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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当下，外语学科正处于新文科背景下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守正与创新的两大任务。服

务国家发展战略、推进新文科建设，是创新发展的基本目标，而以守正、固本为导向的学科内涵

建设，则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先守正，守正须固本。固本与创新应当兼顾，但就外语学科目前情

况而言，重在固本，即加快完善学科内涵建设。无论是增强外语学科的人文学科意识，丰富外语

学科的人文内涵建设，还是以学科交叉、融合为途径的创新发展，比较文学都有重要的学术启示

意义，并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比较文学与外语学科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中国的比较文学最早是从外语学科诞生并发展出

来的②，吴宓、范存忠、方重、钱锺书、季羡林、杨周翰、王佐良等，都是外语专业出身的著名

比较文学学者。比较文学在我国外语学科建设方面，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我国外语学科的学科

理念、基本内涵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初步确立，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年，时任清华大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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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制订出外文系的培养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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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制订的外文系培养

方案，体现了人文性、专业性、博雅通识、中西会通的特点，具有很明显的比较文学特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比较文学大发展时期，很多来自中文学科和外语学科的文学研究学

者都加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行列，共同创造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辉煌。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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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离开外语

学科，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化以及外语学科的发展，都很不利。2017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

《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明确了外语学科的五大研究领域，“比较文学与跨文

化研究”是其中之一。比较文学回归外语学科，对外语学科内涵式发展来说，具有多方面意义。

22	 比较文学有助于增强外语学科人文学科意识与内涵建设意识

长期以来，外语学科都是按语种来划分专业建设，专业意识较强，但学科意识淡薄。学科意

识淡薄，就会导致重实践、轻学理，重教学、轻研究，重教学研究、轻学科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

内涵建设。

外语学科内涵建设意识的淡薄，关键原因还是对学科性质认识的模糊，缺乏学科意识。外国

语言文学学科通常简称为外语学科。业外人士往往望文生义，认为就是“外语”学科，目的就是

教外语和研究如何教外语。而业内对外语学科性质和内涵也不甚了了。长期以来的以语言技能训

练为中心的外语教育模式，更是加深和固化了人们对外语学科的误解，认为外语学科没有自己的

学科内涵，只是工具性、实用性学科。

比较文学之于外语学科的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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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只是外语学科的语言特征，而不是外语学科的内涵。外语学科与中文、历史、哲

学一样，都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集中体现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以

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及人类创造的文化世界为研究对象。外语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分支，其学科内

涵和性质应符合人文学科的内涵和性质，即有其特定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具体而言，就是以

外语和语言对象国的社会、历史、地理、文化、哲学、思想等为对象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培

养这个领域的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

当下，新文科建设是人文学科的重要议题。外语学科要跟上新文科建设的步伐，学科内涵建

设就显得非常急迫。就外语学科内涵建设而言，还有很多缺失和不足，如外语学科的理念需要更

新，学科的人文视野和学术视野还比较狭窄，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还不完善，教师的人文

意识和学术研究能力不足，学生的人文修养、中文修养亟待提高，等等。

比较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视域里，以自觉的比较意识，对各种文学关系和类似的文学现象进

行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其研究目的，一是揭示民族文学的特质，二是寻求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化

的共同性因素和一般规律。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是指高下、优劣的对比和评判，而是表示

其广阔的人文主义视野、世界文学眼光和普遍联系的文学意识，以及发现文学间复杂联系、阐释

其关系意义的途径和方法。

比较文学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文主义精神。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艾田伯曾提出一个重

要命题：“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Etiemble，1966：9）。比较文学有种博大的人文情怀，将各

民族的文学、文化看成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这种情怀赋予比较文学宏阔的人文气度和眼光，正

如弗朗索瓦·约斯特所说：比较文学“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它是对文学、文学世界、人文

生态环境、文学世界观的一种全面观照，是全面包含整个文化时空的一种视野”（Jost，1974：
29-30）。二是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和互文意识。比较文学将各民族文学、文化看成一个整体。这

个整体不是简单的聚合，而是以种种方式和途径建立起来的文学系统，其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及

其运动，使其成为一个文学有机体。三是跨文化性。欧洲的比较文学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体系内进

行的，而中国比较文学是在中西文化相激相荡中产生的，从一开始就体现出鲜明的跨文化特征。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性，与比较文学的目标密切相关，因为文学比较，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惟

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张隆溪，1982：135）
因此，跨文化不仅是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的显著特征，也是发掘世界文学深层

问题的途径，体现了比较文学深刻的“问题意识”。四是跨学科性。比较文学有很强的跨学科意

识。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钱锺书（1994：133）指出：“人文科学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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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

这种特点，在比较文学里体现得非常明显。

比较文学的这四个特点，为外语学科的守正固本、开拓创新带来深刻的启示：

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可强化外语学科的人文学科意识和人文意识，促进外语学科人文

化改革。所谓“人文化”，就是针对过去片面强调外语专业学习的实用性、工具性，而坚持外语

专业的人文学科性质和人文教育理念，按照人文学科内涵的要求，帮助学生建立比较完善的人文

知识结构，增强他们的人文意识，为他们的专业学习和今后的事业发展奠定扎实的人文基础。

比较文学的普遍联系意识和跨文化性，最便于将人文学科各个领域联系起来。外语学科的五

大领域，不应彼此孤立，而应有内在的学术联系。外语学科开展比较文学，可与语言学、外国文

学、翻译、国别和区域研究建立起学术联系，在外语学科范畴内，形成彼此系连、相互支撑的学

术共同体。其内在的学术逻辑，就是跨文化视野和跨文化比较意识。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促使外语学科扩大学科视野，广泛借鉴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

以及社会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学术体系，并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创

造外语学科新的学术增长点。

总之，比较文学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广阔的世界文学文化视野、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互

文性的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的问题意识，正可弥补外语学科在内涵建设和教学上的不足。

(上接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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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比较文学有助于拓展外语学科学术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与外语学科结合，可帮助外语学科教师拓展学术视野，而不局限于外语学科原有的

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海外中国形象与中国话语研

究、国别和区域研究等，都是外语学科教师可充分发挥自身的外语优势，运用比较文学方法而大

有作为的研究领域。

3.1 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比较集中在外国文学、作家在中国之类的课题，如王尔德在中国、劳

伦斯在中国、萨特在中国、卡夫卡在中国，绝大部分都是考察某一外国作家在中国不同时期的翻

译、介绍、评论与接受，而缺乏对其在本国和其他国家译介和接受的考察。实际上，只有对王尔

德、劳伦斯、萨特、卡夫卡等作家在其本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共时性考察，才能更深刻地

阐明中国译介与接受的特点，在与国外同类情况的比较中，探讨中国为何如此译介和接受，对其

深层的原因做出深入的分析。如果将“XX作家在中国”，放置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来观察，还可

发现仅在中国文学范围内考察所未能发现的问题。如对“王尔德在中国”的研究。研究者一般是

梳理和描述王尔德最早是从何时译介到中国，中国文坛对王尔德是如何评价的。只从中国文学范

围来看王尔德在中国译介的发生和发展，似乎中国的王尔德译介是偶然、自发的行为。但如果将

王尔德放置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来考察，就会发现实际上是受了当时世界文学氛围的影响。自 1905 
年起，欧洲各国便兴起了王尔德译介热，并一直持续至 20 年代中后期。王尔德作品进入中国的同

时，在日本也获得了广泛的译介和传播。日本文坛对王尔德唯美主义文学的接受方式与变异，也影

响了当时中国的留学生（如田汉等）对王尔德作品的认知和翻译策略。（袁丽梅，2019：48）。

类似的个案不乏其例。可见，要对中外文学关系的发生及“XX作家在中国”的特点做出客

观而深入的研究，视野就不能局限于中国语境，而需借助第一手外文资料，考察中外文学关系发

生的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

3.2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是当下外语学科的热门议题。要提高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

度，不能不加区别、不做具体分析地将“外国”看成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从宏观上泛泛而论讲述中

国故事的方法、策略和途径，而需要做到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推

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

性。而要做到“贴近”，就需要对对象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包括对其社会、历史、文化、

政治、宗教、民族性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它们与中国的文化关系、对中国的认知研究，建立面向对

象国的学术研究体系，才能知道如何针对对象国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提升分众传播的实效。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国当代文学反映了当代中国人

的社会生活、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侧影，也是当代中国故事的艺术性表达。对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研究，论者所关注的，大多是翻译与出版方面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海

外翻译逐渐增多，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海外更多的还是将中国当代

文学作为了解当代中国、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而比较忽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这个现象，

让我们对讲述中国故事有了一个新的思考，即我们不仅要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故事，还应让他们感

受到中国叙事的人文品质和艺术魅力。这是仅仅通过提高翻译质量和数量、扩大出版发行渠道所难

以奏效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与传播，需要增强分众传播的意识，针对具体的国家，深入到

对象国的文化语境中，具体考察对象国读者的文学观、阅读偏好、接受度和期待视野，以对象国读

者乐于接受的话语方式，在当代世界文学语境中，阐发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及其世界文学意义。

3.3 海外中国形象与中国话语研究

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课题密切相关的，是对海外中国形象和中国话语的研究。海外的中国形

象是如何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有哪些关于中国的言说，这些言说的来源是什么，又是如何衍生、

变化的，形成了哪些关于中国的叙事模式和成规？海外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叙事模式，对我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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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有哪些影响和制约？这些研究，需要通过第一手外文资料，深入到对象国不

同时代语境中去考察。从海外比较固化的中国形象、中国话语和叙事模式入手，考察其渊源，辨

析其流变，分析其动因，找到它们对中国的偏见、曲解的症结之所在，就可对症下药，有针对性

地纠正曲解，消除偏见。

3.4 国别和区域研究

外语学科新增了“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应该说，这不是外语学科额外增加的内容，而是

外语学科的“题中应有之意”。试想，如果外语专业学生仅学习了某个国家的语言，而对语言对

象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文化、民族性、宗教等缺乏应有的了解，怎能算得上是真正的

外语“专业”人才？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社会急需外语精通、具有

国际视野、熟知对象国相关知识、能进行跨文化畅达沟通的外语专业人才。外语学科增加“国别

和区域研究”，意味着外语学科需要建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需要提供

相应的知识供给和学术贡献，需要培养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这是国家发展战略所需，也是时代

发展对外语学科提出的必然要求。

国别区域研究，是以具体的国家和区域为对象的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包括对象国或区域的社

会、历史、民族、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

三大学科领域，是典型的综合性研究。深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需要建立在比较全面的对象国和

区域相关的知识体系之上，要有比较丰富的关于对象国和区域人文学科领域研究成果作为学术支

持。外语学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所开展的研究不同，其研究的主要

是对象国和区域的人文学科领域中的问题。借助外语，运用第一手外语资料对对象国的历史、文

化、民族性、国民性等进行研究，应是外语学科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比如，可从语

言、文学方面来分析对象国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特质，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性和国民性等。

中国学者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深度了解对方，为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沟通和

合作，为面向不同国别、不同文化群体的中国文化分众化传播，提供相关知识和学术上的支持。

比较文学可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历史比较、文化比较、民族性比较，提供研究方法。比如，对象

国文化特质的分析，如果与中国或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进行比较分析，就能更加清晰地看出这种

文化的特点，并进而对形成这种文化特点的诸因素做深入的分析、研究。外语学科的国别和区域

研究融入比较文学视野和研究方法，可赋予外语学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以鲜明的人文特色，

从而为国别区域研究做出外语学科独特的学术贡献。

44	 比较文学方法有助于研究性教学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

类专业教学指南》中，建议开设比较文学的相关课程，如建议英语专业开设“中外文化比较”“比较

文学导论”“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专题”“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专题”“跨文化研究专题”；建议俄语专

业开设“比较文学导论”“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专题”“跨文化研究专题”；建议德语专业开设“欧洲

文学史”“中德文化比较”“跨文化交流研究方法”；建议法语专业开设“中法文学比较”“跨文化

概论”“中法文化互鉴共赏”“中西文化比较”“中法人文交流研究专题”；建议阿拉伯语专业开设

“中阿文化交流”；日语专业建议开设“中日文学比较”。除开设以上课程外，在其他课程教学中，

教师还可广泛运用比较文学方法，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性教学，开拓学生视野，增强问题意识。

在外语基础课程教学中，我们可借助比较文学方法，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与汉语的语法、结

构、表达方式等进行对比，增强对汉、外两种语言特点的认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所表现

出来的特点，深刻地反映了文化的特点和不同文化中人的思维方式。在文化的维度中进行语言特

点的比较，可以在民族文化和文化心理更深的层面上，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中外思维方式、审美

方式、修辞方式和表达方式，发现共性和差异。这样，语言教学就增加了文化的内涵和学术的维

度，从而丰富了语言教学的人文内涵。

再比如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中国师生学习、研究外国文学，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中外文学交

流，从外国文学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资源，促进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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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方法可增强外语专业师生在外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中的“中国文学意识”，即不是就外国文

学而教、而学外国文学，而是有一个中国文学的背景意识，有意识地将中外文学相类似的现象

进行比较，思考为何出现这种类似现象，是文学的基本规律使然，还是这种“类似现象”只是表

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差异。这样的探寻和研究，可为以文学作为主要媒介的中外

文化交流，提供思想启示，进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清楚双方的文化差异，而寻找文化对话的契合

点，为中外文化交流打开宽敞的对话空间。此外，由于我们现在的外语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按

语种来设立的，不同语种专业开设的“外国文学”，都是特定国别的文学，如英国文学、美国文

学、俄罗斯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学生只能接触到特定的国别文学，而对国别

文学所处的文学共同体——洲际或区域文学，如欧洲文学、亚洲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等，如

果没有一个整体上的概念和基本知识，不利于学生深入了解其所学的国别文学在区域文学中的地

位和特点。比较文学强调世界文学视野，注重文学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可帮助学生扩大文学的视

野，从文学共同体角度来看待国别文学的发展和特点，以加深对国别文学特质的认识。

在其他知识类课程教学中，如西方思想经典导读、中国思想经典导读、西方文明史、西方礼

仪文化等，有机地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将中外相关方面的内容进行互参、互识，引导学生思考中

外差异和跨文化沟通问题，可激发他们带着问题去做研究性阅读，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从而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和初步的学术研究能力。

55	 比较文学有助于提高学生人文修养、增强跨文化比较意识

外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对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培养跨文化比较意识，有极大的作

用。就增强学生中外人文修养而言，通过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可以扩大学生的中外文学视野，使

学生感受文学的魅力，提升文学修养和人文素养，培养人文情怀，促使他们自觉地将自己所学语

种的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行比较。

通过中外文学比较，可发现中外文学的不同特点。而要弄清不同文学特点形成的原因，就

需要深入到文化层面上来探讨。比如，朱光潜（1998：80）先生曾总结、概括中西诗歌的不同特

点：西方诗长于“慕”，中国诗长于“怨”；西方诗直率，中国诗委婉；西方诗深刻，中国诗微

妙；西方诗以铺陈胜，中国诗以简隽胜。这些诗歌表达和诗歌形式层面上的差异，其根源还在于

文化的差异。引导学生探讨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在差异中思考不同文化的特质，体会中国文化

之美的同时，也能“美人之美”，而形成“文化自觉”。这些都是比较文学最能发挥学术特长，

助力外语专业学生提高文化修养、增强跨文化比较意识的地方。

就建立外语专业学生人文知识结构而言，比较文学虽然从本体上说是“跨文化的文学研

究”，但因文学研究涉及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跨文化所涉及的文化比较问题，其视野不局限

于文学领域，而扩大到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审

美观等领域，这些对外语专业学生拓展知识面，开阔学术视野，有极大的助益。

此外，比较文学对外语专业学生来说，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帮助他们提升中国文化修

养。当代外语教育的一个较大缺失，就是不甚重视学生中国语言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这不是外

语专业的教育内容。外语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之一，是培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涉外人才。

对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首先需要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了

解和认知。比较文学涉及中外文学比较，其前提就是不仅要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要读中国文学作

品。外语学科开设比较文学相关课程，可促使学生加强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的阅读，在阅读中体

会中文之优美和中国文化之深邃。

概括起来，在学科理念上，比较文学可增强外语学科建设的人文学科意识和内涵建设意识，

加快构建和完善外语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固本而创新；在学术研究上，比较文学可拓展

外语学科原有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教学上，比较文学可增强跨文化比较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开

展研究性教学，提高外语教学的专业性和思想性品质；在学生人文综合素质培养上，比较文学可

扩大学生的人文视野，提升学生的中外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修养，健全外语专业学生应有的人

文知识结构，为更高层次的专业学习奠定人文社科知识和学术基础。

总之，在外语学科转型发展之际，比较文学之于外语学科有多方面意义。当务之急，是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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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和教学着手，开好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所建议的比较文学

课程，并在其他课程教学中，广泛而灵活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积极开展研究性教学，充分体现外

语专业教育的人文性、专业性和思想性。

（作者简介：查明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翻译学。

E-mail: zmj@zmj@shi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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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我国高等外语教育体系的改革与重构研究”（编号：

21AYY016）的阶段性成果。

②  查明建. 外语学科与比较文学 [J]. 外国语文研究，2018 (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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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已确立为外语学科的五大研究领域和人才培养方向之一，为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的内涵式发展增添了内在驱动力。比较文学深刻的人文主义精

神，广阔的世界文学、文化视野，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互文性、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跨文化比较的问题意识，正可弥补外语学科在内涵建设和教学上的不足，对外语学科的

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四个主要方面：（1）增强外语学科建

设的人文学科意识和内涵建设意识，构建和完善外语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固本

而创新。（2）扩大外语学科学术研究领域。（3）增强教师的跨文化比较意识和问题意

识，开展研究性教学。（4）提升学生的中国文化修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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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bstrac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has been defined as one of the five maj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clusters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LL) in China, shaping more 
concret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the wake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 The stud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ighlights humanist spirit, global literary and cultural visions, interconnected thinking, inter-textu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nd intercultural consciousness. All of these are beneficial supplements to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the FLL discipline.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flec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o consolidate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for FLL and seek 
new breakthroughs by encouraging humanist awareness, enriching global knowledge and enhancing academic 
framework. Second, to expand the scope and implications of FLL research and inspire university faculty to carry out 
research-based teaching with problem awareness and a truly cross-cultural mindset. Third,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a 
profound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out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Key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conno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