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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典对话”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一） 

  文学经典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如何与这些经过时间筛选而沉淀下来的经典交流对话，如

何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不仅是我们每个人文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我

们身负的责任。怀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在《外国文学评论》创刊2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

院外文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于2006年10月28日至30日共同主办了“与经典

对话”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70余名代表会聚在有着80余年历史的厦大校园，就“经典作

家和经典作品的学术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文化的多元性与经典的普世性”、“经典文学与通俗

文学之间的关系”、“经典文学的诠释与过度诠释”、“东西方文学经典之间：异中之同”、“经典

文学研究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流散文学的经典来源”、“经典文学的翻译与文化的传播”等议

题畅所欲言，交流看法。  

 

一 

 

  10月28日上午，开幕式在厦门大学化学报告厅内举行。厦门大学副校长李建发首先致开幕辞，对

前来参加大会的学者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强调指出，外国文学经典既是人生的滋养，也是了解异

域文化的重要手段。而当下人心浮躁，各种浅俗的趣味代替了深刻严肃的思考，“经典”常被视为与

“现代性”对立被否弃，所以这次会议的召开有着特别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则代表主办方回答了“为什么要和经典对话”的问题。他认

为，经典就是起码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诉求，是各民族基本价值观和审美方式的反映，在网络虚拟性破

坏了经典标准的今天，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的文化经典传承变得尤为重要，而传承的

根本方式就是不断地研究经典，不断与经典对话。 

外文所党委书记张国宝感谢厦门大学对这一大会所做的精心安排。他表示，《外国文学评论》作为一

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承担着介绍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重要任务。他鼓励与会专家学者研

究外国经典著作，更好地促进中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院长杨信彰在对来自全国各兄弟院校同仁表示热烈欢迎的同时，对学院情况做

了介绍。 

 

  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在致辞中强调了经典不仅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作品，也是无数学者参与其中

的成果。他认为研究经典时应该回到经典所处的语境，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只有不断探索，

才会有新的发现，经典也才会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是经典的创造者。 

 

  简短的开幕式后所有与会代表一起合影留念。 

 

  接着是大会主题发言。虽然发言者的发言涉及到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经典作品，也从不同角度

思考了经典与文化、经典与阐释、经典意义何在等问题，但参会者可以从这些发言中捕捉到一份共同



心声，那就是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在对待经典问题上的文化自觉，而这也是首先发言的《外国文学评

论》主编盛宁的中心议题。他在题为“外国文学研究应强调‘经典’意识”的发言中提出，在现如今

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学典律的概念日趋淡漠的形势下，我们这些高校教师和文学研究学者应向自

己发问：我们该向学生和广大读者教些什么？美国人文教育的滑坡、文学教育碎片化的现实，不能不

引起我们的反思。召开“与经典对话”这样一次会议，就是试图重振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经典意

识”，这种经典意识应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自觉。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觉，才能开创费孝通先生所

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局面，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文学者的职责。 

 

  浙江大学张德明教授挑选了荷马史诗的三个后续文本来探讨经典的重写问题。他指出，经典的文

化意义正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全球语境中，经典的普世性使其成为全人

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从荷马史诗的三个后续文本可以看出，后人对于经典的不断重读和阐释，不仅丰

富了人类的精神体验，也创造了新的精神财富。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经典后续文本，就是从新的文化

立场出发，通过对古代经典的改写，借助其话语权和传播力量而建构自己的经典地位。 

 

  北京大学谷裕副教授以歌德为题，探讨了文学经典作为民族集体意识象征的意义。她指出，歌德

及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虽然掺有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取向，但歌德著作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德意志小邦

分裂的局限，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对超越时空的人生根本问题的追问。而且，与所有的经典一样，歌德

的作品不仅具有整合民族精神和认同的功能，也能在各种异质文化中产生共鸣。因此，经典的意义就

在于它们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文化记忆，也以这种文化记忆为平台，为后来者提供了交流的根基，使

“与经典对话”成为可能。 

 

  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在发言中重申了文学审美的必要性。他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并不等于文化虚无

主义，所以追求文化多元并不应该否定经典文学的存在。经典文学作品所蕴涵的思想深度和批判锋芒

是其他文化媒介所难以逾越的，其中，经典作品的文学审美特征则尤其应成为文学批评的重点。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冯寿农教授以福楼拜的名作《包法利夫人》为例，回顾了这部作品150年

来的接受史和作家福楼拜的研究史，指出文学作品和作家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是因为它

们/他们有着“经典性”，这经典性包括作品内容上的普世性、批判性和形式上的审美性，也包括作家

对所处时代和本人局限的超越。 

 

  外文所陆建德研究员也从《诺桑觉寺》和《赎罪》这些具体文本入手，探讨了对经典之间、经典

作家之间不断对话和不断改写的过程。简·奥斯丁的《诺桑觉寺》就是对18世纪末流行的哥特小说的

正面回应，而英国当代小说家麦克尤恩的《赎罪》则通过戏仿，又是对奥斯丁的自觉的超越。 

 

  六位代表的主题发言围绕着不同语种经典的产生、形成、重构和阐释，呼唤起强烈的对话意识和

责任意识。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天时间里，与会代表在这种意识的感召下，就各自的学术兴趣和研究领

域，对“经典”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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