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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

内容概要

《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以近百年来海外华文文学为整体观察对象，在以理性反思和诗
学考辩进入华文文学的知识谱系时，超越常见的“直观与知觉”的思路，也超越目前大量相关批评中
的“流散状态”，而是提取基础性、本源性、规律性的内容，以知识范型予以接近对象真相的把握。
鉴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和“时空交叉”的复杂性，本书侧重于以“问题”带动研究，以“知识回
环”去检视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的互训互动，进而对华文文学的主要概念、重点话语进行开放性的阐
释，并在解读过程中力求呈现问题的特点与起源、发展与流变，以展示问题的生成语境和知识图景，
上升至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全书既见学院专著的严谨，又有诗性智慧的灵动，极具理论创
新意义，对新兴的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有垦拓性价值，也让广大读者共赏本土以外的又一道文学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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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匡汉，学者，文学批评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华文文
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中心学术委
员会主任。出版有《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中国新诗学》、《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
等20多部学术著作。　　庄伟杰，旅澳诗人、作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1980
年年底赴澳洲。现“两栖”写作，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中心
客座研究员，并任国际华文出版社总编辑，澳洲华文诗人笔会会长。已出版《精神放逐》、《缪斯的
别墅》等十余部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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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

书籍目录

引言 直挂云帆济沧海第一章 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观念一、文学思维的四度空间二、知识谱系的诗学
特征三、学科之名与学理之弦四、文化属性与身份认同五、话语形态的叙述谱系第二章 相近或相对的
关键词一、华文文学／华人文学二、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三、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理论四、第
三文化空间／他者的空间五、流散／离散六、家园意识／文化回归七、自主性写作／唐人街情结八、
游牧／旅行九、记忆／根性十、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十一、东西思维方式／东西文化差异十二、三个
华人世界／华人文化版图十三、香蕉人／边缘人十四、生存性／精神性十五、地域性／世界性十六、
全球化／本土化第三章 异同中互动的比较诗学一、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质二、东南亚华
文文学与澳美欧华文文学之互见三、域外汉字文化圈与海外华文文学之互联四、美国华文文学与华裔
美国文学之互涉五、语种的华文文学与文化的华文文学之互训六、差异理论与华文文学研究的会通七
、互动新景观：家园来去的“海归文学”第四章 海外华文文学的美学形态一、故园记忆与乡愁美学二
、空间位移与放逐美学三、精神皈依与生命美学四、时空穿梭与交错美学第五章 海外华文文学的艺术
方略一、跨界叙说二、母题的文本变奏三、字思维四、从妙悟到虚静五、经典的回声结语 以道观器主
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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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文学思维的四度空间　　当我们环顾全球之时，或许会意识到，世界在运行中不仅相互依存
，而且同频共振。即使你不向沧海驰去，沧浪也会向你逼来。　　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空，作为一
种特殊文化景观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存在方式相适应，也必然会展现自
身特殊的思维空间，特殊的“以道观物”的思维向度，特殊的“闪亮登场”的思维视阈。　　可以说
，正是由于以下四种海外华文文学思想的四度空间的展现，使我们的考辩对象变得更加通明透亮，也
为我们把握对象时提供一个必要的认知前提和诗学依据。　　（一）汉语思维的空间　　语言是人类
的家园。语言和世界同构。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和世界的关联往往表现在我们的语言里。而每一种语
言，都有与之对应的人类群体——“语种”，也因此而成为符号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纽带。　　“语种
的华文文学”这一概念，从逻辑上看似乎有语义重复之嫌，但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自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或者说，从海外华文文学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潜在，因为是语言（形式），才
生出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如果没有语言（种），海外华文文学就不可能存在。诚然，华人用不同的语
言书写和表意，产生的文学形态自然是不同的。按常理来说，用汉语（母语）书写的（作品），我们
才能称之为华文文学；而用英语书写的，只能称之为“英语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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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框架和逻辑都非常好。
2、很有启发，可做入门必读。其实可以写得更加简洁，散文化倾向冲淡了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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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的笔记-扉页

        有幸得作者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匡汉教授亲笔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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