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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 

02、鲍.季格里扬：《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三联书店，1984年。  

03、蹇昌槐：《欧洲小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04，蹇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05、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06、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年。  

07、吴岳添：《法国小说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08、郑克鲁：《法国现代小说史》，200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  

09、王予霞：《苏珊.桑塔格纵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  

10、朱宝荣：《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何其莘：《英国戏剧史》，译林出版社，1999年。  

12、王逢振等主编：《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000。  

13、寇鹏程：《西方审美现代性的三大范式》，见《学术论坛》。2006年第2期。  

14、曾艳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辨析》，见《外国文学》2006、1。  

15、刘象愚、曾艳兵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6、曾繁仁：《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古代希腊罗马文学  

01、阎国忠：《古希腊罗马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02、王锡明：《论希腊艺术的永久魅力》，见《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  

03、谢竹友：《希腊神话的不朽魅力》，见《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  

04、刘方：《从创世神话看中西文化特性与审美精神》，《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  

3期。  

05、蒋原伦：《西方神话与叙事艺术》，《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06、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07、肖锦龙：《〈伊利亚特〉的两个基本冲突纵横谈》，见《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  

期。  

08、麦永雄：《英雄符码及其解构》，见《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09、郭洋生；《荷马与欧洲史诗模式》，见《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   

10、颜 敏：《〈荷马史诗〉的象喻世界初探》，《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11、陈中梅；《人物的讲述.像诗人.歌手――论荷马史诗里的不吁请故事》，《外国文学  

评论》，2003年第3期。  

12、邱紫华：《令人困惑的神秘因果链》，见《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13、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  

14、苏 珊；《希腊悲剧起源与人的心理因素》，见《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  

15、聂珍钊:《论希腊悲剧的复仇主题》，《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6、陈中梅:《普罗米修斯的hubris――重读〈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17、蹇昌槐；《欧洲小说的历史进化》，《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  

    18，蹇昌槐；《欧洲小说变形艺术形象散论》，《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  

中世纪文学  

01、唐涛：《中世纪文学与伦理思想：爱、信、从》，《上海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02、胡志明：《但丁与基督教文化》，《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03、杨丽娟：《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传统的“全景式“解读》，评刘建军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传统》，《外国文学研究》，20

06年第2期。  

    04、李玉悌：《〈神曲〉的魅力》，《国外文学》，1989年第2期。  

    05、姜岳斌；《〈神曲〉:理性的辉煌与迷误》，《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  

    06、姜岳斌：《〈神曲〉与〈西游记〉中天堂观念的比较》，《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  

    07、姜岳斌：《〈神曲〉中的诗人与但丁的诗性隐喻》，《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08、姜岳斌：《〈神曲〉与敦煌变文中的地狱观念》，《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01、汪义群：《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反宗教神学说”质疑》,《外国文学评论》，1992-1。  

02、蒋承勇：《论文艺复兴运动的潜文化意义》，《上海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  

03,蹇昌槐：《试论欧洲近代小说的美学品格》，《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04、《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05、张泗洋：《谈谈哈姆莱特性格的忧郁特征》，《吉林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06、王改娣：《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意象特征探微》，《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07、田 民：《论哈姆莱特性格的模糊性》，《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  

08、方 平：《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09、肖四新：《莎士比亚早期戏剧的症状阅读》，《四川外语学院》。2006、1。  

10、朱安博：《新历史主义与莎学研究》，《四川外语学院》。2006、1。  

11、何岳球：《〈坎特伯雷故事〉中的狂欢化喜剧特色》，《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12、肖明翰：《乔叟对英国文学的贡献》，《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13、方汉文：《哈姆莱特之谜新解；拉康的后精神分析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4、蓝仁哲：《〈哈姆莱特〉:演绎人类生死问题的悲剧》，《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15、滕 威：《〈堂吉诃德〉的元小说性》，《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6、陈凯先：《〈堂吉诃德〉对现代小说的贡献》，《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17、蒋承勇：《〈堂吉诃德〉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18、馓道庆：《意义的重建-〈堂吉诃德〉新论》，《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  

    19、李赐林：《一个寓言-堂吉诃德的故事》，《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  

    20、童燕萍：《写实与虚拟的对立统一：〈堂吉诃德〉的模仿真实》，《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十七世纪文学  

01、罗芃等：《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02、李思孝：《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首都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7年。  

03、夏曾树：《布瓦洛的〈论诗艺〉》，《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  

04、陈 惇：《莫里哀和他的喜剧》，北京出版社，1981年。  

05、鲁 萌：《论达尔杜弗——兼论历史和心理的辩证转化》，《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  

第2期。  

06、朱延生译：《莫里哀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  

07、宫宝荣：《天才与法则——〈伪君子〉的结构与“三一律”新探》，《戏剧艺术》，2006年第2期。  

08、陈众议：《“变形珍珠”：巴洛克与17世纪西班牙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十八世纪文学  

01、鸣九：《论18世纪启蒙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02、郑克鲁：《法国启蒙文学的历史作用》，载《法国文学论集》，漓江出版社，1982年。  

03、蹇昌槐：《〈鲁滨逊漂流记〉与父权帝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  

04、钟 鸣：《〈鲁滨逊漂流记〉的双重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05、王文华：《鲁滨逊形象的现代性反思》，《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06、孙绍先：《论〈格列佛游记〉的科学主题》，《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07、王治国：《菲尔丁笔下崇高和邪恶斗争的记录》，《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  

08、吕大年：《8世纪英国文化风习考》，《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09、董问樵：《〈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10、杨武能：《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11、绿 原:《常说常新的〈浮士德〉》，《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12、褚蓓娟：《永恒的流浪者——浮士德形象之我见》，《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13、杨武能：《试析〈浮士德〉的哲学内涵（上）》,《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14、杨武能：《试析〈浮士德〉的哲学内涵（下）》，《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十九世纪初期文学  

01、杨武能：《从Novelle看浪漫派》，《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02、罗 钢：《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03、陈 俐：《简论浪漫主义文学的宗教精神》，《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  

04、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05、郑克鲁：《法国浪漫派诗歌的特点和贡献》，《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06、王化学等：《纪念拜伦诞生200周年》，《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07、王化学：《〈曼夫雷德〉与"世界的悲哀"》，《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第3期。  

08、金嗣峰：《拜伦〈唐璜〉二题》，《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2期。  

09、潘耀泉：《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10、张旭春：《雪莱与拜伦的审美先锋主义思想初探》，《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11、张思齐：《济慈诗学三议》，《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12、袁宪军：《〈希腊古瓮颂〉中的“美”与“真”》，《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13、卢路：《浪漫与哲性〈西风颂〉的两种解读范式》，《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4、柳鸣九等：《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  

15、安德烈.莫洛亚：《伟大的叛逆者——雨果》，陈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  

16、鲍文蔚译：《雨果夫人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17、罗国祥:《理性的反动——-雨果小说美学的现代性》，《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  

2期。  

十九世纪中后期文学  

01、郭树文：《批判现实主义质疑》，《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02、《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03、蒋承勇：《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04、马修约瑟夫森：《司汤达传》，包承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05、刘 阳：《从〈论爱情〉看司汤达及其创作》，《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06、蒋承勇:《论司汤达小说的内倾性》，《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07、李健吾：《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  

08、蒋承勇：《从系统的自组织原理看于连性格的自在性与自主性》，《外国文学评论》  

1987年第2期.  

09、柳鸣久：《巴尔扎克的小说艺术》，《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  

10、陈伯吹：《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  

11、丁子春:《巴尔扎克艺术理论勘探》，《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2期。  

12、金嗣峰：《〈高老头〉创作的真实性》，《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  

13、叶成青；《关于高老头“父爱”的再认识》，《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  

14、翁柏青：《高老头——拿破仑时代法国资产阶级“贵人迷”的典型》,《外国文学评  

论》，1989.2。  

15、黄晋凯：《巴尔扎克文学思想探析》，《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16、莫洛亚：《狄更斯评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17、冯亦代：《狄更斯的本来面目》，《读书》，1989年第6期。  

18、王忠祥：《论狄更斯的〈双城记〉》，《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  

19、伍厚凯：《论〈双城记〉的艺术特色》，《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0、赵炎秋；《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21、潘一禾：《解读奥涅金的被“拒绝”》，《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22、涂卫群：《百年“普学”》，《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23、康 林：《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的勃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学报》1995  

年第10期。  

23、吴晓都:《普希金叙事创作对俄国文学的意义》，《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24、果戈理等：《回忆普希金》，刘振伦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25、米.赫拉普钦科：《艺术家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26、《托尔斯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27、陈 燊：《谈谈托尔斯泰的创作和艺术》，《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1辑。  

28、刘洪涛：《我国解放以后托尔斯泰研究述评》，《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  



29、王智量：《〈复活〉的创作过程与作家的思想发展》，《华东师大学报》，1980年第4  

期。  

30、刘定淑：《试论〈复活〉男女主人公“复活”的复杂性》，《外国文学研究》，1985  

年第2期。  

31、余绍裔：《论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艺术》，《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32、王景先：《“心灵辩证”辨析》，《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33、徐 鹏：《道德情欲：〈安娜.卡列尼娜〉人物性格建构原则之一》，《外国文学研究》，  

1994年第2期。  

34、吴泽霖:《从托尔斯泰的上帝到中国的“天”》，《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35、刘 倩：《安娜悲剧的必然性》，《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3期。  

36、王忠祥：《易卜生的创作与“易卜生主义”》，《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37、王忠祥：《易卜生》，华夏出版社，2002年。  

38、蹇昌槐：《易卜生与戏剧的“近代突破”》,《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  

39、王志耕：《宗教之维：国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化诗学研究概述》，《国外文学》，2006年第1期。  

40、王志耕：《质询与皈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约伯》，《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2期。  

41、王志耕：《“聚合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41、冯增义：《评复调小说〈卡拉马卓夫兄弟〉》，《华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  

42、何云波：《父亲：文化的隐喻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论》，《国外文学》，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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