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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正式启动 

  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我所拟申报的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系列、

重要流派思潮系列》已经正式启动，会议于2005年11月11日在景色宜人的太申祥和山庄召开。会议由

党委书记张国宝主持，所长陈众议做了专题报告，各研究室主任和吴元迈等有关学者参加了会议。与

会的有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赵白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刘象愚教授、首都师范

大学外语学院院长邱运华教授等在京的兄弟院校学者。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仁敬教

授、武汉大学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国祥教授，四川大学外语学院刘亚丁教授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了

会议。 

  作为这一项目的发起人，陈众议所长亲自起草了关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系

列、重要流派思潮系列》的讨论稿，并就这一项目的意义与有关内容做了说明。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

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

文化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宏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各

项事业迅猛发展的当代，深入了解世界和世界文化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而深入研究外国文学则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在20世纪60年代，外文所曾经担任过中宣部组织的编辑出版“三套丛书”

的宏伟项目，这一项目虽然已经中止，但是至今在外国文学界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文化事

业日益繁荣的今天，我们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更加开放和广阔的胸襟梳理前人的学术成果，

吸取前人的研究经验，在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做到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并且

长此以往、坚持不懈，使这个文化研究工程真正成为我国重要的学术品牌，为努力提高我国外国文学

界的学术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与会学者对这一项目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并就项目的重要意义、实施步骤以及体例等具体事宜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明确了对项目承担者的具体要求。学术史研究与以往各别语种所写的作家评传不

同，它不仅要穷尽该作家作品或思潮流派所在国的重要资料，而且要以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眼光，

理清该作家作品或思潮流派在世界上的来龙去脉，掌握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列出详尽的文献目录，

使之成为当代研究该作家作品或思潮流派的权威之作，成为后人研究时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每本书

的体例可以不强求一律，但是应该包括研究史梳理、研究之研究和文献目录等基本内容。对于重要的

评论应该译成中文，研究的成果应该是一部专著和一部资料集，而且要确保质量第一，因此时间不宜

过于匆忙，最长可以延续五年。经费由外文所即将申报的院重大项目予以资助，外文所有关机构将给

予大力支持。学者们还就编委会的组成人员、相互协助提供资料以及经费使用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会议初步确定的第一批项目有：《塞万提斯》（陈众议）、《海明威》（杨仁敬）、《雨果》

（罗国祥）、《肖洛霍夫》（刘亚丁）、《高尔基》（邱运华）、《康拉德》（宁一中）、《歌德》

（吴晓樵），会后外地学者如有问题，可与外文所科研处或负责具体事宜的吴岳添研究员联系。 

  这次会议时间虽短，但是与会者无不感到创业的振奋，决心齐心协力、精诚合作，争取提前完成

各自的光荣任务。会议确定，将在作者们确定各自的编写提纲和进行初步的工作之后，在明年适当时



机召开相互切磋和交流经验的会议，以确保这个重大项目稳步地长期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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