的成功，吴宓先生功不可没。吴宓先生的比较

文学和人文教育思想，奠定了１９世纪２０—４０年代清华大 学 和 西 南 联 大 培 养“博 雅 之

士”的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理念。

１９２６年，时任清华西洋文学系（后改称外文系）代理系主任的吴宓先生“参考了哈

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李赋宁，２００５：１０５），制定出清华大学《西洋

文学系课程总则》，开宗明义地点明西洋文学系的目标，是培养“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

的“博雅之士”，所设置课程之目的，是“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

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

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

想，而互为介绍传布”（黄延复，１９９２：３５－３６）。

正是在这种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 的 氛 围 中，才 培 养 出 了 钱 锺

书、季羡林、李健吾、陈铨、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等一批学贯中西的杰出外语专家和比

较文学家。

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以及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外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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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程体系，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是外语学科转型发展、实施外语教育人

文化改革的重要借鉴。

吴宓先生的努力，“使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走上了全面、系统、严格、

科学的道路”（李赋宁，１９９２：７）。吴宓先生之所以有如此外语教育理念，得益于其在哈

佛大学的比较文学学术训练。不仅比较文学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有助于我国外语教

育理念的更新、教学模式的改革，针对外语专业学生中外人文修养欠缺的现状，在外语

院系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也显得非常有必要。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扩大了学生的中外

文学视野，使其感受文学的魅力，提升文学修养和人文素养，培养人文情怀，促使外语专

业学生自觉地将自己所学语种的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行比较。通过文学比较，加深对中

外文化特质的认识。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就是健全人文知识结构，培养人文精神，提

升人文修养和审美感悟能力的过程。通过学习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培养发散性思维

和提高思辨能力。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待不同文学、文化间的异同，思考全球化时代的跨

文化对话问题，培养学生“文化自觉”与跨文化比较的意识。这些都是比较文学提高外

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性所在。

钱锺书先生指出：“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

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钱锺书，１９９４：１３３）。人文学科的这种特点，在比较文学

中体现得比较明显。比较文学的发散型思维和善于在事物间寻找到联系点的特点，还

可借鉴、运用于外语专业其他人文类课程的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中外文化、价

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方式、修辞方式、表达方式等进行比较，发现共性和差异，扩大学

生的人文视野和学术视野，增强跨文化比较意识，激发研究兴趣。

总之，外语学科与比较文学相依共生而互动共进。从国外比较文学发展现状的介

绍，到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借鉴；从对国外比较文学发展理路的探寻，到中国比

较文学的国际化，都需要外语学科多方面的支撑。而外语学科也需要运用比较文学的

思想和方法，以增强外语专业教学中的人文内涵，提升外语专业的人文品质。尤其是当

下我国英语专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发展时期，比较文学与英语专业的结合，将促进英语

专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使其真正成为一门人文学科专业，而不仅仅是学英语

的专业，从而发挥英语专业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独特作用，体现英语专业的专业意义

和人才培养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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