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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西海
——从明清间儒学与天学的交涉看中国比较文学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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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这一学科的形成除了与它

形成期的社会思潮和倡导者有关外，还与历史上的运用比较方法的种种先例有看密切的

联系。明清闸天主教大规模介入中国文化，导致了西方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

出于传教的目的，西士及中国信徒做了大量的天、儒沟通工作，这一工作从本质上讲是跨

文化乃至跨文明的，具有比较的-胜质，不失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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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戴克斯特(Texce)1897年在里昂开

设比较文学课程看做比较文学成为一门学科的

诞生的标志的话，o这一学科已走过一个多世

纪的历程。在一片危机声中，近半个世纪来，东

西方许多学者都积极为这一学科正名，并向世

人证明，“这门学科并非仅仅是18世纪或19世

纪某个运动的‘私生子’，而明显是人类文明史

上的必然产物”，o表明“用比较的方法来获得

知识或者交流知识，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o许多学者通

过通过梳理学科“史前史”的方法来探讨这一学

科的渊源，以证明这一学科的“台法”。在这方

面，许多东西方学者都从本民族文化或文学出

发，作了有盏的探讨，为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

与西方一样，在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产

生之前，在文化、文学领域中，比较的方法也早

已存在。如司马迁在《史记》第123卷《大宛列

传》中，记述丁西域诸国的情况，其视野已远及

安息(今伊朗)、条枝(今伊拉克)、身毒国(天竺)

等异域国家，说明在中国古代就有了比较的意

识，而且是跨文明性质的比较。当然，由于中国

“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

双”，由于“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

一直被有效的切断”，从而使得它很少像中东或

印度那样受外来人侵的干扰而能较充分的发展

自己的文明，因而，它的文明比世界上别的民族

的文明更具有连续性。o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

不间断文明史的大一统古国，由于上述的原因，

长期与外界隔绝，使得它在许多方面与西方不

同。西方文明的传播，在时间上虽是纵向的，但

在空问上却是横向的；中国古代也有跨国界的

(空间上纵向的)比较研究，比如孔予编十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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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但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文明界限的

跨国界的研究。

中国文化第一次与外国文化发生碰撞是公

元前后印度佛教的传人，从此中国的古老立明

开始融人异质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的碰

撞是中国比较文学史前史中特别重要的一章。

探对中国历史上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当从此时

始。西晋时期，僧徒竺法雅取内典外书相拟配，

从而开“格义”之先河，传讲佛法，同时，这也为

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融通提供了一种极有价

值的方法。“格义”在中国经历了从浅层到深层

的发展过程，从佛教初传时期的用外乳概念附

会内典之名相，到后来的学术层面上的东西方

文化的全面融汇，即明清之际的“况义”。“格

义”和“况义”之法都是出现在异质文化与中国

文化相碰撞的时期，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它们的

确是值得我们挖掘的两座“金矿”。

尽管古代印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西方，

佛教传人中国叫“慧风东扇”、“佛教东传”，但从

今天的视角看，印度毕竟是东方国家；因此，印

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台，还不是最严格意义

上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与

西方的接触当是明清之际天主教之来华。唐代

的景教虽也是从西方传人，虽也属西方文化范

畴，但它在当时并未对中国文化产生什么影响。

13至14世纪初意大利人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1247～1328)虽然在传教方面

有过一点成绩，但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没有触到

痛痒之处。元代之后，欧亚陆上交通遂告中断，

明太祖时“不许片木人海，以致帆硬绝迹一。

所以，中国与西方的真正的接触当是明清之际

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到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

主教耶稣会士们，出于传教的目的，进行了大规

模的“天”、“儒”沟通工作，使得中国人开始认识

西方，同时也让西方了解中国。他们的努力虽

是以传教为出发点，但最终结出的却是文化和

科学的果实。仔细审察这一过程，对于今天的

跨文化传通，对于比较文学研究，都极具借鉴意

义。

天主教耶稣会是西班牙人伊格纳修·罗耀

拉1534年在巴黎创立的，1540年该修会得到

敏皇保罗三世的确认，从此它很快在欧洲发展

起来，并开始了“外方传教”活动。彼时欧洲正

经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教廷正而临危机，

它正想利用耶稣会来收复失去的利益。耶稣会

(，l、he society of Jesus)亦称“耶稣连队”，是一

支纪律严明的传教队伍；由于它耍担当起为教

皇效劳的职责，也由于其成员都经过严格的训

练，这就使得它具有不凡的素质。事实证明，来

华的耶稣会士绝大多数都是饱学之士，在文学、

哲学、天文、地理等领域都有根深的造诣，实无

愧于“西儒”之雅称。而他WJ来华之后，皆研习

中文，钻研儒理，如马诺瑟“于十三经、二十一

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寝忘食，

诵读不辍”；并对治中国儒学独具见解：“盖理学

也，固由经学而立，而经学也，必由字学而通。

舍经斯理缪，舍字斯经郁矣。”o详观其文其理，

岂仅“西儒”?议儒也。退而思之，不具此学力．

“补儒之缺，修儒之废”从何谈起?尽管耶稣会

士们热衷于汉学研究“旨在动人信道人教”，但

其意义远已超出传教的目标，它对中国人的传

统观念、中国的科学，甚至治学方法等‘，都产生

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比如，中国人“元明之前，犹

未究心于地理，至利玛窦等来，而后知有五大

2}}l，及地球居于天中之说。”o又如，至耶稣会士

米，考据学兴，实是受西洋重探求世界之本原的

心理的影响，这对清代学术影响匪浅。总之，明

清间来华西士之努力，“在我国学术界上．其影

响不限于局部，而为整体者也。”o且这种交流

的范式，在今天的跨文化对话中仍远未过时。

由上述可知，西士之“攻心术”主娑是扶文

化方面着手的；此间西士在文化层面上的努力，

其特色可用“况义”二字概括之。“况义”之法始

于金尼阁译伊索寓言。伊索寓言作为古希腊经

典的一部分，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而在中国迟

至明万历戊申年(1608乍)利玛窦著《畸人十

篇》时才第一次译为中文，著中为申明教理共译

寓言三四则，伊索被译为“厄琐伯”。此后，西班

牙耶稣会士庞迪我于1614年著《七克》时，共译

五六则。第一次较人规模地翻译伊索寓言则是

耶稣会士、法国人金尼阁口授、中国信徒张赓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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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之《况义》(1625年，西安刻本)。o西士们的翻

译不仅验证了文学与宗教互为载体的这一文化

变往上的特点，同时它还给异质文化问的交往

提供了一种至今可资借鉴的方法或模式。即是

说，金尼阁译《况义》的意义已超出了翻译学的

范围，而与文化传播方式相“接壤”。

中国人自己较为集中地翻译伊索寓言是在

19世纪末，是林琴南第一次用“伊索寓言”这四

个字。“寓言”是个中国词，见于《庄子》当中；而

伊索所作(妯且是伊索所作)的这种文类有点界

乎“洛果斯”(1090s，历史故事)、“缪多斯”

(mythos，神话故事)、“埃诺斯”(ainos，说话)等

之间。由此可见，如果说林琴南译伊索的“作

品”为“寓言”是文体上的中西合璧，那么，金尼

阁的做法当是从义理的角度出发的。这也是跟

当时的耶稣会士们追求“适应”的做法是一脉相

承的。当然，金尼阁把伊索的寓言译做“况义”

其初衷倒不是要开创一种文化沟通方式，而是

针对伊索寓言的内在特点才这样“操作”的。我

们知道，伊索的那些动物故事往往由两个部分

组成，一部分讲述动物间的故事，另一部分则根

据故事的情节得出某种哲理，这样，每一则寓言

都是以一句格言或警句收尾，给世人以启迪或

替示，具有教谕或讽喻性质。这种形式在动物

故事同样丰富的印度人那里也是常见的。所不

同的是，伊索的寓言更多的是劳动人民智慧的

结晶，是为了裘达人民的意愿，并针砭时弊，总

之，是古希腊奴隶制形成时期的社会产物。而

印度的这类故事则常常服务于佛教传播，这在

《百喻经》《佛本生故事》以及别的许多佛教经籍

当中都有所体现。如《煮黑石蜜喻》的结尾是：

“受苦现在，殃流来劫。”《借半钱喻》的结尾是：

“现受恶名，后得苦报。”至此，我们对盒尼阁将

伊索之寓盲译做“况义”时的心理就比较清楚

了。可以想见，在金氏看来，伊索寓言的前半部

分乃为“况”，格言或替句部分乃是“义”。《况

义》译本束所附鹫山谢懋明之《跋<况义)后》颇

能中的：“况之为况何取?先生日：‘盏言比也’

⋯⋯罕譬而喻，能使读者迁善远罪。”至于何谓

“义”，答日：“夫义者宜也。义者意也。师其意

矣，复知其宜⋯⋯触一物，皆可得悟。”其实，

就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也不难理解，现代汉

1]0

语中的“况”就有“比方”的意思；易言之，在金氏

看来，伊索的寓言就是通过打比方的方式来告

诉人们以道理。

至此，何谓“况”，何谓“义”该已明了，但“玄

机”是体现在“义”上。“况”是人家讲的敬事，作

为译者在翻译时可以有自己的表述方式，但其

情节是不能轻易改动的，那是投办法的；金尼阁

的独到之处，是在对“义”的处理上，在从“况”到

“义”的过程中。在这过程中，金氏将自己心中

的某种“意”，或其所认为恰当的某种“宜”，悄悄

地化进了伊索寓言，伊索也就不再是原原本本

的那个伊索了，这种“暗渡陈仓”的做法使泽者

主观性得到了体现，并使“合儒”的策略以不引

人注意的方式得以实现。金译伊索寓言22则

均以“义日”收尾，细玩之，可看出他在其中所寓

之意，从这所寓之意又可见他的所思之“宜”。

《北风与太阳》是伊索寓言中有名的一则，周作

人译其结尾为：“这故事说明，劝说常比强迫更

为有效。”这是一句不偏不倚的译文；金尼阁

将这一则的结尾译为：“义日：治人以刑，无如用

德。”这句译文就有所偏倚了，具体地说是偏向

于儒家一边；它使人想起《论语·为政》：“道之

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

礼，有耻且格。”也使人想起《论语·为政》中“为

政以德”等句。再如伊索的寓言《脚与胃》，它讲

的是人身体上的各个器官元贵贱之分，各司其

职；金尼阁的“义日”是：“天下一体，君元首，臣

为腹，其五司四肢，皆民也⋯⋯物各相酬，不则

两伤⋯⋯”在这里，金尼阁给读者灌输的则是儒

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其意蕴也

与《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思想相契

台。总之，金尼阁的22个“义日”几乎都可以在

儒家的经典中找到它们的“另一半”。

如果不从当时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我们可

能会觉得，惫尼阁把伊索寓言译作《况义》纯属

偶然。但兵要回顾一下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和中

国信徒们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作的沟通中

西文化方面的努力，我们就发现，金氏的做法，

正是当时风尚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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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来自西洋的天主教是

一种异质文化；对于天主教耶稣会士来说，耍中

国人接受天主教，成为“天民”，就得使他们认同

这种文化，最好使他们觉得，这种文化跟他们原

先的文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用方豪先生的话

说，“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

想、风俗、习惯⋯⋯借重当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

几位先哲的言沧，以证实新传人的教义和他们

先辈的遗训、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是

可以接受的，甚至于还可以发扬光大他们原有

的文化遗产”。o基于此，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

会士们做了大量的中西汇违工作，尽管他们目

的是在“劝人信道^教”，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

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代的景教由于过分依附于中国宫廷及中

国文化，其本身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便萎缩

得非常可怜；元代的盂高维诺只是单向性地向

中国人灌输他的教义，叫中国幼童学唱拉丁文

和希腊文的赞美诗，结果总是不得要领；只有到

了利玛窦来华才真正注意到传教的策略。在利

玛窦氏的影响下，明末清初兴起了大规模的“适

应儒家”的运动。这种适应是全方位的，而不是

局部的，比滥觞于西晋之时的“格义”之法要更

深入。“格义”在融通两种文化时，常常是点与

点的对应，是浅层次的；“况义”在沟通异质文化

时，往往是面与而的适应，是深层次的。《魏书》

114“释老志”说：“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

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将

五戒与五常相提并论，实属牵强。因此，我们不

妨说，“况义”是“格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文化

交流上的进一步深化。对异质文化的沟通，往

往需要一个基点，这基点就是两种文化间的共

同点，或自认为的共同点；有了这个共同点，沟

通工作才有可能进行下去。至于“自认为的共

同点”，它可能是一种虚假的共同点，这可留待

文化交流到了相当渫人的程度后予以纠正，但

在交流的初期，它是有意义的。比如，魏晋玄学

所谈的“空”与般若学所说的“空”在本质上是有

区别的，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播，佛经的进一步

翻译，才得到澄清；但是，当初如果不是凭着玄

学的“空”这把梯子，般若的“宅”哪能轻易越过

墙来呢?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正如束子所

说：“世无孔子，则万古如长夜。”因此，任何～．种

文化要想进人华夏都必须对它让步或认同，并

几乎都想汪明，自身与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是

相通的。在印度佛教东传和天主教东渐的过程

中，儒学是两家皆争的一块“风水宝地”。为了

达到传教之目的，西士(乃至后来的中国信徒)

企图对世A证明，天主教在本质上与儒家是一

致的。他们认为，儒家经籍中所说的“天”跟天

主教所讲的“天”是相当的，故欲“合儒”；但又认

为，儒教并非超性之真教，且儒书有所毁于火以

至残缺，故有所不足，于是就晋“补儒”(补儒之

缺，修儒之废)，其最终的目的是要使天主实义

深人人心，并使“佛无所施于民”。明求清初的

耶稣会士们在适应儒家的工作上，其做法主要

体现在引儒经以阐“天”道、翻泽儒家经典等方

面。

引儒经以阐“天”道方面的急先锋是意大利

人、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1610)。稍早于利玛窦来华的罗明坚于1584年

刻印的《圣教实录》未做任何儒家与天主教的比

较，所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利玛窦的《天主实

义》是第一本融汇中西思想的耶稣会士著作，从

而开辟了“适应儒家”的风尚，对沟通中西文化

起了示范作用。利玛窦通过博览儒书、详观《六

经》，发现“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历观

古书，而知上帝与夭主，特异以名也”；o在《辩

学遗牍》中则表明了对儒释的态度：“尧、舜、周、

孔，皆以修身事上帝，则是之；佛氏抗诬上帝，而

欲加诸其上，则非之。”此后有艾儒略(P．Jul-us

Aleni，1582～1649)著《口铎日抄》引《尚书》以

证道。而孙璋(AIe柚nder de la Charme 1695

～1767)的《性理真诠》既指出天、儒的相通之

处，又指出儒家对于“天”的解释的含混性，认为

“中国经书但云：‘洪水滔天，坏山裹陵7，不云洪

水之降，毕竟为何”，固而逊于《圣经》，大有超儒

之势。此外，白晋、赫苍璧、马诺瑟等在选方面

都很有成就，且收效觑宏。尤其是马诺瑟(P．

Jos—Maria de Premare，1666～1735)，其汉学

功底不在利玛窦之左，他的《经传议论》一方面

是一部适应儒家的杰作，另一方而又是颇有新

意的研究儒家的力作。他除了对《六经》做r全

111

 万方数据



第1期 ．匕海师范大学学寸I{(哲学社会科学版)

面的研究，还用天文学的方怯对《春秋》的历史

可靠性作了探索，真可谓用科学方法研究儒家

的筚路蓝缕之作。

继利玛窦等之后，一批受洗信教的中国学

者也做丁大量的适应儒家的工作。明末有徐光

启、冯应京、李之藻、杨廷筠等；清初有朱宗元、

张星曜、尚祜卿、张能信等。或许是因为信教而

戴上了有色眼镜的缘故，他们的观点与西士的

观点极为吻合，并也竭力排佛。严谟认为：“以

今考之，中古之上帝，即太西之称天主也。”o朱

宗元说：“天主者何?上帝也，中华谓之上帝，西

译谓之天主。”并且，否认中国的“天”是形天的

说法，认为“惟认天以苍苍者是，谬矣!”o有的

信教学者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西士来，弘扬了儒

家精神，儒理将会失传；刘二至感叹：“此道不明

久矣!非有泰西儒者，航海远来，极力阐发，则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真传，几乎熄

矣!”。

明清之际来华天主教耶稣会士(后来又有

其他修会的修士加入)除了撰述适应儒家的著

作，还致力于翻译中国经籍。利玛窦早在1593

年就将“四书”译为拉丁文；金尼阁所详“五经”

是最早的汉经西译本；在不太长的时问当中，

《大学》《中庸》《论语》等多次被译成西文，殷铎

泽、郭纳爵、马诺瑟、孙璋等在汉经西泽方面都

有程度不同的贡献。马诺瑟还第一次将中国的

元杂剧《赵氏孤儿》译为西文，开中国文学西译

之先河，并对18世纪的欧洲文学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

明清之际，除了耶酥会的传教士在沟通东

西文化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外，天主教其他修会

的传教士也有很大的成就，而这些努力，也都具

有比较研究的性质。在这方面，利安当(Anto—

nius CabareIla vel de Sancta Maria，1602一

1669)的《天儒印》(又作《天儒印正》《天儒印

证》)极具代裘性。《天儒印》现藏教廷图书馆，

其拉丁译名为concordantia legris divinae cum

quatuor libris Sinicis，把它再译回汉语则是“天

主教义与中国四书之对照”。无论从该著的汉

语书名，还是从其拉丁译文，它的主旨是十分明

了的。《天儒印》是一部“纯粹‘适应儒家’之

作”，其写作风格也颇为别致：每段都以儒家经

】】2

书中的章句开头，接着便是用天主教的教理来

印证，或肯定之，或附会之，或补充之，正如尚枯

卿之子王弼所云：“盖略四于数语，而姑以天学

解之，是以为吾儒达天之符印也。”《天儒印》引

章句皆出自《四书》．所引《大学》5处，《中庸》14

处，《论语》14处，《孟子》4灶，计36处。详观

之，对明清问天主教适应儒家之盛况便可见其

一斑了。尽管利安当有故意用天主教教义来附

会儒家思想的倾向，用神学的超性之理来附会

儒家的实用理性，但这种承认“他者”、寻求“他

者”与自我之间共性的做法，是跨文化交流中的

积极姿态。

波沿那大学哲学系教授埃柯认为，两种不

同的文化相遇，由于互相问的差异，必然会产生

碰撞，其结果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征服，或教化

之，或毁灭之；二是文化掠夺；三是交流，并认为

欧洲和中国的最初接触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

认为“中国人从耶稣会士那里接受了欧洲的科

学的许多方面，同时，传教士们又将中国文明的

方方面面带回欧洲”。o采取交流的办法，是耶

稣会士们的明智之举，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是南

美洲，当时的中国人也不是拉瓜尼人。明束清

初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策略应浚说是成功的，

但在清代因“中国礼仪之争”而告中断。耶稣会

士们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认识到了中国文

化的本质，在尊重对方文化的前提之下进行宗

教活动。而欧洲其他一些修会当中的一些修士

及教廷，却抓住祀孔祭祖和Deus在中国的译

法不放，在二元对立中置这次大规模的文化交

流运动于但局：一方面是散廷的《禁约》，一方面

是康熙的“西洋小人何言得中国之大理”o，壤

终使交融归于失败，从而使双方都失去了从对

方文化中吸收营养的机会。

如前所说，要进行文化的交流，必须在两种

文化间找到基点，况且，任何文化问都有相交、

相契之点，这相交、相契之处，正是两种文化之

间的通道。魏晋间的“格义”之法，明清间的“况

义”之风都说明了这一点。当初慧远在庐山说

法有这样一段记载：“远年二十四，便就讲说。

尝有窖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

远乃引《庄子》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

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教廷下《禁约》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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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总会长王伯多禄等写信给全国的主教，其中

涉及适应儒家时说：“彼听讲者，不知天主是何，

我教讲者，因以古之所称天帝、上帝比称天主，

听者即时了然⋯⋯”o一个“晓然”，一个“了

然”，多么相似的一幕，又多么意味深长j如果

说这不是偶然，那它无疑说明了文化交往上的

规律性的东西。

不管是“格义”还是“况义”，其在方法上都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觉地将事物的双方放

在一起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来确定，双方在哪些

方面是相近或相似的，哪些方面是相反或相异

的，为了凸显自身的特征，哪些方面值得自己吸

收，哪些方面需要扬弃。在这种吸收或扬弃的

过程中，一方为了适应另一方，往往需要丢弃一

些自身的特征，或者，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有

时需要将自身的某些特征暂时隐藏起来。比

如，利玛窦初到中国时，闭口不提传教之事，初

以“西僧”自居，后以“西儒”自居，目的就是要证

明，“我”跟“你”是同类，“我们”之间可以交往。

可见，相似性在文化交往中是多么重要．

如前所连，由于地理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的

文化渊源与西方的文化渊源有许多差别，在探

讨比较文学的“史前史”时，必须注意到这种特

殊性。西方文明从其源头——古希腊文明——

那里，就是以融和的方式发展的；避开埃及和阿

拉伯的文明，我们就无法真正认识古希腊的文

化。中世纪之后，西方各民旅文学和文化发展

的每一步，如果不用比较的眼光去考察都将是

元法认识的。中国最初的三千年的文明以其内

在的连贯性和自足性为其特征之一}中国没有

地中海这样一个天然的大媒体，有的却是东面

的汪洋，北面荒漠，西面的流沙，西南面的难以

逾越的世界最高峰。如果把跨民族、跨文明作

为比较文学在范围的一个界定的话，那么，对中

国比较文学“史前史”的追溯应定位在：异质文

化与华夏文化相渗透的那些时期；基于此，对中

国比较文学“史前史”中的拓荒者的追索应定位

在：那些在融汇沟通中国与异质文化上作出贡

献的中国和外国的宗教界或与宗教发生过种种

关系的人士及学者、文士身上。我们认为，这是

我们探讨中国比较文学“史前史”的两个基本定

位。这种“定位”，充分肯定了宗教在异质文化

交流中的媒介作用，同时也提醒我们在进行跨

文化研究时，如果不深人到宗教的底里，就难以

触及文化中最敏感的“弦”。因此，我们在追溯

中国比较文学“史前史”的时候，应记住这些名

字：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朱士行、慧远、鸠摩

罗什、玄奘、王维等，当然不能忘记利玛窦、金尼

阁、庞迪我、利安当、马诺瑟、徐光启等名字。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一下金尼阁在利玛窦

死后整理撰述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是利玛

窭在其暮年用意大利文写的、给西方人看的一

本书。尽管其较大篇幅是介绍天主教在中国传

播的历程，但它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方而

的贡献是不在《马可波罗游记》之下的。也许正

因为它是专门写给西方人看的，作者就没有必

要“别有用心”地去适应儒家，没有必要去遵循

他们的“随人变样”的原则”，而能够站在跨文

化的高度较为客观的审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书中的比较意识。在介

绍中国的物产、机械工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

政府机构、风俗礼仪、迷信和宗教时，利玛窦无

不将其与西方作对比或比较。比如，他认为中

国人“几乎没有人献身于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

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因为它们不像哲学

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o。其实，作者在这

里是看出了中西在学术上的差别；西方重实用，

东方重修身。利玛窦发现“中国人有～种天真

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

的东西甚于自己的自：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

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

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

宴”o。这就道出r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形成

的原因了．总之，如果我们把利玛窦看作中国

比较文学与文化的拓荒者之一，如果把他看作

发现中国文化内蕴的哥伦布，并不过分。

魏学渠给《天儒印》作序时说：“同此天，则

同此心”o；钱钟书《管锥编》开篇即说：“东海醋

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o。元沧古

人，还是今人，都认识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可

能性，对此都持乐观的态度。人作为天地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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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灵，其相通性决定了对话的可能性，其相异性

决定了对话的必要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o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

要比较文学这种视野，这种观念，这种方法，而

探讨这一学科的“史前史”可以使我们这一学科

更自觉，向更成熟的方面发展。一句话，明清间

天学与儒学的交涉，是中国比较文学“史前史”

上继儒学与佛教相遇之后的第二座高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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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9条)

1.期刊论文 李若飞 "跨越"的困境——对中国比较文学定义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6,""(11)
    比较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文学研究空间不断拓展和方法论实践的自我修正,这一渊源使它脱胎于一般文学研究而最

终超越了文学研究,并且逐渐走向了跨文化、跨文明的更广阔的领域.它的开放性和不可被忽视的边界性对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开放性

是它的基本特征,而没有边界,也就意味着这一学科的自我消解.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它的这些特性又使得

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难以确立,使它遭遇诸多的尴尬,定义之争更使其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2.期刊论文 黄小军.HUANG Xiao-jun 中国比较文学因素的产生 -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6,19(3)
    比较文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文化及文学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不断碰撞,为比较文学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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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打下了基础.文章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入手,逐步介绍了在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并以此来论证比较文学的因素在

中国的渊源历史.

3.期刊论文 张懿红 王小波小说艺术的渊源与创化 -中国比较文学2004,""(4)
    本文把王小波狂欢性文体放在中西方现代文学背景中,寻找王小波小说艺术渊源与创化的踪迹.论文认为:王小波自觉运用文本间性对传统文本进行改

写和转化,达到戏仿、颠覆或丰富意义的目的,这是后现代写作的特点之一;在叙事方面,他受法国新小说派、杜拉斯与卡尔维诺的影响很深,论文主要从两

个方面进行考察:1.客观化与反讽,2.结构与韵律.最后比较王小波与美国黑色幽默派的异同,认为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并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在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的参照系中,王小波不仅增加了超常想象与黑色幽默的向度,而且把鲁迅开拓的传统更进一步推向狂欢化,在当代文学中独

树一帜,占有重要的位置.

4.期刊论文 查明建 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 -中国比

较文学2005,""(1)
    译介学是近20年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得最为迅速、最富有生气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译介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理论活力.比较文学如何开展翻译研究?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内容和方法是什么?几十年来,中外比较学者对这些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讨

.但也还存在不足之处,如近年来中外出版的比较文学论著和教材,将译介学等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模糊了译介学的比较文学性质和研究要求.本文简要地

回顾了中国译介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情况,从译介学的发展渊源角度,重申了译介学研究的比较文学性质,在总结和整合译介学已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

础上,对译介学的理论、研究内容、目标和方法尝试作些新的探讨.

5.期刊论文 李迎丰 国际化语境中的知识悲剧--李洱小说《花腔》中话语结构的比较文学阐释 -中国比较文学

2003,""(4)
    李洱在其长篇小说<花腔>中,设立了一个以域外文化为话语特征的"乌托邦"式的形象体系,深层次地书写着20世纪中国诸种话语范型的历史性交汇,揭

示出一类"有机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精神渊源.因此,可以从"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考察该小说文本中"国际化"的叙述语境,及其所叙述的中国现代性

进程中,知识者的追求与宿命.

6.会议论文 谢天振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 2005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当代国际级的文化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

了莫大的兴趣，并对翻译发表了相当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

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本文介绍了当代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历史渊

源及其当下的必然性，并简述了“文化转向”对当代国内译学研究带来的“冲击”，指出“文化转向”为比较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展现出一个新的广阔

的研究领域。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揭开了翻译研究的新的一页，同时也展现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的新

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7.期刊论文 谢天振.Xie Tianzhen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 -中国比较文

学2006,64(3)
    突破语言、突破文学的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本文具体分析了当代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历史渊源及其

当下的必然性和文化转向对当代国内译学研究带来的"冲击",认为:"文化转向"为比较文学研究、也为翻译研究展现出一个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

8.期刊论文 朱静 发挥外语教师在比较文学方面的作用 -中国比较文学2004,""(1)
    比较文学研究是建立在深谙原作的基础上的.通过翻译,当然也可以掌握一部分原作的信息,但不是全部,而且这些信息经过译者的阐释、传递,信息与

原作已经有了时空距离.当然这时空距离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课题之一,但是,对某部作品作比较研究的前提必须直接从原文文本切入,把握原作的精神实

质及其中的文化信息-文化灵魂,这就要求比较文学学者熟练掌握比较对象原文语言文字,了解该作品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引发的文化意象等.在这方面,专

业外语教师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直接从语言切入,把握作品内在的结构机理,人物的感情起伏,作品中展现的文化意象,作者思想感情的表达,尤

其把握住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发展的脉动.

9.学位论文 文治芳 论乐黛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009
    乐黛云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为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乐黛云对中西方思想理

论广收博取，并结合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和文学研究所处的现状，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做出了新的规定，把比较文学推进到跨异质文化的

层面。乐黛云在比较文学的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学界时有研究其比较文学思想的论著发表，但至今未见完整阐述其理论体系的专著。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乐黛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解读：根据乐黛云对中西比较文学思想的吸收与借鉴分析其比较文学理论的学术渊

源；通过梳理乐黛云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过程来体现其学科理论的特征；通过分析乐黛云比较文学理论的成因及意义揭示乐黛云比较文学研究的

理论建树；根据乐黛云文学研究的四个主要层面展现乐黛云对其理论与方法的实践运用。

    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

    绪论部分是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状况和乐黛云对中国比较文学贡献的概述。一方面，为研究乐黛云的比较文学思想提供相关的背景材料，另

一方面，通过对乐黛云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的分析，论证了研究乐黛云比较文学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本文的第一章较为系统地梳理并分析了乐黛云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渊源。从乐黛云对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过程的评价、

吸收和超越，展示这三者对乐黛云的不同影响。乐黛云本人即是从有事实联系的文学关系研究步入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她从法国学派所开创的影响研

究中吸收了丰富的理论营养，并且把接受美学引入影响研究，重视文学接收者对影响者的选择、过滤、变形、创新，强调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此同

时，她还受到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影响，关注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并且切实可行地把跨东西方异质文化的研究纳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中国

比较文学传统也对乐黛云产生了重要影响。乐黛云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做过非常细致深入的研究，她撰写多篇文章，深刻分析了这门学科在中国形

成与发展的原因、过程、特色以及发展前景和存在的问题。乐黛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并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

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中国比较文学传统对乐黛云的影响，就在于这种“立足本土，兼收并蓄”的学术风格以及对人文精神的关注与追求

。

    本文的第二章具体论述了乐黛云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建构方面所做的贡献。乐黛云非常关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尝试着建构新阶段

的比较文学，使其能够适应新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

    乐黛云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学科建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的了解和借鉴；结合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对比较文学学科建构

所作的探索与创新；创建作为交往诗学的比较文学。乐黛云很早就开始系统地引入西方比较文学理论，详细介绍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并

试图将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运用到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之中。乐黛云在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比较文学理论之后，很快开始尝试用较新的观点深入比较文

学研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构进行探索和创新。她用接受美学来刷新影响研究，还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引出的耗散结

构和熵的理论出发，探讨文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局限性和可能性，以此来充实平行研究的内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学研究

的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乐黛云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来建构文化转型时期的比较文学，对比较文学做出了新的规定。她提出比较文学发展

第三阶段的设想，建立了以交往为取向的、作为交往诗学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使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在发展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实

现了重大突破。

    本文的第三章论述了乐黛云在创建作为交往诗学的比较文学基本理论上的贡献。乐黛云所建构的中国当代比较文学，提倡跨文化研究，试图打通原

先缺乏内在联系的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界线，使比较文学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新的切实的理论基石。乐黛云继承

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思想，对其进行现代性的诠释和改良，并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将“和而不同”和“交往理性”引入比较文学研究

，将其作为跨文化对话和多元文化共处的具体原则和行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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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而不同”一方面肯定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多样事物间的互补与和谐；另一方面强调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

发展。“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乐黛云认为，“和而不同”原则可以促进多元文化的共

存和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既能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又可避免本位文化的封闭和孤立。乐黛云还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引入比较

文学研究。哈贝马斯一直致力于对西方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下，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生活世界和

系统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取代意识哲学中的工具理性，突出了对话式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乐黛云认

为，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重视“正义原则”和“团结原则”，强调平等和宽容，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一致，因此可以为跨文化比较

的适度理念提供具体原则和行为方法。

    “和而不同”和“交往理性”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理念，在全球化时代对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有着方法论的意义，但是，这两种原则由于受到其

所诞生的时代和其所服务的对象的限制，必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乐黛云在将“和而不同”与“交往理性”引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在可

行性方面的弥补和纠偏，创造性地提出“互动认知的跨文化诠释”作为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从而实现了超越性的理论建构。

    乐黛云创建的作为交往诗学的比较文学以“互动认知的跨文化诠释”作为理论根据，从本体论层面和“语言际”层面都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从本体

论的层面来说，乐黛云创建的作为交往诗学的比较文学重视“文学间性”，旨在建立一种对话性的文学概念，要求把文本作为独立的主体并把它们置身

于主体间性的概念之中，使文本之间形成互文性，从而进行互文研究。这使比较文学彰显出不同于国别文学与一般文艺学的特质，并与国别文学和一般

文艺学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从“语言际”的层面来说，比较文学作为交往诗学，所承担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不同文化架构和语言系统中的理论话

语进行对话。多元文化共存的本质和前提是对话。乐黛云所创建的作为交往诗学的比较文学，以互动认知的跨文化诠释为基点，具有重视文化之间的平

等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从而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文化对话的平台。

    本文的第四章较为详尽地分析了乐黛云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开阔视野和独特的学术风格。首先以乐黛云对中国文学中女性问题的

研究为例，分析乐黛云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乐黛云对中国女性问题的研究一直都非常关注，她从时间轴的比较、虚实轴的比较和性别轴的

比较这三个角度入手，凸显了中国女性问题的实质并提出了解决途径。乐黛云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体现出三个特点：比较文学的视野、人文关怀及对文化

的关注。其次，以乐黛云在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为例，论述了她在中外文学关系方面研究的特点。第三，通过分析

乐黛云在比较诗学方面所作的研究，论述乐黛云在这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乐黛云对比较诗学的研究体现出其独特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特色：第一

，端本正源，促进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性转化，使其成为可以被世界理解、能对世界文化发挥作用的现代话语；第二，广收博取、平等对话，使中西方

诗学在相互沟通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三，寻求共同诗心，力求在中西诗学对话中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本章还论述了乐黛云比较文化研究的

主要内容及特征。乐黛云对人类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及解决途径有其独到的理解并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其比较文化研究体现出对文学研究的重视及对

人文精神的强调。

    本文的结语部分在对乐黛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了乐黛云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并

对这种作用和价值做出展望。乐黛云的比较文学思想涉及了文学研究、诗学研究、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各个层面，研究她的比较文学思想对于我国

比较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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