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代码：０５０１０８）

一、培养目标

（一）培养硕士研究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的优良品德；熟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优良的学风。

（二）掌握较扎实的本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了解本学科领域的学术新动态，

掌握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了解并遵守学术研究的一般规范，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能够胜任

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及教学工作。

（三）至少掌握一门第二外国语，能够阅读一般难度的文献。

（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总体介绍

本专业依托四川外国语大学强大的外语优势，在全面学习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知识

的同时，重点介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本专业下设三个研究方向，

比较诗学、欧美文学、中外文学关系。

三、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 主要内容 导 师

１ 比较诗学

着重介绍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思想的中西方比较研究，此方

向的研究涉及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思想和

其相关的批评家、理论家和思想家。

２ 欧美文学
主要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研究欧美

文学中的各种文学现象、思想流派、名家作品等。

３ 中外文学关系
主要介绍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梳理中外文学交往历史，从各

种角度探讨中外文学的各种特征和共通现象。

张旭春　教　授
董洪川　教　授
杨晓莲　教　授
姜小卫　教　授
文一茗　教　授
晏　红　副教授
胡　鹏　副教授

四、颁发学位

文学硕士

五、学习年限

学制为３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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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类别及学分

要求学生达到总学分不少于３２学分，其中包括：

学位基础课 ３门课 ６学分
专业必修课 ４门课 ８学分
专业选修课 ６－７门课 １２－１４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２门课 ４学分

学术与实践活动
学术训练 ２学分
创新活动（可选） ２学分

七、课程设置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数

开课学期／周学时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三
学
期

四
学
期

五
学
期

六
学
期

任课

教师

备
　
　
注

学
位
基
础
课

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３ ７２ ２ ２

２ 外国语 ３ ７２ ２ ２

专
业
必
修
课

１ 比较文学基本原理 ２ ３６ ２

２ 中国古典文论选读 ２ ３６ ２

３ ２０世纪西方文论与批评实践 ２ ３６ ２

４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 ２ ３６ ２

专
业
选
修
课

１ 比较文学名篇选读 ２ ３６ ２

２ 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２ ３６ ２

３ 中英诗歌比较 ２ ３６ ２

４ 西方古典文论 ２ ３６ ２

５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 ２ ３６ ２

６ 中西文化专题研究 ２ ３６ ２

７ 比较叙述学 ２ ３６ ２

８ 叙事学 ２ ３６ ２

９ 西方文学名著选讲 ２ ３６ ２

１０ 莎士比亚专题研究 ２ ３６ ２

１１ 莎士比亚批评史 ２ ３６ ２

１２ 西方文学专题 ２ ３６ ２

１３ 莎士比亚经典研读 ２

１４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２ １８ １

论

文

撰

写

及

答

辩

钟谟智

王正宇

通识教育

学院教师

姜小卫

罗燕萍

张旭春

晏　红

张旭春

姜小卫

董洪川

张旭春

晏　红

熊木清

文一茗

熊沐清

杨晓莲

胡　鹏

胡　鹏

杨晓莲

胡　鹏

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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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比较文学基本原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本课程一方面从理论上总结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另一方面

从实践上培养比较文学的实践能力。重点介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的知

识，专题研讨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与研究范畴。广

泛涉及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和范畴，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

变异研究等。旨在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拓展学生的跨文化视野，培养其

从事中西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基本能力。

中国古典文论选读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本课程全面涵盖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历程，着重梳理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

史的发展线索、基本命题、重点术语及经典著作，其中包括《老子》、《论

语》、《庄子》、《乐记》、《诗大序》、《论典·论文》、《诗品》、《文赋》、《文心

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原诗》等名篇选读。旨在引导学生

对历代文艺理论家及其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讨，并从中国艺术精神和美

学话语背景中进行理解与阐释。讲授方式是课堂讲授与学生研讨相结

合。

２０世纪西方文论与批评实践
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本课程通过概述和选读原文材料，使学生基本了解二十世纪西方各文论

流派的内在脉络及其相互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带领

学生将所学每一种批评流派和批评方法用于一部具体的中国或外国文学

作品分析，从而使学生不仅了解理论，还能够掌握理论的应用。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该课程梳理辨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外国文

学的影响，一方面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主要通过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传播与接受进行研

究；另一方面则立足于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及不同的接受主体，研究外

国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接受与变异。

比较文学名篇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学派论”、“方法论”和“范例论”这三个方面的名篇

选读。在学生修完《比较文学概论》、从而对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有了一

个大致的了解之后，继续开设《比较文学名篇选读》这一课程的目的是：促

进学生对该学科各相关知识点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学习和了解，为自己今

后独立展开比较文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学科基础。

海外中国文学概论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本课程主要讲授自古代起至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概况，着重介
绍中国文学在朝鲜、日本、法国、德国、俄国等国的传播及其对以上国家文

学的影响，借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了解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以

及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现状，从而加深对所学专业的认识。要求

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海外中国文学的概貌，熟悉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

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并能从中得到借鉴。

西方现代主义与

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ａｎｄ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该课程主要面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艺学专业研究生，侧重２０
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和流派。以文学文本阅读和研讨为主，兼顾２０世纪西
方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等文学研究方法。要求每位学生至少阅读３部文
学文本，阅读至少２篇英文研究论文。目的在于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让
学生能够比较深入了解２０世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的演变和
发展轨迹，了解２０世纪西方文学与文学、社会、哲学等思潮之间的关联
性，为学生进一步研究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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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中英诗歌比较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ｏｅｔｒｙ

中英诗歌比较研究是一门专题性课程，以介绍中英诗歌特点，培养学生从

事诗歌研究、比较研究的学术能力。本课程由三大板块构成：中英诗歌传

统、中英诗歌特质、中英诗歌交流与对比。课程采用教师课堂讲述与学生

专题讨论的方式进行，考试采用期末论文形式。

西方古典文论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西方古典文论为比较文学与比世界文学硕士生选修课程（２学分），课堂
工作语言和阅读材料为英语。该课程从历史演进介绍（从古希腊时期开

始，结束于１９世纪末）和代表文本细读入手，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
研究生奠定西方古典文论的知识基础，并未他们下一学期的＂２０世纪西
方文论＂的学习打下基础。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本课程重点梳理辨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基本脉络，重点研究

中国文学观念的现当代转换，艺术形式的演变等重大问题。强调文学史

意识，强调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策略，即使对个别现象、个别作家乃至个别

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以历史的观念看待

这期间文学演变的历史轨迹。讲授方式是课堂讲授与学生研讨相结合。

中西文化专题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文化涵盖、影响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西文化比较专题》作为基

础课，以哲学、史学和文化学为基础，以认知科学为方法，以比较文学、认

知文化学、语言类型学和对比语言学为参照，选取若干基本的文化问题进

行专题讲授。

比较叙述学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该课程以文学方向研究生为授课对象，旨在系统介绍中西叙述学理论，以

及不同叙述文本类型的比较研究。授课过程中，以叙述的发出及接收感

知为核心思路，注重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全面梳理中西叙述学的

源起、推进与演绎。主要内容分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为打基础阶段，教

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广义“文本”、“叙述”及“认知”等核心概念。第二环

节教学重点是梳理叙述学科发展过程中卷入的“主体”、“意义”问题。第

三环节结合大量文本分析，帮助学生熟练运用叙述形式手法，解读具体的

文本形式问题，如不同叙述文本类型（以电影、歌词、小说等为主要案例）

叙述视角、人称、分层、话语模式、不可靠叙述等在中西文学不同阶段的体

现。课程最终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经由形式深入文本内涵的理解。

叙事学

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本课程以经典叙事学为主，兼及后经典叙事学（即新叙事学）。根据申丹

（２０１０），经典叙事学即结构主义叙事学，是直接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
究叙事作品的学科，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

的关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对象和理论
体系的学科，为小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模式和方法；后来逐渐成为一门研

究各种叙事文本的综合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叙事诗、日常口头叙事、法律

叙事、电影叙事、戏剧叙事、教育叙事、历史叙事、绘画叙事、广告叙事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叙事学达到了新的研究高潮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

了叙事学方面的课程。叙事学研究已经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而且跟

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

西方文学名著选讲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ａｎｏｎｓ

本课程主要选取西方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作品

及其文学现象进行讲授，拟从全球文化的视角，将古代与现代、宏观与微

观、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相结合，从社会学、文化学、

文艺学、美学、比较文学等多种角度去点评和考察西方文学。主要有神话

原型专题、圣经文学专题、西方文学女性形象专题、现代主义文学专题、后

现代主义文学专题、荒诞派戏剧专题、黑色幽默专题、西方小说情节模式

专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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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文学人类学

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本课程在全球化的知识背景下，借助于人类学和文学的关联性，结合中国

的本土立场和经验，考察和研究异质的或就在我们身边但却被我们所忽

视的他者文化。本课程的重要特色在于其跨学科的视野和跨学科的知识

结构，希冀由此拓宽学生把握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能力。

西方文学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ａｎｏｎｓ

本课程主要选取西方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作品

及其文学现象进行讲授，拟从全球文化的视角，将古代与现代、宏观与微

观、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相结合，从社会学、文化学、

文艺学、美学、比较文学等多种角度去点评和考察西方文学。主要有神话

原型专题、圣经文学专题、西方文学女性形象专题、现代主义文学专题、后

现代主义文学专题、荒诞派戏剧专题、黑色幽默专题、西方小说情节模式

专题等等。

九、培养方式与方法

（一）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实现课程思政全覆

盖，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实践相结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以

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法。

（三）培养环节主要包括课堂教学（１～２年）和学位论文撰写及指导（１年）。
（四）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校及国内外的各种学术、社会实践、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活动，

参加由中外学者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关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

十、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采用课程考试和课程论文方式，按百分制评定成绩。

（二）必修课程原则上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者可获得学
分；选修课程采取考试或考查的形式，成绩达到６０分者可获得学分。

（三）中期考核：研究生应在第二学年的期末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应对研究生的学习

做全面评估，包括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学位课程学习情况、专业及方向书目阅读情况、论文开

题计划、学术活动、语言能力（语音语调、口语表达）等。具体考核方式由各个教研室制定，上

报研究生院备案。考核组成员由研究生导师组成。考核结果分“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

三种，“暂缓通过”者应进行补考，“不通过”者将终止学业，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

撰写阶段。

（四）学术与实践活动考核：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以提高学术创新能力为导向，研究生应积

极参加系统科研训练，参与前沿性、高水平科研工作，拓宽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参加学术

活动累计达到２４次。在校期间需在研究生信息平台中提交１２次以上学术活动报告，并请导
师审核通过。教学实践、业务实习、社会实践等教学活动由各培养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

学分。

十一、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工作，提交学位论文计划，并作开题报告，经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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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向专家集体讨论认可后正式撰写论文。研究生应按照论文撰写进度要求，完成各阶段撰

写任务。

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全面训练和考验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必须在导师

的指导之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应属所在学科或交叉学科范围。学位论

文的基本要求是：选题应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意义或应用价值，并尽量贴近本专业的学科前

沿，有利于研究生对所学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训

练与提高。学位论文的文字和格式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

学位论文原则上要求用汉语撰写，正文篇幅要求３万字左右，用外文撰写的学位论文的正
文篇幅要求２万词左右。

十二、学位论文预答辩

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之前，应进行预答辩。预答辩与正式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１个
月。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由３名同行专家组成。预答辩结果分“通过”“有条件通过”“不通
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预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研究生应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审，决定其是否通过。

“不通过”的学位论文作者可在规定时间内重新提出预答辩申请；通过预答辩后方可进入学位

论文评审程序。

如果第二次预答辩仍未通过，学位论文作者须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三、学位论文评审

学位论文答辩前，由培养学院聘请３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匿名评阅，其中至少有１名外单
位专家，评阅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学位论文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参

加论文答辩；如学位论文未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四、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５名同行专家组成（其中教授不得少于１人）。答辩结果分“通
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

见，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

审，决定其是否通过。凡未通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半年后一年之内修改论文

并重新申请答辩（含论文评阅）一次。凡对答辩结果有异议者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培养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诉，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生组）作出最终结论。

十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程序按照《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中

的有关规定执行。

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后，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及研究生毕业证书。凡参加答辩，但答辩

委员会不建议授予学位、同意毕业者，可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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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主要阅读书目和期刊杂志

（一）必读书目

［１］Ｂａｓｓｎｅｔ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３．
［２］Ｌｉｕ，ＪａｍｅｓＪ．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
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

［３］Ｔｙｓｏｎ，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ｏｄａｙ：ＡＵｓｅｒ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Ｇｕｉｄ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ｄｏｎ：Ｇａｒ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ｃ．，１９９９．

［４］范伯群，朱栋霖．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中外文学比较史［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
［５］干永昌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
［６］李达三，罗钢．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里程碑［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７］卫·达姆罗什，陈永国，尹星．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Ｍ］．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

［８］张隆溪，温儒敏．比较文学论文集［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９］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

（二）推荐书目

［１］Ｂａｓｓｎｅｔ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３．
［２］Ｂｅｒｎｈｅｉｍｅｒ，Ｃ．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Ｃ］．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ａｎｄＬｏｎ
ｄｏｎ：Ｔｈ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３］Ｄｅｎｅｙ，ＪｏｈｎＪ．（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８０．

［４］Ｐｒａｗｅｒ，Ｓ．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ｒａｌｄ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
Ｃｏ．Ｌｔｄ．，１９７３．

［５］Ｓａｕｓｓｙ，Ｈ．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ａｎＡｇ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６］Ｓｔａｌｌｋｎｅｃｈｔ，Ｎ．Ｐ．＆ＦｒｅｎｚＨｏｒｓｔ（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ｕ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ｕｅ［Ｃ］．
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ｒａｌｄ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Ｃｏ．Ｌｔｄ．，１９７３．

［７］Ｗｅｌｌｅｋ，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Ｍ］．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
［８］Ｗｅｌｌｅｋ，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Ｍ］．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

［９］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０］北师大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１］曹顺庆等．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Ｍ］．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１．
［１２］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Ｍ］．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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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４］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５］顾彬．关于异的研究［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６］黄药眠、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７］乐黛云、王宁．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８］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９］乐黛云．独角兽与龙［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０］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１］刘禾．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２２］刘介民．中国比较诗学［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刘小枫．拯救与逍遥［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４］洛里哀．傅东华译．比较文学史［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
［２５］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６］浦安迪．中国叙事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７］钱钟书．管锥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２８］钱钟书．七缀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９］钱钟书．谈艺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３０］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１］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３２］韦勒克、沃伦．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４．
［３３］韦斯坦因．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４］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５］谢天振．译介学［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６］杨乃桥．比较文学概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７］杨周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８］叶维廉．比较诗学［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３．
［３９］应锦襄．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０］宇文所安．王柏华等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４１］张大明．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Ｍ］．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２］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３］张隆溪．冯川译．道与逻各斯［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４］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５］赵毅衡．诗神远游［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６］周英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７］朱光潜．诗论［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３．
［４８］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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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杂志

［１］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
［４］Ｎｅｗ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５］《跨文化对话》
［６］《外国文学评论》
［７］《外国文学研究》（武汉）
［８］《文史哲》
［９］《文学评论》
［１０］《文艺理论研究》
［１１］《文艺理论与批评》
［１２］《文艺研究》
［１３］《文艺争鸣》
［１４］《中国比较文学》
［１５］《中国比较文学通讯》
［１６］《中国社会科学》
［１７］《中国学术》
［１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的《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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