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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比较·侨易》

内容概要

本书以文学为中心，既继承传统的“比较”理念，同时也提出“侨易”观念，力图较为广阔地展开中
西文学关系发展的历史，对双向关系并不有所偏废，既关注德国古典时代的中国知识资源接受，也重
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外来资源，主要是德国资源；同时从翻译史、汉学史角度考察中西关系史的进
路；最后努力尝试在理论上有所提升，提出侨易学的观察和思考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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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导；兼任中国歌德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德
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等。曾在英、法、德等国学术机构做研究。专著有《德国学理论初探》、《异
文化博弈》、《主体的迁变》、《另一种西学》、《歌德思想之形成》等；学术随笔集有《大学的精
神尺度》、《时代的精神忧患》、《中德文化关系评论集》等；编撰有《蔡元培：大学的意义》等；
主编有《中德文化丛书》、《民国学术丛刊》、《留学史丛书》等；合译有《教育与未来》、《创新
性思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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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第一辑 资源互涉与世界文学
从“希腊理想”到“中国镜像”
——论歌德、席勒的“古典图镜观”及其中国资源
《红楼梦》、《浮士德》与世界文学
——以王国维、蔡元培的红学发凡与侨易思维为中心

第二辑 现代中国的西学资源
救亡与沉潜
——西南联大时代冯至、陈铨对歌德的诠释
现代中国的荷尔德林接受
——以若干日耳曼学者为中心
勃兰兑斯批评该怎样学习？
——以若干刊物与知识精英为线索

第三辑 翻译史研究
文化史语境中的应时德诗汉译之意义
作为世纪年代翻译史事件的《拉奥孔》汉译本出版
——以出版社、大学与科学院的若干人物为中心的考察

第四辑 汉学史研究
元曲德译与诗学之思
——以德国汉学家与诗人对中国戏剧精神的阐释为中心
域外之学与本土眼光
——以中国现代学者对德国汉学的考论为中心

第五辑 侨易学理论
侨易学的观念
从文化转移到作为理论资源的侨易学观念
——以德风东渐为基础的讨论

第六辑 学术书评
理解中国文化的世界资源意义
——读《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
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
——读《中外文学比较史》
中德文学关系的符号学解读及其理论自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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