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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通过对比较文学学科中诸如/ 世界文学0/ 影响研究0和/ 跨学科研究0等关键词的梳理 � 反视和评介西方早期 

比较文学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理论贡献 !其论著的特点及其不足 � 探讨后来的比较文学研 

究者对前人的继承 !借鉴与发展 ∀西方早期比较文学学者对当今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 !研究对象 !研究范围和研究 

方法均产生过间接或直接的理论影响 � 对其理论贡献的客观评价有助于当今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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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比较文学已历经百余年 ∀ 

经克罗齐时代的/ 片甲不留0之战 !韦勒克时代的/ 危 

机之争0到后来的/ 十字路口0之危机 � 比较文学可谓 

是一路颠簸至今 ∀ 按理说 �比较文学应该有了属于 

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比 

较文学至今仍处于/ 身份不明0 的尴尬境地 ∀ 一方 

面 � 国内外比较文学界众多学者著书立说 � 声称比较 

文学自成为独立学科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 

成绩 � 而另一方面 � 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界仍为比较文 

学的某些学科理论问题打无休无止的理论舌战 ∀其 

实 � 只要我们重温西方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论著 

就会发现 �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在那些先辈们的手 

中已经基本定型和定性 ∀ 有鉴于此 �在全球化语境 

下的今天 � 我们仍应重读那些宝贵的文献 � 并给予其 

应有的评价 � 因为它们仍对当今的比较文学学科建 

设具有某种现实参考意义 ∀ 

要评介西方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论著的理论贡献 

与特点 � 必须首先考察和分析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 

者从前人的有关论著中继承 !模仿和借鉴了什么 � 这 

是我们思考和论证早期比较文学学者之理论贡献的 

逻辑起点 ∀为此 � 我们以西方早期比较文学学者的 

相关论著 � 即5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论文集6为考察和 

分析的材料 ≠ �通过对现今比较文学学科中几个关 

键词的梳理来反视或反观西方早期比较文学学者们 

对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所做的理论贡献 !其论著 

的特点及其存在的不足 ∀ 拟定梳理的关键词包括 � 

/ 世界文学0/ 影响研究0/ 跨学科研究0和比较文学者 

的/ 知识装备0 ∀ 

一 ! 关于/ 世界文学0 

歌德/ 世界文学0观念的提出对后来比较文学学 

科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年 �歌 

德在看到东方文学的成就并有感于当时国际间的文 

学交流时 � 发出了/ 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得很大的一 

回事了 � 世界文学的时代快来临了0的预见 ∀歌德当 

时已意识到人类的进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交往 � 

并由此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但歌德本人并 

没有对何谓/ 世界文学0做出明晰的定义 ∀对歌德而 

言 � 世界文学只不过是一种理想 � 是其全球文化观中 

的一部分 ∀从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中可知 �世 

界文学并不是指各民族应采取同样的思维方式 �思 

考同样的问题 �而是说他们应学会如何相互了解 ∀ 

歌德认为不同的民族应/ 互相关注 !互相理解 ������ 

学会互相容忍0 ≈� � 并希望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在相互 

交流和相互认知的过程中得以维持 ∀ 他坚持认为 � 

如果某一民族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毫无兴趣且无贡 

献 � 该民族文学的生命力将会枯竭 ∀ 歌德肯定了法 

国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借鉴价值 �他认为自法国 

开始关注他国 � 其文学取得了巨大进步 ∀ 歌德在此 

强调各民族文学间应加强交流沟通 � 惟此才能走向 

世界文学 ∀ 

歌德如此强调各民族间交往的重要性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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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为后来比较文学所倡导的/ 跨民族0特征打下了 

理论基础 ∀ / 世界文学0这一新观念的逐渐流行促使 

比较文学走出史前史阶段 �从而进入学科的形成阶 

段 ∀比较文学正是由于世界主义的觉醒而产生的 � 

可以说 �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的提出无疑催发了比 

较文学的诞生 �对后来比较文学学者将/ 世界文学0 

这一理想定为比较文学的目的发挥了作用 ≈� ∀ 对 

此 �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的贡献则明显体现在后来 

比较文学家的学科理念中 ∀ 如梵第根的5比较文学 

论6有一个部分的题目是/ 浪漫主义的超国界论和比 

较文学的最初的论文0 ≈� � 梵第根在该节中论述了欧 

洲文化发展的四个世界主义时代 �即其经历的中古 

世纪 !�� !�� 和 �� 世纪的四次跨国境发展 ∀他认为 

/ 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关 

系0 � 基亚继而认为比较文学是/ 国际文学关系史0 � 

卡雷在给基亚的5比较文学6一书的序言中说 � / 比较 

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是对国际关系的研究0 � 

雷玛克在5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6中说 � / 比较文学 

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0 ∀ 可 

见 �梵第根等人对比较文学之性质的认识均受到了 

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的影响 ∀ 

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虽对后来比较文学的形成 

和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也存在其不足 ∀ 歌德后 

来计划写一篇有关世界文学的文章 � 介绍德 !法 !英 ! 

苏格兰和意大利文学及其相互间的影响 �他认为欧 

洲各民族间的文学交往会加速世界文学的早日到 

来 ∀可见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宏伟构想至此其范围 

已大为缩小 � 只将其限定于欧洲 � 且只涉及欧洲几个 

文学发达的国家 ∀这种地域上的缩小似乎使世界文 

学的所指更为清晰 �但却远离了他构想世界文学时 

的初衷 � 这无疑削弱了他所说的世界文学的/ 国际 

性0 � 其认识与结论也缺乏广泛性和科学性 ∀ 另外 � 

在他的论著中 � 他把世界看成一个国家 �又将德国锁 

定为世界文学的中心 �相信在世界文学的形成和发 

展中德国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 为此他高扬德国文 

学 � 认为他国文学是对德国文学的借鉴 !利用 !评价 

和接受 ∀世界文学本应突破民族文学的局限 �但歌 

德所言显示出其狭隘的民族意识 ∀这也导致了后来 

比较文学者以欧洲为中心或以西方为中心的较为狭 

窄的研究视野 ∀ 

自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观念后 �西方早期比较 

文学者对这一新观念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并将它用 

于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论著中 ∀如贝茨在考察欧洲 

文学后写了许多研究德法文学关系的论文 ∀他认为 

欧洲文学一直具有且将继续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 � 

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史的共同目标就是探究人类精 

神的发展 ≈� ∀ 波斯奈特的5比较文学6中的/ 世界文 

学0一节也研究了世界主义这种全球精神 ≈� � 并通过 

希伯莱 !希腊 !拉丁 !印度和中国的例证阐述了世界 

文学的各种特征 ∀较之歌德和贝茨 �波斯奈特有关 

世界文学的论述是一种进步 �因为他已将印度和中 

国等东方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中 ∀ 

在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中 � / 世界文学0一直处 

于一种不断被界定的动态的过程之中 � 歌德的/ 世界 

文学0观给后人以较大的启示 ∀ 时至 ���� 年 �由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5什么是世界文学6一 

书的构思和构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歌德的世界 

文学观念之上 �是对歌德之世界文学观的继承和发 

扬 ∀ 5什么是世界文学6标志着全球化语境下人类世 

界文学意识的重新觉醒 � 一种新的由流通 !翻译和作 

品共同构建的多元的世界文学观念正在渐进形成 � 

可见/ 世界文学0处于作者 !作品和读者互动的动态 

关系之中 ∀ 

二 ! 关于/ 影响研究0 

西方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论著中有关/ 影响研究0 

的论述为后来比较文学中的/ 影响研究0提供了学理 

上的依据 ∀ 

在西方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论著中 � 涉及/ 影响研 

究0的学者颇多 � 但最具体地使用影响研究方法的是 

法国早期比较文学学者 !法国第一位真正具有全球 

意识的批评家夏斯勒 ∀夏斯勒在5外国文学的比较6 

一文中集中介绍了塞万提斯和莎氏比亚对欧洲诸国 

文学的影响 ≈� ∀他认为塞万提斯对伏尔泰等后世作 

家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他对莎翁的 

介绍更为具体详细 ∀ 在考察欧洲文学后 �夏斯勒发 

现在 �� 世纪消沉无名的莎翁在 �� 世纪名声大振 ∀ 

在莎翁辞世 ��� 年左右后 �人们开始理解和欣赏莎 

翁 ∀如在法国他被视为天才 �许多国家的诗学研究 

也聚焦于他 ∀夏斯勒甚至认为整个现代德国文学也 

是基于对莎翁的研究 ∀ 歌德 !席勒和一些新哲学家 

也奉他为圭臬 � 视之为大师 � 乃至是上帝 ∀ 可见莎翁 

在德法两国影响之深之广 ∀除德 !法两国外 � 莎翁之 

影响也渗透到意大利 !西班牙等国 ∀在介绍具体作 

家对具体国家的影响后 �夏斯勒将笔端触及到欧洲 

各国文学间相互的影响 ∀如意大利影响法国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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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影响西班牙 ∀ 意大利对 �� 世纪欧洲诸国文学产 

生影响 � 又将其文明放射到英 !法 !德等国 ∀ 德国 �� 

世纪后半叶对欧洲及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西班牙也 

对意 !法 !英等国发生影响 � 等等 ∀ 

夏斯勒继而细举受他国影响的作家 �以论证每 

个人都在借鉴他人 �各民族文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 其相互间的影响无处不在 ∀ 其举上述各例 

虽均为跨民族 !跨语言的文学的影响研究 � 但都只限 

于欧洲各国间作家相互影响和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 

影响 � 而未跨越欧洲文化体系 ∀ 夏斯勒当时虽未标 

举/ 影响研究0这一研究方法 �但这种文学研究实践 

对后世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 

依据和一种很好的研究范式 � 即影响研究 � 且是跨语 

言 !跨民族和跨时空的文学研究 ∀ 

夏斯勒在其研究论著中认为 �研究文学不能只 

孤立地研究某个作家 � 而应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 � 其 

所受的影响和他对于他人他国的影响 �还应探索人 

类精神史和思想史 � 应做出综合和立体的研究 � 由此 

得出的结论才具有普适性 ∀他的这一研究理念也体 

现在后来法国比较文学家的论著中 ∀ 如梵第根把比 

较文学视为历史学科 �研究国与国文学作品的相互 

借鉴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 �卡雷把研究国际间文学 

上的事实联系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 �更注重不 

同民族的作家间的精神联系 �基亚也认为比较文学 

工作者应站在语言与民族的边缘 �注视两种或多种 

文学之间在体裁 !思想和情感等方面的彼此渗透 ∀ 

基亚在5比较文学6第五章/ 影响和成就0中论述了法 

国作家在外国的影响和外国作家在法国的影响 �还 

讨论了各国文学间的相互影响 ≈� ∀ 由此可见 �后来 

的比较文学家关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和比较文学研 

究范围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论述大都能在夏斯 

勒的研究论著中找到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 

作为一个法国学者 �夏斯勒主要关注的是法国 

文学 ∀他对法国极尽赞美之辞 � 视之为欧洲的中心 � 

欧洲文化的发源地 ∀ 他认为法国之于欧洲 �就如欧 

洲之于全世界 ∀ 尽管他也认为法国接受他国影响 � 

但他高扬 ��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学 � 认为法国应该 

成为欧洲的典范 ∀他这种从以欧洲为中心到以法国 

为中心的论调和观念也影响了后来法国比较文学家 

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 ∀后来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也将 

其研究对象局限于欧洲文化体系内的各国文学 �这 

势必淡化了其研究对象的世界性 ∀ 

另一早期比较文学者科赫在其论著中采用了影 

响研究的方法论述欧洲各国的文学样式 ∀ 他认为 � 

在同一文化体系内 �任何一个国家的诸多文学形式 

都不是国产的 � 均或多或少夹杂着外来的成分 � 或本 

身就是舶来品 ∀欧洲各国文学都不是完全依赖本国 

而得以发展 �而都从古代和他国吸取过养料 ∀ 科赫 

在文中还论及翻译在中世纪所起的重要作用 �认为 

翻译最能体现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 �这为 

后来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研究提供了某种借鉴 ∀ 

除夏斯勒和科赫外 �早期比较文学者戴克斯特 

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涉及影响研究这一研究方法 ≈� ∀ 

戴克斯特被视为法国学者中研究各国文学关系的权 

威 ∀他认为文学史家应了解本国之外的文学知识 � 

应致力于研究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 

系 ∀他曾研究过意大利对法国文艺复兴的影响和德 

国对法国浪漫主义的影响 �还特别阐述了研究文学 

间相互关系的方法 ∀他总结道 � 自文艺复兴以来 �欧 

洲各国都在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学 �均有自己的民族 

特色 � 但又都不是独立完成的 � 而是依赖于相互间的 

影响和对东方 !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学的借鉴 ∀ 

三 ! 关于/ 跨学科研究0 

西方早期比较文学论著对当今比较文学学科中 

的/ 跨学科研究0也有所论及 �并为这一方法提供了 

理论上的借鉴 �对后来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有一定的影响 ∀ 

在西方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论著中 �较早使用现 

今所谓跨学科研究的研究方法的学者有谢科福德和 

科赫 ∀谢科福德在5比较文学6一文中较早详细地论 

及了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 ∀ 他考察古希腊的戏剧后 

发现 �中世纪的神秘剧源于对圣经历史上的大事件 

的神圣表现 ∀ 因为在戏剧出现之前 �希腊宗教已经 

存在 � 东方的神秘传说加上庄严的合唱歌曲 � 希腊戏 

剧由此产生 ∀ 古希腊神秘剧是后来戏剧的基础 �赎 

罪神秘剧的表演则是现代戏剧的主要来源 ∀ 通过对 

欧洲戏剧的考察 �谢科福德发现现代戏剧主要来源 

于基督教的祈祷文 �而那正是基督教的核心所在 ∀ 

和希腊戏剧一样 � 英国戏剧也源于宗教 � 演员们是在 

教会的指导下表演宗教史上的大事件 ∀西班牙的戏 

剧也从未摆脱宗教的禁锢 ∀ 此外 �谢科福德还特别 

看重诗歌 � 认为在比较文学课程中 � 诗歌应占据主导 

地位 ∀他还拿诗歌与历史相比较 �认为诗歌更能体 

现一个民族的灵魂 �因为诗歌是民族生活的体现和 

民族精神的最真实的展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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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也在其论著中讨论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 

系 ∀他认为莱辛的5拉奥孔6确立了文学与绘画艺术 

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肯定了赫德对文学与宗 

教 !艺术和哲学之关系所作的综合性的研究 ∀ 他还 

认为比较文学史也应重视文学与艺术 !文学与语言 

学之间的联系 �并以歌德为例论证其5浮士德6是艺 

术史和文学史成功结合之典范 ∀ 

西方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论著中的跨学科研究论 

述 � 如文学与宗教 !艺术 !哲学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也 

体现在后来比较文学家对/ 比较文学0这一术语的表 

述中 ∀如雷玛克在5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6中说 � 

/ 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 � 并且研 

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 �包括艺 

术 !哲学 !历史 , ,宗教 , ,0 ≈� 这些早期学者们所 

作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在较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比 

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主张和研究实践 ∀ 

四 ! 关于比较文学者的/ 知识装备0 

西方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论著对后来比较文学学 

科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理论贡献还在于 �给后来比较 

文学研究者的/ 知识装备0以理论上的定位 ∀ 

梅兹尔是西方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者中较早论及 

比较文学者的知识装备的学者之一 ∀ 也许是他自己 

成长于多语言环境的缘故 �他在5比较文学的任务6 

一文中将通晓数种语言视为比较文学学者最重要的 

知识装备之一 ≈� ∀他认为翻译只限于间接的文学交 

流 �而通晓数种语言本身就意味着能进行直接的文 

学交流 ∀他倡导比较文学者直接用两种不同语言的 

文本进行对比研究 �认为最理想同时也是最实用的 

方法就是通晓那些要研究的文本的原文 ∀这种对语 

言知识装备的要求直接影响了后来比较文学学科所 

强调的跨语言的文学研究 ∀ 

另一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者谢克福德在5比较文 

学6一文中对比较文学者的知识装备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 ∀他认为比较文学者不能只限于研究一种语言 

和一个作家 �只有了解各时期最好的思想才能从事 

正确的文学批判研究 ∀ 他引用弗莱曼的话/ 学生必 

须了解某些领域的所有知识 �而不是每一领域的某 

些知识0来说明学文学的学生亦如此 ∀ 此外 � 贝茨也 

在其论著中论及比较文学史学者应具备的素质 ∀他 

认为比较文学者首先应该没有民族偏见或沙文主义 

思想 � 应该避免爱国主义情感 �认为越了解他国 �其 

观点就越客观越全面 ∀比较文学者应该像语言学家 

一样了解多种语言 � 还应参与他民族人民的生活 �了 

解其习俗和语言 ∀ 

西方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这些有关知识装 

备的论述也投射到后来比较文学家的研究论著中 ∀ 

基亚在5比较文学6第二章/ 对象与方法0的第一节中 

专门讨论/ 比较文学工作者的知识装备0 ∀ 他认为比 

较文学工作者首先/ 必须具备足够的−历史修养. �才 

能把自己所观察到的文学现象放置到它的总背景上 

来 , ,应该最大限度地了解许多国家的文学 , ,应 

该读懂多种语言 �这样才能有条件直接查阅与其研 

究项目有关的外国著作 �才能从中得到益处 ∀ 0 ≈� 可 

见对比较文学者知识装备的要求由来已久 ∀ 而且 � 

对于当今试图从事或正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生 

和学者们来说 � 这无疑也能起到一种警示作用 ∀ 

五 ! 结语 

在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成立之前 �西方 

早期比较文学学者们用自己的研究实践为比较文学 

的诞生做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 �他们从理论和方法 

论上为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 ∀ 尽管 

以今天的立场和观点来研读这些早期比较文学研究 

论著时会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 �如对文学 !文学史 ! 

比较文学的界定不甚清晰 �将世界文学与欧洲文学 

混为一体 �而且欧洲各国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只限 

于欧洲文化体系内 �比较文学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 

法也遭到克罗齐等人的曲解和攻击 �但我们不能以 

今天的学术推理来要求 �� 世纪西方早期比较文学 

学者 �而应从后来的比较文学家对前人的继承和借 

鉴中 �客观地评析西方比较文学前辈们对比较文学 

这一学科所做的理论贡献 ∀如歌德在论/ 世界文学0 

时对各民族文学间相互交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强 

调 � 为后来比较文学所说的/ 跨民族0特征打下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 ∀夏斯勒写于 ���� 年的5外国文学的 

比较6对法国比较文学的/ 影响研究0的确定做出了 

重要的理论贡献 �为后来具体的影响研究实践提供 

了一种范例 ∀谢克福德等人所涉及的跨学科研究的 

论述有助于后来比较文学学者了解和认识西方早期 

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主张和具体做法 ∀梅兹尔等人关 

于比较文学者/ 知识装备0的论述也对后来比较文学 

者产生不小的影响 �如基亚的5比较文学6辟专节讨 

论这一问题即是一明证 ∀另外 � 布吕耐尔在5欧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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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6一文中指出 �欧洲文学只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 

支 � 比较文学还应包括东方文学 � 应进行中西文学的 

比较研究 �这对后来跨文化体系的比较文学研究也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在探讨当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从事比较文学 

研究时 �我们仍应重视这批宝贵的比较文学史前史 

资料 �应客观评价这些早期比较文学学者们及其研 

究论著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 

理论贡献 � 因为他们对当今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 !研 

究对象 !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确实产生过直接或间 

接的理论影响和方法论指导 ∀ 

注 释 � 

≠ 本文考察和讨论的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论著均采自参考文献 ≈� 中 

的5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论文集6 � 该论文集收录西方早期比较文学 

学者的 �� 篇研究论文 ∀本文涉及的早期比较文学学者及其论著 

包括 � 歌德论/ 世界文学0 !夏斯勒的/ 外国文学比较研究0 !梅茨尔 

论/ 当前比较文学的任务0 !科赫的 / 比较文学导论0 !戴克斯特的 

/ 比较文学史0 !贝茨论/ 比较文学史的性质 !功用和意义0 !布吕耐 

尔的/ 欧洲文学0 !波斯耐特的/ 比较文学之科学0和克罗齐论/ 比较 

文学0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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