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先生在其巨著 叶管锥

篇曳的第一篇第一则就是叶论易之三名曳袁该篇指出

野叶易纬乾凿度曳云院耶易一名而含三意袁所谓易也袁变
易袁不易也爷遥 郑玄依此义做叶易赞曳及叶易论曳云院耶易
一名而含三义袁易简一也袁变易二也袁不易三也爷遥 冶[1]

渊P1冤钱钟书先生把以野易之三名冶为理据反驳黑格尔

对中国文字的偏见作为其野总序冶的开篇袁这说明他

已经注意到叶易经曳以及作为其题解的野易一名而含

三义冶对我国的文学尧艺术尧生活和思维等各个方面

产生的深刻而悠久的影响遥叶易经曳中的野易一名而含

三义冶的思想已经作为我们的文化基因袁深沉而静默

地影响到中国人的运思习惯袁 也悄然影响到我国的

比较文学近三十年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发展的方向遥

一尧野可比性冶中的野易简冶思想

野易冶这一语词具有多义性遥 钱钟书先生说:野耶变
易爷与耶不易爷尧耶简易爷袁背出分训也遥耶不易爷与耶简易爷

并行分训也遥耶易一名而含三义爷者袁兼背出与并行之

分训而同时合训也遥 冶[1]渊P6冤野易简冶作为野易冶的第一

个分训义项遥 叶易传窑系辞上曳云:野易有太极袁是生两

仪袁两仪生四象袁四象生八卦袁八卦定吉凶袁吉凶生大

业遥 冶[2]渊P82冤野易冶的野易简冶源自于野一冶遥 唐代孔颖达

疏:野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袁即是太初尧
太一也遥冶而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近三十年研究实践

来看袁他们在比较文学野可比性冶的探讨上也体现了

野易之三名冶的野易简冶思想遥
野易简冶思想主要体现在野一冶上袁这包括野由一到

多冶的发展和野由多到一冶的回归遥野一冶是产生宇宙万

物的本体袁是遂古之初袁上下未形袁冥昭瞢暗袁混沌未

开的太一世界遥在 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

大学举行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袁 季羡林先生说道院
野比较文学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门耶显学爷遥 冶[3]他还

在为陈惇尧刘象愚的叶比较文学概论曳作序时进一步

指出院野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袁还是从中国国内来看袁
比较文学的发展都异常迅速遥这说明袁我那一句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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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野易一名而含三义冶阐释了中国式思维的特点袁影响了我国比较文学者对比较实践和学科理

论的思考遥 首先袁野易简冶体现在可比性野由一到多冶的生发与野由多到一冶的回归遥 其次袁野变易冶体现在研

究实践从野外国文学走进来冶到野中国文学走出去冶和从海外汉学到野新西学冶两个研究的转向上曰野变易冶
还体现在不照搬西方而以野涟漪式冶模式构建学科体系遥 最后袁野不易冶体现在中国比较文学者对野跨越

性冶的坚持中遥 野易一名而含三义冶揭示了我国比较文学者的运思习惯袁让我们在理性地认知自己的思维

习惯后有可能做出新的突破和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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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落空遥 冶[4]然而袁中国的比较文学在形成学科乃至

成为显学之前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萌芽与发展时

期遥 按陈惇尧刘象愚先生之说袁中国的比较文学在五

四运动前开始发展袁 上世纪 30 年代有过兴旺的趋

势袁 后来经过一段曲折的途径之后袁70 年代末重又

复兴袁近 30 年形成学派飞速发展遥其中袁五四运动之

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野史前史冶时期遥 该时期的中国

比较文学者的研究成果良莠不齐袁 几乎所有学者都

在非自觉的野可比性冶意识之下进行文学比较遥比如袁
西晋时期对传入中土的佛经进行野格义冶袁鸦片战争

至五四前夕王国维尧梁启超等融汇中西的论文袁以及

王无生尧 苏曼殊等做的一些主观性和随意性的研究

都体现了该时期对野可比性冶缺乏明晰界定的野太一冶
状态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遥

从五四前至 1949 年袁 中国比较文学趋向成熟遥
闻一多在叶文学的历史动向曳中说院野渊文学冤在悠久的

年代里袁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袁分途发展袁不相闻问袁
然后袁慢慢地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袁一个个的胳臂碰

上了胳臂袁于是吃惊袁点头袁招手袁交谈袁日子久了袁也
就交换了观念尧思想与习惯了遥 冶[5]这段话不仅承认

了文学的异质性袁还隐含了与歌德尧马克思尧恩格斯

类似的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的野大同冶思想遥 既然各

种文化必然要在交融借鉴中发展袁因此袁鸦片战争以

后中国比较文学对中西文学或文化的异同比较就顺

理成章了遥但是袁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虽然在野求同冶
与野求异冶做出了大量实绩袁而真正把野同冶与野异冶作
为比较文学野可比性冶而上升为理论却是在近 30 年

内的事遥 1984 年卢康华尧孙景尧在叶比较文学导论曳
中说院野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袁 也就是提出一个

特定的标准袁使不同类的现象之间具有可比性袁从而

进行比较遥 冶[6]他们在这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本阐释

比较文学原理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了野可比性冶这一专

门术语遥 这有效地指导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研

究实践中自觉避免早期研究中的野X+Y冶式的任意性

浅层比附的弊病遥 2000 年陈惇尧刘象愚在叶比较文学

概论曳中说到院野既然世界不同文化必然在相互交融尧
相互借鉴中发展袁那么相互比较袁发现差别袁取人之

长袁补己之短袁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噎噎比较研究

离不了耶异爷尧耶同爷的发现和比较遥同质文学内的比较

研究往往从求耶同爷入手袁在耶同爷中找出联系袁找出规

律遥东西比较文学则不可单纯求耶同爷袁必须采取异同

比较的方法袁既求同又求异遥 冶[4]渊P106冤这本著作在第

一章野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冶中开辟专节介绍比较

文学的野可比性冶这一核心问题袁在第二章野比较文学

的历史和现状冶的介绍中提到了 野同中求异冶和野异
中求同冶的比较方法遥 从此袁将野同冶与野异冶作为比较

文学可比性的二分法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遥 这是

中国比较文学在野可比性冶上的第一次重大发展院一
次由野太极冶生出野两仪冶的裂变院叶易经曳中的野两仪冶
指阴阳尧天地尧乾坤遥 而如果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

的野可比性冶看作野太极冶的话袁它的两极则是野同冶与
野异冶两个不同的研究向度遥

仅仅六年之后袁中国比较文学在野可比性冶上得

到第二次重大发展院一次由野两仪冶衍生野四象冶的突

破遥 曹顺庆教授在其编著的叶比较文学教程曳绪论中

指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 野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

源性尧变异性尧类同性尧异质性和互补性冶[7]遥 不难看

出袁 它的提出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

贡献院将比较文学的野可比性冶中的野同冶生发为野同源

性冶和野类同性冶两个并行分训的义项曰将野异冶生发为

野变异性冶以及野异质性与互补性冶两个并行分训的义

项遥 其中野同源性冶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基石袁野类
同性冶为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基石遥 野异质性与互补

性冶则既是总体文学研究的基石袁又是总体文学研究

的目标遥 在这由野异冶和野同冶两极衍生的野四象冶中袁
野变异性冶尤其具有创新意义院在确立野变异性冶这一

可比性的合法地位后袁 曹顺庆教授进一步探索了包

括文化过滤与误读尧译介学尧形象性尧接受学尧文学他

国化等变异研究的范式袁 这拓展和更新了比较文学

学科理论体系袁 解决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由跨

语言尧跨民族尧跨学科尧跨国而转向跨文明研究而引

发的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遥 2014 年袁曹顺庆教授的

英 文 著 作 野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冶由 Springer 出版袁这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

学的创新性理论对海外产生影响的重大突破遥
中国比较文学者钟爱野易简冶的运思方式院在野可

比性冶的探索上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正经历着由野太
极冶生两仪尧生四象的道路遥 然而袁正所谓野反者道之

动冶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在影响研究尧平行研究尧
总体文学研究和变异研究中无论怎样分类尧 调试都

可以归结于对同源性尧变异性尧类同性尧异质性和互

补性野四象冶的探索袁都可以归结于同与异野两仪冶的
探索袁都可以归结于对可比性这个野太极冶的回归遥

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与理论从野由一到多冶的发展

和野由多到一冶的回归两方面证明野可比性冶可以由

野太极冶生两仪尧生四象尧周流六虚而后有无穷的交媾

派生的可能遥因此袁中国比较文学在野可比性冶问题上

的探索远不能止步于野四象冶遥 对可比性的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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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一

个大有发展的方向遥 未来的中国学派有可能在可比

性野四象冶的基础上发现更多具有可以比较的质素袁
从而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带来更大的繁荣遥事实上袁
总体文学重新纳入比较文学领域尧传媒的发展尧新的

学科的出现都正在使新的可比性的发现成为可能遥

二尧研究实践和学科理论中的
野变易冶思想

野变易冶与野不易冶尧野简易冶为背出分训遥叶易传窑系

辞下曳云:野为道也屡迁袁变动不居袁周流六虚袁上下无

常袁刚柔相易袁不可为典要袁唯变所适遥 冶[2]渊P89冤如果

把野易简冶理解为事物野由多向一冶的回归和野由一到

多冶的发展遥 那么野变易冶则是改换尧转换尧变化尧变异

之意遥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野变易冶思想主要体

现在研究实践的野转变冶和学科理论的野通变冶上遥

渊一冤研究实践中的野转变冶
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近 30 年里进行着并还在

继续两个研究方向的转变院 从对外国作品和文论在

中国的译介与影响研究到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

传播研究袁 从对国外的汉学研究到以他者的立场关

注国外学者对其自身本土文学的研究遥
1.从野外国文学走进来冶转向野中国文学走出去冶
上世纪 80 年代左右袁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各国

文化交流的迅速开展袁 我国的比较文学掀起了对外

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高潮遥 那段时期大量文学作品

和文论译著的出版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享受到丰

富的研究资料和充分的学术自由遥 当时的环境将中

国比较文学相当多的研究者引向一个研究方向院从
西方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学袁 即借用西方人文学

科的理论概念来观照尧阐释中国文学遥这些研究大体

完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非民族化渊或称野西学化冶冤遥
西学化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袁丰
富了我们的语汇和言说方式袁 但同时也对我国本土

传统文学和文论带来灾难遥 曹顺庆教授就中国文学

和文论在现代化转型时期对西方话语范式的盲目遵

从感到痛心疾首遥 他于 1995 年提出中国文论野失语

症冶这一话题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遥 野失语

症冶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警醒袁加之中国政府对自

身文化软实力的重视袁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方向悄然

发生转向院由致力于中国文学野西学化冶转向重视中

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遥当然袁这一研究方

向并不是这三十年里才出现遥事实上袁早在上世纪早

期就有陈受颐 (叶十八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

响曳)尧方重(叶十八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曳)尧范存忠

(叶中国文化在英国院 从威廉窑坦普尔到奥利弗窑哥尔

斯密斯曳)尧钱钟书(叶十七尧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

国曳)不约而同将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作为自己海外

求学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遥 而且就算在改革开放后

的西学化浪潮之中仍有学者进行中国文学的海外影

响研究袁比如 1983 年赵毅衡的叶远游的诗神曳就是其

中的优秀成果遥 只是文化浩劫暂时中断了这一优秀

传统袁而改革开放后的野西学化冶浪潮又使得这一研

究显得势弱遥 1995 年范存忠的叶中国文化在启蒙时

期的英国曳 获得国家教委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

秀成果一等奖是一个重要讯号袁 指引着中国比较文

学者的研究目光重新审视西方和自身遥 中国比较文

学学派在重新开始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海外影响研

究上投入巨大热情遥在众多此类研究的成果中袁钱林

森和葛桂录师徒的叶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

化曳和叶雾外的远音院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曳是最近十

年来在此领域的优秀成果遥 钱林森在与葛桂录就如

何把握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的对话

中这样说到院野对于这一课题袁 我们至少应该从三个

方面去把握院 一是要具体实在地探讨外国作家如何

接受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曰 二是要在不同文化语

境中袁展示中外文学家尧思想家尧哲学家对相关的思

想命题所进行的同步思考及其所作的不同关照曰三
是要从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的传播与接受

着眼袁 探析外国文学与文化在中国文化范式中的改

塑和重整遥 冶[8]老一辈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经验指

导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此方向掘进遥
2.从海外汉学研究转向野新西学冶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从野外国文学走进来冶转向野中国

文学走出去冶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开始

注意许多海外著名的汉学家遥 他们通常被分为两大

类群院一是如宇文所安尧艾金伯格尧傅汉思尧高辛勇尧
弗朗索瓦窑于连尧赫德逊等西方本土学者袁一是如叶

维廉尧叶嘉莹尧刘若愚尧陈世骧尧蔡宗齐等海外华裔学

者遥 在当今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下袁野即便是中国传统

文史哲的学问袁也早已不再是专属中国学者的领域袁
欧美与日本等中文世界以外的地区都不乏精通 耶汉
学爷和耶中国学爷的大师冶[9]遥 在汉学这一特殊领域中袁
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既是西式的袁同时又非常中国化遥
这种张力与对抗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具有巨大

吸引力遥因此袁中国比较文学者对海外汉学家如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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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充满兴趣遥 这一研

究可以说是从野外国文学走进来冶转向野中国文学走

出去冶这一研究转向中旁逸的一个重要支流遥近年来

徐志啸尧蒋述卓尧朱易安尧王晓路等知名学者以及闫

月珍尧刘圣鹏尧史冬冬尧陈橙尧蒋艳萍等青年学者辨证

客观地评价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袁 借他者之镜反

观自我做出了可喜的成果遥究其根源袁正是由于海外

汉学研究的成熟才能吸引和支撑国内比较文学者对

他们的研究进行再研究遥 这一现象启发了中国比较

文学者的思考院 既然海外汉学研究的范式和成果可

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袁 那么中国的 野西
学冶 研究成果也理所当然可以成为西方比较文学的

研究对象遥中国在洋务运动尧野五四冶以及改革开放后

等时期都曾掀起过野西学冶的热潮遥 但这几个时期的

西学都在野中学为体袁西学为用冶的指导思想下把介

绍西方文化尧文学尧思想尧科技等作为救亡图强的出

路和民族复兴的良药袁因而都一定程度上带有野以西

释中冶尧野以中就西冶的西方中心主义特点遥 这些时期

的野西学冶可以被理解为野西方的学问冶袁我们不妨把

它称为野旧西学冶遥 21 世纪以来袁随着我国国力日强袁
我国研究野西学冶的态度和立场也有了变化遥 野西学冶
的内涵不仅仅指野西方的学问冶袁更重要的是把野西方

人对西方学问的研究冶作为对象来研究遥就比较文学

而言袁 主要指以他者的目光审视西方学者对西方本

土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遥 目前这一研究范式在我国比

较文学中还处于初级阶段袁我们不妨将之称为野新西

学冶遥 相比传统的对西方文学与文化在中国的影响袁
以及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这两个已经成熟

的研究范式来说袁野新西学冶 对研究者的跨文化能力

和素养要求更高遥 这对于当今中国比较文学者来说

既是一个挑战袁也是一个机遇遥 我们有理由相信袁随
着中国野新西学冶的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的发展袁
西方的比较文学者对中国野新西学冶的研究将与中国

比较文学者对海外野汉学冶的研究相互交织遥届时袁比
较文学的野跨越性冶将会呈现更加复杂的模式袁而比

较文学学科所蕴含的野比较冶二字也将具有更加丰富

的意蕴遥

渊二冤学科理论建设中的野通变冶
中国比较文学者除了在研究实践中因保有 野变

易冶思想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成力之外袁他们在

学科理论的发展上保有的野通变冶思想也使中国比较

文学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袁使得野学术成果的质与量

上已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冶[10]遥 正如曹顺庆教授在叶南

橘北枳曳中言院野耶文律运周袁日新其业袁变则其久袁通则

不乏爷袁比较文学的发展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袁以新的

观点袁新的视角来指导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遥 冶[10]渊P30冤
可见叶易传窑系辞下曳中所云野易袁穷则变袁变则通袁通
则久冶[2]渊P86冤 的辨证法始终贯彻在在中国比较文学

的学科理论发展中遥
1.不照搬西方而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

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之前袁 国外的比较文学

学科理论已经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确立遥
法国有巴尔登斯伯格尧梵窑第根尧基亚尧卡雷等学者为

以野国际文学关系史冶为特色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构

建了系统的学科理论遥美国有韦勒克尧马隆尧列文尧雷
马克尧 韦斯坦因等代表人物构建了以注重文学性和

美学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学科理论遥 而中国

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立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遥
渊大陆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袁港台地区比大

陆早十年左右冤1984 年卢康华尧孙景尧所著叶比较文

学导论曳是国内第一本阐述比较文学原理的著作遥其
后袁乐黛云尧张文定尧陈惇尧谢天振尧张铁夫尧刘向愚尧
杨乃乔尧陈梃尧胡亚敏尧王宁尧王向远尧曹顺庆尧高旭东

等学者都出版了比较文学的理论著作遥 他们的理论

研究以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为借鉴袁 但又充分考

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自身特色袁不照搬西方袁而是

野唯变所适冶遥 比如袁曹顺庆教授的叶比较文学教程曳袁
不是照搬西方把野形象学冶和野译介学冶放在影响研究

中而纳入变异研究遥又如袁在对比较文学的野跨越性冶
的理解上袁雷马克的经典定义是野比较文学是超出一

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袁 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

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冶[11]遥 雷马克的野跨越性冶指的是跨

国和跨学科遥 而中国比较学者则提出了许多不同的

见解院陈惇尧孙景尧尧谢天振提出跨民族尧跨语言尧跨
文化尧跨学科的说法曰杨乃乔提出跨民族尧跨语言尧跨
文化尧跨国界的观点曰而曹顺庆提出跨国尧跨学科尧跨
文明三个跨越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遥 值得注

意的是袁 这些名称上的改换和数量上的变化正蕴含

着中国比较文学者对西方理论和自身国情的思考和

他们要以野变冶而野通冶的苦心遥
2.不全盘推翻而是野涟漪式冶发展

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是凭空生发袁 而是

以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逐步发展而来遥
比如自 1982 年刘向愚所译的韦斯坦因的叶比较文学

与文学理论曳出版以来袁西方的理论构架对我国比较

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遥 1984 年卢康华尧孙景尧

的叶比较文学导论曳第 129 页以图表方式构建了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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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大板块组成的比较文学学科体

系遥 2002 年杨乃乔主编叶比较文学概论曳中野学派论冶
一章则把野法国学派与影响研究冶尧野美国学派与平行

研究冶尧野俄国学派与历史诗学研究冶和野中国学派与

阐发研究冶相叠搭建比较文学学科体系遥 2006 年曹

顺庆主编叶比较文学教程曳第 57 页用实证性影响研

究尧变异研究尧平行研究尧总体文学研究四大板块来

构架比较文学学科大厦遥 这说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对西方理论的立场是一种继承式的变通遥 中国学者

不像西方人那样惯于在对他人的批判与反拨中表达

自己袁他们钟情于野依经立义冶袁在对他人的思想的合

理继承下添加自己的智慧遥 曹顺庆教授用野涟漪式冶
来表达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轨迹院野比较文学学科理

论的发展袁不是以新的理论取代先前的理论袁而是层

叠式尧累进式的前进冶[12]遥 而这种野涟漪式冶发展轨迹

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中国学者的野通变冶思想

所决定的院通晓变化之理袁在继承之中求变袁在继承

之中求发展袁这正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建立学科

理论时一贯坚持的哲理基础遥

三尧野跨越性冶中的野不易冶思想

钱钟书先生认为袁野不易冶并非文字上的野不变

易冶袁而是包含着野变易冶的野不易冶袁犹如老子所云野道
常无为而无不为冶袁亚里士多德所谓上帝有野不动之

动冶遥 因此袁野不易冶不是野不变化冶袁而是野变不失常冶遥
从中国比较文学 30 年来的发展而言袁现象纷呈尧百
花争艳尧变化无穷遥 但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变

化中始终有一个坚如磐石尧不可动摇的野常冶或者

野道冶的存在遥野常冶或野道冶表面上不在场袁但却又无时

不在遥 作为比较文学的至高准则袁这个野常冶就是比

较文学的野跨越性冶遥 如果没有了野跨越性冶袁比较文

学就失去了自己特有的边界而变得和一般文学研究

别无二致袁就会被浩瀚的文学研究所淹没而无从存

在遥 因此袁无论是跨国的影响研究袁跨学科和跨国并

重的平行研究袁还是跨文明视野下的变异研究和总

体研究曰无论是跨国尧跨语言尧跨民族袁还是跨文化尧
跨文明等种种表达袁野跨越性冶一直被视为比较文学

的野上帝冶遥 以上是对野易冶之三项分训的理解遥 而当

野易冶之三义合训时袁则包含了从野简易冶到野变易冶再
到野不易冶的过程遥如果说野变易冶是对野简易冶的否定袁
野不易冶是对野变易冶的否定袁那么袁这一过程便蕴涵着

野肯定要否定要否定之否定冶的认识规律遥 这一过程

的动态描述应该是这样的院作为混沌未开的太一世

界渊简易冤袁化孕出形形色色尧林林总总的万事万物

渊变易冤袁 这万事万物按着自身的规律不断运动变化

并形成了相反相成的统一世界渊不易冤遥 在这里袁野不
易冶的统一并非是对野简易冶的太一的简单回归袁而是

螺旋式的上升袁 是由发生论的统一演变为认识论的

统一[13]遥 就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野涟漪式冶发展来看袁
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野简易要变易要不易冶的螺旋式

上升中实现着自己的价值遥

四尧结语

野易一名而含三义冶中的野易简冶尧野变易冶和野不
易冶思想贯穿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于比较文学野可
比性冶尧比较实践尧学科理论袁以及野跨越性冶等诸多问

题的思考之中遥 野易一名而含三义冶对比较文学中国

学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我国学者的运思习

惯袁让我们撩开面纱看清中国比较文学 30 年来发展

的实质袁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理性地认知自己的思

维习惯之后有可能去做出新的突破和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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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Based on 野the

Three Meanings Contained in 冶
LU Jie1.2

(1.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engdu, Sichuan, 610225)

Abstract:野The three meanings contained in (易)冶illu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and have great impact upon Chinese scholars爷 researches and theor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irstly, 野易简冶
means 野 (易) is simple渊简易冤冶,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at comparability grows 野from one to many冶 and also
return 野 from many to one冶 . Secondly, 野变易冶 means 野 (易) is change (变易)冶,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two
changes in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we move from 野bringing foreign literature to China冶 to 野bringing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orld冶, and shift our focus from overseas sinology to 野new Western learning冶. 野 变易

渊change冤冶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with a 野ripple-style冶 model instead of
copying Western model. Finally, 野不易冶 means 野 (易) is constancy (不易)冶, which is reflected in Chinese
scholars爷 persistence in 野 transcendence冶. 野The three meanings contained in yi冶 reveals Chinese comparatists爷
way of thinking. The notion enables us to have a breakthrough and development after understanding our habit of
thinking in a rational way.

Key words: 野the three meanings contained in (易)冶;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ison
practice; disciplinary theory

Theory Transmission: from One-way to Two-way
WANG Ning

(Institut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China爷s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was overshadowed by Western theories.

Through translation, Western theories have a clear path to China爷s literary critical discourse. There are changes
and aberrance during the transmission, but the transmission and aberrance have long been unidirectional: from
West to East. J. Hillis Miller, a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 recently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in the West
and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ries do not travel in a one-way system in this book, to which he adds the
dialogues between Western theorists and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his marks a good beginning.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llows Chinese scholars to bring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ies to the world. In this regard, Miller爷s dialogue with Chinese scholar ZHANG Jiang probably
signifies the beginning of a two-way transmission of theories. However, we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mmunicate and dialogue with the mainstream academics in the West and the world. It is true that
translation might well cause aberrance of Chinese theory in the West, but it is worth it if we continue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Key words:theory transmission; Hillis Miller;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hines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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