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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传播与研究》

任洪国 刘献彪

2012 年 11 月，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很精

良的学术专著《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

研究》。这是泰山学院教授宋绍香潜心俄苏( 兼

及日本) 汉学研究 30 年的学术“结晶”。正如北

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在为本书撰写的《小序》中所

说，“这部《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
全然是他(宋绍香)亲自蒐集资料、深入思考的结

晶;本书企图总揽当前域外中国新文学译介与研

究的总趋势;分别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解

放区文学在日本、俄苏、美国和欧洲的译介与研究

概况;评述了日本、俄苏、美国、欧洲对中国现代作

家和解放区作家作品的分析，对中国新文学的创

新性与现代性有自己独到的看法。通篇来看，本

书资料丰富，结构严谨，阐释简练，致使初学者开

卷有益，已入堂奥者亦可在某些方面得到启发”。
乐黛云的《小序》，的确给了我们很大的启

发。仔细拜读了本书，并涉猎了部分相关的汉学

研究资料后，我们感到，从总体来看，新时期以来

汉学研究成绩斐然，然而也存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一个较为明显的现实是，近数十年来汉学研究对

古代文化及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关注较多，

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则略显

薄弱，尤其对中国解放区文学的国外传播与研究

更是凤毛麟角，“厚古薄今”的思想和“远离马克

思”的艺术观严重阻碍了当前汉学研究的进一步

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

外传播与研究》的出版则部分地缓解和弥补了这

一缺憾。著者借助国际著名汉学家的观点和论

点，重新阐释了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艺术成就、历史

价值和现实意义，还原了解放区文学的“本来面

目”。可以说，这是本书的最大亮点。
一言以蔽之，《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

与研究》的出版，是中国汉学( 文学) 研究领域取

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它实现了几个重大“突破”和

创新。具体可概括为:

(一)敢为天下先———个体学者攻关“国际”
研究。宋绍香涉足汉学研究领域已 30 多年，主要

是对俄苏汉学中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进行再研究。
然而，他在搜集俄语资料的同时，也注意搜集其他

语种的原文和翻译资料。多年下来，除俄语资料

外，也收集了数百万字的关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的

其他语种的翻译资料。一般的课题研究，通常都

是先确定课题，然后根据课题需要而去搜集相关

资料;而宋绍香却是先有了“资料”，尔后才确定

了“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这一课

题，这就使得本书在史料方面扎实可靠，使其学术

价值有了充分的保障。
(二)资料丰富、翔实、比较齐全。学术资料

是学术研究之根。北大著名学人严绍璗多次强

调，没有资料的著作不成其为学术。本书另一个

明显的特点就是资料的丰富、翔实，而且比较齐

全。这一点，还是用“数字”来说话;且不说本书

的中外文参考书目就有 165 种，本书所做的实实

在在的注释亦近六百个(588)，由此可以推断本

书所引用资料之丰富、之翔实、之齐全。
(三) 资料的系统梳理与科学的阐释架构。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丰富的资料无疑是学术的一

种优势，然而，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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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袱”———资料罗列。如何把如此庞杂的史料

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整理，使其“不露痕迹”地纳入

到一个有序的阐释系统中，对于任何著作者来说

都是一个难题。本书著者巧妙地将研究对象分为

整体文学概观和重点作家作品研究两大系统;每

一系统又分为现代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两个子系

统;在每个子系统中，再划分为美国、日本、俄苏和

欧洲四块，抓住了这四块，也就是抓住了域外汉学

的“牛鼻子”;全书的阐释构架有机搭配，科学合

理，真正做到了每节文本分则为文( 论文)，合则

为书(著作)。应该说，没有对资料的娴熟和系统

梳理，便难以形成科学的阐释架构。
(四)学术观点的突破与创新。更可贵的是，

《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不是简单

地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而是“养兵千日，用兵一

时”，把有限的资料用到学术研究的“刀刃”上，更

确切地说，著者更关注学术，尤其注意结合本国的

实情进行研究。以其中第四章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之二郭沫若著作在日本为例，作者将其分为译介、
研究、评价三部分，作者不仅详细列出了日本自

1922 年以来对于郭沫若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以及

对郭沫若的创作及其科学著述的研究，而且依据

资料，描摹出了日本译介郭沫若的轨迹与分期，并

对其进行了规律性总结。作者不仅仅列举了日本

学者对于郭沫若的称颂，也提到了他们对于郭沫

若文学不足之处的中肯的批评。总的来看，作者

对于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是本着

冷静、公正、客观、全面的态度的。该书中列举的

著作刊物信息齐全而具体，大大提高了其可靠性

和可用性，它不仅是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学术

性著作，也是一部实用性极强的工具性书籍。
由于占有大量的翔实丰富的学术信息和资

料，加之深邃的创新性学术思维，《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的著者对西方中国新文学

研究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 在比较欧洲和美国的

汉学研究后，他提出了“作为中国学的域外中国

新文学研究”概念。他认为美国的“中国学”，远

离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传统，并非严格意

义上的汉学。传统汉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古典文

献、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等传统人文

学科，研究方法是通过语言、训诂、考证等传统的

人文研究方法，研究目的是通过中国这异域世界

来反观自身，重塑自己。虽然美国的大多数民主

知识分子，仍然坚持欧洲汉学传统，继续运用传统

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对中国新文

学的研究做出了不菲的成绩，但是也有不少学者，

其研究目的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实用，不是为

了反观自身，重塑自己，而是为了改造中华，为美

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
这样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宋绍香认为是“非汉学”
的“域外中国新文学研究”，他称其为“作为中国

学的域外中国新文学研究”。( 二)《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第三章以丰富的史料介

绍解放区文学译介、研究概况之后认为，域外解放

区文学传播与研究的实践证明了:即使不同意识

形态的异质文化间也是完全可以进行对话和沟通

的。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汉学和中国文学研究而言

都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三) 著者在反观国内

外对解放区代表作家赵树理的研究时，曾发出这

样的感慨:赵树理文学的确是一份独具特色的、弥
足珍贵的、不可复制的文学遗产。它不但具有文

学价值，而且更具有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然而

当下的文艺研究家们大多似乎对其重视不够。对

于赵树理及其文学的真正意义，似乎还不如外国

学者认识得那么清楚和深刻;对于产生赵树理文

学的 1940 年代( 抗日战争时期) 的中国国情，似

乎还不如一个外国人了解。这是十分令人担忧和

值得反思的。宋绍香的这些学术观点，虽是平实

的，但却是宏观的，甚至是“超前”的。
总体来看，《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

研究》是当前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收获。它

在有关新文学域外传播与研究方面具有较大的开

拓意义。当然，像任何一部学术著作一样，该书也

不是完美无瑕的，依然存在着一些缺点。譬如，在

资料收集上还可以做得再全面丰富一些，在史料

阐释上还可以再深入一些。不过我们看到，这些

缺陷并不是作者认识或能力的问题，是由于时间

限制和客观精力的问题，作者凭一人之力确实不

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繁重的工作。随着

研究资料的更加丰富，假以时日，我们相信宋绍香

一定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与研究方面取

得更高的成就。□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潍坊学院

文学院，潍坊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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