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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方》

作者简介

王岳川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以来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兼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美学会高校委员会
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化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的兼
职教授。
王岳川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美学、文学理论、西方文艺理论、当代文化研究和批评的教学和研究。教授
的课程有：《文学原理》(大学本科专业课)、《文艺美学》(研究生专业课)、《文艺学美学方法论》(
研究生专业课 )、《当代文化美学研究》(研究生选修课)、《二十世纪哲性诗学》(研究生选修课)、《
中国诗学与美学研究》 (研究生专业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生专业课)、《中国知识
分子与现代化问题》(研究生和访 问学者研讨课)、《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留学生课程)、《中西文艺
美学比较》(博士生课程)、《中国90年代文 化研究》 (博士生课程)、《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博
士生课程)、《20世纪西方文艺理沦》(博士生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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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方》

精彩短评

1、对我而言，更多的意义不是发现，而是知道，被普及出了太多的忧患感觉。对国家，对社会，更
多需要理性的建构，而不是批判，更不是破坏
2、这是我读王岳川先生的第一本书。而现在我要好好反思与批判这本书了。
3、人家很早就为孔子学院跟中国学张目了。
4、  现代视角
5、第三次重写专书选读的论文，遂将《发现东方》的两个版本作了一个比对。2003年北京图书出版社
初版的这本与2011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版差别还是很大的，要了解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理念的只
需要读11年的修订版以及同年系列出版的《文化输出》即可。而要做一定历史性研究者则有需要将前
后两个版本参照着读。新版将旧版中的对话录一并删去，或者说全移到了《文化输出》中，所以《文
》可谓是王岳川与前辈如季羡林、李泽厚以及后辈如时胜勋还有同辈间进行的对话与访谈。同时，新
版的《发》则将初版中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论纲系统化，将上编发现东方与下编中国形象按逻辑
思路编排为十章，其中的后东方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批判反思、汉字文化圈、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
文化身份以及东方生态精神价值等概念与说法都逐一分梳而出，体现了新世纪十年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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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方》

精彩书评

1、王教授虽然书里名言要反对“中国可以说不”系列的狭隘民族主义，但自己却不小心也掉了进去
（或者说刻意走进）。在读萨义德的《东方学》时，同学介绍了这位王教授也在扬言的中国东方主义
。毫无疑问《东方学》作者萨义德站在后现代反基础、反中心的立场，用福柯的考古学方式以及葛兰
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分析了西方人形成三种意义上的Orientism的历史，如何把东方构建为非理性、专制
、浪漫的形象，但其并未确切的明说有一个真实的东方。王先生可以说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后，才着
意要发现一个真实的东方。然而，读这本著作的时候却完全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去发掘中国如何在西
方话语的权力下构筑起传统中国的形象，考据中国人“崇洋”这一普通观念的由来、形成等。却发现
王教授基本站在官方的立场，仍用着一套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来倡导“汉字”文明圈的崛起。其书中，
若干落后/先进，文明/野蛮等词语层出不穷。在开篇里说要发现那些传统还在，那些已经消失，但在
后面的几篇里只是用了统计学的方法调查某词在某著作中出现的次数（如《论语》中出现“天”的多
少）。看来王教授似乎应该去做个社会调查家。在《论纲》里王雄心勃勃的要中国翻译学者们将中国
从先秦至当代的经典书籍翻译为西文，但是要经过挑选。后来又明确的指出要经过他这等具有民族气
概的学问家来做这项工作。于是，也终于明白了为何这位学者能破格升为教授，又能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了。只不过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个官方走狗而已。唯一有收获的就是王教授提到的周蕾（Rey
Chow）这个人，通过王先生简短的介评，我发现这个人才是真正用萨义德视角看中国（或者确切的说
是香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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